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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特提斯东段位于现今南海及其周边地区，做为洋壳的岩石学记录———蛇

绿岩带的现行展布呈 * 字形，它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南海的扩张以及

菲律宾 + 太平洋板块的向西推挤时，特提斯构造带受到扭曲而形成的。通过古地磁

和岩石学记录复原其在白垩纪末古近纪初时的位置和形态，为一位于现今印度次大

陆南端经加里曼丹北缘向东延伸的近 ,- 向的挤压构造带，它向西和青藏地区经中

亚扎格罗斯山脉和欧洲阿尔卑斯山脉联接成全球性的特提斯构造带，受控于星球级

纬向构造体系。研究表明，冈瓦纳的裂散、亚洲的增生和特提斯构造带的演化都受

控于星球级纬向构造体系。星球级纬向构造体系是控制板块边界和运动的重要的支

配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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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地质力学提出的构造体系是客观存在的地质构造实体，板块构造理论提出的板块构造和

地体构造也是客观存在的地质构造实体，尽管板块构造学说和地质力学的理论体系各不相

同，所提出的地球动力学的机制各异而且都是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但并不防碍我们去探讨

构造体系与板块构造的相互关系。

笔者近期在本刊先后发表的几篇文章，都着重阐述了板块构造运动对于区域构造体系形

成和发展的意义，但这仅是构造体系与板块构造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另一个更

为重要的方面即无论是巨型板块还是大型地块，它们或者隶属于一个或几个构造体系，或者

裹挟于某一构造带之中而被归于某一构造体系，或者受控于一定构造体系的区域构造应力

场。而星球级的构造带诸如大西洋中脊、太平洋中脊以及地质历史上分隔南大陆和北大陆的

古亚洲洋和古特提斯洋，以及全球斜向（0, 向和 0- 向）共轭剪切系，它们都受控于巨型

星球级的全球构造体系和全球构造应力场。

最初由徐士（12344）!55& 年提出的特提斯概念经过百年的地质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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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原特提斯、古特提斯、中特提斯、新特提斯的概念先后提出，后 ! 者都是呈 "# 向展布

的古地中海陆间海洋。本文以其东段的构造演化为例说明星球级构造体系对板块、地块和地

体的控制。

作者先后在 $!%& 万广东省地质力学编图（$’() * $’+&）!、南岭区域构造研究项目

（$’+& * $’+%）［$］，江南 , 雪峰区域构造研究项目（$’+% * $’’&）［-］，广东沿海区域构造研究

（$’’% * -&&&）"，特别是 -& 世纪 ’& 年代参加了由任纪舜院士主持的 ./01!-$（冈瓦纳的裂散

与亚洲的增生 , 古特提斯的演化）国际地质对比项目的研究，系统地积累了有关资料。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七五”期间立项的“滇川西部特提斯带岩石圈构造演化”重大科研项目的

完成，钟大赉院士、刘本培教授等有关该区重要科学论著的发表，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坚实

的事实基础，对此表示深深的敬意。本文是笔者在历年科研教学积累资料的基础上着重吸取

了上述项目研究成果［! * $&］的论述，用地质力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概括和

阐述的一种尝试，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东特提斯构造带的构造筛分

特提斯构造带经历了长期的构造演化，有着多期次、多方向、多成因的构造复合和叠加

改造，原来面目多已全非，因此为了认识特提斯构造带的原始面貌和剔除其他构造域的构造

成分，需要对研究地区有一个精细的构造解析，也就是构造筛分工作，然后才能进行构造复

原。

!"! 南海周边区域复合构造体系

南海的北、西、南、东大陆边缘都处于东特提斯（东段）构造域之中，南海周边区域复

合构造体系的展布见图 $，南海北部大陆边缘其东侧以 2" 向，22" 向的华夏系、新华夏系

为主，与纬向构造的联合形成向东南突出的早中生代挤压性大陆边缘弧。纬向构造带在北部

大陆边缘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南岭纬向构造带和海南纬向构造带是东特提斯构造域的重

要组成部分。此外，东自台湾—菲律宾群岛，西至滇、川、黔，每隔大约 34经度就有一条区

域性的 52 向构造带展布。在上述早中生代挤压性大陆边缘构造的背景上，又叠加了晚白垩

世末—古近纪以来的大陆边缘构造，它们主要由 22" , 2" , 2"" 向右行张扭性断陷，52 走

向挤压构造带及 2#, 2## 向压扭性构造带所组成。

在南海的西部是一个由我国青海、西藏经三江地区，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至印度尼西

