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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南北向构造带和全球性经向构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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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中简述了我国及其邻区区域性规模的南北向构造带的现位展布及其表现

形式，讨论了它们可能的成因类型和构造性质，分析了全球经向构造体系和区域性

南北向构造带的成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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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我国境内的 01 向构造带最初由吴磊伯提出［!］，李四光进一步著文论述并将其归入经向

构造体系［%］，在李四光所研究和确认的构造形式和构造体系中，它是确定得比较晚的一个。

自那以后，随着区域地质调查和地质力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它的研究程度又有了许多提高，

崔盛芹［)］、沈淑敏［&］、王治顺［* 2 ’］、刘德良［,］等都对其做出了论述。本文作者在 !(," 的 ! -
*" 万广东省构造体系图的编制!、!(,# 年南岭区域构造研究［(］、!((( 雪峰山构造研究［!"］、

%""" 年广东沿海区域构造研究"，以及 345.)%! 地质对比研究项目［!!］中对 01 向构造带进行

了研究和系统地积累了资料。但是和许多在建国前即已开展研究的其他构造型式和构造体系

比较起来，01 向构造带研究程度相对较低，许多问题需进一步研究。

许多 01 向构造带控制着沉积相带、岩浆岩带、褶皱带和断裂带和成矿带的展布，在我

国它又常是活动构造带和地震带，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意义。

01 向构造带按其形成的力学机制可划分为挤压型和引张型，但无论是挤压型还是引张

型，它们在分布规模上可分为两大类即只具有区域性规模的和具有全球规模的。当然，现今

已发现的区域性 01 向构造带，随着调查研究工作的进展，也许会发现其中一些在深部或表

层中断续延伸从而有可能联结成全球性的断续相循的 01 向构造带。尽管引起它们的力学机

制不是挤压就是引张，但就其力源而言，有的是受区域构造应力场控制，甚至是受其他构造

体系派生的局部应力场控制，有的则是受全球构造应力场控制。

考虑到上述情况，作者建议现今研究程度所查明的只具有区域性展布的 01 向构造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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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其力学性质、形成原因和时代如何一律先称区域性 !" 向构造带，暂不列入经向构造体

系；经向构造体系专指业已查明具有全球规模或确受全球构造应力场控制的南北向构造带。

图 # 中国及其邻国区域性南北向构造带展布示意图

$%&’# !()*+, -./ 0,12%3& 4%0*5%67*%13 18 *,) 5)&%13.9 "15*,:017*, ;5)34%3& ;)+*13%+
<)9*0 %3 =,%3. .34 %*0 .4>.+)3* .5).

#’ 区域性南北向构造带；?’ 构造带编号（构造带名称见文字部分，编号与文中编号同）

# 我国及邻区区域性 !" 向构造带的展布特征（图 #）［# @ #?］

我国及其邻区的区域性 !" 向构造带颇为发育，据统计大致每隔 AB C 经度发育一条 !"
向构造带，显示出某种等距性，华南自西而东有滇藏三江带、川滇带、川黔桂带、湘桂粤琼

带、闽、台东带；华北及东北自西而东有贺兰山带、吕梁太行山带，冀鲁皖带、牡丹江那丹

哈达岭带等。上述 !" 向构造带多延入或扩及邻国的陆域或海域，现简述于后：

!"! 滇藏三江 !" 向构造带（图 !:!）

位于东径 DEB @ #EEB之间，大体沿滇西、藏东的金沙江、澜沦江和怒江的中段分布，构

成我国西南著名的横断山脉，卷入该带的地层有前寒武系、古生界和中新生界，以及各构造

期的岩浆岩体，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海西一印支期侵位的蛇绿岩带代表着古特提斯的古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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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除前寒武系，各个时代的地层、岩体以及分割它们的区域性的角度不整合面也是南北向

