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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扭转构造体系不仅是球面现象 , 而且波及整个地球。 本文着重指出地

球圈层耦合扭转的机制 , 揭示该机制对于板块构造的控制规律。赤道面与银道面的

交角达 62°36′,当银心从北天球移动到南天球时 ,在公转离心力的驱动下 ,塑性地幔

将向南半球运移而大陆板块则向北半球漂移 , 从而导致南、 北半球的非对称性和两

半球的相对扭转。 地球的大陆漂移的节律与银河系涡旋周期一致 , 太阳系内旋转状

态相同的行 (卫 ) 星与地球同步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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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球扭转的内部机理

已初步研究 [1 ] ,地表所见巨型构造带相互配套 ,组合成为统一的全球扭转构造体系。其主

要的结构要素有 NWW向螺旋型环球扭转压裂带、 N E向扭转张裂带、经向扭劈裂带的纬向扭

割裂带等。但是 ,这一切只是地球整体扭转变形的外在表现 ,有关地球物理场的分析发现 ,核、

幔、 壳各圈层均已耦合相关地纳入到该体系之中。

地球内部圈层物性差异悬殊 , 取 PREM ( 1981) 给出的横波品质因素 (Qu ) 表达为: 海

洋为 0; 岩石圈为 600; 软流圈为 80; 过渡层为 143; 下地幔为 312; 外地核为 0; 内地核为

84. 6; 故地球可视为固态 (Qu= 600) 薄壳封闭的 “带有液核”
[2 ]
并处于液态均衡状态的球体。

其内部由液态 (Qu= 0)、 准液态 ( Qu= 82. 3± ) 和准固态 ( Qu= 227± ) 互层组成。这种状态

使得各圈层之间可以相对拆离滑移旋转
[ 3、 4]

, 且存在着固、 液态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统一扭

转矩作用下 , 将具有相关的应变、 流变和流动形式。

1. 1　内地核的加速自转和流变

宋晓东等发现 [5 ] , 内地核有一个地震波传播速度比一般值高 0. 3″的 “快速轴” ( fast

axi t ) , 根据该轴在地表位置的变化 , 内地核自转速度快于壳幔 , 周期为 400年。加速自转被

认为是液核磁流体发电机理论所预见的径向对流引起的差速运动 , 在角动量守恒前提下 , 沉

到内核的物质因半径 r值变小而有更大的角速度k值 , 保持kr
2积不变。快速轴的形成 ,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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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核铁原子沉凝结晶体定向排列的结果。

宋晓东所描述的快速轴的方位为阿拉斯加—南桑德韦奇一线或移来前的挪威—克马德克

一线 , 在内核球面上 , 实为固定于球面的 NW向螺旋型窄带。这正是塑性扭转变形的标型特

征 , 表明内核已卷入全球扭转构造系。

1. 2　外地核涡街的螺旋型回环流动

磁流体发电机理论以外地核的非轴对称流动 ( T G Cow ling ) 和径向对流运动 ( E C

Bullard) 为必要条件。湍流模式 ( H K M of fa t) 可满足全部要求 , 但因纷繁复杂而停留在抽

象的数学分析阶段。由于不可压缩磁流体与普通液体之间的流动形式的相似性 [6 ] ,可将基本磁

场中的非偶极场正、 负异常直接看作旋向相反的同电性涡旋的两种磁效应 , 它们成串地发育

在扰动流束两侧边界层左、 右互列组成卡门涡街或在多向流束干扰下作涡花分布。根据不同

年份的非偶极磁场 Z分量异常图
[ 7]具体拟合的结果表明 ,尽管瞬间变化的未知因素很多 ,但其

基本流形仍可识别 (图 1)。简言之 , 在整体向东旋转着的液核内 , 因径向流动分量的迭加而

形成 NW向螺旋型回环的扰动流束 (图中点花纹区 ) ,并在静流与扰动流之间的切变地带发育

涡旋。 显然 , 这种流形同时存在着球面上的回流、 上下层之间的循环流动和沿着涡旋轴升沉

的龙卷风式的径向流动 , 因而能够解释现知的磁场倒转、 磁漂移等现象 , 更能说明液核铁原

子沿着切变带优先沉凝 , 并在螺旋型扰动控制下同向延伸的成因机理 , 又因 “升流自内而外

偏西 , 降流自外而内向东偏转”
[3 ]