亚的巨型歹字型构造体系［$$］，它复合叠加在原先的西域系、华夏方向和 "# 向构造之上，

并裹挟着一系列的地块及围绕地块的沉积相带、岩浆岩带以及挤压剪切变形带。

在南海的东部大陆边缘是走向总体呈 52 向的台湾 , 吕宋岛弧褶断带，在这个 52 向挤

压性构造带中也裹挟着一系列大小块体，发育一系列 22# 向（左行）和 22" 向（右行）或

2## 向（左行）和 2"" 向（右行）的共轭剪切系的断裂，其中以 22# 向左行走滑断裂最

为发育，由于在台湾 , 吕宋一带向西推挤的力量最大，形成一个向西突出的弧形构造，其南

在苏拉威 , 班达海北侧，由于 "# 向左行走滑断裂的活动，在其南侧形成低序次的班达旋卷

构造，班达海是其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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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南海及其周边区域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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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前南海北部大陆边缘构造序列；9%:; 向挤压带；<%&= 向构造带；>% 华夏方向构造及大

陆边缘弧；?%"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产生之构造序列；@%&= 向挤压带；A%=; 向剪切走滑（左行或右行）；B%&=
向右行走滑；C%=: 向右行张扭性走滑；!D% 南海扩张轴；!!%#菲律宾 E 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所产生的构造序列；!9%
海沟俯冲带；!<%==; 向左行走滑；!>% 近 :; 向左行走滑；!?% 板块运动方向；!@% 地缝合线；!A% 蛇绿岩套混杂岩带

（点线为推测）；!B% 地理边界。

南海周边的区域复合构造体系，依其形成的先后顺序，经构造筛分可划分出以下的构造

序列（图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以前的构造序列：主要是侏罗纪 E 早白垩世时形

成的亚洲大陆东南部挤压性大陆边缘构造；"印度板块与欧亚碰撞以及南海张开成盆的构造

序列：FG H-..022#(3 著文论述并用模拟实验论证了印度板块碰撞效应所产生的板内构造［!9］，

经过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它包括 @?I- 以来的碰撞挤压所形成的变形构造序列!。=; 向扭动

构造体系及其共轭剪切系［!<，!>］、三江缅泰 &= 向构造带、青藏缅泰马印歹字型旋扭构造体

系，==: E =:: 向裂陷伸展盆地［!?］以及在南海伸展过程中，南沙地块向南漂移，“古南海”

沿加里曼丹沙捞越和巴拉望一线闭合，形成南海南部新生代挤压性大陆边缘构造［!@］和南沙

地体构造［!A］；#南海开始走向消亡，向东俯冲与菲律宾板块自 ?I- 以来的向西仰冲推挤而

形成前述东部大陆边缘变形序列。

!"# 东特提斯构造带的构造复原

根据大洋蛇绿岩套、蛇绿混杂岩、岛弧岩浆岩以及深海大洋硅质岩等沉积物之展布可以

认别古洋盆之所在。西自青藏高原，经滇川三江地区至印支半岛和马来西亚半岛分布有雅鲁

藏布江蛇绿岩 E 南冈底斯岩浆弧对、班公湖 E 怒江蛇绿岩 E 北冈底斯岩浆弧对、澜沧江蛇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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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 景洪岩浆弧对、金沙江 ! 哀牢山蛇绿岩 ! 江达 ! 墨江岩浆弧对、甘孜 ! 理塘蛇绿岩 ! 沙

窖里岩浆弧对；进入印支和马来半岛，南有 "#$% &’、"#$% (’（马江）蛇绿岩带，)’*+ !
,-$.#$% 蛇绿岩带；进入加里曼丹有 /*$-0 和 ,#1’$ 蛇绿岩带，(-0’.*2 蛇绿岩带［34］⋯⋯所有

