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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地磁研究工作的回顾
马醒华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

0 前言

在本世纪 40
一

05 年代古地磁学科创立之初
,

李四光教授就敏锐地预见到
,

新兴的古地磁方

法在研究地壳运动问题时可能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
。

他在 40 年代末期与印度萨尼 ( aS h in
,

B
.

)教授的通信中就谈到过利用当时新兴的古地磁方法
“

以说明导致如印度东北部的急转弯

那样奇异的地壳歪 曲变形的连续过程
”

的可能性
。

李四光在 1 9 5 2 年发表的《受了歪曲的亚洲大

陆》一文结尾处明确指出
“

作为试测大陆规模的岩石蠕变的一种方法
,

在某些选定地区系统测

量古地磁
,

如萨尼教授所提倡的
,

可能证明是最有帮助的
” 。

进而
,

李先生在 1 9 6 5年 10 月第三

期地质力学进修班
“

地质力学的发展过程和当前的任务
”

的讲演中
,

又一次指出
“

古地磁工作在

国外绝大部分是利用某一地层时代的岩层或岩体的磁性的南北向与现今当地地理上南北向的

差异
,

来推断大陆作为一个整块转移的方向 ;也有时利用岩层中古地磁方向的转变
,

来验证有

关岩层的对比
,

这些方法是可以使用的
。

但是
,

既然认定整块大陆的转动和移动可以由岩石磁

性反映出来
,

那么
,

又怎么可以忽视在一个地区
,

在扭动构造体系发生以前各个岩带的地磁方

位
,

在扭动以后会发生转变的可能呢 ? 正是这种可能性
,

是地质力学需要寻找的标志
” 。

1 前期工作与实验室的初建

1 9 5 8 年
,

遵照李四光教授的意见
,

地质力学研究所安排袁重华
、

李溪光两位同志参加了由

中国科学院地质所
、

地球物理所和北京大学共同组成的科研小组
,

与前苏联专家克鲁泡特金教

授等一起联合开展了中国的首次古地磁研究工作
。

该项工作由于当时研究水平和实验设备条

件的限制
,

未能取得满意的结果
,

地质力学研究所古地磁工作也一度停顿下来
。

到 1 9 6 2 年
,

在

李先生的亲自主持下
,

重新调配李普和马醒华同志
,

并聘请北京大学古地磁专家王子昌教授来

所担任客座指导
,

正式建立了古地磁研究小组
。

从建立实验室开始
,

再度开展这一工作
。

到

1 9 6 6 年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两项重大进展
。

一是与北京地质仪器厂合作
,

研制出了第一台国产

高灵敏度无定向磁力仪
,

该仪器主要技术指标
,

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

填补了国内古地磁

测试仪器的空白
,

满足了其后十多年实验测试工作的基本需要 ;二是建成了国内第一座高标准

的古地磁实验室
。

该实验室在防磁
、

恒温等主要性能方面
,

可与当时国际上几个先进的实验室

相比
,

被誉为亚洲第一古地磁实验室
。

上述工作为其后我所古地磁研究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
。

2 7 0 年代的第四纪磁性地层学工作

总体来说
,

我国的古地磁研究工作与其它国家相比起步并不晚
。

但在十年浩劫期间
,

我国



古地磁研究工作象其它科研工作一样被迫停顿了将近 8年
,

而这期间国际上的古地磁学科却

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
。

到 1 9 7 4 年恢复古地磁研究工作时我们已经大大落后了
.

为了迎头

赶上
,

我们选择了当时国际上广为开展的一个热门课题— 第四纪磁性地层学
,

开展了研究工

作
。

我们与我所第四纪冰川地质组的同志们合作
,

首先对当时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一

元谋人的地层年代的测定和对比进行探索
。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
,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

测得元谋人化石年龄为距今 1
.

7 M a ,

为确定元谋人的年代提供了第一个可靠的实测数据
.

这

一具有重大科学意义与社会意义的成果
,

受到国内外各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得到广泛的承

认
,

为此获得了 1 9 7 8 年全国科技大会奖
,

并被拍摄成一部科学记录影片广为宜传
。

这一工作的

成功
,

使得广大古地磁和第四纪地质工作者认识到
,

第四纪磁性地层学研究前景广阔
、

大有可

为
,

也为国内科研和生产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第四纪地层时代划分和层位对比问题提供了一

条方便
、

可靠的途径
。

我们接着又相继对
“

兰 田人
”

和
“

北京人
”