, 使内核有更大的转速。宋晓东等的发现
[ 5]

, 无疑增加了图

1的可信度 , 据此更认识到 ,液核及其它准液态圈层是地球内部最活跃的因素 ,其流动本身所

具有的回转扭矩 , 是全球扭转变形的动力学根源之一。

图 1　液核磁流体的流动方式 ( a、 b摘引自文献 [7] , 全图据文献 [3 ]、 [4] 简化 )

Fig. 1　 Flow type of magnetic fluid of the liquid core

a、 b. 根据非偶极子磁场 Z分量 , Z分量等值线间距 2000n T, 点花纹为正异常区 ; c、 d拟合的外地核磁流体

流动形式 , 箭头示流向 , 点花纹为扰动流束 ; a、 c. 1650年 ; b、 d. 1845年 ; 上下图正、 负异常中心重合 ; 电

( e) 磁 ( Z) 效应的解释原则见右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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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核幔边界的非对称性胀缩和扭转

PK P波反演的地震层析法成象图
[ 9]
表明核幔边界有± 5km的起伏 , 具有块状分割特征 ,

半球不对称特征和扭转排列特征。太平洋和美洲这对正负异常的长轴为 NW向 , 在此基本走

向控制下 , 其它异常顺向排列而略显全球的螺旋型绞扭构形。表明液核容腔形态具有南胀北

缩的半球差异和扭转轮廓外貌。 液压控制着核幔边界起伏 , 而这种起伏反过来又限制着液核

的流形。

1. 4　塑性地幔的非对称性的扭转流变

全球人造卫星重力异常图 (图 2)主要反映塑性地幔的质量和 (或 )密度的异常分布状态 ,

或者说反映塑性地幔的具有一定强度的流变构造特征。

图 2　全球人造卫星重力异常图 (据 K Shimazak, 1974年资料简化 )

Fig. 2　 Sim plified map o f global g ravity anom aly of ai tificial

图中等值线差为 10m Gal, 局部用点线内插 5mGal间距线 , 点划线、 实线和虚线分别代表 0值、 正值和负值

图 2所展示的形态特征是: ( 1) 关于自转轴的对称性胀缩——全部正异常分集于太平洋

和非洲两大膨胀区 , 被两大收缩带等距分隔 ; ( 2) 南、 北半球非对称胀缩——南极负异常区

被赤道及其以南的正异常包围 ,而北极圈负异常带将北极低幅正异常区半包围 ; ( 3) NW向螺

旋型胀缩带——图中除亚洲东部之外 , 所有正、 负异常轴均 NW向或沿 NW向排列。表明塑

性地幔在赤道圈呈哑铃状对称隆胀并南移 , 更在南移过程中因科里奥利效应东偏 , 导致全球

正向 (北半球向西、 南半球向东 ) 扭转变形。

1. 5　全球梨形三轴椭球体的扭转变形

大地均衡水准面的起伏 (图 3)可以从重力异常或异常位的开展来合成 [10 ] ,故其轮廓形态

与重力异常图 (图 2) 有相同格局 , 在纬圈的变化方面具有通常所说的 “梨形体” 特征 , 但在

同时考虑经度方向变化时 , 不难看出明显的 EW向的隆、 坳起伏 , 以及起伏带的 NW— SE向

偏斜的总趋势。在印度以南 ( 0°E75°) 的赤道半径比正常值缩短 120m , 而在 W 15°— E165°方

向的赤道半径相对加长。全球轮廓实为正向扭转的梨形三轴椭球体。据此认为 , 整个地球的

形体就是一个扭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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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地水准面高度 /m等值线图

Fig. 3　 Simpli fied geoidil height contour map
相对于椭球 f = 1 /298. 256, 球谐函数取至 18层 , 据 E M Caposchkin, 引用时仅表达负异常区

2　岩石圈扭裂的动力机制

地球的总形体是塑性扭转体 , 但其外壳岩石圈强度大 (Qu= 600) , 能支撑局部应力差而

具有非均一结构 , 因此 , 岩石圈构造不同于地球内部核、 幔液态或准液态的流动或流变 , 只

是以块体分割和错位的形式来适应内部的塑性变形。在岩石圈内部 , 巨厚的陆壳岩石圈的自

重直接迫使其下伏的软流圈顶面下坳 , 并使邻域按一定的波长发生谐变
[10 ]
。达到大陆规模的

陆壳岩石圈的巨大质量本身作为外表附加引力场而发挥作用 , 迫使大陆对跖域的软流圈表面

隆升 , 如持续的涨潮 , 使得那里的岩石圈伸展减薄 , 发育软流底辟 , 直至洋脊扩张而成为新

的洋域。于是 , 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为大陆与海洋相对跖。现实所见对跖关系有: 南极洲—北