这些都是古、中、新特提斯洋壳的残留体，代表着古、中、新特提斯洋的现位展布。它们自

青、藏、三江地区经印支半岛、马来半岛乃至爪哇、班达、帝汶一带然后转向菲律宾群岛，

总体呈 5 字形展布，之所以是 5 形，主要与下列 6 种作用有关：!与印度板块强烈向北推

挤有关：这一强烈的向北嵌入使其北侧原来 78 走向的特提斯洋主缝合带弯曲成一个向北突

出的弧形构造带，再加上由于向北推挤所引起的向东侧压形成滇藏三江缅泰马的 "9 向构造

带［:］；"与南海扩张有关：据南海磁带以及华南大陆古地磁研究，华南大陆自中生代以来有

过多次北漂和南移［3;］，在 4< = <>(’ 这一段时间里华南大陆占据了现今南海区域的大部，南

海的扩张才使华南大陆与巽他大陆分离，反转后分别位于现今的位置；#与菲律宾—太平洋

板块对南海的仰冲挤压有关：:<(’ 起，菲律宾—太平洋板块运动开始改向，并于 <(’ 前后，

向西仰冲到南海洋壳之上，并形成凸向边缘海一侧的 "9 走向的反向岛弧。

!"# 正是由于上述 6 种构造作用才使特提斯的蛇绿岩带呈 5 字形展布。以下通过构造复原

工作来检验我们的上述认识：

!"#"! 根据古地磁记录进行构造复原：根据印度洋的磁条带记录，至少自 ?< = <>(’ 以来，

印度板块已经北漂移了 @>>>AB 以上，古近纪初期印度板块北缘的地理位置应位于现今印度

次大陆南端的纬度上。构造复原首先把南海关闭，以南海北部华南大陆边缘和巽他大陆的加

里曼丹北缘完全拼合起来。据 C2* 对吕宋岛白垩纪火山岩所作的古地磁研究，古菲律宾群岛

自白垩纪以来曾发生过约 D>E的逆时针旋转和约 @>E纬度的向北漂移（图 @、图 6）；据 )#+-0.
C’FF 等人的研究，它是通过一组 998 走向的断层作左行走滑而实现的［@>］。反演复原表明菲

律宾群岛晚白垩世时一套海西印支期蛇绿岩建造可能围绕一些海西期的大陆残块形成于加里

曼丹岛弧东边稍南的位置上，构成了近 78 向的早期古菲律宾群岛（图 :）。这样，自西

（印度次大陆南端）经加里曼丹北侧向东至早期菲律宾群岛展布着一条近 78 向的海西 ! 印

支期的蛇绿岩套混杂岩带，它就是晚白垩世末、古近纪初期时古特提斯缝合带展布的位置；

而在其南侧，又断续分布有近于 78 向断续相循较新年龄的蛇绿岩带，虽然它们由于后期构

造错失已经很难完整地复原，但大体仍可判断出可能是中特提斯和新特提斯洋壳的残迹。

!"#"$ 根据形变和建造方面的记录来进行构造复原：展布于藏、滇、缅、泰、马的歹字型

构造带，断切了越南北部的前中生代 78 向变质基底和呵叻盆地中呈 988 向展布的白垩系

褶皱，卷入这一构造带的有中生代和古近纪的花岗岩，同位素测年表明形成于 6>(’ 以

前［@3］，而印度板块正是在 :<(’ 以来这段时间与欧亚板块对接硬碰撞的，正是由于它持续的

向北推挤所产生的侧向压力所形成，并由此控制了渐新世—中新世磨拉石建造的展布。

据钟大赉等（3;;4）研究，在藏滇三江近 "9 向构造带中前寒武纪澜沧群变质基底岩系

中构造解析出 6 个世代的褶皱。前 @ 个世代的褶皱走向都是呈 78 向，发育透入性构造面

理，属共轴叠加变形，只有第 6 世代的褶皱呈 "9 向横跨复合在 78 向的变质基底之上，而

这第 6 世代的褶皱则发育于盖层中，其中的碳质岩和薄层硅质岩是区域性滑脱层，自 8 向 7
滑脱，逆掩断层自 8 向 7 推覆［4］。

以上两方面的地质记录客观地论证了印度板块向北推挤时引起了原来是 78 向展布的盖

层扭动成 "9 向展布以及引起一系列由 8 向 7 滑脱和逆冲推覆的认识是正确的。

!"% 根据这种认识进行构造复原的方法步骤是：!根据印度洋磁条带的年代和宽度由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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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南海周缘各块体中、新生代

古纬度变化曲线（据陈忠等［"#］）

$%&’! ()*%)+%,-. ,/ 0)12,1)+%+342. ,/ 5)*%,3.
61,78. .3**,3-4%-& +92 :,3+9 ;9%-) :2) 43*%-&
+92 <2.,=;2-,>,%7［"#］

