
大 地 雄 造 分 区 周 题
。

陈 国 建
,

一
、

采用历史分析法

划分构造区域的方法
,

作者甜为应敲采用
“
历史

分析法 ” 。

根据一个地区的全部地 寮 查 料
,

通过整

理
、

分析
,

粽合等各个步肆
,

从悬征唯物 观 点 来 重

塑出蔽地区的地熨发展史
,

并根据地贸发展史及 目前

发展阶段来判别其大地构造性置 的方法
。

此方法是苏

联大地构造学奠基人之一
,

苏联科学院院士 .A .II 卡

尔宾斯基 (K aP
n ” E c “ ” 直 , 1 94 7一 19 36)

J

所 ifl]
’

立的
,

后来复握阿尔汉格利斯基加以发展
。

历史分析法一向

对辨别和划分地槽区和地台区或介于它们二者之简的

过渡区
,

却准地槽和准地台渗以至属于地槽区的附生

构造单元郎山前凹地和山简凹地
,

是一个很恰当的方

法
。

著者忽为
,

握过引伸和发展后
,

此法同样可以适

用于辨栽和划分地铿区 (包括介于地台区与地寒区之

简的过渡区
,

即准地窿区 )
。

应用此法浏分构造单位时应收集哪些地寮查料?

就个人的实践袒瀚和体会
,

应包括九个方面
,

郎
:

桔

构
、

地层
、

古地理
、

构造
、

岩桨活动
、

变置作用
、

地

貌
、

新构造运动和矿产
。

其中以地层
、

构造及岩桨活

动三方面最为主要
。 、

我俏只要掌握了孩三个重要方面

的查料
,

采用了正确的分析方法
, ,

一个地区的大地构

造性胃尚题
、

便可基本上解决
。

其余桔构
、

古地理及

变贸作用主要根据它例市推知
,

矿产类型是其他因素

复合的产物
、

地貌及新构造运动均履次要
。

这里所称的拮构
,

是为了描述不同性置构造 区具

有不同复杂程度的发展过程而斌用的术萧
。

它指的是

一个构造区由若平个基本构造层所构成
, 每一个基本

构造层包含着相应的一 个
`

大 层 群
,

呼 做
“
基本层

群
, , 。

不同性鬓的构造区具有不同的拮构
,

郎具有不

同数目
、

不同性臀的基本构造层
。

有些构造区桔构简

单
,

只有一个基本群层
,

构成一个基本构造层
、

如属

于初极形式基本构造单元的地 槽 区履 之
。

有些构造

区
,

精构较为复杂
,

具有立个基刁之层群
,

构成二个墓

本构造层
,
例如属于比较高粗形式

,

郎具有比较复杂

发展过程的基本构造单元的地台区
。

此外
,

也有一些

构造区
,

拮构更教复杂
,

表砚出更为复杂的发展史
,

其墓本构造层有三个
,

由相应的三个基本层 群 所 构

成
。

如篱于更高叙形式的基本构造单元的地雀区 0 0

地层方面
,

主要是注意岩石种类
,

岩性及其稳定

,

味4
.

性
、

化石相及沉积相
,

建造类型 (如硬砂岩建造
,

复

理石建造
、

磨拉石建造等 )
、

厚度及其稳定性
、

形成时

代
、

沉积速擅情见及其接触关系〔如整合抑不整合〕
、

受构造变动
、

岩奖活动和变臀 作用影响情况
,

以及沉

积类型 (地槽型
、

地台型抑地窿型等 )
。

古地理方面主要是注意海陆变迁情况
、

包括氮个

时代的海陆分布范围
,

海侵 的情况
、

侵触时期的长

短
、

盆地的出现等
。

构造变动方面主要是注意地壳运动的有无及性置

(由假整合表示的升降运动抑由不整合表示的摺敞运

动 )
,

构造形式 (各种褶歇
、

逆掩断层等 )
,

摺粼类

型 (紧阴型
、

宽展型
、

抑断擅型 )
、

变动程度
、

发生

次数
、

时代和所履地壳运动期
,

影响所及 地 层 的 沉

积类型
,

地壳运动类型 (地槽型
、

地台型抑地窿型 )