展布，并被多个叠瓦式的逆冲断层所推覆，其构造形迹带总体呈南北向展布，反接复合叠加

在古老的前寒武系变质基底之上，与青藏缅印歹字型旋扭构造体系反 ! 型构造的中段复合，

往北可抵雀儿山，经巴颜喀拉山口以东，与青海乌兰、都兰地区的 !" 向构造断续相循，向

南伸向印支半岛进入缅甸泰国西部时其位置向西推移 #$经度，大体出现于湄南河之西，南达

安达曼—尼科巴群岛。

!"# 川滇 !" 向构造带（图 !%!）

以习称的康滇台背斜或康滇地轴及其东侧的凉山滇东凹陷这两个正—负构造单元为主

体，主要展现于东经 &’&$(’) * &’+$之间，带内以川西贡嘎山、大雪山、大小凉山、岷山和滇

中地区走向南北的褶皱山系为主体，沿东西方向越出带外，则见 !" 向断裂带横跨在 ,- 向

的南岭复杂构造带上，该带的北端在秦岭 ,- 向构造带内，可见到主体为 !" 向断裂控制的

裂谷盆地和各类沉积建造和岩浆岩建造［.］，尤以基性超基性岩带的赋存大型超大型钛铁矿、

铬铁矿（攀枝花型）著称［.］，中生界则有上三叠统—下侏罗统磨拉石建造、侏罗—白垩系的

红色膏盐建造。构造带北段逐渐转成 ""- 向、南段逐渐转成 !!, 向，为新生代青藏缅印歹

字型构造体系的反 ! 型构造所归并复合，中南段一系列中新生代沉积盆地和活动构造带、地

震带受其控制［.］（图 #）。

!"$ 川黔 !" 向构造带（图 !%"）

展现于东经 &’/$ * &’0$之间的秦岭以南地区，主要集中于 &’/$+1) * &’.$1’)之川黔两省东

部，由一系列走向 !" 的单式、复式褶皱及压性断裂组成，卷入该构造带并出露地表的主要

是上古生界、三叠、侏罗、白垩系及少量古近系（贵州惠水一带），主要构造样式是梳状褶

皱和逆掩推覆构造，它们驰聘南北，横跨或切断了所有其他方向的构造线，总体上表现为一

个略向西突出的 !" 向构造带［&#］。

!"% 湘、桂、粤、琼 !" 向构造带（图 2%#）

位于东经 &’3$ * &&($附近，南北延伸 #’’45 以上，南部可伸向海南岛东北部，由一系列

上古生界及早中生界卷入的 !" 向褶皱和压性断裂组成，它横跨在总体呈 ,- 向展布的加里

东褶皱基底之上，但当其穿越南岭纬向构造带时，该 !" 向褶带和每一个纬向构造带交接处

又受到这种经向与纬向反接横跨复合的控制并常有 !" 向印支期一燕山期岩浆岩带充填其

中，如广西花山、姑婆山岩体［3］和广东大东山岩体，后者在花岗岩体中还残存有 !" 向褶

带［3］，清楚地表明该 !" 向构造带的主要变形期应为印支期—早燕山期［&+］，但许多地方的

!" 向逆冲推覆，又将白垩系及古近系红层（如广东连县）切断!，显示该 !" 向构造带在晚

近时期有强烈的叠加改造；在南岭地区，该构造带经常与华夏系、新华夏系呈斜接复合［&#］，

此时 !" 向断裂转化成左行扭裂面叠加其上。此外，常见 "- 向压扭构造与其呈斜交复

合［&#］，此时 !" 向断裂转化成右行走滑。当与山字型脊柱呈重接复合时并经常穿切弧顶［&#］。

该构造带向东可扩展至粤东北的连平、梅县、蕉岭一带，其踪迹伸入江西，大体西沿吉安、

兴国、中沿宜黄、宁都、东沿南丰、石城、会昌一带均有出露，向南可延伸至粤琼两省沿

海，在古生代地层分布区以 !" 向褶皱束和逆冲断裂形式出现［&#］；在花岗岩和火山岩区，则

常表现为一对共轭剪切的断裂（其挤压力为东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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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受纬向构造带控制的横向张裂盆地［"#］

$%&’! ()* +,-.)/0,1.) (-*23%2& (*20%,245 640%20 7,2.-,55*3
89 .)* :4.%.13%245 (*.,2%; <90.*=［"#］

