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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矿产经济研究院

大地构造与资源环境经济研究

室
,

在和中国科学院长沙大地

构造研究所合编《世界壳体构

造图 》的后期
,

还进一步根据初

步建立 的综合大地构造学
,

在

陈国达院士指导下编制世界大

地构造纲要图
。

其目的是
:

为进

一步开展大地构造与资源环境

经济研究提供基础 图件
,

同时

为反映大地构造研究新水平提

供新机会
。

综合大地构造学的初步含

义是
: 以《集成系统地学 》为基

础
,

集国内外主要大地构造理

论精华之大成
,

融汇贯通
、

辨证

扬弃
,

加上最新研究成果
,

综合

升华而成的大地构造学体系及

其相应的理论体系
。

它包括了

地球内因与地外宇宙因素的联

系研究
,

大地构造与资源环境

等方面的联系研究
。

它的基本

论点正在形成
,

通过专题研究

所取得的以下成果
,

将成为论

点的形成基础
。

基础
,

同时通过它的建立
,

弥补

了科研人员因过去专业学习分

工过细而出现知识面狭窄等缺

陷
,

特别是在已故黄汲清院士

关于
“

上知天文
,

下知地理
,

天

地结合
,

探索真理
”
的启发和鼓

舞下
,

把天 文学
、

宇宙 (地质 )

学
、

比较行星学
、

月质学
、

陨石

学
、

海洋学等集入地学系统
,

拓

宽了科研人员的思路
,

对全面

认识地球
,

探索新的大地构造

理论创造了条件
。

二
、

建立新的大地构造

分区系统

l
一一1fll协以邑飞口é竹一l才沪去罗丙店梦比

建立 《集成 系统地

学 》作为综合大地

构造学的前提和基

础

该系统的特点是
,

组构严

密
、

层次分明
、

重点突出
。

首先
,

把地壳
、

地慢
、

地核等划作地球

的 一级 构造单 元
,

前 面 冠 以
“

地
”

字作为标志
;
其次

,

在一级

构造单元之下再分出二级构造

单元
,

如地壳之下划分的壳体
、

壳块等
,

并冠以
“

壳
”

字
,

以示和

一级构造单元区别
;
再次

,

在二

级构造单元之下
,

还可根据需

要 进一步划分出三级
、

四级构

造单元
。

这样
,

构成了一个层次

集成系统地学的初步含义

是
:

集地学各分支学科
、

交叉学

科
、

边缘学科以及相关科学
、

基

础科学之大成
,

彼此相互作用
、

相互依赖
,

合理综合
,

升华为具

有更多更新功能的地学系统
,

并保持不断发展的态势
。

它不

仅是综合大地构造学的前提和

,

参加世界大地构造纲要图编制

工作的还 有许林根高级 工 程

师
、

衷国华工程师等 5 人 ;本文

是 19 9 6 年 n 月在庆祝中国科

学院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成立

35 周年
、

《地洼学说 》创立 40 周

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
,

发

表时稍加修改
。

蛛合大他构造学研究取得衍成呆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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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的大地构造分区系统
。

综合大地构造学的

主体构造单元是壳体及壳块
。

划分壳体的依据

是
“

构造岩石组合
” ;
划分壳块的依据是

“

构造

层
” 。

主体构造之间的接合部构造单元
,

分为壳

谷
、

壳褶带等
。

四
、

提出构造运动基本形式的普遍

规律— 转化递进律

根据陈国达
“

既要研究地球的内因
,

又要研

究地外宇宙因素
”

的思想
,

在地动力学方面提出

多因复成合力系统
,

弥补了单一动力学观点之

不足
。

以往关于地壳构造运动多归因于地慢运

动 (如地慢蠕动假说
、

地慢对流假说
、

地慢柱假

说等 )
,

但只是探索其然而未探索其所以然
。

地

慢为什么会运动 ?我们通过专题研究认为
:

是因

为地球南北两极在挤压
,

沿赤道方向在拉张
,

地

球各个圈层之间在相对运动
。

而南北两极为什

么会挤压 ? 各个圈层间为什么会运动? 是因为

地球在宇宙之间同时向着至少
“

六个方向
”
在运

动
,

再加上地球本身的重力
、

热能等而共同产生

合力效应的结果
。

根据吸引与排斥原理
,

其中最

重要的可能是和地球运动距 日心点远近
,

及地

球随太阳系运动距银心点远近或出人银河旋臂

时而引起地球运动的速度改变有关
。

如地球运

动至近 日心点时
,

随着引力增强
,

速度 (特别是

公转速度 )会逐渐变快
,

地球各圈层会因密度差

引起圈层间的构造运动
,

以及因此带来一系列

的作用和变异
。

根据近年的地震折 /反射研究及 C T 研究
,

均发现地球圈层间存在相对运动 (初论综合大

地构造学
, 1 9 9 5

,

(( 中国地质 )) 2 2 5 期 )
。

一9 9 6 年

12 月 1 3 日出版的美国《科学 》周刊发表了哈佛

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组科学家的文

章
,

介绍他们利用 29 年的地震数据得出结论
:

目前地球内核的自转速度比地慢每年约快 o3
。

这说明从不同侧面探讨地球圈层间差异运动
,

愈来愈引起国内外地学界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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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达曾提出著名的
“

地壳动
`

定
’

转化递

进律
” ,

认为地壳运动发展过程中
,

活动区和稳

定区可以相互转化
,

但不是简单的循环
,

而是按
“

否定之否定
”

法则
,

遵循螺旋状的方向发展
。

据

此
,

他提出继地槽区 (活动区 )
、

地台区 (稳定区 )

之后的第三基本构造单元一地洼区 (新的活动

区 )
。

我们通过专题研究
,

认为
“

地壳动
`

定
’

转化

递进律
”
符合唯物辩证法

。

同时还进一步认为
,

“

转化递进律
”
也是构造运动基本形式的普遍规

律
。

如碰撞与分离
、

拉张与挤压
、

陷落与隆起以

及地球的膨胀与收缩
、

吸引与排斥等都可以相

互转化
`

如果出现转化周期
,

也都不是简单的重

复
,

而是一种不可逆的活动
,

按
“
否定之否定

”

法

则
,

遵循螺旋状的方向发展
。 “

转化递进律
”
的提

出及扩展或延伸
,

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地壳构造

单元的形成和演化历史以及与地球内
、

外因素

的关联
。

五
、

提出地壳构造活动发展进程中

的特殊规律— . 变论

叠变论的初步含义是
: “

一事物在从渐变到

突变
、

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式发展进程中
,

往往有

外来的
、

难以预测的
、

甚至是意想不到的骤变事

件叠加或银嵌
,

骤然或短期内改变了正常的发

展进程和结果
” 。

骤变事件的叠加
,

几乎在一切

事物发展中均可见到
。

例如
:

某商场从上午 9 点

开门营业
,

到晚上 8 点停业
,

结果创造营业效益

至少在 50 万元以上
,

数年来天天按这个营业规

律发展
。

但某天一个疯子在商场内丢了个烟头
,

触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火灾
。

不到半天的时间
,

这一骤变事件竟造成烧毁商场五分之一
、

烧伤

n 人
、

停业两个月的悲惨结局
。

地壳构造活动

发展进程中
,

也会遇上诸如巨陨 (如慧星
、

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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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等 )撞击等外来骤变事件的叠加 ( 1 9 94 年 7

月慧星撞击木星应可旁证 )
,

骤然改变其发展进

程和结果
。

地史上有过《均变论 》与《激变论 》的

大争论
。

前者只承认均变而不承认有外来激变

事件叠加
,

后者却认为一切主宰于灾变
。

显然
,

都有片面性
。

《叠变论》既承认地壳构造活动具

有正常发展的一般规律
,

同时也承认在正常发

展进程中往往有外来骤变事件叠加或银嵌等特

殊规律
。

无庸置疑
,

它为地史上曾有过巨陨或天

体撞击等外来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哲学依据
。

六
、

提出太古宙壳体构造的陨击成

因假说

一般认为太古宙有三类岩石组合
,

但主要

的只是花岗岩一绿岩组合和高级组合两类 ( K

.

C
.