等
。

岩桨活动方面应注意火成岩种类
、

性贸 (酸性
、

中性抑基性 )
,

岩狼活动方本
、

喷发坏境
、

岩浆活动

次数
、

时代及所属岩桨活动期
、 一

活动顺序
、

受影响地

层的沉积类型
、

以及岩 渠活动 类型 (地槽型
、

地台

型抑地雀型 ) 等
。

0
“

层群
”

是指具有共同特点的儿个不同时代的地层

祖合
。

层群的范围有大小兰种
,
大范围的一种是以

沉积类型以及下整合 (偶为假整合 )的尚隔为划分根

据
:

一个层群就是由沉积类型相同
,

并受过同型构

浩运动及同型岩桨活动影响的地层的祖合
。

这种层

群哄做
“

基本层群
” ;
不同基本层群之简常有区城性

不整合 (偶为假整合 ) 所代表的沉积周断
。

例如
,

地台 区的
“

褶瓢基底
”

和
“
沉积盖层

”

即是由两个

性臀完全不同的基本层群所分别祖成的
,

前者局地

槽型沉积
,

后者履地合型沉积
。

枝小范围及更小范

周的二种 1lB 是仅以岩性
、

岩相的差异
,

以及不整合

或假整合的分隔为根据
。

分 别叫
1

做
“
亚层群

”

及
` ’

小层群
” 。

一个基本层群里面
,

可包含若于个亚

层群
,

一个亚层群里面
,

又可彻分为若干小层群
。

公构浩层也有大小共种
:

大的一种是根据一个构浩区

里面的基本层群及区城性的 下整合 (偶为假整合)

的分隔来划分的
。

例女附也台区域的
“

槽麒层底
”

和
“
沉积盖层

” ,

即分别代表
“

下构浩层
, ’

和 上构

浩
”

( 19 5 3年 )
。

较小及更小的第二种是根据亚层

群和
“

小层群
” ,

以及下整合或似整合的分隔划分
出来的

, 当偏制大比例尺大地构措图时
,

爵韧 ltJ 分

构造层是必耍的
,

为使有所分别
,

大范围的应 .9I 做
“

基本构浩层
”
通常可陌称

“

构浩层
” ;

较小的及

更小的分别叫
·

做
`

亚构造层
”

及
`

小构造层
” 。



变置作用方面应注意各个时代地层的变臂程度
,

影响范围
,

原因
、

种类等
。

,

地貌方面要注意地貌种类
、

山脉类型
、

嗽状
、

准择状
、

块状等 )
、

莽展阶段 (幼年期
、

壮年期抑老

年期 )
、

整个构造区的外形等
。

新构造运动方面应注意表现形式
、

类型 (升降
、

单斜
、

断裂
、

挽曲
、

拱曲抑褶男皮)
、

强烈情况等
。 -

矿产方面应注意矿产种类
、

矿 宋 特点
、

成矿时

代含矿地层或有关岩石
、

矿床类型等
。

但必镇指出
,

在应用历史分析法的时候
,

有必要

注意下列三点
:

( l) 妓须全面考虑孩地区的地霓发展史的整个

内容
,

而不可片面地仅以它的地置发展史中某一阶段

的某一片段事实作为判断的根据
。

,

例如
,

我侧不能仅

抓住一个地区某一时期的地台型沉积
,

就决定它是地

台区
,

而不看这一阶段以后的历史
。

( 2 ) 必须把上述齐个方面的查料互相联系来作

总的考虑
,

而不能把其中某一方面的特点孤立的来看
,

作为艳对的标准
。

例如我侧不能仅抓住某一时期的强

烈的酸性岩浆活动
,

郎决定它是地槽区
,

而不考虑与

这些岩桨活动同时出现的沉积和构造的类型
。

( 3 ) 必须注意孩地区各种地鬓事实的发生时代

和出现先后
J

,

并据砖来划分发展阶段
,

从而全面地了解

敲地区的形成过程
,

拜正确重塑其地霓发展史犷 例如

我们不能把一个地区在其地贸发展史中
,

地槽区阶段

的地槽型情况和樱过了一个地台区阶段以后才出砚的

地窿区阶段的地窿型岩浆活动
,

地壳运动和沉积作用

棍在一起
,

作为税它是
“
地槽后期 ” 或

“

准地台
”
的

征据
。

总之历史分析法乃是唯物辨乳法在区域大地构造

学上的具体应用
。

我们必须从层氰砂佳物观点出发
,

正

确地运用它来判别一个地区的大地构造性胃
。

所以划

分构造区域的正确方法应孩是以全面的有关查料为根

据
,

并把各个发展阶段的查料看成既互相联系又互相

区别
。

我洲只要把蔽地区所有地胃事实
,

加以分析
、

整理
、

考虑其彼此简的关系
,

依它肥胃的变化和发生

顺序划分出发展阶段歹 最后把该地 区的全部旭胃发展

史重建出来
,

则关于大地构造性箕固题的桔渝
,

自然

地可也得到了
。

这便是著作所体会的历史分析法的具

萧
。

关于划分构造区域的方法
,

有人主张机据孩地区

的最突出的一种东西 ; 另有人主张根据它的现存构造

形态
。

著者韶为这二种主张都是不恰当的
。

由于没有

采甩或者没有正确地运用历史分析法
,

瞥使不少地区

的大地构造性置简超久尽末决
,

如我国东 南 沿 海 藉

省
,

声岭等地
,

郎是其例
。

关于历史分析法所根据的
,

上述的九个方面地震

查料的具体内容
,

兑另著白
,

因篇幅关茶
,

此处仅摘

要提及
。

二
、

怎样划分构造区

在过去
,

我们只把地壳的已知基本构造单无划分

为二个
,

郎地槽区和地台区
。

当划 分 构 造 区域的时
`

偏 把一个地区不是看作地槽区郎归入地台区 ; 对于

那些既非地槽区也不似地台区的地带
,

别大都韶为准

地槽或准地台
。

根据目前有关地台活化及地壳发展规律的研究拮

果
,

以及著者数年来蝙制大地构造图的握教
,

我仍有

充分理 由更 进一步把已知的基本构造单元改划为三

个
,

郎加入
“

第三基本构造单元
”

—
地 寒 区

一

〔郎
“
活化区

”
)

,

作为今后蝙制大地 构 造 图 的主要内

容
。

我们要利用祖国地寮特点丰的优越条件
,

创造出

世界上第一批把地壳划分为三大基本构造单元的大地

构造图来
,

为社会主义肆毅服务
,

为无产阶毅政治服

务 !

地槽区是地壳现知三大基本构造单元中最先出砚

的一个
。

作为活动区的一种
,

它的发展 史 可 分 为两

段
:

`

第一段以下降运动为主要活动形式
,

这时区内有

一个 (有时为一个以丰平行排列的 ) 狭长带状的沉陷

地带
,

哄做
“
地槽

”
(过去也课

“
地向斜

” ; 介于相

都的两个地槽之简
,

为相对地隆起的狭长地带
,

哄做

地背斜 )
。

地槽的沉降幅度甚大
,

在长期的
,

以下陷

为主要运动的过程中
,

里面沉积了通常十分且厚的海

相沉积
,

有时拜有强烈的岩桨活动
,

主要表现为大量

的海底喷发的基性岩流
。

第二段刚从褶毅及上升运动

为主要活动形式
,

哄做
“
迥返时期

” 。

此时
,

地槽中

的互厚沉积物强烈地褶皱
,

并伴随着剧烈 的 岩浆 活

动
,

主要表现为大量酸性岩侵入 , 以后还有隆起
。

于

是
,

在区内形成了高峻的褶搬山脉
,

哄做 乡褶鼓带
” 。

又由于地槽区发展过程分为这两个阶段的舟点
,

所以

也常被称为
“
地槽褶趾带

”
`

。

当一个地植褶数带淤渐

固桔
“
僵化

”
以后

,

便翰化 为
“
稳 定

”
区

— 地 台

区 ; 这时的地貌已因挺过准平原化而变成十分平坦
。

有时
,

地槽区在尚未完李
“

僵化
”
及棘变为地 台之

前
,

有再度增强活动的现象
,

这哄做
“
地槽区的延镇

运动
”
凡已棘化为地台区的地区

,

其前身的地槽区就
·

改称
“
古擎槽区

” 。
地槽区 的主 要藏别根据

,

在地

层上来融
,

那些往往十分巨厚的地槽沉祝
,

’