"’ 正断层；!’ 剪切断层；#’ 主要转换断层；>’ 断块倾斜方向及倾斜角；

?’ 晚更新—全新世地层；@’ 早—中更新世地层

!"# 闽台 <+ 向构造带（图 !/!）

在闽省境内西沿长汀、连城、上杭一线，中沿邵武、将乐、永安、漳平一线，该带断续

展现为 <+ 向褶带和压性断裂，卷入地层除古生界外，南有中生界燕山期岩浆岩，并将白垩

系—古近系加以断切［"!］。分布在台湾岛上的 <+ 向构造带可分为 # 个亚带即澎湖 <+ 向凹陷

带，中部台中—屏东褶断带，东部绿岛—兰屿 <+ 向火山喷发带，它们向南与菲律宾马尼拉

海沟、吕宋岛相连，古近系、新近系及第四系卷入了这一褶断带，它包容和归并了稍早形成

> 地 质 力 学 学 报 !AA!



的 !!" 向新华夏系构造带、作为主体的 #! 向构造带的台湾海岸山脉褶皱带代表着菲律宾板

块西缘的新近纪岛弧，是吕宋群岛的北延部分，它们是 $%& ’ 时菲律宾海板块沿马尼拉海沟

俯冲时形成的，在台湾岛上表现为强烈的蓬莱运动［(］。

!"# 贺兰山 #! 向构造带（图 !)!）

主体位于东经 *+,- . *+(-之间，可进一步划分为平凉—海勃湾隆褶带、贺兰山—六盘山

断裂带的中卫—固原断裂带，沉积建造资料表明［(］桌子山—贺兰山—云雾山凹陷带在寒武纪

到中奥陶世时期为一凹陷带，中奥陶世以后至早石炭世期间与整个华北一起成为古陆剥蚀

区，其东侧到中石炭世又成为凹陷，古陆梁消失。燕山期强烈的隆凹控制了早白垩世新生代

盆地沉积，晚近时期仍有明显活动，控制着中国中部南北向地震活动带的分布［(］。贺兰山—

六盘山断裂大约沿东经 *+,-呈 #! 向展布，以东的古生代地层发育与华北无异，其西侧的古

生代沉积则与祁连山地区相同，也与川西、藏东相似［(］，说明该断裂对区域构造地层有明显

的控制作用；中卫—固原断裂以压性断裂为主，向南伸入祁吕前弧褶带。整个贺兰山 #! 向

构造带的 #! 向隆起凹陷与川黔 #! 向构造带西部的 #! 向凹陷及米苍山东侧 #! 向断褶带在

时空上有一脉相承之势。

从现代山川地貌看，贺兰山 #! 向构造带成为鄂尔多斯 #! 向隆起的西缘构造带、黄河

的河套显然是受这一隆起控制的，说明该 #! 向隆起在晚近时期仍有强烈的活动。

!"$ 吕梁—太行山 #! 向构造带（图 !)"）

位于东经 **+-/+0 . **$-之间，山川地势清楚显示由西向东可分为吕梁山、太岳山和太行

山三个亚带：“山西陆台”为一大致走向南北的穹状地块，太行陆梁和吕梁隆断分立两侧，

总体呈南北向展布，褶皱和挤压冲断层较发育，卷入变形地层主要为古生界及中生界三叠

系，说明其变形当在燕山运动以来［(］。

!"% 冀鲁皖 #! 向构造带（图 !)#）

其主体展现于东经 **1-/+0 . **,-/+0南北长达千余千米，东西宽 1++ . $++23，它们在横

向上具有明显的分带性和近似的等距性，大体每隔 4+0 . /+0就出现一条较为明显的形迹带，

据王治顺［,］，刘德良［5］等研究，其北段在航磁图上表现为一条长度巨大、跨度广阔、强度不

大、梯度较小、变化平稳、方位稳定的区域性南北向!! 正异常带，反映出存在基底复式隆

起带，由青白口系下伏的霍丘群的变质沉积岩系组成。沿东经 **,-方向存在一条巨大的河间

一宿松隆起带，集中发育了一连串南北走向的强磁异常和磁铁矿点［5］。

本带就整体而言，在区域地质图上，从整个区域地层的展布格局看不出 #! 向褶带的存

在，它主要是由 #! 向压性断裂带所组成的。

整个冀鲁皖 #! 向构造带穿过阴山、秦岭和南岭北亚带三个纬向构造带，与它们成反接

复合。从近年邻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秦岭地区的研究成果来看，#! 向构造带在河南省境内