的年代问题进行了研究
,

也取得

了较好的成果
。

自那以后
,

众多生产和科研单位纷纷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

很快形成了 70 年代后

半期的全国第四纪磁性地层学研究热潮
。

各兄弟单位的大量样品使我们的实验室终年超负荷

运转
,

自然也为我们提供了大规模开展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机会
。

因此
,

到 70 年代末
,

我们已先

后对近百条第四纪地层剖面和钻孔岩芯进行了测试研究
,

取得了一大批有学术意义和应用价

值的数据
,

为我国第四纪地层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这些成绩为我所古地磁实验室在全

国地学界同行中森得了较高声誉
。

这也是我们实验室自建立 以来的第一次研究工作的高潮
。

3 8 0 年代以后的构造
一

古地磁研究

进入 80 年代以后
,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
,

我所古地磁实验室也迎来一次新的发

展机遇
。

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
,

我们先后派出三名同志赴澳大利亚和法国进修学习
,

以后又选

派一名赴法博士研究生
。

从 19 而一 1 9 8 5 年
,

我们还先后承担了两项中澳古地磁科技合作项目

和两项中法合作项目
。

这些进修和科技合作
,

不仅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和科

研工作能力
,

培养了人才
,

而且还大大增强和改善了实验室的仪器设备
,

先后添置 了一批当时

属于国际先进水平的仪器设备 (其中几件重要设备是澳方无偿提供的 )
。

到 80 年代中期
,

我所

古地磁实脸室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
、

设备最齐全
、

条件最好的古地磁实验室
。

此外
,

更重要的

是
,

通过这些合作项目的开展
,

取得了一批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
,

在国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

了一批学术论文
,

扩大了中国古地磁工作在国际上的影响和知名度
。

在上述合作研究成果中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

在 1 9 8 0一 1 9 8 1 年第一次中澳合作中
,

在国际

上久负盛名的古地磁专家麦克尔希尼教授的领导下
,

对构成中国大陆的华北和扬子两大稳定

地块进行了二盛一三益纪的构造
一

古地磁研究
,

所采样品均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古地磁实验

室中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实验方法进行测试和分析的
。

所得结果表明
,

在晚古生代末期
,

华

北和扬子两大地块尚为两个相互分离的块体
,

分别位于赤道北
、

南的低纬度地区
,

它们之间的

纬度差 比现今纬度差 (约 1 00 左右 )大约 7o 左右
,

且它们各自的取向方位也与现今不同
,

两地块

在那时以来相对聚拢了 7个纬度并相对水平旋转了约 1 1 00 后才达到现今的相对位置
.

这一结

论的提出
,

在国际上亦属首次
,

对研究中国大陆的形成
、

演化有着重大的意义
。

该成果在 1 98 1

年的 I U G G 大会上报告并在 《自然 》 ( N a
ut er )杂志上发表以后

,

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

引发了自那以后许多国际同行希望与我们合作进行中国构造
一

古地磁研究的强烈愿望
。

在两次中澳合作研究相继完成后我们采纳了麦克尔希尼教授的意见
,

向部
、

院有关领导建

议
,

现将后古地磁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国几个主要稳定地块开展构造
一

古地磁研究工作
,

着手建

立各地块标准极移曲线的基础性工作
。

建议获准之后
,

于 1 9 8 4 年立项开始进行
“

中国几个主要

9 3



地块晚古生代以来古地磁研究
” 。

在地科院的领导和组织下
,

我们首先选择了华北
、

扬子和塔里

木三个主要地块开展工作
,

组织了地矿部系统的十多个单位
,

按地块设立了三个主要课题
,

分

片负责独立运作
。

由于该项目的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
,

再加上项 目开展不久便开始科研体制改

革
,

经费拨款渠道改变
,

致使几个地科院外单位因经费间题无法继续进行
,

致使整个项 目的完

成和质量都受到很大影响
。

我们负贵承担的华北地块课题的工作到 1” 1 年才最后完成
。

这部分工作取得了好的成

果
。

先后采集了几千个标本
,

其中相当一部分标本拿到法国和英国的实验室测试
,

其余样品是
在本所实验室测试的

。

我们还利用国外实验室设备先进齐全的良好条件
,

开展了一系列的岩石

磁学实验研究
,

这不仅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
,

还大大提高了研究工作的层次
。

此项工作总体来

说数据可靠性较高
,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华北地块第一条迄今最为系统
、

最为完整
、

可靠性最高

的极移曲线
,

建立了华北地块二叠纪以来运动
、

漂移模式
,

并对诸如华北地块与扬子地块的碰

撞
、

拼合的时间
、

程式
、

华北地块与塔里木地块的关系
、

华北地块与西伯利亚板块的聚合时间和

拼合界线等涉及中国大陆的形成
、

演化过程的一些重要问题
,

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认识
。

该

项 目工作的成果
,

陆续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
,

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

普遍重视和好评
。

国内同行们一致认为
,

象这样的基础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

今后仍需继续进行 ,

同时也认识到
,

这样的系统性工作
,

工作量很大
、

任务艰巨
,

绝非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所能单独

完成
,

必须广泛联合
,

共同协作
。

在此共识的基础上
,

由中国科学院牵头
,

联合了全国几个主要

的古地磁研究单位
,

共同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出申请立项报告
,

于 1 9 9 3年获得批准
,

设立

了
“

中国几个主要陆块显生宙极移曲线的建立与地块运动研究
” “

八
·

五
”

重点项 目
。

我所负责

承担华北地区地块的工作
,

重点是在先前晚古生代以来工作成果的基础上
,

将研究内容向早生

古生代延伸
。

预期目标是建立华北地块整个显生宙古地磁极移曲线
。

目前该工作正在顺利进

行中
。

4 追踪国际前沿动态
,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在继续开展上述构造
一

古地磁基础性研究的同时
,

从 90 年代初
,

追踪国际前沿动态
,

又开

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有关兄弟单位的支持和资助下
,

开始进行地磁极

性转换带特征和环境磁学的探索性研究
。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

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一些初

步成果
,

这些成果发表以后
,

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
。

前一项工作是地磁学领域一项重要的墓

础理论研究课题
,

而环境磁学的研究
,

被认为是对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很有意义的新的研究方

向
,

前景广阔
,

大有可为
,

今后应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

回顾 30 多年走过的道路
,

我们有一点

深刻的体会就是
,

一个学科
、

一个科研单位要想持续发展
,

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

就必须坚持追求

研究工作的高层次
,

并不断追踪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
,

探求新的生长点
,

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

域
,

以求使自己永远处于前沿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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