?’ 华南微板块；@’ 印支微地块；;’ 加里曼丹岛弧；

A’ 菲律宾岛弧。

图 B 南海周缘各块体中、新生代磁偏角

变化曲线（据陈忠等［"#］）

$%&’B ()*%)+%,-. ,/ C)&-2+%7 4271%-)+%,- ,/
61,78. .3**,3-4%-& +92 :,3+9 ;9%-) :2) 43*%-&
+92 <2.,=;2-,>,%7［"#］

?’ 华南微板块；@’ 印支微板块；;’ 加里曼丹岛弧；

A’ 菲律宾岛弧

图 D 晚白垩世末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前（ E FG<)）东特

提斯东段南部大陆边缘展布示意图（经现位复原）

（本图据 HI J)00,-%2*，K.3 和 L,62*+ 及陈忠提供的古地磁资料复原）

$%&’D :792C)+%7 C)0 .9,M%-& +92 4%+*%63+%,- ,/ +92 .,3+92*- 7,-+%-)-+)1 C)*&%- %- +92 2).+2*-
.2&C2-+ ,/ N).+ J2+9O. 62/,*2 7,11%.%,- ,/ +92 P-4%)- 01)+2 )-4 +92 N3*).%)- 01)+2 6O +92 2-4 ,/ +92 Q)+2
;*2+)72,3.（ E FG<)）
"’ 东特提斯东段南部大陆边缘在晚白垩世末展布之轨迹；!’ 当时之古地块（古加里曼丹和古菲律宾群岛）

注：加里曼丹自晚白垩世末以来曾有逆时针旋转，复原时作顺时针之旋转（据古地磁资料）

南拉开，复位原来古近纪时的印度板块北部边缘的位置；!相应的盖层根据褶皱挤压方向和

收缩率，由 R 向 : 和由 N 向 S 的展开。经过构造复原，现今印度次大陆北缘和印支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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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半岛、苏门答腊一带的特提斯构造带在古近纪初印度尚未与欧亚板块碰撞前应为近

!" 向展布，往东在加里曼丹地区，把现今南海完全关闭衔接华南大陆边缘与巽他大陆边缘

之间的特提斯构造也是近 !" 向，加里曼丹以东，现今菲律宾群岛顺时针 #$%复原后，古菲

律宾群岛也是近 !" 向（图 &）。应该说明的是我们的构造复原只进行到晚白垩世末至古近

纪初，也就是新特提斯关闭的时候，但是由于古、中、新特提斯的拉开和挤压闭合都是 ’(
方向的，也就是说多次的开合是同方式运动，因而可以认为复原后的构造方位同时也可以代

