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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争鸣
·

应注视板块理论面临的严峻抉择

夏 之 秋

早期的地质学领域
,

对综合性假说的建

立
,

在地质学中并不流行
。

比如
“

地槽说
” ,

当时作为一种假说时
,

周围的人接受起来就

很谨慎
。

但是
,

板块理论的出现
.

却一反过

去的作法
,

居然被争先恐后地接受 了
,

这种

新的全球概念
,

很快就在所有区域地质研究

中流传开来
,

成为重要的理论武器
。

这种泛

泛的思想
,

一下子就贯穿到地质学家的整个

活动中
;
尽管当时有人对这种未经深思熟虑

的理论表示过怀疑
,

但对他们的怀疑未予重

视
。

正当板块理论超越洋壳而走向陆壳时
.

大陆板块的解释就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

只好生搬硬套地用洋壳理论去解释陆壳
,

结

果便寸步难行
。

这是因为陆壳 成 分 的 多样

性
,

以及其不同的构造
、

褶皱作用和变质作

用
,

还有将近 4 0 亿年的地质历史
,

所 以 无

法用成分和构造极其单一
,

没有褶皱作用和

各种变质现象的洋壳理论来进行解释
。

仅就

地质历史而论
,

洋 壳的历史充其量也不过是

姑壳 的 1 / 2 0 ; 因此出现了板块构造 概 念与

陆壳基本事实之间的矛盾
。

以洋壳为基础的板块理论
,

过早地判定

各种
“
环境

”

标志
,

例如蛇绿岩总是意味着

洋底
,

拉斑玄武岩指的是洋中脊
,

而安山岩

一成不变地代表岛弧等等
,

这种简单明确的

定义和标准
,

很容易吸引地质工作者
,

对我

国的地质工作者
,

当然也不例外
。

在板块构

造的概念里
,

蛇绿 岩带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

位
,

它被视为
“

封 闭
”

古大洋位 置 的 缝 合

带
,

因此西藏的蛇绿岩带
,

曾被认为是中生

代特提斯古大洋的确证
。

但研究的结论是
,

该带与扩张带没有任何关 系
,

不 存 在 古大

祥
; 而且就喜马拉雅来说

,

俯冲作用的假定

也是站不住脚的
。

当时持怀疑最力的别洛乌索夹认为
,

造

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决非偶然
,

他们是在研究

以前未知的对象
,

即洋壳
; 这种研究主要是

用地球物理方法和地貌学方法
,

而不是主要

用地质方法
,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具备

J也质专业知识
,

而只具备物理和数学专业知

识的专家进行的
,

故此在转向大陆壳时
,

便

没有能力去认识完全陌生的另一种资料了
。

值得注意的 是
, 19 8 9 年 7 月

,

在 华 盛

顿召开了一次国际讨论会
,

会上各国专家在

提出大量实际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批

驳了板块理论
,

同时传 递 了 所 谓
“

颤动构

造
”

等新概念
,

这是首次在国际性会议上
,

比较集中地批判板块理论
,

说 明它已面临严

峻的抉择
。

联系到目前我国和世界上的板块

理论正在大行其道的现状
,

了解这一动向是

十分必要的
,

值得引起注视
。

科学的发展变化和转折如此迅猛
,

所以

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

并树立以下的共

识
:

①和所有的理论一样
,

都有一个客观检

验的过程
,

板块理论也一样必须经受检验
;

②用比较行星学的理论来衡量
,

板块理论的

非普遍性是正常现象
; ③在教学工作 中

,

可

以从研究太古宙的实际工作
,

来说明板块理

论 的应用是有局限性的
。

为了制定一个适用于全球的大地构造理

论
,

板块理论不是终点
,

所以还有大量工作

要做
,

但是如果不把所面临的严峻抉择加以

注视
,

我们将会陷入某种困境
,

也就是说最近

十余年来
,

这种纯粹机械论的板块理论所建

立起来的
“

典范
”
地位

,

可能被迫放弃
; 这样

就会使许多新一代地质工作者所学的板块理

论
,

产出失落感
,

应该提前防范
,

力求主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