秦岭内外亦有广泛分布，如河南嵩山地区的中元古代地层中保存有 #! 向的褶皱并为晋宁期

青白口系所不整合而上构造层呈 "6 向展布（图 /），物探揭示深部还有新期的 #! 向构造，

秦岭内部还存在控制 #! 向沉积相带和厚度的隆起和凹陷，众多的学者先后将其与东西向的

交叉称为立交桥式构造［*,］。

!"& 佳木斯 #! 向构造带（图 !)$）

主要分布于黑龙江东部，向北延入俄罗斯的布利亚地块（西侧），向南延入朝鲜半岛东

北部，主体部分展布于东经 *45- . */4-之间，东侧属古太平洋地块，西侧属古亚洲域，它是

两大地块的接触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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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河南嵩山地区登封群和嵩山群的南北向构造图［"#］

$%&’! ()*+,)+*-. /-0 12341 )25 63*)2713+)2 )*568%6& 93.8%6& :5.)
%6 (36&12-6 -*5- 39 ;56-6 <*3=%6,5 %6 >2%6-［"#］

"’ 新元古界五佛山群；?’ 中元古界嵩山群；!’ 标志层；@’ 太古宇登封群；

#’ 角度不整合，吕梁运动（中岳运动）形成的构造形迹；A’ 背斜、向斜枢纽；

B’ 倒转背、向斜枢纽，嵩阳运动形成的构造形迹；C’ 背形、向形轴迹

呈南北向展布的布利亚—佳木斯地块是古太古代和古元古代结晶基底的古陆碎块，据张

兴州等［"B］研究，黑龙江群是早古生代晚期形成的混杂体，其西南缘为古生代碰撞花岗岩所

包围，说明地块的西缘存在一个早古生代末的缝合带，地块可能构成古亚州洋构造域最东的

边缘。在布列亚—佳木斯地块以东是那丹哈达—比金地体，其南部为兴凯地体［"B］。自兴凯

地体向那丹哈达—比金地体，往北直至阿匀丹地块的东缘，沿亚纳河北上直到北冰洋的拉普

贴夫海域勒拿河东侧有一条 (D 向延伸的构造带，它是侏罗纪时古太平洋与古亚州域的分界

线，是一条 (D 向的大陆边缘地体拼贴带，再往东则是新生代的库而岛和堪察加西缘 (D 向

构造带，它们往南延伸穿越日本北海道、萨巴尔卡，再往南延伸便是马里亚纳海沟—岛弧断

褶带，它们和菲律宾马尼拉海沟都是 @?E- 以来才转变成压性的洋壳俯冲带［"C］（图 "）。

? 区域性 (D 向构造带的表现形式和成因类型

!"# 区域性 (D 向构造带的表现形式

区域性 (D 向构造带是指其现位是南北向展布的构造带，它以各种建造和构造形迹的形

式表现出来，通常最常见的形式是以现位呈南北向的沉积相带、古地理地貌边界、岩浆岩

带、火山地震带、深部重磁异常带、构造形迹带表现出来。这种其现位呈南北向展布的形迹

不仅存在于具有新的年龄值的建造和形迹带中，而且存在于老的地质建造与构造之中，例如

A 地 质 力 学 学 报 ?FF?



