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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侏罗世东亚多向汇聚构造体系的形成与变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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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板块构造研究成果与同位素精确定年数据的积累，使我们对发生在中国东部的晚侏罗世—早白垩世东亚
多向汇聚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全球三大洋在晚侏罗世（１６５±５）Ｍａ近乎同时的开启，以及东亚周边古太平洋、
新特提斯洋和蒙古—鄂霍茨克洋的俯冲消亡，在中国中东部和东亚地区形成了多向挤压汇聚的燕山期构造体系，

即东亚多向汇聚构造体系（简称东亚汇聚）。东亚汇聚启动了经典的燕山运动，发育了独特的构造变形特征。东亚

汇聚构造体系具有两个近乎稳定的刚性陆核，即鄂尔多斯地块和四川（盆地）地块，在它们的周缘形成了晚侏罗

世—早白垩世陆内多向挤压变形和似前陆盆地，如大巴山晚侏罗世前陆。此外，东亚多向汇聚构造体系影响了东

亚和中亚大部分地区的板内变形作用，在中国大陆及其周边形成了反映南北向挤压的蒙古弧共轭走滑断裂系统、

燕山—阴山陆内造山带、大别山—大巴山侏罗纪陆内造山带等典型的燕山期构造带。东亚汇聚具有深刻的全球构

造背景与动力来源，是重要的科学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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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大陆主体是印支期由诸多微陆块碰撞、拼
接而成的联合陆块（董树文等，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吴根耀，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近年来一系列新的构造地质研究成果
与精确同位素定年数据的积累，以及东亚深部探测

数据的揭示，使我们对发生在中国东部、甚至亚洲东

部的侏罗纪—白垩纪之交的构造变动及其动力学机

理有了新的认识。中国中东部三叠纪华南、华北陆

块碰撞—拼合后，形成新的中国大陆，近ＥＷ向特提
斯构造体制控制着大陆的变形，直到中、晚侏罗世各

陆块的古地磁动力学趋于统一。随着特提斯洋关闭

和东亚大陆形成，晚侏罗世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形

成濒西太平洋沟弧盆系统和东亚 ＮＮＥ向构造体
系（新华夏系）。同时，西伯利亚板块向南运动，蒙

古—鄂霍茨克洋关闭；印度大陆脱离澳大利亚板块，

向北漂移，拉萨地块拼贴于亚洲大陆，出现了受控于

东亚深部动力学过程的多板块向东亚汇聚的运动格

局。这种起始于（１６５±５）Ｍａ的多个板块向东亚的
极性运动，以及产生的变形图像与深部响应，被称之

为“东亚汇聚”，由此形成以陆内俯冲和陆内造山为

特征的晚侏罗世东亚多向汇聚构造体系。东亚多向

汇聚构造体系的变形特征，表现为自中、晚侏罗世

（（１６５±５）Ｍａ）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向 Ｗ
或ＷＮ方向的挤压，蒙古地块向南推覆，拉萨地块向
ＮＮＥ拼贴，发育了大巴山晚侏罗世前陆盆地。鄂
尔多斯地块和四川地块可能构成了东亚多向汇聚构

造体系北、东、南西“多向挤压”构造变形的两个核

心地块。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综述了晚侏罗世

东亚多向汇聚构造体系形成的全球构造背景和构造

变形特征，分析了该构造体系与燕山运动之间的关

系，阐明了东亚汇聚研究的科学意义，并提出了东亚

汇聚研究的科学问题。

１　晚侏罗世东亚汇聚的全球构造背景
与动力来源

　　在东亚，构造地质学家通常将焦点集中在东西
向的特提斯构造域向 ＮＮＥ向的太平洋构造域的转
变的构造变形对比、转变时代和机理之上（赵越等，

１９９４，２００２，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翟明国等，２００４）。然而，

从全球构造背景来看，中、晚侏罗世东亚板块多向汇

聚作用发生的时期，正是处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中脊

拉开、特提斯大洋关闭、印度洋扩张和蒙古—鄂克斯

霍洋关闭等全球重大构造事件发生的时期。全球三

大洋洋底都是从距今１６０Ｍａ左右的侏罗纪开始增
生（马宗晋等，１９９８）。大西洋中脊在１８５Ｍａ打开，
至侏罗纪末大西洋的宽度已达到５００ｋｍ并联通直
布罗陀海峡与新特提斯洋（Ｖｅｅｖｅｒｓ，２００４）。南大西
洋至少在 １５５Ｍａ也已经开始打开（Ｊｏｋａｔ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在冈瓦纳大陆裂解的早期，大约 １５５Ｍａ，
ＲｉｉｓｅｒＬａｒｓｅｎ海／莫桑比克盆地形成非洲与南极之
间的第一块洋壳（Ｊｏｋａ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因此，有必要
从全球构造背景来审视侏罗纪—白垩纪之交的东亚

构造变动和多向汇聚作用。

１．１　西伯利亚板块向南运动与蒙古—鄂克斯霍洋
关闭

从蒙古杭爱山脉一直延伸到东部鄂霍茨克海乌

达海湾、长约３０００ｋｍ的蒙古—鄂霍茨克构造带，形
成于中、晚侏罗世—早白垩世（Ｘ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Ｚｏｒ
ｉｎ，１９９９；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蒙
古—鄂霍茨克洋岩石圈向北俯冲，并自西向东关闭，

早中侏罗世外贝加尔东部海相复理石沉积渐变为
陆相磨拉石沉积，早白垩世东部完全关闭（Ｚｏｒｉｎ，
１９９９；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古地磁研究证明，蒙古—
鄂霍茨克洋关闭主要是西伯利亚陆块向南运动与蒙

