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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体构造学说的大地构造体系

张训华，郭兴伟

国土资源部海洋油气资源与环境地质重点实验室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青岛　２６６０７１

摘要　在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的研究过程中，板块构造理论用于解释中国复杂的大陆动力学过程有所局限，而中

国本土的大多数大地构造观点无法展开洋陆对比研究．朱夏和刘光鼎对中国大陆边缘和中国大陆的构造演化历史

和动力学体制有其独到的见解，即以活动论为内涵的全球构造理论，我们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方法论和认识论等内

容，提出块体构造学说．块体构造学说在用板块理论解释新全球构造阶段构造现象的基础上，将块体和结合带赋予

新的定义和内涵，作为板块之下的二级构造单元，用以表示古全球构造阶段的大地构造单元．本文在简要介绍块体

构造学说提出的历史和背景基础上，简述对中国海陆及邻区大地构造演化的理解，系统阐述块体构造学说的大地

构造体系，明确块体和结合带的定义、分类和特征，作为正在编制的“中国海陆大地构造格架图”中大地构造单元划

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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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大地构造学是研究大陆、大洋或其某一区域地

壳或岩石圈的组成、结构和演化历史的学科，目的是

为了了解海洋、大陆、山脉和盆地的成因和发展过

程，认识地壳或岩石圈的演化规律（黄宗理和张良

弼，２００６）．大地构造学者在进行研究过程中，往往

十分注意去总结这些规律，这些规律形成相对独立、

完整的体系，就是大地构造学说．大地构造学说作为

地质学里面的上层建筑，在对地球演化规律总结的

同时，还在关注着重大的地学问题，从而引领着地质

学科的前沿和方向．

大地构造图的编制，一定是在某一大地构造学

说的指导之下进行的．１９９２年“中国海区及邻域地

质地球物理系列图”（刘光鼎，１９９２）之“大地构造

图”的指导思想是以活动论为内涵的全球构造理论，

在这一基础上，张训华等（２００９）进一步对朱夏和刘

光鼎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归纳总结，并称之为块体构

造学说，作为正在编制的“中国海陆大地构造格架

图”的指导思想．本文将在简述大地构造学说进展，

以及块体构造学说提出和发展的基础上，阐述对中

国海陆及邻区大地构造演化过程的理解，明确块体

构造学说构造体系中构造单元的定义，尤其是块体

与结合带的定义，并描述其类型和特征，作为正在编

制的“中国海陆大地构造格架图”划分大地构造单元

的依据．

２　中国大地构造学说进展

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大地构造学说，无疑是板块构

造理论．但在板块理论尚未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大

地构造学家们已经根据各自对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

的理解，建立自己的大地构造学说，至２０世纪七八

十年代，已经形成多个较为成熟的大地构造学说，包

括多旋回构造学说（Ｈｕａｎｇ，１９４５，黄汲清和任纪

舜，１９７９）、地质力学说（李四光，１９６２；中国地质科

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１９８５）、断块构造学说（张文

佑，１９７４，１９８４）、地洼构造学说（国家地震局广州

地震大队，１９７７；陈国达，１９８６）和波浪状镶嵌学说

（张伯声，１９６２，１９８０）．板块构造理论传入中国后，

很快被中国的大地构造学家所接受，并加入到各自

的大地构造体系之中，至今形成了三大主流的构造

观点（潘桂棠等，２００９）：一是黄汲清的多旋回构造

观，后经任纪舜等改进，即将其与板块构造理论相结

合（Ｒｅｎ，１９９６；任纪舜等，１９９９）；二是王鸿祯的历

史大地构造观（王鸿祯，１９８５；Ｗａｎｇ，１９９９）；三是李

春昱的板块构造观（李春昱，１９８０；李春昱等，１９８２）．

近几年来，随着各种地质地球物理调查和研究

的不断深入，以及资料的积累，尤其是深部探测成果

的获得（郭兴伟等，２０１２），中国的大地构造学者得以

更加深入的思考．对中国及邻区的大地构造分区的

认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进展：一是在资料加入的

基础上，对大地构造的分区更加具体和细致，例如潘

桂棠等将对多岛弧盆系的理解，按照大地构造相

（潘桂棠等，２００８）对中国陆区的大地构造单元进行

划分，葛肖虹等（２００９）在对多个构造单元重新认识

的基础上，对中国大陆的构造格架进行了讨论；二是

越来越重视地球物理资料或深部探测成果与大地构

造学的结合，对构造现象的研究由地壳尺度深入到

岩石圈尺度，例如李廷栋（２００６）将地壳表层构造与

深部构造结合起来，划分岩石圈构造单元；三是大地

构造的研究由传统的陆地走向海洋，越来越多的从

全球的视角来思考大地构造问题，如板块构造理论

本身就是从构造学者对海洋的探测和研究而来．

３　块体构造学说的构造体系的发展过程

块体构造学说的大地构造体系的雏形，最早是

在１９９２年的“中国海区及邻域地质地球物理系列

图”（刘光鼎，１９９２）之“大地构造图”编制时．虽然当

时板块构造学说已经被大多数国内构造学者所接

受，但板块构造学说在解释中国及邻区复杂的大陆

构造时，还不完全得心应手，而且中国海区的各个大

地构造单元也无法同中国大陆相对比，中国传统的

大地构造学说更无法解释大洋区的构造．在这一背

景下，以活动论为内涵的全球构造理论被引入，块体

与结合带的概念被提出来，作为板块之下的二级大

地构造单元，用以解决中国海陆的大地构造，尤其是

大陆边缘的构造单元划分问题．

２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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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编图范围是中国海区及邻域，包括了整个