图 ! 与南北向构造有关的弧形构造［"#］

$%&’! ()*+,-./01 ,2)3*23)0 )04.201 25 2-0 65)2-+7532- 2)081%8& ,2)3*23)0［"#］

"’ 隆起区；9’ 断裂；:’ 背斜；!’ 向斜；;’ 蛮顶山断层带

在阿尔丹地盾及我国冀东的太古宙片麻岩中就存在其现位呈南北向展布的卵形褶皱穹隆。在

一些构造带常常表现出各个时期的建造（沉积岩建造、岩浆岩建造和变质岩条带）和形迹

（褶皱、断裂）其现位都呈南北向展布、甚至于山川形势和地震震中都呈南北向展布（如我

国的川滇带等）（这些南北向构造带究竟是新南北向构造带和古南北向构造带复合的构造，

还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构造方位的构造带经多期构造变动和方位变化最后都呈南北向展布，

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笔者将专文论述）。还有一种展布形式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是它

常以一对共轭剪切断裂的形式表现出来。笔者在粤东开展地质研究时发现粤东北存在于古生

界中的 76 向褶皱和断裂往往止于佛岗—丰良 <= 向构造带。但近年笔者在粤东沿海工作时，

发现在燕山期的花岗岩和火山岩中，东西向的挤压仍然很强烈，但它是以 66=—6= 向（左

行）和 66<—6< 向（右行）一对共轭断裂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苏、豫地区的一组东西

向弧顶指向东西的对顶的弧形构造实际上也是这种南北向构造受共轭剪切断裂控制的一种表

现形式（图 !）［">］。在我国的南岭地区，呈 <= 向展布的褶皱和断裂每遇一条 76 向构造带时

往往出现弧形构造，其弧顶朝南或朝北、山字型构造的前弧则加大，它的曲度都是这种南北

向构造带叠加复合的表现。南北极地区的放射状张性断裂则是其组合形态的表现（图 ;.，
;?）［9@］。

!"! 区域性 76 向构造带的成因类型

A第 " 期 丘元禧：区域性南北向构造带和全球性经向构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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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北极圈和亚北极圈的辐射状

和同心弧形大断裂体系［#$］

%&’(!" )"*&"+&,-". "-* /,-/0-+1&/ "1/
2"3.+4 454+06 &- +70 -,1+7 8,.0 /&1/.0

"-* 439-,1+7 8,.0 /&1/.0［#$］

:( 新生—中生代断裂体系；

#( 北半球以陆块为主的陆环；

;( 陆环中的结晶地带（据沃洛诺夫）

图 !9 南极圈和亚南极圈的辐射状

和同心弧形大断裂体系［#$］

%&’(!9 )"*&"+&,-". "-* /,-/0-+1&/ "1/
2"3.+4 454+06 &- +70 4,3+7 8,.0 /&1/.0

"-* 439<4,3+7 8,.0 /&1/.0［#$］

:( 新生—中生代断裂体系；

#( 南半球以海沟为主的海环；

;( 海环中的海底槽地（据沃洛诺夫）

区域性 => 向构造带除了可能是全球性经向构造体系的一个片断外，尚可能有下列原因

形成：

!"!"# 纬向构造体系中的横向张裂配套构造

纬向构造体系经常发育一组南北向的横向张裂带。由于巨型纬向构造带的长期反复活

动，它的配套张裂南北向构造带也反复活动，当其切割至莫霍面并达上地幔时这里便成为岩

浆活动迭次出现的地带，南岭地区的万洋山诸广山南北向构造岩浆带（图 ?），至少自印支

期以来可能是做为南岭纬向构造带的横向张裂出现的。巨型纬向构造带中的配套横向张裂

带，由于它的张性活动，又经常控制着南北向地块的隆升和沉陷，因而它又是长期隆升和沉

积断陷之所在，在川滇 => 构造带其中南段与南岭纬向构造带呈反接复合，作为纬向构造横

向张裂的南北向张性断陷分别控制了西昌和元谋—楚雄的白垩纪沉积盆地以及在云南剑川鹤

庆的 => 向张性断陷控制了第四纪沉积（图 #）［:;］。前述秦岭地区立交桥式构造中的南北向构

造的成因众说纷纭，也不排除其中有纬向构造系之横向张裂类型。

!"!"! 主干构造旁侧的低序次构造

哀牢山红河大型走滑断裂的两侧发育了一系列小等级、低序次的 => 向褶皱和 => 向张

扭性断陷，它们和滇藏三江 => 向构造带叠加复合在一起。这些低序次、小等级的 => 向褶

皱、逆冲断层和张扭性断陷是哀牢山红河断裂系走滑时形成的并与主干断裂构成了入字型构

造。当其作左行走滑时，形成了 => 向的褶皱和压扭性断裂；当其作右行走滑时，形成了 =>
向的张扭性断陷（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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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万洋山—诸广山复式岩带各期次岩体分布图［"#］