古联合地块碰撞的结果。西伯利亚陆块与华北和蒙

古联合地块发生对接（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２）及蒙古—
鄂霍茨克洋消失的时间发生在晚侏罗世，有关的三

叠纪—中侏罗世海相地层的发现及其他地质证据，

有力地支持了古地磁资料的推论（Ｎｉｅｅｔａｌ．，
１９９４）。这个时候（侏罗纪—白垩纪），北冰洋地区
的美亚（Ａｍｅｒａｓｉａｎ）盆地也开始打开（Ｙａｋｕｂｃｈｕｋ，
２００２）。伴随着晚侏罗世西伯利亚板块的向南运
动，该时期西伯利亚板块发生了大约５０°的顺时针
旋转（Ｓｃｈｅｔｔｉ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晚侏罗世以来中亚造
山带独特的大陆内部板内压扭性造山作用，形成了

一系列走滑与逆冲断裂、伸展构造、断层相关褶皱和

（含煤及含油气）盆地（Ｙａｋｕｂｃｈｕｋ，２００４；Ｃｕｎｎ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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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ｈａｍ，２００５）。地块旋转和走滑作用导致的构造变
形在中亚马赛克型地块结构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Ｂｕｓｌ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中亚造山带（也即乌拉尔—蒙古褶皱带），自欧

亚交界的乌拉尔山脉，向东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延伸至我国新疆、甘肃北部、内

蒙古西部、俄罗斯南部和蒙古国，东西延伸超过

５０００ｋｍ，主要发育天山、阿尔泰山等山脉和蒙古高
原等，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活动的陆内造山带系

统（ＤｅＧｒａｖ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亚造山带内显著的构造

变形（特别是走滑断层作用），其中的一部分形成于

新生代，是新生代印度—亚洲陆陆碰撞的结果，而贝

加尔裂谷是新生代天体撞击裂谷作用的结果；其中

的另一部分，如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构造变形，

包括一个２０００ｋｍ宽的ＮＷ走向右行走滑断裂系统
（由 ＴａｌａｓＦｅｒｇａｎａ、ＪａｌａｉｒＮａｉｍａｎ、中央哈萨克斯坦、
Ｃｈｉｎｇｉｚ、Ｉｒｔｙｓｈ和 ＹｅｎｉｓｅｉＳａｙａｎ等断裂），累计右行
滑移量在５００ｋｍ左右，则被认为主要形成于中生代
以前（Ｚａｉｔｓｅｖ，１９８４）。但是，这些断裂中的大部分
均切过并错断中侏罗统地层，并被古近纪沉积物所

封闭，说明它们形成于晚侏罗世—白垩纪（Ｙａｋｕｂ
ｃｈｕｋ，２００４）。

蒙古、横穿贝加尔和我国东北地区，主要发育左

行走滑断层系（如蒙古—鄂霍茨克断裂、Ｈｉｎｇａｎ断
裂等），一般为 ＮＥ走向，累计总滑移量也在５００ｋｍ
左右。Ｈｉｎｇａｎ断裂左行错断了侏罗纪—早白垩世
大Ｈｉｎｇａｎ岩浆弧，滑移量可达 ４００ｋｍ。Ｈｉｎｇａｎ断
裂的东北端分裂为几个左行走滑断裂分支，将

Ｓｅｌｅｍｄｚｈａ、Ｎｉｍａｎ和 Ｋｅｒｂｉ等几个晚古生代含金变
质地体错断了大约１００～２００ｋｍ（Ｙａｋｕｂｃｈｕｋｅｔａｌ．，
１９９９）。

西伯利亚南部和蒙古北部，如西伯利亚板块的

Ｓｔａｎｏｖｏｙ地盾和 Ａｌｄａｎ地盾之间，以及从阿尔泰山
到北蒙古和蒙古—鄂霍茨克缝合带，还存在一系列

显著的向南逆冲推覆的、东西走向中生代逆冲断层

系（莫申国等，２００５），形成与之相关的侏罗纪—早
白垩世含煤沉积盆地。

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右行走滑断裂，与蒙

古和我国东北地区的左行走滑断裂，构成了中亚造

山带板内共轭走滑断裂系统（即前人所指的蒙古

弧），张国伟等（２００２）称之为中新生代环西伯利亚
陆内构造体系域。共轭走滑断裂系统，连同近 ＥＷ
向的中生代逆冲断层系，以及一系列挤压盆地，都是

晚侏罗世—白垩纪西伯利亚板块向南运动并旋转，

蒙古—鄂霍茨克洋关闭，以及西伯利亚大陆板块与

中朝板块（复合的华北—蒙古大陆）ＳＮ向挤压碰撞
所造成的构造变形结果。

１．２　太平洋板块向西运动与濒太平洋构造体系的
形成

西太平洋是地球上构造运动最活动、最复杂的

地区之一。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作用形成了重要的

濒西太平洋沟—弧—盆系统、东亚ＮＮＥ向构造体系
（新华夏体系）和地震—火山活动带（董树文等，

２００７；Ｍａｒｕｙａ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在西南日本，侏罗
纪—早白垩世是重要的消减和多个地体的拼贴碰撞

期（Ｈａｄ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太平洋或伊泽奈崎洋板块
开始向东亚俯冲的时间为晚侏罗世（ＶａｎｄｅｒＶｏｏ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１９９９），尽管有人提出它发生
于中侏罗世（水谷伸治郎等，１９８９；Ｍａｒｕｙａｍａｅｔａｌ．，
１９８９；Ｉｃｈｉｋａｗａ，１９９０），但太平洋洋底磁条带仍证实
其最老的年代为晚侏罗世（Ｗａｌｌｉｃｋｅｔａｌ．，１９９２）。
由于１８０Ｍａ以来大西洋中脊的开启，东太平洋海沟
至今已经向西移动了３０００～４０００ｋｍ（ＬｉｔｈｇｏｗＢｅｒ
ｔｅｌｌｏｎ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濒太平洋构造体系的形成，造成了我国东部巨型