以合有大

规模的砂岩建造或复理石建造为特点
。

在横切地槽的
剖面上

,

无蒲在岩性上抑厚度上
,

’

变化都很大
。

在构

造上来靛
,

其所受的强烈褶毅通常为紧阴型的
,

并富

目将见
“

地台活化轰及其妙淘
`

意义
”

一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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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逆掩及断裹
。

岩案活动方面
,

其顺序一般从超基性

及基性发展到酸性
。

地台区为
“
稳定

”
区的一种

,

是 由地 槽 区固拮
“
僵化

”
及准平原化以后

, ·

林变而成的
。

它的主要特

征是通常具有双层拮构
。

郎具有下
、 ·

上两个主要构造

层
。

其中的
“
下构造层

”
也称

“
褶披基 ,&j

” ,

是由古

地槽区的地槽型沉积物
,

挺过紧阴型的
、

多次的剧烈

褶被
,

受过地槽型的多次的岩蟹活动所扰乱
,

以及大

都受过强烈的变胃作用所构成的 ; 这些特征和在地槽

区所兑的相似
。

` “
上构造层

”
也畔

“
沉积盖层

” ,

其

粗成物胃为在以鲍受侵触
,

十分平坦为特 色 的褶 撇

基底之上所形成的
“

地台型沉 积
” 。

显 然
,

地台区

乃是克服了地槽区的形式
,

但撇承了它的某些基本内

容
,

向府磨添宇自己特肴的短成部夯和特点J裔变成
比地槽区较为复杂

、

较为高毅的形式的构造区
。

凡 沉

积盖层比较发达的地台区
,

或地台区中具有这样特点

的部分
,

哄做
“
双层地台

” 。

有些地台区
,

或地台区

的某些部分
,

由于褶鼓基底长期上升
,

缺乏沉积盖层

的存在
,

lRJ 哄
“
单层地台

”
地台型沉积在地层上的主

,

要特点
,

.

是厚度通常不大
。

有时
,

沉积盖层总厚虽可

达六七千米或更多
,

但单个地层大多数仅以百米淤
,

而在横的方面变化不显著
。

就岩性上甜
,

在横的方向

的稳定性大
。

这种在厚度上及岩性上的稳定性
,

尤以

海相地层所表境的最为显苦
,

有时
,

一层厚仅数米的

岩层
,

延伸予百公里而不尖灭
,

岩性也少变化
。

介于

先后形成的各个地层之简
,

常多沉积尚断
。

这些简断

以假整合为主 ; 不整合较少见
。

有时
,

海相与陆相地

层反复交替出现
,

形成海陆交替相沉积
,

也是地台型

沉积的特性
。

岩石可为砂岩
,

页岩
,

也可为石灰岩 ;

偶有砾岩
,

但不常兑
。

地台型沉积在构造上的特点
,

是少受变动
,

仅受过地台型地壳运动影响
,

岩层倾侧

很援或仍基本上保持水平
,

又或形成断擅型褶毅 ; 在

岩浆活动上的特点 l8J 是少受侵入岩或火山岩影响
,

当

时只在少数地区出现过比较徽弱的地台型岩桨活动 ;