$%&’! ()*+*&%,-+ .-/ 01*20 31) 4%035%673%*8 *9 &5-8%3)0（)-,1 03-&):0）

-+*8& ;-8<-8&01-8—=17&7-8&01-8 ,*./*0%3) &5-8%3%, 6)+3［"#］

"’ 花岩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 黑云母花岗岩；#’ 白云母花岗岩；@’ 二云母花岗岩；!’ 混合花岗质杂岩；A’ 早

古生代早期岩体；B’ 早古生代晚期岩体；C’ 晚古生代—三叠纪岩体；"D’ 侏罗纪第一阶段第一次岩体；""’ 侏罗纪

第一阶段第二次岩体；">’ 侏罗纪第二阶段第一次岩体；"?’ 侏罗纪第二阶段第二次岩体；"#’ 上白垩统红层；"@’
中泥盆世—下三叠世地层；"!’ 震旦纪—志留纪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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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由哀牢山—红河走滑断裂带剪切走滑形成

的南北向构造［"#］

$%&’! ()* +,-.)/0,1.) .-*+2%+& 0.-13.1-*0
（4,520 6+2 4615.0）3610*2 78 0)*6-%+& 65,+& .)* 0.-%9*

,4 :,+&)*（;*2 -%<*-）4615. 7*5.［"#］

#’ 湖泊；"’ 新近纪盆地沉积；=’ 中生代红色地层；>’ 晚三叠世火山—沉

积岩；?’ 晚三叠世磨拉石沉积；@’ 台地边缘沉积（扬子地块）（晚二叠世

—三叠纪）；!’ 浅变质岩（石炭—二叠纪大陆斜坡沉积）；A’ 浊积岩（志

留—泥盆纪）；B’ 哀牢山深变质岩（元古宇）；#C’ 二叠纪岛弧火山岩；##’
蛇绿混杂岩；#"’ 花岗岩；#=’ 褶皱轴；#>’ 断裂；#?’ 剖面位置

我国境内及其邻区扭动构造

体系极为发育，不仅在 DE 向走

滑断裂的旁侧会形成这种低序次

的区域性 FD 向褶皱带或断陷；而

且那些 DG/DDG 向华夏系、新华

夏系的主压面的旁侧也可以直线

型张性断陷或总体呈南北向的压

扭性帚状构造型式出现，不仅在

左行压扭构造带的旁侧可以出现，

而且在那些大型长期发育的右行

张扭性断陷中更应该注意，那些

南北向的长垣状同沉积背向斜有

可能是两侧主干断裂在作右行扭

动时对于沉积层的扭动所形成的。

辽河凹陷中的 FD 向背斜可能是这

样形成的（图 A）［""］。松辽平原中

的大庆长垣也可能是这样形成的。

!"!"# 某种构造型式的一个组成

部分

最常见的例证就是作为山字

型脊柱的 FD 向构造带，在我国境

内的山字型构造大多前弧顶朝南，

因而其脊柱呈南北向展布，主要

为压性构造带，也时也发育南北

向脊柱构造上的二次纵张断裂，

其主要特点是不穿切前弧。此外，

如前所述，区域性南北向构造也

常常做为入字型构造型式的一个

组成部分，或者做为旋扭构造的

一部分，如青藏缅印歹字型构造

中的南北向构造段。

!"!"$ 板块、地块、地体的拼贴

边缘

这种类型的南北向构造极为常见，如前所述，贺兰山 FD 向构造带中的贺兰山六盘山 FD
向断裂带是鄂尔多斯—华北地台与祁连山/柴达木地块的拼贴连界；台湾、吕宋群岛中的 FD
向挤压带是菲律宾板块与中国华南板块的俯冲边界；佳木斯布利亚地块东缘的 FD 向构造带