左行走滑断裂———郯庐断裂大约７００ｋｍ的滑移量。
１．３　印度洋开启与印度板块向北运动

印度洋开启的时间也是在晚侏罗世。印度洋东

北部开启的时间为１５６Ｍａ，而西印度洋的开启可能
在１５０Ｍａ（Ｖｅｅｖｅｒｓ，２００４）。与之大致同时，在非洲
南部与澳大利亚东南部之间发育了火山岩喷发的大

火成岩省。

印度板块脱离澳大利亚等冈瓦纳古陆的时间和

特提斯洋反时针旋转关闭的启始点、拉萨地块与亚

洲大陆拼贴等构造过程都是同步的（１６０～１５０Ｍａ
±）。１４０Ｍａ时，印度地块开始逆时针旋转（Ｓｃｈｅｔｔｉ
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１２０Ｍａ时，印度地块开始快速北
移。在晚白垩世和新生代早期，印度洋拖拉着印度

地块向北运动了约５２００ｋｍ，并逆时针旋转了大约
５５°。印度陆块最终与亚洲大陆碰撞（５０±１０Ｍａ）
（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８６；Ｌｅｅｄ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８；Ｙｉｎｅｔａｌ．，
１９８８），并向北进入到欧亚板块约２１００ｋｍ（Ｓｃｈｅｔｔｉｎｏ
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１．４　特提斯洋闭合与西米里造山事件

欧亚板块与冈瓦纳大陆之间特提斯洋不同地域

的差异关闭过程，决定了天山地区的中生代演化。

中生代早期，一些小的冈瓦纳周边地块从冈瓦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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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裂离出去，向北汇聚在欧亚板块周边。晚三叠世

至早白垩世期间，特提斯洋岩石圈俯冲到作为欧亚

板块活动南缘一部分的天山南边塔里木板块南缘之

下（Ｇａｒｚａｎｔ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中生
代特提斯洋中的这些冈瓦纳周边地块的碎片，通常

被称为西米里（Ｃｉｍｍｅｒｉａｎ）地块（ＤｅＧｒａｖｅ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晚三叠世—早白垩世西米里造山事件（基
梅里运动）正是指在欧亚板块南缘活动带发生的中

生代欧亚板块与前进中的冈瓦纳周边地块之间的多

起增生和碰撞事件，在欧亚板块内部造成了深远影

响，最终形成大规模的早新生代印度—欧亚陆陆碰

撞（ＤｅＧｒａｖ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晚三叠世—早白垩世发生在中国大陆西南部的

特提斯洋闭合与西米里造山事件，与蒙古—鄂霍茨

克洋关闭事件近于同时，它们的影响被记录在我国

西部和中亚造山带之中。晚侏罗世—早白垩世，班

公湖—怒江特提斯洋向北俯冲关闭，拉萨地体和羌

塘地体沿班公湖—怒江缝合带发生挤压碰撞，形成

大规模冈底斯岛弧岩浆活动，在班公湖—怒江蛇绿

混杂岩两侧平行分布着两条晚侏罗世—白垩纪花岗

岩（１４５～８０Ｍａ）和同生的钙碱性火山岩带；同时，
碰撞导致地壳抬升，在羌塘盆地和拉萨地块沉积了

一套红色磨拉石建造，白垩系与侏罗系形成明显的

角度不整合（贾承造等，２００５）。印度河—雅鲁藏布
缝合线，早白垩世时发生过大规模的洋盆消减，在滇

藏地区形成俯冲型造山带（吴根耀，２００２）。
拉萨地体与羌塘板块碰撞形成的构造挤压应力

向北呈远距离传递，形成中国中西部区域性挤压构

造，在四川、鄂尔多斯盆地内产生相对较强的构造变

形，包括造山带隆升与盆地向西倾斜，并在塔里木、

准噶尔、柴达木等盆地形成构造雏形（贾承造等，

２００５）。ＤｅＧｒａｖｅ等（２００７）在吉尔吉斯天山和西伯
利亚阿尔泰山进行的磷灰石裂变径迹定年和热历史

模拟，也揭示了中生代变形事件的存在。

１．５　东亚汇聚的地球动力学背景与动力来源
东亚汇聚有着深刻的地球动力学背景与动力来

源。东亚地区是夹持在西太平洋构造域、古亚洲构

造域与特提斯构造域之间的一个三角地带。中国东

部微陆块拼接造成岩石圈增厚及其后岩石圈减薄

（约 ５０ｋ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Ｍｅｎｚｉｅｓｅｔａｌ．，
１９９３；邓晋福等，１９９４，１９９６；Ｍｅｎｚｉ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据Ｍａｒｕｙａｍａ等（２００７）对西太平洋构造域和特提斯
构造域的估计，自侏罗纪以来，俯冲到东亚地区地幔

之中的岩石圈板块的宽度在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ｋｍ，是

地球上俯冲岩石圈物质最大量的地区。而中朝与扬

子陆块碰撞造成的陆壳深俯冲和超高压变质作用

（２４０～２２０Ｍａ），使得中国东部岩石圈厚度曾经达
到１５０～２００ｋｍ，甚至超过２００ｋｍ，可能是东亚汇聚
的先兆。

中国东部从冀北—辽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晚侏

罗世—早白垩世大范围、巨量埃达克岩（Ｃ型）的形
成，可能引发下地壳的拆沉作用，也指示了中国东部

高原的存在（张旗等，２００１）。岩石圈根沉落于软流
圈地幔和下地幔，最终堆积于核幔边界（２７００ｋｍ）
的深部记录，已为全球地震层析资料所揭示（Ｍａｒｕｙ
ａ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特别是在东亚大陆的壳幔边界附
近已经找到冷、重的岩石圈根崩落的高速堆集体；经