冰洋、 欧亚非大陆—太平洋、 北美洲—印度洋、 澳大利亚—北大西洋、 南美洲—爪哇岛以北

海洋地区及东亚边缘大陆离散区。全球 95%的陆地对海洋。这种对跖关系决非球体冷却所成

之 “格林四面体”。我们从动力学的角度称之为海陆对跖律 , 它有力地证明 , 洋底扩张和板块

的分割漂移完全由地球体的胀缩变形控制。

2. 1　应变地球体共轭剪切大圆分割网

由塑性地幔胀缩变化所决定的地球形状 (图 3)可用三个变形分量的迭加来描述 ,这便是

三轴的、 梨形的和扭转的。 三者对于板块构造具有不同的控制意义。

赤道长短轴的形成 , 是塑性地幔呈哑铃状对称膨胀隆升的结果 , 是拉伸作用的产物 , 具

有全球性的应力差 , 故可视地球为三轴应变椭球体。依据图 3特征 , 得到三个主应力轴的定

位 (图 4) , e1: 南北极轴 ; e2赤道面上 E75°— W 105°轴 ; e3: 赤道面上 W 15°— E165°轴。

根据应变椭球体的一般规律 , 可以直接在球面上确定一对交于e2轴的共轭剪切大圆 (图

4①和② ) , 又因地球扭转时的最强的经向扭劈裂必通过e3轴而有第三个剪切大圆 (图 4③ )。

于是 , 对于扭转变形的三轴应变椭球而言 , 便有 3个相互垂直的共轭剪切大圆网络 , 将岩石

圈分割为 8个全等的球面三角形块体。

由于共轭剪切大圆均分布于全球且垂直切割岩石圈 , 因而易在塑性地幔发生胀缩变形时

开裂或错断。 理论的板块分割必以此大圆网络为基础 , 且在海陆对跖律控制下 , 有半个大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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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为洋底扩张脊。当然 , 应将大圆看作是具有一定宽度的应力集中带 , 在理论线位与实际

构造部位之间允许较大偏离。

大圆①: 东太平洋脊—中印度洋脊。进入北半球后 , 其东端接特万特佩克脊—墨西哥湾 ,

西端偏移到亚丁湾—红海—地中海—比斯开湾 , 两端按趋势汇合于北大西洋 ( N45°)。

图 4　地球应变椭球体三轴定位及其共轭剪切大圆网络

Fig. 4　 Triaxial set ting of st rain ellipsorid of the Earth and its conjugate

shear net of g reat ci rcle pa rti tion
图中①、 ②、 ③是 3个剪切大圆迹线 , 其所分割的块体与现实板块对应: A. 欧亚板块 . B+ H. 太平洋