是一个大陆边缘的地体拼贴带，其东侧的那丹哈达—比金地体是一个异位复合地体。作为异

地地体，据邵济安等［#!］研究具有下列主要证据：

（#）作为外来岩块的二叠纪地层中的所含蜒类、腕足类和珊瑚等底栖动物群化石属于低

纬度古特提斯古物生地理区；

C# 地 质 力 学 学 报 "CC"



图 ! 辽河盆地渐新世晚期郯庐

断裂带构造古地理图［""］

#$%&! ’()*+, -./ 01 *)+*0203/.4)0%)0%5./,6
$2 7$.0,) 8.9$2 .402% :.237; 1.;4*
<02) =;5$2% 7.*) >4$%0+)2)［""］

图 ? 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大洋板块

扩张脊及转换断层［"@］

#$%&? :,) 1$%;5) 9,0A9 9/5).=$2% 5$=%)9 .2=
*5.29105- 1.;4*9 01 0+).2$+ /4.*)9 $2 *,) .5).
01 B)9* C.+$1$+ >+).2 .2= D2=$.2 >+).2［"@］

（"）古地磁研究表明：佳木斯3布利亚地

块晚侏罗世—早白 垩 世 时 古 纬 度 为 E!&FGH
（I+,$-;5.，J?!?），而那丹哈达岭地体晚石炭

世时 处 于 南 纬 J?&EG，早 二 叠 世 处 于 南 纬

JK&@G，晚三叠世处于 J"&"GH，与日本美浓地

体晚三叠世的古纬度 JK&?G相近。

该异地体南端兴凯地 体 也 是 一 个 异 地

体，古地磁研究亦表明晚三叠世一早二叠世

亦处于低纬度，与古大陆边缘拼贴前后不断

迁移，晚三叠世 时 为 ""&?GH，早 侏 罗 世 为

"?&EGH（杨惠心等，J??@），东面的锡霍阿林

地体晚白垩世古纬度为 EJGH，晚白垩世—古

近纪时为 E"&JGH，新近纪为 EF&LGH。

上述异地体是通过近南北向的左行走滑

而拼贴至 古 亚 州 域 大 陆 边 缘 的，在 拼 贴 以

后，由于 E"M. 以来太平洋板块的改向运动，

上述南北向拼贴边缘遭受东西向挤压叠加，

从而又改造成 ’H 向压性构造带。

由上所述可知，区域性南北向构造带有不同的类型和性质，因而不能未经详细研究就一

步到位地把它们归入经向构造体系。

@ 区域性 ’H 构造带和全球经向构造体系之间的成生联系

总观我国及其邻区的区域性构造带的展布及其成因类型，除部分属于其他构造体系的配套

或低序次派生构造或某种构造型式的一个

组成部分以外，就它们的多数和总体以及

就它们与板块的运动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来

看，不难发现具有如下几点规律：

（J）陆地上的区域性 ’H 向构造带与

海域里的海沟（如马尼拉海沟和马里亚

纳海沟）平行。

（"）无论是陆地上的区域性 ’H 向构

造带还是海域中的 ’H 向海沟挤压带，它

们都是和特提斯板块及伊泽奈崎—库拉

板块的转换断层相平行或近平行，印度

板块正是沿着右行近南北向转换断层与

澳大利亚板块分离并快速向北漂移［"@］

（图 ?）。

（@）中国大陆上区域性 ’H 向构造带

广泛而深远的变形期之一发生在新生代，

它是和印度板块的向北推挤所产生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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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由于两极挤压引起的地球形状变化和南北向张裂［#$］

%&’(!" )*+,’&,’ -. /+01*23 .4+1504 +,6 1*4 ’4,43&3 -. ,-01*73-51* 104,6&,’ 14,3&-,+8
.+5813 9+5346 :; 1*4 9-<=0433&-, .0-< 1*4 /+01*23 =-83［#$］