与西伯利亚和北美的资料对比，推测这些堆积体的

时代为晚侏罗世（ＶａｎｄｅｒＶｏ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Ｒｉｃｈ
ａｒｄｓ，１９９９）。

燕山运动的驱动力可能就来自超级冷地幔下降

流（邓晋福等，２００５）。正是因为随后发生的东亚和
中国东部巨厚岩石圈的垮塌、拆沉和断离，导致了超

高压岩石的折返（２２０～１８０Ｍａ）；而软流圈物质从
它的两侧或周边作侧向补偿，牵引了太平洋板块向

西俯冲（晚侏罗世），印度洋板块向 ＮＥ俯冲（１５６～
１５０Ｍａ），甚至包括西伯利亚陆块与华北陆块碰撞
（中、晚侏罗世—早白垩世），从而引起了东亚大陆

多向汇聚构造体系的形成。这种深部物质运动过

程，可视为软流圈和岩石圈物质向东亚和中国东部

汇流、聚集的主要原因和机制。大西洋中脊（１８５～
１５５Ｍａ）和北冰洋地区美亚盆地（侏罗纪—白垩纪）
的开启，可作为晚侏罗世东亚汇聚事件的远程效应。

因此，东亚地区可能是晚侏罗世全球几个重要汇聚

中心之中的一个最重要汇聚中心。

东亚汇聚的影响和后效一直持续到新生代，其

最显著的结果是印度洋板块拖拉着印度地块向 ＥＮ
方向运动，最终与亚洲大陆碰撞，形成世界屋脊青藏

高原。

２　东亚汇聚与燕山运动
翁文灏（Ｗｏｎｇ，１９２６，１９２７，１９２９）提出并定义的

“燕山运动”，作为陆内造山的典型记录，已经成为

中国地质学家对世界地质科学理论贡献的经典，得

到了广泛应用。燕山运动分为Ａ幕、Ｂ幕和中间幕。
燕山运动Ａ幕以髫髻山组安山岩之下角度不整合
为标志，时限为（１６０±５）Ｍａ前，时期为中侏罗世龙
门期—九龙山期，时代推测在１７５～１６０Ｍａ之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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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幕以髫髻山组和兰旗组火山岩为代表，时代约在

１６５～１５６Ｍａ之间；Ｂ幕以张家口组火山岩下的不
整合为标志，强烈的冲断形成了土城子组和后城组

的粗碎屑堆积，时限在（１３５±１）Ｍａ前，时代为１５６
～１３９Ｍａ（赵越等，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燕山运动被认
为是东亚构造体制从古亚洲和特提斯构造域汇聚体

制向太平洋构造域俯冲消减转变的产物（赵越等，

１９９４，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任纪舜等，１９９９），燕山运动 Ａ
幕是转变的标志（赵越等，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翟明国
等（２００４）则认为华北中生代构造体制转折始于１５０
～１４０Ｍａ，终于１１０～１００Ｍａ，峰期是１２０～１１０Ｍａ。
Ｄａｖｉｓ等（２００１）认为，从中侏罗世到早白垩世，燕山地
区可能同时存在南北向板内缩短与太平洋板块向

ＮＷ俯冲这两种看似相互矛盾的板块作用模式。张
宏仁（２０００）提出，中侏罗世天体事件引发燕山运动。

燕山运动以陆源沉积、广泛的岩浆作用（如燕

山地区埃达克质髫髻山组火山岩）和强烈的构造变

形（包括多期褶皱作用，挤压、伸展及走滑断层作

用）为特征（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张旗等，２００１；邓晋
福等，２００５）。燕山运动被认为是在原克拉通背景
上的“大陆活化”（吴根耀，２００１，２００２），不具有典型
造山带特征（邓晋福等，２００３；翟明国等，２００４）。例
如，缺乏英云闪长岩、奥长花岗岩，缺乏或有很少量

的花岗闪长岩，发育角闪辉长岩、粗面岩和正长岩，

火成岩总体上 Ｋ２Ｏ质量分数高和很高等（邓晋福
等，２００３）。

燕山陆内造山的构造型式和影响深度还存在争

议。一种观点认为是薄皮构造（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郭华等，２００２ｂ），另一种认为是基底卷入的厚皮构
造（张长厚等，１９９７；崔盛芹等，２００２）。根据大别山
前陆反射地震剖面揭示襄樊—广济断裂带深切莫霍

面，甚至上地幔，证实大别山段燕山陆内造山属厚皮

构造（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而在大巴山一带可能为薄
皮构造（董树文等，２００６），说明了燕山运动陆内造
山构造型式的复杂性。

吴根耀（２００２）将燕山运动分为两类：一是印支
期拼合大陆外侧的新特提斯洋消减及嗣后的碰撞引

起的内硅镁质造山运动，形成滇藏、东南沿海、苏鲁

和蒙古—鄂霍次克造山带；二是拼合大陆内部因古

缝合线或古深断裂活化发生的内硅铝质陆内造山运

动，前者如川黔湘—鄂南、湘赣闽和阴山—燕山褶

皱—冲断系，后者如川南—滇东和中扬子褶皱—冲

断系及江南冲断—推覆带。

董树文等（２００７）关于东亚汇聚事件的研究，对

燕山运动的性质、时限和动力学内涵有了新的诠释。

董树文等（２００７）将燕山运动分为３个时期：燕山运
动主幕强挤压陆内造山期（（１６５±５）～１３６Ｍａ），主
伸展垮塌与岩石圈减薄期（１３５～１００Ｍａ），燕山运
动晚幕弱挤压变形期（１００～８３Ｍａ）。中晚侏罗世
（（１６５±５）Ｍａ）东亚多板块拼贴运动学的重大调整
和构造体制的重大转换，启动了以华北地块为中心、