表古特提斯的展布方位。另外，华南在古生代和中生代都属于北特提斯域，南岭纬向构造带

的长期存在及其向西的延伸［)］，不同时代的纬向构造带呈重接复合并无显著斜接［)］以及根据

古地磁资料，华南地块中、新生代以来主要是 ’( 方向的漂移，虽有近 )$% * +$%的顺时针或

逆时针旋转，但总效应相当于无水平旋转（参阅图 ,），这亦可旁证特提斯构造带的原始展

布是呈 !" 向的。

+ 纬向构造体系对板块、地块、地体的控制

构造体系对于板块、地块、地体的控制包括在构造应力场的支配下对地块的运动、空间

展布、构造古地理、建造及形变的控制等等。这里重点分析构造体系对地块的构造古地理和

建造的控制。

（)）按照昌宁 - 孟连带的构造古地理，其极性应该向东（现位），但从该区 . - .’剖面

所见逆冲构造面除东段景东一带外均向西（图 /），而在昌宁 - 孟连构造带的西亚带普遍见

到早期的紧闭、等斜、平卧褶皱其轴面和透入性面理则普遍倾向东，由此分析由 " 向 ! 之

逆冲断层应属于印度板块碰撞后叠加之后期变形，它是由印度板块向北推挤产生的向东的侧

向压力所形成的。这样一来，混杂岩构造带的主要构造样式是倒向东（倾向西）的构造岩片

逆冲系，而与洋盆的俯冲极性（形成轴面倾向 ! 的褶皱和透入性面理）正好相反，表明俯

冲岩片在后继碰撞变形中发生了反向运动［0］。

图 / 铜厂街—云县—景东构造地质（. - .’）剖面图（据钟大赉等［0］）

1234/ 56787329:8 ;<7=286 >?7@2A3 B?6 >B<C9BC<6> :87A3 D7A39?:A3E26FGCAH2:AFI2A3J7A3（. - .K）［0］

)4 蛇绿岩及深海沉积；+4 被动陆缘沉积（L - D）；,4 活化变质基底（MB+）；&4 临沧花岗岩基；/4 三叠纪火山岩系；N4

二叠纪弧前沉积；#4 中、晚三叠世弧后盆地或裂谷盆地沉积；04 中侏罗世 - 白垩纪红盆沉积；O4 冲断层。PQDQR：

昌宁 - 孟连构造混杂带；STDR：临沧增生楔构造带；’QU.：思茅中新生代红盆；(L1：南定河断裂；SPI1：澜沧江断

裂

但是以上只是一种现位分析，前文所作构造复原已经揭示在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对接碰

撞以前该构造带的原始展布应为 !" 向，这样经过构造复原其构造极性就不是向 ! 而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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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其时昌宁 " 孟连古特提斯其洋壳与洋盆分布在南侧，向北则依次为昌宁 " 孟连

蛇绿混杂岩带，临范增生楔逆冲推覆带，澜沧江之后陆褶皱冲断带（图 #）。

图 # 昌宁 " 孟连构造带复原后的展布示意剖面［$］

%&’(# )*+,-./&* 0123&4, 5+26&7’ /+, 8&5/1&9:/&27 23 /+, 1,*275/1:*/,8
;+.7’7&7’<=,7’4&.7 /,*/27&* 9,4/［$］

>( 洋壳；?( 蛇绿混杂岩；@( 增生楔；A( 冲断带；B( 褶皱冲断

! ( 昌宁 " 孟连主洋盆；" ( 蛇绿混杂岩带；# ( 增生楔逆冲推覆带；$ ( 后陆褶皱冲断带

按上述同样的方法对墨江碰撞接合带、高黎贡碰撞构造带进行构造筛分和构造复原得到

的结果是：墨江碰撞接合带极性向南，墨江小洋盆在北，南边是前陆岛弧。高黎贡接碰撞构

造的极性亦为由北向南，洋盆在北，陆块在南。

恢复古洋盆最重要的地质依据是它的岩石学记录，其中最直接的又是蛇绿岩套的存在及

其展布，从图 C 所示，其主洋盆在昌宁 " 孟连以及中缅地块与扬子地块之间，墨江小洋盆及

腾冲地块与保山地块之间的子洋盆则属分支洋盆，各分布于主洋盆之两侧，如将图 C 的地理

方位作逆时针 DEF的旋转，图 C 之 G 遂成为 !，图 C 中洋盆之俯冲极性及洋盆与地块的相对

位置与我们所作的复原是一致的。

（?）在构造复原的基础上，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纬向构造体系对于特提斯构造带内外的

地块和沉积盆地具有多级控制的意义，具体表现为：%从全球范围看，星球级纬向构造体系

对于古特提斯构造带是一级控制；&特提斯多岛洋内部的分支洋盆受到二级构造的控制，分

支洋盆、亲冈瓦纳地体群和亲扬子地块群的排列都受到纬向构造体系应力场的制约；’纬向

构造体系存在 !H 向和 !G 向两组共轭剪切和横向张裂，它们常常控制着不同级别构造带内

部地块和沉积盆地的形状和展布：如扬子地块内部二叠纪时的发育，这两个方向的台隆和台

凹；南海北部大陆边缘，晚三叠世—早侏罗系世的 !G、!H 的两组断陷盆地及海湾明显地

受着这两组共轭剪切断裂控制。

（@）构造体系对建造的控制表现在不同规模的空间范围上，也贯穿在构造演化的不同阶

段上：

%在古特提斯开启的扩张阶段，GH 走向的古特提斯洋的 )! 两侧陆缘沉积了一整套被

动陆缘沉积，主要为陆源碎屑岩、浊积岩和碳酸盐岩沉积系列，在古特提斯洋盆中则沉积了

洋岛 " 火山岩硅质岩序列（如在昌宁 " 孟连主缝合带中所见，其硅质岩中出现明显至中等的

负铈异常）和硅质岩 " 泥质岩 " 碎屑岩 " 凝灰岩序列。在一些洋岛、海山台地上还可沉积有

碳酸盐，如在昌宁 " 孟连带发育了一套总厚逾 >EEE- 的石炭纪、二叠纪碳酸盐台地地

层［D，>E］。

&当纬向构造体系由拉张型转化为挤压型，特提斯由扩张阶段转化为收缩闭合阶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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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滇西古特提斯镁铁—超镁铁质岩浆岩