板块 , 但有澳大利亚板块插入; C+ G. 南极板块 . D.非洲板块 ; E. 北美板块; F. 南美及纳斯卡板块

大圆②: 智利脊、 西南印度洋脊。两者按趋势汇合于南大西洋 ( S45°)。在北半球 , 该大

圆迁就于东太平洋脊进入加利福尼亚湾 , 从北美西岸线到亚洲东岸 , 表现为大陆半掩埋下出

露不全的扩张脊和沟弧盆系统内零星开裂的边缘海扩张脊 , 但已扭变错位。

大圆③: 北冰洋—大西洋脊。对跖的半大圆发育南极洲的罗斯湾—威德尔海大地堑 , 在

西太平洋所见为海山与深海盆镶嵌的海底火山喷发区 , 海山沿 NW向压扭性断裂带雁行排

列 , 全区在平面上呈菱形铺展 , 其中轴在皇帝海山—新西兰一线 , 与 E165°经线半大圆重合。

以上 3个大圆在球面上分割所得之块体与现实板块划分一致。据此认为: 洋中脊的分布

和板块的分割以塑性地幔胀缩变形所成的地球三轴应变椭球体的共轭剪切大圆网络为基础。

2. 2　梨形地球体控制的半球扩张格局

地球的另一形体分量为梨形体 , 北半球纬圈扎缩而其中心北极上隆 , 南半球纬圈膨胀而

其中心南极下陷。海陆分布受其控制 , 表现为球面三角形块体间的 A— G、 E— C的海陆对跖

关系 (图 4)。北冰洋因与南极洲对跖而开裂 , 北大西洋因与澳大利亚对跖而开裂 , 除此之外 ,

全部扩张脊均沿着南半球剪切半大圆弧发育 , 使非、 澳、 南美和印度、 阿拉伯诸陆块呈三角

形花瓣状散开 , 将南极洲围于花芯部位 , 而北陆从北冰洋 “花蒂” 外展 , 将南陆 “花瓣” 迭

覆。全球如绽开的花蕾 , 具有半球扩张的动态特征。

这种动态特征表明 , 存在着塑性地幔向南运移并注入南半球的扰动过程 , 现知板块构造

动力学机制 , 皆源自该过程所引发的相关的物理效应 , 其中包括地球扭转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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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板块扭转破裂的过程和成因机制

地球体第三个形体分量是在梨形三轴椭球体基础上的螺旋型绞扭 (图 3)。它直接控制板

块的扭转破裂。形变的过程可上溯到二叠纪末。

石炭二叠纪时 , 所有大陆板块都聚合在一个以经线大圆为界的半球之内 ,组成联合古陆。

当时的洋域则占据另一半球 , 形成 EW方位的洋陆半球对跖的格局。中生代以来的地球演化

过程及其相关原理大体如下:

陆半球 (联合古陆 ): ( 1) 由于幔隆纬圈从赤道北侧移到南半球 , 纬向的古特提斯洋由东

向西关闭 , 西侧的大西洋从北向南依次开裂 ( T— K2 ) , 印度洋同时散裂 , 古陆瓦解。 ( 2) 幔

流注入南半球导致半球胀裂并诱发热对流 , 南极洲进入极圈 , 欧、 亚、 非和北美北移并跨越

极圈从北向南推进 , 北半球高纬圈被大陆环带充填 (仅在冰岛留下缺口 )。 ( 3)地幔向南流动

的科里奥利效应使其在北半球西偏而在南半球东偏 , NWW向螺旋型扭转压裂带形成 ,共轭剪

切大圆网络左行错断并歪扭 , 南美—北美和澳大利亚—亚洲相对左行错移 , 联合古陆瓦解并

纳入全球扭转构造体系。

洋半球 (图 5): ( 1) 整体轮廓被陆半球的扩张推进而压缩至今的太平洋域 , 周边被大陆

主动边缘辗压带 (俯冲带 ) 迭覆 , 其具体位置取决于膨胀液压与周边围压的平衡 ; ( 2) 南胀

北缩使北半球的俯冲边界保持半大圆轮廓 ,从北极南移到现位 ,受阻于剪切大圆② (图 4) ,并

因边界压力而发育不连续的边缘海扩张脊或半掩盖的洋脊。 南半球则发育连续的洋脊 , 并以

三联点分支形式向外辐射 , 冲开南部俯冲边界 , 使洋域扩展到印度洋和德雷克海峡 , 将南极

洲包围 , 南美南部基底浮升 , 俯冲倾角变缓 ( 10°— 15°) , 智利脊三联点附近 (图 5Q域 )扩张

速度最高 , 成为全球膨胀液压最强区 , 并与最强压缩区青藏高原对跖 , 地幔对流的表流从弧

形的东太平洋脊向压缩区辐集 , 另部分表流从东亚经北极地区 (图 5P区 )返回北美。这种三

维循环使得南胀北缩得以持续进行而不断增生新洋壳。 ( 3) 与陆半球同步的左行扭转使南北

图 5　太平洋 (古洋半球 ) 整体构造分析

Fig. 5　 Integ ral tectonic analy se of the Paci fic Ocean ( Old ocean hemisph ere)

注记见文字说明 , 底图据文献 [11 ] , 原图短箭头为板块漂移速度 ( cm /a) 矢量 ;

空箭头和中心应变椭球是引用时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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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错断 , 在澳大利亚与北美之间形成蜂腰地带而向 NW向伸长 , 沿长轴方向发育玻利尼