来自北、东、南西不同板块向东亚大陆多向汇聚的构

造新体制，大陆岩石圈显著增厚，形成以陆内俯冲和

陆内造山为特征的东亚汇聚构造体系。紧随着，早

白垩世以剧烈的大陆伸展和火山—岩浆活动为特征

的岩石圈巨量减薄和克拉通破坏，导致燕辽生物群

灭绝和热河生物群兴盛的重大生物群的更替。因

此，侏罗纪—白垩纪之交中国大陆和东亚发生的重

大构造变革事件，是燕山运动的基本内涵。燕山运

动的实质是晚侏罗世围绕华北地块的多向板块汇聚

运动，以陆内变形和陆内造山为特征。

３　东亚汇聚构造体系陆内变形特征
３．１　大别山—大巴山侏罗纪陆内造山与东亚汇聚

晚侏罗世变形与运动学分析指示扬子陆块向

Ｎ—ＮＮＥ方向挤压和俯冲。扬子陆块向秦岭和华北
陆块的俯冲，导致大别山—大巴山造山带及其前陆

侏罗系大规模褶皱与缩短，三叠纪变质造山带超高

压变质岩系超覆于侏罗纪前陆褶皱带之上（董树文

等，２００５），北倾的襄樊—广济断裂带深切 ＭＯＨＯ与
上地幔（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高锐等，２００５），对应发育
一套完整的同造山、后造山岩浆系列，构成了侏罗纪

陆内造山系统（董树文等，２００７）。大巴山前陆下侏
罗统强烈褶皱，发育在早期 ＮＥ近 ＥＷ向褶皱之上
的ＮＷＮＮＷ向叠加褶皱，形成紧密的弧形前陆褶皱
带（董树文等，２００６）。

晚侏罗世陆内俯冲导致超高压岩石从下地壳抬

升到上地壳，暴露造山带深部构造和岩石。大别山

超高压岩石折返过程基本确定为两阶段模式，即

２３６～２１０Ｍａ期间的同碰撞快速折返下地壳过程
（＞３ｍｍ／ａ）和（１６０±１０）Ｍａ折返到中地壳过程（１
ｍｍ／ａ）；侏罗纪陆内造山造成地壳缩短加厚、山脉抬
升，使超高压岩石进一步抬升近地表或部分出露地

表，所以在大别山北麓合肥盆地晚侏罗世凤凰台组

出现含柯石英榴辉岩砾石，这个阶段可能形成中国

东部高原（董树文等，２０００；张旗等，２００１；吴根耀，
２００１）。从苏皖地区１６０～１４０Ｍａ的燕山早期花岗
岩以Ｉ型为主、晚侏罗世—早白垩世的粗安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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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岩属安第斯式的大陆边缘弧等事实来看，这一高

原应属碰撞高原（吴根耀，２００１）。秦岭洋古缝合线
和磨子潭断裂向北的冲断活动控制了皖西豫南地区

燕山期磨拉石发育，指示中国东部燕山期高原内部

有开阔的山间磨拉石盆地发育（吴根耀，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大别山中生代陆内造山作用形成由逆冲推覆构

造组成的构造楔形体，尖端指向南，多条主干逆掩断

层由南向北呈后展式（上叠式）依次扩展，并使基底

岩系和沉积盖层同时卷入构造变形，造成地壳缩短

量达４６．８％（郭华等，２００２ａ）。大别山造山带逆冲
推覆构造系统形成于早侏罗世晚期—早白垩世

（Ｊ１
３Ｋ１），具有薄皮构造特征（郭华等，２００２ａ），根带

具有厚皮构造特征（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晚侏罗世陆内造山诱发了大别—苏鲁大规模的

岩浆作用和火山活动。在大别山和苏鲁地区造山带

和前陆带，以及东部广大地域发育早白垩世１４０～
１１０Ｍａ的岩浆系列，包括同造山的Ｓ型花岗岩，Ｉ型
花岗岩和 Ａ形花岗岩等。其中１３０～１１０Ｍａ的巨
量的岩浆岩和火山岩可能为侏罗纪岩石圈根拆沉的

记录，对应中国东部燕山期岩石圈减薄和岩浆—成

矿大爆发。

３．２　扬子—华北板块东部华南—胶东—辽东侏罗
纪走滑—逆冲构造

中国东部沿海区有燕山期内硅镁质的造山运动

发生。除东南沿海区的斜交会聚—剪切造山外，中

国东部高原的发育是十分醒目的现象（吴根耀，

２００１）。
燕山运动时期，鲁西地区古生界经历了微弱的

ＳＥＥＮＷＷ向的两次挤压收缩，表现为大量残存的
ＮＮＥ走向的隔槽式褶皱，向 ＮＮＥ与辽南推覆体相
连，向ＳＳＥ与徐宿推覆体相连，向ＮＷＷ为变形强烈
的黄骅坳陷南部的徐黑薄皮推覆带，构成中国东部