及地块分布图（据钟大赉等，"##$［$］）

%&’(! )*+ ,-./&0’ 1-2 3&,14&561&.0 .7 58.9:, *03
;*7&9<6814*;*7&9 ;*’;*1&9 4.9:, &0 /2,1240 =600*0

（*7124 >-.0’ ?*8*& 21 *8 @，"##$［$］）

" @ 与大陆拉张阶段有关的火山岩；A@ 蛇绿岩和洋岛火山岩；B @
活动陆缘火山岩；C@ 与碰撞阶段有关的火山岩；D@ 临沧花岗

岩；E@ 与大陆拉张阶段有关的镁铁<超镁铁质侵入岩；!@ 与俯冲

阶段有关的阿拉斯加型和橄榄岩—闪长岩型侵入岩；$@ 与碰撞

阶段有关的义敦型岩体；#@ 地缝合带。

FG 被动大陆边缘先后转化为活动大陆边

缘，从而出现了俯冲前缘、增生楔、岛

弧褶断带、弧前和弧后盆地、前陆盆地

等构造古地理单位，在不同的构造古地

理单位形成了不同的沉积 H 岩浆建造和

高压变质岩带，例如在川滇三江的构造

带中，思茅地块边缘沉积了弧前盆地 H
火山弧 H 弧后盆地的沉积系列；其西缘

弧前盆地的火山 H 沉积由不同粒级的长

石岩屑杂砂岩、细粒石英砂岩和泥质板

岩组成夹少量灰岩透镜体。思茅地块的

东缘，在弧后盆地中的龙潭期沉积（羊

八寨组），厚约 ""CI;，为一套碎屑质类

复理石沉积；在景谷以东，哀牢山浅变

质岩带以西有厚达 "$II; 的玄武岩、安

山岩质凝灰岩、碳质板岩、硅质岩等，

亦应是火山弧和弧后沉积［$］。

!当特提斯洋消减并最终关闭，冈

瓦纳北部大陆边缘裂解出来的微陆块向

北运移并拼贴到扬子 H 华夏微大陆边缘

形成一系列地体使亚洲增生；与此同时，

形成一系列碰撞期及碰撞期后的沉积岩

浆岩系列，作为碰撞期的滇西澜沧江带

的临沦花岗岩，其主要岩石类型为二长

花岗岩，主要为 F 型花岗岩和少量的 J
型花岗岩，其岩石地球化学特征表现为

KLMM 富 集，具 显 著 的 负 M6 异 常，在

)NLO 标准化不相容元素图解显示其分

布型式以大离子亲石元素（如 L5、P-、

KLMM）和 亏 损 Q%F 元 素（G.、P*、 J4、
Q7），在 R2*492（"#$C）和 Q*4&2,（"#$E）

的微量元素图解上，样品测试数据均投于同碰撞造山 S 岛弧火山岩区域中（钟大赉等，

"##E）［$］。

B 冈瓦纳的裂散、亚洲的增生、东特提斯的演化与纬向构造

体系的成生联系

（"）青、藏、滇、川及缅、泰、印支等地的地质记录表明，古特提斯是由一系列相对

稳定的地块和洋岛及其间的洋盆、分支洋盆组成，主洋盆的遗迹在藏东碧土、滇西昌宁 H 孟

连一带，其西侧（原位为南侧）为亲冈瓦纳的地体群；其东侧（原位为北侧）为亲扬子微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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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芒康、兰坪、思茅、义敦等地块）。分支洋盆则有金沙江 ! 墨江 ! 甘孜 ! 理塘、南昆仑