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及菲律宾海、日本海的大部

分，还有中国陆区东部，海区的构造被同陆区联系起

来，中国海区及中国东部由华北、扬子、华南等块和

其间的条组成，后来块称之为块体，而条称之为结合

带，在大洋区的构造单元还是以地貌来描述，分为海

盆和海岭等．

在块体概念提出的同时，当时也从全球角度出

发，对中国海陆及邻区的大地构造演化提出了自己

的认识．朱夏从中国大陆构造演化出发，联系特提斯

闭合（后为印藏碰撞）和太平洋演化，详细论述了块

体的发展演化史，划分了块体的构造演化阶段，也论

述各个构造演化阶段可能的动力学体制（朱夏，

１９８３），重点论述了中国大陆边缘的构造演化（朱夏

和陈焕疆，１９８２；朱夏，１９８７）．这些对中国及邻区

大地构造的认识，就作为了当时编图的指导思想—

以活动论为内涵的全球构造理论．所以，当时已经有

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大地构造体系的基础．

海洋地质构造的研究主要依赖地球物理资料，

在朱夏对中国大地构造认识的基础上，张训华等

（２００９）增加了对中国大陆宏观构造格架的认识（刘

光鼎等，１９９７；刘光鼎，２００７），以及地球物理资料

解释地质构造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刘光鼎和陈洁，

２００５）的内容，称之为“块体构造学说”．中国的大地

构造宏观格架可归纳为“三横、两竖、两个三角”，即

“三横”是指天山—阴山—燕山、昆仑—秦岭—大别

和南岭三条横向展布的构造带；“两竖”是指大兴安

岭—太行山—武陵山梯级带和贺兰山—龙门山南北

带；“两个三角”即阿尔金山—祁连山所包围的柴达

木及松潘—甘孜地区．认识论总结为：“区域约束局

部，深层制约浅层”；方法论为：“一种理论———以全

球构造活动论为理论指导；二个环节———以物性和

模型为纽带，即物性是地质与地球物理、模型是定性

与定量之间联系的纽带；三种结合———地质与地球

物理及地球化学相结合、正演与反演相结合和定性

与定量相结合的三原则；多次反馈———上述过程多

次反复，不断地逼近正确的认识”．

４　中国海陆及邻区的构造演化历史

中国及邻区的大地构造演化历史可以放之全球

来考虑，全球的构造演化在同一构造演化时期受到

大致相同的地球动力体制的制约，也就经历了大致

相同的构造演化阶段，只不过在有的地方开始或结

束的早，有的地方开始或结束的晚，存在同序时差的

关系（朱夏，１９８３）．在不同的构造演化阶段，由于构

造体制和热体制不同，地球动力学体制也是不同的

（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８０）．

按照地球构造演化的历史，我们将其分为下面

五个构造演化阶段（表１），即陆核形成阶段、古全球

构造阶段（可分为成台阶段和稳化阶段）、中间过渡

阶段和新全球构造阶段：

（１）太古代至中元古代，时间在１０—１２±亿年

前，在地球的各处逐渐形成古陆核，我们称之为远古

与太古全球构造阶段．

华北古陆核的形成时代为太古宙，以冀东迁西

群和辽东鞍山群为代表，有年龄老于３８亿年的数据

（Ｌｉ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扬子块体湖北

崆岭有老于３２亿年的古陆核（高山等，２００１），塔里

木块体阿克塔什塔格的古陆核为３６亿年的年龄纪

录（李惠民等，２００１），古陆核形成时间则到早元古

代；华南块体在南雄地区也有老于３６亿年的古陆核

（于津海等，２００７）；东海陆架和南海的陆壳，虽然在

新生代经历了剧烈的拉张减薄，但同样有古陆核的