燕山期纵贯华北板块东部的巨型收缩构造带（刘建

忠等，２００４）。
位于秦岭大别山带和燕山带中间的太行山的中

生代挤压变形形迹为北到北东向，或多或少平行于

沿大陆东部边缘发育的俯冲带，并与燕山带的构造

形迹高角度相交。

早白垩世的冲断推覆构造见于苏皖及鲁南、胶

东等地，是中生代席卷面最广、强度最大的一次变形

（常印佛等，１９９１）。中扬子地区晚侏罗世—早白垩
世几乎没有沉积，而英店—青山口断裂以东的豫南

地区有粗碎屑岩堆积，东延入安徽的六安—肥西

（郯庐断裂以西），形成了中国东部燕山期高原内的

一个开阔的山间磨拉石盆地（吴根耀，２００１）。
中扬子褶皱—冲断系构成中国东部燕山期高原

的西南边界，主要为一组近ＮＷ走向、倾向ＮＥ的冲
断层（朝南西冲断），如 ＮＷ走向的英店—青山口断
裂，形成了随州箱状背斜褶皱—冲断带、京山梳状背

斜褶皱—冲断带和当阳桡曲褶皱带。冲断作用向南

西前展式扩展，以通城河断裂与黄陵陆核分界。英

店—青山口断裂以东的桐柏变质杂岩带广泛发育燕

山期花岗岩，可视作中扬子褶皱—冲断系的根带

（吴根耀，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３．３　燕山—阴山造山带侏罗纪逆冲—推覆构造

燕山—阴山造山带，特别是华北的燕山地区，是

中国地质学和燕山运动的摇篮，发育有许多典型的

中生代逆冲推覆构造。其中，兴隆、承德、大庙、隆化

和围场等５条主干逆掩断层及其上驮的推覆体，组
成了一个大型逆冲推覆系统，构造楔形体的尖端指

向北。主干断层在同一底界滑动拆离面上由南向北

呈前展式扩展，造成的地壳缩短量达４４．１％（郭华
等，２００２ｂ）。从造山带后端至前缘，褶皱形态由以
箱状褶皱为主转变成以斜歪褶皱为主；断裂构造性

质也从脆性断层转变为韧性断层，在造山带后缘还

形成了三角带构造和突起构造（郭华等，２００２ｂ）。
燕山—阴山造山带的中生代构造演化可以分为

以下几个时期（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１）中侏罗世之前的向南逆冲推覆作用。燕山

地区自晚三叠世以来进入了板内造山带形成演化阶

段。在早侏罗世伸展盆地（马寅生等，２００２）形成之
后，早侏罗世末—中侏罗世之前（＞１８０Ｍａ），从冀
北到辽西的广大地区曾经经历了一次向南的强烈逆

冲推覆和褶皱作用，如平泉—古北口断层（Ｄａｖｉ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和兴隆逆掩断层（郭华等，２００２ｂ）。

（２）中侏罗世—晚侏罗世早期的伸展断层作
用。冀北地区在挤压变形之后伴随有中侏罗世或晚

侏罗世早期的东西向伸展构造（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和盆地伸展变形（马寅生等，２００２）。

（３）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早期的向北逆冲作
用。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是燕山运动的主造山期，

强烈逆冲推覆构造、大规模构造热事件及地壳的强

烈收缩变形是其特征（崔盛芹等，２０００；马寅生等，
２００２）。该时期主要发育向北推覆的逆冲断层，如
内蒙古的大青山逆冲推覆断层（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和冀北的承德逆冲推覆断层（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郭
华等，２００２ｂ），均为向ＮＮＷ方向运动的低角度逆冲

１１３第３期　　　　　　　　　　　董树文等：晚侏罗世东亚多向汇聚构造体系的形成与变形特征

CAGS



推覆断层。两条逆冲推覆断层均已褶皱，并且由于

后期的构造变形现在都与其位于南部的根带相分离

（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在中蒙边界区传统的海西构造带中，郑亚东等

（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６）发现侏罗纪特大型推覆构
造———中蒙边界亚干推覆体，推覆距离高达１２０ｋｍ
以上。

大青山逆冲推覆构造发育在华北板块北缘石拐

中生代沉积盆地南侧，由一系列逆冲推覆的构造岩

片（包括飞来峰）相互叠置构成复杂逆冲推覆体系，

具有多期逆冲推覆变形演化历史。早期为由南向北

推覆（刘正宏等，２００３），或由北向南逆冲（Ｚ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形成一系列ＥＷ方向展布的大型逆冲断
层和褶皱构造，如被大青山逆冲断层切割的盘羊山

断层，推覆距离至少８～９ｋｍ（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晚期为向ＮＮＷ方向逆冲推覆（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刘正宏等，２００３），如大青山逆冲断层，延伸长达１５５
ｋｍ以上，推覆距离为 ２２～３５ｋｍ（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
１９９８）。根据断层带内同构造黑云母和白云母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常规和激光微区测年研究，刘正宏等
（２００３）获得其中两期逆冲推覆的年龄为（１９３．７±
３．９）Ｍａ和（１２１．６±１．６）Ｍａ（等时线年龄）。

冀北的承德逆冲推覆断层将元古宙和侏罗系

（Ｊ２Ｊ３）向北逆冲推覆在中侏罗世—晚侏罗世早期
地层（Ｊ２，１８０～１６１Ｍａ，火山岩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年龄）之上，
位移量超过４０～４５ｋｍ（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８）。该断
层在西部又被１３２Ｍａ的岩体所侵入。在逆冲推覆
之后，承德推覆岩片经历了晚侏罗世—早白垩世 Ｅ
ＮＥＥ向同斜褶皱作用，形成南翼非常陡或倒转了的
不对称大向形构造（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沉积学分
析表明，承德逆冲断层活动时间在髫髻山组沉积之