! 阿尼马卿小洋盆，它们分别位于亲扬子的微陆块之间，总的表现为一个多岛洋的古构造地

理格局［"］。

经过构造复位的构造古地理表明，其时古特提斯洋及其 #$ 两侧之分支洋盆、地块群及

其所代表的被动大陆边缘均呈 %& 向展布，多岛洋的总体格局受纬向构造体系控制，它们是

受纬向构造的张裂作用而打开，在原特提斯被动陆缘的基础上发展成多岛洋的。

（’）古地磁记录显示亲冈瓦纳的保山地体泥盆纪时的古纬度为 (’)#，*()#［"］，而亲扬子

的微陆块石炭纪时的古纬度为 +,-.)#，早二叠世时为 /-*)$，晚二叠世时为 ’-+)$［"］，这种情

况不仅表明每一历史时期亲扬子微大陆陆块群和亲冈瓦纳陆块群分别位于古特提斯洋之北、

南两侧，而且表明南、北两侧之陆块群均随时间的推移向北漂移［"］。

（*）按古生物地理的记录，黄汲清、陈炳蔚划分出北特提斯和南特提斯［’’］（图 "），其

中北特提 斯（$0） 为 暖 热 水 特 提 斯（位 于 欧 亚 大 陆），其 标 志 性 的 动 物 化 石 为 类

（!"#$""%&’(， )"*+,-.(/"#&’(，012(3#&’(）、珊 瑚（ 4((/"’*5-67712， 4"’38"7"77(， 9#(’*5-67712，

95,&5-67712， :"5&’/*5-67712）、 腕 足 类 （12345467892:，;8<56=>?，@A=4:B29:） 等， 南 特 提 斯

（#0）标志性动物群其下层为冷凉水动物群（如小个体珊瑚、小个腕足类）和其上层位覆盖

有含暖热水带之特提斯的动物化石群和植物化石群，这标志着南特提斯随时间推移向北漂

移。

图 " 南特提斯与北特提斯动物群及植物群的比较图

以及海水温度对动物群分布之影响（据黄汲清等［’’］）

!断线表示北特提斯水温（不具明显的变化）

C2D-" E2:DF:B ?46G29D 548 36FF8A:5269 67 7:>9:? :9= 7A6F:? 29
$6F54 0854H? :9= #6>54 0854H? :9= 548 297A>8938 67 548 58B<:5>F8? 67 ?8:

G:58F 69 548 =2?5F2I>5269 67 7:>9:?（:758F J>:9D K2L29D 85 :A M［’’］）

（(）根据沉积盆地和构造带的地质记录反演可知，伴随古特提斯洋的关闭，由冈瓦纳裂

解出来的地块群向北漂移最终拼贴在扬子微大陆的边缘而使古亚洲增生；同时中特提斯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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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南侧打开，在冈瓦纳陆块群再次北漂并最终也拼贴于亚洲大陆的边缘形成中生代的地体

群，使亚洲再次增生；与此同时，在其南侧又打开新特提斯大洋，冈瓦纳大陆北缘再次裂离

出陆块群，当新特提斯关闭时，陆块群拼贴到亚洲大陆边缘，成为最后一批增生地体。其总

体规律任纪舜（!"""）表述为：冈瓦纳裂离，地幔深部物质涌带（板块分裂带）向南跃进，

陆块北移、首尾碰撞，褶皱带（造山带）南迁，亚洲向南增生［#$］。显然，这种规律性的出

现反映出冈瓦纳的裂离、亚洲的增生和特提斯的演化都受控于星球级纬向构造体系和全球构

造应力场。

% 结语

本文通过东特提斯构造带的展布和演化，阐述了纬向构造体系控制南、北大陆，特提斯

洋及特提斯造山带的形成与演化，控制了冈瓦纳的裂解与亚洲的增生。如果我们再把视域移

向大西洋中脊和太平洋中脊的展布及其与板块构造的关系，不难看到，欧亚板块、非洲板块

和美洲板块的 &’ 向边界，同时受到全球性的近经向构造体系的控制［!%］（图 "）。正是这一全

球构造格局，使我们确信星球级构造体系控制着板块、地块和地体的展布和运动。

图 " 受星球级构造体系控制的构造带和地块

（据杨巍然等［#%］全球构造与超高压变质岩的分布图，略有删改）

()*+" ,-. /012)3* 405 456413)6 7584/ -39 7816:/ 6134;18859 7< 405 *817-8
456413)6 /</45=/（->45; ?-3* @5);-3 54 -8 A［#%］）

!+ 前寒武纪地块；#+ 古生代褶皱带；$+ 中新生代褶皱带；%+ 构造单元界线；B+ 全球构造带界线；C+ 环太平洋构造带；

D+ 特提斯构造带；E+ 太平洋构造区；"+ 冈瓦纳古陆区；!F+ 劳亚古陆区；!!+ 含柯石英榴辉岩分布地点

本文在成文过程中，刘本培教授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对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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