记录，东海灵峰一井钻遇的片麻岩为１８．０６亿年（沈

渭洲，２００６），西永一井钻遇的片麻岩为１４．５亿年，

古陆核形成时间为中元古代．

（２）新元古代至早二叠纪，时间在１０—１２±亿

年到约２．８亿年，在先前形成的古陆核的基础上，通

过垂向增生和侧向增生，围绕陆核的地壳经历了成

台过渡和稳化两个阶段，我们将这两个阶段合称为

古全球构造阶段．

新元古代形成的罗迪尼亚泛大陆，前寒武纪末

至早古生代初发生解体，在二叠纪拼合成了潘基亚

大陆，潘基亚大陆主要有三大块体群组成，即劳亚块

体群、冈瓦纳块体群和规模较小的古华夏块体群

（Ｂｏｚｈｋｏ，１９８６；陈智梁，１９９４），三大块体群之间为

古特提斯洋．组成三大块体群的块体，无论是在古生

物上，还是在沉积建造上，都具有各自的特征．

在这些陆壳块体之间发生裂解的同时，在块体

之间不同的位置，也在发生着碰撞、闭合．块体之间

的裂解表现为硅铝壳的拉张减薄，减薄到一定程度

会有硅镁壳露出，但洋壳的产生只是形成了一些此

张彼合的小洋盆，这些小洋盆规模有限，并没有形成

真正的大洋，也就没有由洋向陆的俯冲，不能用现今

的大陆大洋的板块体制来简单解释，洋陆之间的作

用通过陆壳内部的伸展，由陆向洋进行“千足虫”式

（ＷｙｎｎｅＥｄｗｏｒｄ，１９７６）或“雪橇”式的挤压（朱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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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这种构造体制主要表现为块体自身的生长和

块体之间的运动，我们称之为块体体制．无论是在西

伯利亚块体群和古华夏块体群之间宽泛的古亚洲

洋，还是秦岭、昆仑、祁连山等古华夏块体之间的洋

盆，都是通过这种体制做手风琴式的碰撞而最终闭

合的．

（３）二叠纪至三叠纪，时间在２．８亿年到２亿

年，中间阶段或者过渡阶段．

随着古特提斯洋盆的关闭，古华夏陆块群完成

了拼合，秦岭、大别、苏鲁和松潘—甘孜等结合带最

终形成，保山—掸泰块体也沿昌宁—孟连、清迈—清

莱至文东—劳勿一线拼合到印支块体之上（陈永清

等，２０１０），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和印度洋板块逐渐

形成雏形（Ｈｉｌｄｅｅｔａｌ．，１９７７），虽然之后还有小的

块体的裂离拼合，但其间的体制由块体体制逐渐转

变为板块体制．

（４）晚三叠纪至今，即２亿年以来，为新全球构

造阶段，为板块体制．

这一阶段，中国海陆及邻域受到欧亚板块、太平

洋板块（或菲律宾海板块）和印度—澳大利亚板块

（或特提斯板块）三大板块相互作用的影响（Ｈｉｌｄｅｅｔ

ａｌ．，１９７７），形成两条锋线（朱夏，１９７９）：一是东部

的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的俯冲消减，形成的太平

洋域锋线，在中国东部海区形成典型的沟弧盆体

系；二是特提斯洋的闭合，晚白垩纪后为印藏碰撞，

以及澳大利亚板块向北俯冲，形成的特提斯域锋线，

大致以东经９０°海岭为界，以西表现为青藏高原的

强烈隆升，以东表现为沟弧盆体系，以及东南亚众

多边缘海形成．

在两条锋线上，都经历了三次变格（朱夏和陈焕

表１　中国及邻区地壳演化序列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狉狌狊狋犪犾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狅犳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犪犱犼犪犮犲狀狋犪狉犲犪狊