后和土城子组沉积之前（刘少峰等，２００４）。
大庙、隆化、围场逆掩断层及其推覆体内部，受

影响的最新地层为晚侏罗世末期的张家口组和早白

垩世早期的大北沟组，这些逆掩断层的最终形成时

代可能为晚侏罗世末期—早白垩世早期（郭华等，

２００２ｂ）。
北京十三陵逆冲推覆断层，向 ＮＮＥ逆冲，形成

于１６１～１５１Ｍａ之间（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北京云蒙山西南存在晚侏罗世褶皱和变质作用

（１５１～１４３Ｍａ之间）。云蒙山区存在向南或南东逆
冲的、卷入太古宙基底及其盖层的晚侏罗世—早白

垩世韧性构造带，包括一个以老基底为核的倾伏背

形推覆体，和一个发育在６ｋｍ厚的片麻岩剪切带中

的韧性逆冲断层。向南东逆冲的四合堂推覆体，以

及它的倒转翼中发育的韧性剪切带和密云水库韧性

逆冲推覆断层，可能形成于 ＞１４３Ｍａ到１２７Ｍａ之
后（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古北口断裂带（１４８～１３２Ｍａ）为向南逆冲的盆
缘逆断层带（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由两条主断裂控
制上、下两个推覆体由北向南依次逆冲，原地系统由

中生代土城子组及以下地层构成，中生代地层中局

部形成脆韧性变形带。张计东等（２００２）根据对断
裂带中同构造期石英正长岩脉样品的ＫＡｒ法测年，
获得同位素年龄为（１６１．２±２．３）Ｍａ，因此，本区逆
冲推覆构造形成时代应在晚侏罗世。

辽西地区是燕山—阴山造山带的东段，晚侏罗

世—早白垩世逆冲推覆构造由几条向 ＮＷ和 ＳＥ方
向推覆的逆冲断层组成（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张长
厚等（２００２）厘定了６条主干逆冲断层，总体逆冲方
向指向ＳＥ；其中，分布于西北和东南缘的的两条最
外缘逆冲断层为ＥＮＥ走向，居于其间的逆冲断层呈
ＮＮＥＮＥ走向，它们具有向ＥＮ和ＳＷ方向汇合的趋
势，总体上构成类似于双重构造的巨型逆冲系统。

张长厚等（２００２）分析得到该区逆冲断层作用始于
中侏罗世之前，于晚侏罗世达到高峰并奠定基本格

局。胡健民等（２００４）根据辽西凌源太阳沟地区的
研究，则认为辽西地区晚三叠世到早侏罗世早期为

由东往西逆冲的后展式逆冲推覆、早侏罗世晚期为

由西往东逆冲的前展式逆冲推覆，早侏罗世晚期还

发育崩塌滑覆构造。

（４）早白垩世晚期的挤压作用。局部的晚期挤
压作用（约１１５～１２０Ｍａ），发育南倾的逆断层（Ｄａ
ｖ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５）中白垩世伸展变形。广泛的中白垩世伸展
变形（１１８～１１５Ｍａ之后），最重要的伸展构造就是
河防口拆离断层，其倾向滑移距离至少有 １０ｋｍ
（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中白垩世也是一个盆地伸展
阶段（马寅生等，２００２）。

（６）晚白垩世左行走滑作用。晚白垩世，在燕
山地区主要表现为近于垂直造山带走向的 ＮＮＥ向
左行走滑断裂系和平行于造山带走向的近ＥＷ向正
滑或正滑平移断裂系的形成。ＮＮＥ向走滑断裂中，
规模较大的有５条，自西向东分别为大海坨—石岗、
七家—平泉、套堡河珞—凌源、中王家—青龙和建

昌—台营断裂；近 ＥＷ向正滑或正滑平移断裂系规
模有大有小，并切割了ＮＮＥ向走滑断裂系（郭华等，
２００２ｂ）。

２１３ 地　球　学　报 ２００８年

CAGS



３．４　鄂尔多斯周边晚侏罗世变形与东亚汇聚
中、晚侏罗世，鄂尔多斯盆地及其周缘遭受多向

挤压应力作用，挤压方向为近 ＷＥ、ＮＷＳＥ和 ＮＥ
ＳＷ，在盆地周缘形成展布方向不一、构造样式不同
的边界挤压构造带，包括西缘近 ＮＳ向逆冲—推覆
构造带、东缘及东南缘总体呈“Ｓ”形展布的挤压边
界带、盆地北侧大青山地区近东西向大型推覆构造

（张岳桥等，２００７ａ，２００７ｂ）。鄂尔多斯盆地周缘边
界构造带记录了中晚侏罗世强烈的陆内多向挤压作

用和大陆地壳增厚过程，反映了东亚多向汇聚的远

程效应（张岳桥等，２００７ａ，２００７ｂ）。
晚侏罗世—早白垩世，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和南

缘分别沉积了一套巨厚芬芳河组、宜君组的红色山

麓相、山前冲积扇的砂砾岩（磨拉石建造），成楔状

体插入盆地内部（贾承造等，２００５）。
３．５　四川盆地周边晚侏罗世变形与东亚汇聚

晚侏罗世—早白垩世东亚汇聚，在四川盆地周

缘形成带状的冲断带，如川西龙门山冲断带（吴根

耀，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和大巴山前陆冲断带（董树文等，
２００６），以及面状的陆内造山带（如川黔湘—鄂南褶
皱—冲断系和川南—滇东褶皱—冲断系）（吴根耀，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构成了类似于鄂尔多斯盆地周缘的多
向挤压构造体系，反映了东亚多向汇聚的构造应力