图 !! 南极大陆的反时针旋转［!>］

%&’(!! ?,1-7-298-9@ 0-1+8&-, -. 3-51* =-84 9-,1&,4,1［!>］

东的侧向压力（A$B+ C D"B+ 之间）［#A］以及太平洋—菲律宾板块自 A#B+ 以来其运动方向改成

向 EFF 以及 $B+ G 菲律宾板块俯冲于台湾岛弧之下形成台湾—吕宋反向岛弧的侧向挤压应

力有关、正是这一板块运动格局的重大变革，使原来呈 EEF 向或近 EH 向的转换断层的力

学性质改变为挤压性质，它们之间的挤压和碰撞，在中国大陆板内的效应便造就了许多新生

代区域性南北向挤压构造带。

#! 地 质 力 学 学 报 #""#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在 !"#$ 前后中国大陆东缘西太平洋板块的运动格局会发生

如此大的转变？进一步的研究告诉我们特提斯洋脊是属于纬向系；而大西洋和现今的太平洋

中脊则属于经向系（据张文估研究，原因之一是由于科里奥里力，使洋脊的走向与子午线有

一个小的交角［%&］）。这两个星球级的洋中脊的存在反映出地球表面存在着全球性的经向切向

力和纬向切向力；经向切向力形成纬向构造体系；纬向切向力形成经向构造体系。但在经向

切向力和纬向切向力之间在时间上存在相互消长的情况（南北向切向力大于或小于东西向切

向力），这就导致了受它控制的板块运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会由一个方向转变为另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区域构造应力场的变化是和全球构造应力场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联系也就

决定了全球规模的经向系和区域性 ’( 构造带之间的成生联系。库拉及伊泽奈崎大洋板块洋

脊走向 ())，属于纬向系，洋脊扩张时，它们向 ((* 向运动；!"#$ 起新太平洋中脊走向

(()，洋脊扩张时，西太平洋板块运动方向改成向 (** 向，原来作为特提斯—库拉洋脊的

((*—’( 向转换断层便转换为压性、压扭性构造带，这表明全球构造体系应力变化可引起

区域构造应力场的变化，从而形成区域性构造体系。中国及其邻区的新生代区域性 ’( 构造

带，正是在印度板块的向北推挤所引起的向东侧压和由于新太平洋中脊扩张，西太平洋—菲

律宾板块的近于向西的运动这样的区域应力场作用下形成的。

地球上形成的东西向挤压力和引张力可能与地球在其演化过程中的膨胀收缩有关。李鸿

业［"+］根据许多天体演化的天体比较学和地质演化中的地质事实提出地球的原始形状是长椭

球形的。据此他提出了两极挤压说，认为地球由原来长椭球体演化成球形体的过程中两极不

断向赤道产生挤压，从而产生南北向的张裂，由此诱发受经向构造控制的岩浆喷嗌，他示意

性地复原了侏罗纪开始时的古硅镁壳的展布（图 %,）［"+］。循此思路，追索不同时期全球性基

性岩浆带的展布是可以追索不同时期的张裂带的。

在地球演化过程中，其初期阶段可能以收缩为主（能量积累阶段），其后期阶段则是以

膨胀为主（能量耗散阶段）。两者的转化时间据刘粤［"-］计算估计在 .,,,#$ 前后，无论是膨

胀还是收缩都可以产生经向系（挤压型或引张型）。至于相对地膨胀和收缩，可能在地球的

不同历史阶段都可产生，李四光［",］指出地球自转角速度的变化到一定程度，以致地球整体

形状也不会不发生变化，例如当着地球自转角度速度加快的时候，地球质量有向心收缩的趋

势（可形成经向系的褶皱和断裂———引者注）；当地球自转角速度变慢时，则地球质量有向

外扩散的趋势，（亦可形成张性的经向系———引者注）；地球极区的放射状经向构造系的产生

则尚可能与地球的整体绕轴旋转（图 %%）［%&］及来自两极的挤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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