西亚等非扩张海岭 , 短轴方向发育东太平洋脊和东亚边缘海扩张脊 , 整体应力场配套及板块

漂移方向与全球扭转构造体系一致。

3　地球体扭转的起动力源

地幔 SN向迁移的起动力源 ,不可能来自地球重力场中的引力或自转离心力分量 ,而只能

从地球多层次公转中的某一运转系统的离心力效应中探寻。

3. 1　控制星体结构的公转离心力分量

星体的公转离心力场 , 有可能和自转离心力场一起 , 作为该星体重力场的分量而部分地

控制其形体结构。 只是在公转和自转旋面交角甚小 , 且自转角速度甚大的条件下 , 未能将公

转效应单独分离出来加以识别和确认而已。月球特殊的运行方式和结构特征 , 为我们了解公

转离心力场的效应提供了典型证例。

月球在地月系中的公转和自转周期相等 , 恒以单侧面对地球。月球的极半径 (r c ) 最短 ,

可视为自转离心力场的贡献 ; 而地月连线方向半径 (ra ) 大于轨道切线方向半径 (rb ) 则难用

自转离心力解释。在结构上月球背面月壳厚达 150km, 而正面仅 60km, 月海集中在正面且多

月幔隆升所成的重力瘤 , 这种非对称性只能是公转离心力所造成。整个地月系的旋转使低密

度的斜长岩质月壳甩向外侧 , 而月幔相对地移向公转中心。

据此可得出两点认识: ( 1) 持续作用的公转离心力效应可改变星体的结构 ; ( 2) 公转离

心力对于天体具有单侧性 , 可驱动星幔向公转中心流动而星壳移到外侧。

3. 2　地球在银河系内运转的公转效应

Sb型旋涡星系银河系的旋臂沿着对数螺线 (d= ae
bθ) 延伸。射电观测资料证明 , 比太阳

系离银心远 ( 3- 24× 10
4
1. y)处的球状星团的转速 v几乎不随距离d变化 , v= C (常数 )。那

么 ,便有角速度k= v /d= C /d。表明旋臂的形成与整个系统的旋转汇入运动有关 ,且存在角加

速度。 具有流体流入涵洞的涡旋运动特征①。 星体运动的轨迹并非圆或椭圆 , 而是对数螺线

(图 6) , 在旋入中曲率半径和周期缩短而角速度递增。

地球赤道面和银面交角 62°36′,地球体以转轴斜卧的方式在银面运行公转 ,并追随着太阳

作螺旋形波动 , 短周期的进动轴倾并未改变这种运行姿势。 这样 , 银心在地球坐标系中的方

位便周期性地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往复迁移 , 从银心穿过球心指向反银心方向的公转离心力轴

也随之来回摆动。按现银河系半周期 125M a年估算 , SN向移动的速度约 1°/M a ( 11cm /a)。

但地史早期更慢些。对于以纬度 1°为密度分割的地球体而言 , 该离心力实为百万年内滞留未

动的持续力 , 与月球在地月系中方位恒定的离心力相似。在此情况下 , 地球的银河系公转离

心力场 , 也应当迭加到自身的重力场之中 , 使之具有单侧性 , 迫使地球结构具有非对称性并

导致扭转。

月球的岩石圈厚度超过 1000km ,而地球的岩石圈厚度仅为 40— 300km,且浮于软流圈之

上。因此 , 地球内的大陆板块也可在微弱的离心力长期作用下甩移到反银心方位 , 而塑性地

幔移向银心方位。实测板块漂移速度为 1. 8— 18. 3cm /a之间 [12 ] , 上述银心方位的纬度迁移速

度约 11cm /a , 恰是该区间中值 , 表明塑性地幔可以随着离心力矢量转动而同步流动。现实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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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地球体的北半球纬圈扎缩带正对反银心方位。南半球纬圈膨胀带以及其中的全球膨胀液压