场特征。

川西龙门山冲断带前，晚侏罗世沉积了巨厚的

莲花口组底部砾岩层，早白垩世沉积了巨厚的剑门

关组底部砾岩层。砾岩内部含侏罗系钙质砂岩，反

映了燕山期龙门山的挤压隆升（贾承造等，２００５）。
川黔湘—鄂南褶皱—冲断系，自 ＥＳ向 ＷＮ可

分出根带、湘西—黔东南基底褶皱—冲断带、黔北箱

状背斜褶皱—冲断带和川东梳状背斜褶皱—冲断

带，断层面总体倾向南东，冲断作用自南东前展式地

向ＮＷ扩展，以华蓥山断裂与川中盆地为界（吴根
耀，２００２）。花岗岩侵入体或底辟体见于根带，以大
规模的白云母花岗岩和二云母花岗岩为特征。湘

西—黔东南基底褶皱—冲断带西缘的冲断层控制了

沅陵—麻阳等前陆磨拉石盆地，典型的磨拉石建造

是中侏罗统泸阳组（吴根耀，２００２）。
川南—滇东褶皱—冲断系，自 ＳＥ向 ＮＷ可分

出根带（见有花岗岩）、昆阳基底褶皱—冲断带、会

东箱状背斜褶皱—冲断带和马边梳状背斜褶皱—冲

断带。主冲断层均倾向南东（朝北西冲断），冲断作

用向北西前展式扩展；并叠加了近南北向断层（如

磨盘山—绿汁江断裂、小江断裂等）向西的冲断。

发育早白垩世磨拉石建造（吴根耀，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４　晚侏罗世东亚汇聚研究的意义与科
学问题

　　晚侏罗世在东半球（乃至全球）是一个重大的
变革时期，并以软流圈物质和岩石圈向东亚的补偿

性汇聚为其主要特点，随之发生中国东部早白垩世

巨厚岩石圈崩落。东亚汇聚和燕山运动不仅是中国

东部、而且是中国中西部、甚至是亚洲东部侏罗纪—

白垩纪时期的重大构造事件，也是晚中生代全球性

构造事件，对其大陆动力学研究具有重大科学意义。

因此，有必要对东亚汇聚和燕山运动的构造变形型

式、动力学背景以及产生的深部过程、对中国东部岩

石圈厚度的影响，以及对东亚地貌特征、气候与环境

的影响、矿产资源（包括油气等）效应，进行深入细

致的研究与探讨。

东亚汇聚研究的目的是将亚洲大陆形成及其后

（２００Ｍａ以来）的演化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来考虑，
在全球尺度上将中国东部与西部的地质作用过程进

行统一的分析，通过东亚汇聚的地球物理和地球化

学过程的研究和探测、统一构造应力场和应变场的

分析、盆山耦合过程的研究、深部过程与地表响应的

研究、地质过程的精确定年、环境与资源领域的深入

研究，以期获得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大陆动力学过程

及其资源、环境效应的新认识，建立起东亚汇聚的地

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动力学过程的统一模型。

侏罗纪／白垩纪之交的东亚汇聚是一个长期的、多学
科联合协作的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东亚汇聚研究还需要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①
汇聚过程的应力状态与变形图像；②汇聚造成岩石
圈增厚的机理、过程与响应，包括岩石圈根突发性崩

塌机理，是拆沉作用？断落作用？还是滑脱？或兼

而有之？火山—岩浆与壳幔相互作用的记录，以及

崩塌体的天然地震层析追踪；③周围大洋俯冲的时
限与过程，包括印度洋与印度大陆漂移的时空轨迹、

太平洋板块向亚洲大陆俯冲以及西伯利亚与华北—

蒙古地块拼合（特别是蒙古—鄂霍次克海关闭过

程）的时限与记录；④构造翘变枢纽带的地质描述
与成因；⑤侏罗纪—白垩纪生态系统、古气候变化及
其突发性生物群更替的地质背景；⑥东亚大陆翘变
模型及模拟。

５　结论
晚侏罗世东亚多向汇聚构造体系的形成，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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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全球三大洋（甚至可能是四大洋）开启和洋壳

增生的同时。东亚汇聚的不完全证据，包括：①与东
亚汇聚（１６０～１４５Ｍａ）同时的地壳或岩石圈层厚火
山岩和花岗岩（特别是埃达克岩）的形成；②太平洋
洋底磁条带证实太平洋或伊泽奈崎洋板块向东亚的

俯冲发生于晚侏罗世；③晚侏罗世西伯利亚陆块与
华北和蒙古联合地块的对接及蒙古—鄂霍茨克洋的

消失；④晚侏罗世印度板块向北运动与印度洋的开
启、特提斯洋向亚洲大陆的俯冲；⑤东亚大陆核幔边
界附近探测到的晚侏罗世冷、重岩石圈根崩落的堆

积体（高速体）；⑥大别山—大巴山晚侏罗世陆内俯
冲和造山作用的证据；⑦燕山—阴山构造带侏罗纪
逆冲—推覆构造；⑧鄂尔多斯地块和四川盆地构成
了东亚汇聚构造体系中两个比较稳定的刚性陆核，

在它们的周边发育了晚侏罗世多向挤压变形和似前

陆盆地；⑨华北地块东缘中国东部沿海及东亚太平
洋带中、晚侏罗世左行走滑—逆冲构造；⑩中、晚侏
罗世（１５９Ｍａ）华北与扬子陆块在动力学上的完全
一致并最后缝合。晚侏罗世东亚多向汇聚作用造成

了燕山运动和燕山陆内造山构造体系，形成多个方

向向中国大陆合围挤压的构造变形特征。东亚汇聚

形成的构造变形特征，可能一直延续到新生代喜马

拉雅运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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