在变贸情况上
,

少受或完全没有受过变叹作用所侵鼓
。

当一个地台区发生活化之后
,
使蒋化为地窿区

。

这时
,

作为地窿区前身的那个地台区
,

就改称
“

古地台
” 。

地窿区是由地台活化拮果 所 形 成 的 ` 种新构造

区
。

由于它是地台活化的产物
,

所以
,

就 其 成因 上

说
,

也可称
“
活化区

”
O 这种构造区乃是在和地台区

斗争 过 程 中
,

一方面克服了它的前身郎地台区的形

式
,

但撇承了它的某些基木粗成部分和某些特点
,

另

丁亨草
,

冬移谭了新的袒感邻兮护静净秒亨的峥竿稗
变而成的一种构造区

。

所以它的性贸无箫和前已知的

两种基本构造单元
,

郎池槽区和地台区中的任何一种

都不相同
。 `

白是地壳在其螺旋状的
、

上升的而不是循

{环的发展过程中
,

擞在由地
硬

槽区 (活动区 ) 林化为地

台区 ( .tt稳定
”
区) 之后

,

又由地台区斡化而成的一

种新的活动区
:

也就是秘在地梢区及地台区之后才形

成的一个新的早亨零汐草参的牌草字尽牢的拳岑构簿
单元

。

它是现知的地壳三大基本构造单元中出境最晚

者
,

它代表着地壳发展的史复杂
、

更高极的形式
。

地

雀区的主要特征
,

是当它形成沟时期
,

在作为它的前

身的古地台之上
、

出现了一系列的
、

下降幅度很大的

凹地—
“
地雀

”
(也称

“
活化凹地

”

浇 ; 介于地崔

之简的
、

大幅度上升的狭长隆起
,

畔做
“
地弯

” 。

地

崔在其下陷过程中
,

形成了亘厚的 (常达数千米
,

有

时达万米以上 )
,

以具有磨拉石 建 造 为 主要特色的
“
地窿型沉积

” ,

其岩相以陆相为主
,

偶具海相层
。

地雀型沉积中的磨拉石式 沉 积 乃是直接发生于古地

台之上
,

而没有地槽预备阶段的且其中有时夹有火山

岩 ; 这些都是地崔型沉积和兑于山前凹地和山 简凹地

禹一般凹地型沉积的主要区别
。

、

这些地雀型沉积在古

地台的上
、

下两构造层之上
,

构成了另一主要构造层

— 第三构造层
,

名畔
“
地崔沉积层

”
(同义韶

“
活

化构造层
”

)
,

为地窿区所特有的
、

可做为在拮柯上

与地台区及地槽区相区别的主要根据之一
,

同时也是

它比地台区具有更为复杂的形式
,

代表更为高叙发展

阶段的标志
。

地窿区的构造
,

以孩处地台活化时期所

造成的来羡
,

主要的以属于宽展型
,

偶为紧阴型或近

于紧阴型的褶敏为特色
,

并多断裂
。

与这些构造同时

的岩桨活动
,

一般强烈
,

形成大量 酸 性 岩或中酸性

岩
,
也有基性宕及超基性岩

,

它们是与地崔型沉积而不

与地槽型沉积同时出现的
,

其岩浆活动的总趋势大多

数从酸性及中性发展到基性及超基性 (郎初期以酸性

当中酸占优势
,

后期以基性岩为主 )
,

这是和地槽型

告篆活动的主要区别
,

因为后者系气地槽型沉积同时

出现
,

井且从超基性及基性发展到酸性的
、

地槽区在

咚貌上大多数失去了蔽处古地台区所 有 的平坦的持

点
,

而代替以由
“
地 售褶 断 带

”
(也称

“
活化褶断

带
”

) 所表现的
、

起伏很大的崎眠地形
,

有时且和地

槽区所有者相似
。

在地雀区内
,

特别是形成于较近的

地簧时代
,

它的余动期活动未 l七
,

或有
“
延擅运动

”

的地雀区
,

又或目前仍在极烈期或向极烈期渐进中的

地窿区
,

新构造运动一般强烈
,

代表着地台活化作用

尚在祖覆进行
。

其余在矿产类型方面
,

地崔区也有 自

己的特点
。

O 在以前的有关骗文
、

溶义中
,

署者还建容沈
“

活化

地合
”

一豁
,

目前已为不少学者所引用
。

但因考虑

到此名刹有缺点
,

易被瞿解为地台区的一神
,

或洪

韶作同于准地合
,
故已不再使 用

。

而 改 称
“

地佳

区
”

(或其同义藉
“

活化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