最强区 (图 5Q域 )则正对银心方位。表明地球在银河系内运转的公转离心力效应已驱动地幔

注入南半球并诱发扭转。

图 6　地球在银河系内的运行状态及其离心力对海陆的控制

Fig. 6　 The revoling state of Earth in the galactic sy stem and the

ocean-continent dist ribution by the

revo lutionary centrifug al fo rce

地球尺度夸大 , 球内黑色为大陆 , 白色为海洋 , 箭头指正北

3. 3　有关银河系公转效应的其它佐证

将上述地球在银河系内运转的离心力场对于自身质量分布和形体结构的影响称为银河系

公转效应。如果此效应是真实的 , 则它必在地史过程中以及在同类天体中有所表现。

在地史上 , 可将海陆分布的格局简化为 4种类型 , 将这些类型按照时空顺序同地球在银

河系运行轨道相拟合 , 即可看出图 6所示的因果关系: 元古代型 , 银心对赤道 , 地球自转速

度高 , 古老陆核沿赤道围成陆环 ; 早古生代型 , 银心移到北半球 , 陆环聚到南半球 , 南陆北

洋半球对跖 ; 晚古生代型 , 银心返回赤道 , 洋陆半球 EW方位对跖 ; 中新生代型 , 银心移入

南半球 , 正在形成之中的南洋北陆半球对跖。

在同类的与地球共旋面的行 (卫 )星中 ,扭转变形相当普遍 ,金星岩石圈厚为 10km量级 ,

其表面起伏与重力正相关。一个 NWW向平原低地带从北部的 Sedna平原经 Guinever延伸到

南部的 Aino平原 , 呈螺旋形盘绕星球一周 , 与地球 (图 3) 极为相似。此外尚有纬向、 经向

和 NW向裂谷 , 长达 20000— 8000km。并见普遍的扩张和褶皱现象 , 其应力场与全球扭转构

造体系相似。

火星三轴不等长 , 南北不对称 , 北半球熔岩覆盖的平原与南半球古老陨击区对跖 , 两者

在西半球的界线为 NWW向的丘状起伏侵蚀地带 , 带内有同向断裂断续相衔 , 此带跨赤道至

东半球南部 , 从塞尔斯隆起以南向阿尔及尔盆地方向延伸 , 成为一条 NWW向盘绕星球的螺

旋型带 , 并与赤道偏南的 Tithonius大峡谷走向趋同。这表明星球已发生扭转变形 ,但强度稍

低。

月球的正面以雨海为中心 , 环绕着冷、 澄、 静、 酒、 湿诸海和风暴洋 , 组合为 NWW向

的椭圆形古老洋壳区 , 从椭圆长轴向 SEE成带散列着南海和理想海等 , 所有这些海的边缘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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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发育 SN向、近 EW向和弧形断裂 ,表现为狭长的月谷。在总体上显示出月球轻度扭转的特

征。

4　结束语

扭转是自然界常见的应变形式 , 扭转火山弹、 雷公墨等屡见不鲜。 室内模拟实验可以再

造扭转过程及其应变场组合特征 [3, 13 ]。但对地球体和星体而言 ,证明其内部扭转变形的事实并

揭示其内在机理的实验难度甚大 , 推想可用有限元法计算模拟或做模型在人造地球卫星失重

的条件下模拟。

本文写作过程得到陈庆宣、 孙殿卿、 沈淑敏、 黄汉纯、 马宗晋、 刘德良等的指导、 鼓励

和帮助 , 借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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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ANDMECHANIAM OF THE COUPLED

TWISTING OF EARTH 'S SPHERICAL LAYERS

ZHAN G Yonghong
East Ch ina Bureau of Petroleum Geology, MGMR 225002

Abstract: The g lobal torsion tectonic sy stem does no t only involve the surface but also the

interio r of the spherical Earth. This paper describes empha tical ly the mechanism of the cou-

pling of tw isting of the Ea rth 's individual spherical layers, tha t cont rols the pla te tectonics.

There is an inclination of 62°36′betw een the Ea rth 's equa to r and the galactic equator.

When the galactic center m oves f rom the no rth to the south o f celestial sphere, the plastic

m antle of the Ear th wil l mig rate tow ards it s southern hemisphere and the continental plate

w ill drif t to i ts northern hemispher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entrifug al force of rev olution.

Such a process w ill lead to the asymmetry of southern and no rthern hemisphere and a twist-

ing of the two hemispheres. So there is a co rrepondence betw een the rhy thm of the Earth 's

continental dri f t and the cycle of spi rals of the galax y. In solar system planets ( o r satel li tes)

w hich revo lv es in the same w ay as the Earth wi ll undergo a synchronous twisting.

Key words: antipodal law of oceans and continents; g reat ci rcle of conjugate shea ring; effect

o f rev olutionary centri fugal fo rce; pear shaped outline of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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