C o n d i e
,

1 9 7 9 )
。

有关它们形成的构造环

境
,

至今众说纷云
。

笔者在编图中把这两类岩石

组合视为类似
“

构造层
”

意义 的
“

构造岩石组

合
” ,

作为壳体构造单元的划分依据
。

同时根据

花岗岩一绿岩带
,

主要是一套超镁铁质
、

镁铁质

的火山岩
、

火山沉积岩和有大面积的花岗岩底

辟侵人
,

以及它们的 同位素年龄 一 般少于

3 5 0 OM a
等特征

,

而否定它是所谓
“

高出海面的

原始地壳一陆核
”

或
“

原始地壳残块
”

等观点
,

认

定其构造环境是地球上类似
“

月海
”

的
“

地海
” ,

即慧星
、

小行星等巨陨撞击地面的大陨坑或大

陨坑组合构造 (向缉熙
, 1 9 9 4 )

, “

两类岩石组合
”

是地海形成以后再贯人
、

充填其间的产物
。

早在 1 9 7 2 年美国的格林 ( D
·

H
·

G er en )

就提出
,

绿岩带的成因类似月海
,

是陨石碰撞的

产物
。

他和同事们 ( 1 9 7 5 )的实验表明
,

橄榄柯马

提岩岩浆喷发温度为 1 6 5 0 士 20 ℃ ,

这样一种岩

浆需要慢源组分达到 60 ~ 80 %熔化
。

这样高的

温度意味着发生了撞击触发的底辟作用
,

之后

则是慢源组分部分熔化为火成物质
,

充填了大

陨石坑
,

再发生沉积和变质
,

最后形成绿岩带
。

但是
,

他的撞击成因模式既为很多人所接受
,

同

时也被反对者以如下一些理由进行否定
: 1

.

月

海形成于 4 0 0 0 ~ 3 10 0M a ,

绿岩带主要形成于

3 4 0 0 ~ 2 3 o 0M a ,

二者在时间上不吻合
; 2

.

在绿

岩带下部尚未发现能说明陨击构造存在的撞击

岩以及其间应残留 (当然
,

不可能保存完好 ) 的

击变特征
。

笔者在开展中国太古宙壳体构造的

专题研究中
,

基本上回答了上述反对意见
。

如认

为
:

花岗岩一绿岩组合应是陨坑中的充填组合
,

其形成必晚于陨击时间
,

何况 4 10 0 ~ 3 1 0 oM a

只代表星球上陨击的激烈期
,

其后也还有巨陨

撞击甚至叠加撞击
,

所以用时间不一致来否定

格林的模式是不客观的 ; 由于花岗岩的底辟侵

人
,

最下部的撞击岩组合一般被破坏
,

但我们从

早期花岗片麻岩体边部分布的捕虏体中找到了

大量撞击岩残体
,

有的撞击角砾同位素年龄大

于 3 8 0 0M a ,

比围岩早约 s o 0M a ,

有的
“

撞击岩
”

在镜下还可见到石英残斑错断
、

云母及长石残

斑膝折等击变现象 (详情另文讨论 )
。

因此
,

笔者

用实际资料支持格林的观点
,

并进一步补充修

正了他解释太古宙花岗岩一绿岩带成因的陨石

撞击作用模式
,

提出太古宙壳体构造的陨击成

因假说
。

七
、

提出造山作用的粗略同时性对

比观

在造山作用发生和发展规律方面
,

虽然不

完全同意史蒂勒 ( H
.

tS ill e
)关于

“

造山作用的

时间定律
” ,

即同时律
,

但经编图实践
,

发现造山

作用在全球有粗略的同时性
。

如
:

不仅在欧美
,

而且在全球各大陆
,

都纪录着加里东
、

海西
、

阿

尔卑斯造山带生长和消亡的数以亿年计的时间

历史
。

尽管具体山脉的活动史千差万别
,

但是它

们彼此相距甚远却具有大致相似和粗略同时的

成长过程
。

因此
,

笔者认为造山作用可以在全球

进行粗略同时性对比
。

并据此划分出加里东
、

海

西
、

阿尔卑斯等构造层
,

作为全球划分及对比大

地构造单元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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