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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洪旦*,任建业 等,海洋学院. Nature Communications(2020), South China Sea documents the transition from wide

continental rift to continental break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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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校海洋学院邓洪旦博士和任建业教授在国际著名科学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题为“South China Sea documents the
transition from wide continental rift to continental break up”的学术论文。

该文利用三维高清地震数据揭示了南海北部被动陆缘大型拆离断层，拆离断层下盘岩浆作用和韧性褶皱，以及拆离盆地的变形特点。该文

作者提出尽管南海被动陆缘的变形特征与美国西部的盆-岭省和地中海东部爱琴海地区构造变形特征相似，更为重要的是南海完整详细的记录了
从宽裂谷作用到地壳岩石圈破裂、大洋扩张开始的整个过程的信息。

大陆裂谷记录了地球演化的脉动，根据地壳岩石圈热－力学性质的不同可形成宽或窄的裂谷带。窄裂谷带宽约 100 公里，如著名的东非大
裂谷；宽裂谷带则可达 1000 km，如著名的美国西部科迪勒拉山发育的盆岭省，其长逾 1500 km 宽超过 1000 km。我国南海被动陆缘保存了典
型的宽裂谷带特征，其南、北部边缘分别达到了1000 km 和 500 km 宽。近年来的大洋钻探计划（IODP）没有发现大西洋型的地幔剥露，进一
步显示南海的演化可能与大西洋型被动陆缘不同。结合高清的地震数据和典型构造变形的对比，该文详细记录了位移量超过 100 km 的大型拆
离断层，变质核杂岩，以及地壳尺度的韧性折叠层和岩浆侵入体，根据这些变形特征与典型宽裂谷作用下的构造变形对比，我们提出南海的裂

谷作用发生在较高的地温条件下，早期曾经历了跟美国西部盆岭省和爱琴海的宽裂谷作用变形极为相似的过程，但是最终发生了岩石圈裂解。

该文作者还包括我校在读博士生罗盼，中国海洋石油专家庞雄、郑经云，国际构造地质学家悉尼大学Patrice Rey教授、阿德莱德大学和伦
敦大学Ken McClay教授、伦敦大学Ian Watkinson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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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部陆缘典型构造变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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