地壳发展阶段

阶段 时期
地质时代 备注

新全球构造

俯冲，沉降 Ｅ２３—Ｑ

拉张，聚敛 Ｋ２—Ｅ
２
３

挤压，改造 Ｔ３—Ｋ１

中间阶段 Ｐ—Ｔ２

古全球构造

稳化

成台过渡

Ｄ—Ｃ

Ｐｔ３—Ｓ

Ｐｔ３—Ｏ

陆核形成
Ｐｔ１－２

Ａｒ

同序时差

疆，１９８２）：晚侏罗纪到早白垩纪，西部为班公湖—怒

江缝合带的形成，东部为太平洋板块强烈扩张并向

北或北东移动，玉里—领家缝合带形成；晚白垩纪至

古近纪，西部为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的形成，特提斯洋

盆完全关闭，印藏碰撞逐渐由软碰撞变为硬碰撞

（ＬｅｅａｎｄＬａｗｖｅｒ，１９９５），东部则为太平洋板块转向

北西西俯冲，始新世时圈出菲律宾海板块，中国东部

产生一系列的断陷盆地；新近纪至第四纪，西部为强

烈的印藏碰撞，以及东经９０°海岭以东的沟弧盆体

系形成，东部为西太平洋沟弧盆体系形成，以及东

部盆地的差异热沉降．

５　块体构造系统的大地构造单元类型

５．１　大地构造单元类型

根据我们对中国海陆及邻区大地构造演化的认

识，我们编制的“中国海陆及邻域的大地构造格架

图”要体现块体构造学说对构造演化阶段的理解：以

印支期为界，２亿年以来为板块体制，主要表现现代

的板块活动，重点表现不同的板块边界类型；２．８亿

年以前为块体体制，主要表现块体形成演化的过程，

以及结合带的碰撞缝合过程；２—２．８亿年的过渡阶

段，在古特提斯洋闭合过程中，已经在一些洋陆碰撞

处出现板块体制的先声，大部分还保持块体体制．大

地构造单元类型分为两级：

一级：板块和板块边界；

二级：块体和结合带．

５．２　板块和板块边界

板块和板块边界都有着严格的定义，尺度上为

岩石圈，板块内部相对稳定，板块边界活动剧烈，板

块活动的驱动力为地幔对流．板块边界有三种：汇聚

边界、离散边界和走滑边界．离散边界为大洋中脊，

走滑边界为错断大洋中脊的转换断层，汇聚边界的

表现形式则较为多样化，既有大洋向陆俯冲消减，也

有陆陆碰撞、弧陆碰撞等．

在中国海陆及邻区范围内，主要发育汇聚边界．

中国东部发育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海板块）向欧亚板

块俯冲消减的洋陆俯冲边界，中国的西南部发育印

度—澳大利亚板块和欧亚板块的陆陆碰撞边界，南

部也发育澳大利亚板块向欧亚板块洋陆俯冲边界．

表２依据构造性质对这两种构造位置的板块边界划

分了类型．汇聚型板块边界还可以根据俯冲或碰撞

缝合的主要时间分为晚中生代和新生代２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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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汇聚型板块边界类型

犜犪犫犾犲２　犜狔狆犲狊狅犳犮狅狀狏犲狉犵犲狀狋狆犾犪狋犲犫狅狌狀犱犪狉犻犲狊

构造位置 边界类型 例子

汇聚边界
洋陆俯冲

俯冲带 琉球海沟俯冲带

对冲带 菲律宾对冲带

弧陆碰撞带 台湾弧陆碰撞带

陆陆碰撞 缝合带 喜马拉雅缝合带

　　中国海陆及邻区发育了两种洋壳，一种是大洋

洋壳，一种是边缘海洋壳．大洋洋壳显然是现代板块

通过海底扩张的产物，边缘海洋壳则可以作为块体

构造单元的一部分，是块体活化的产物．根据其发育

的时间，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对应于新全球构造

阶段的三个时期，即Ｔ３—Ｋ１、Ｋ２—Ｅ
１

３
和Ｅ

２

３
—Ｑ．

５．３　块体与结合带

既然印支期以前的古全球构造阶段，陆壳和洋

壳的相互作用不用板块体制来解释，洋移陆换也不

是一个威尔逊旋回，将陆块称之为“古板块”或者“板

块”显然不合适（朱夏，１９８３），我们将此阶段的陆块

称之为“块体”，块体之间被压榨的洋壳以及变质变

形的大陆边缘称为“结合带”．“块体”一词曾被应用

于描述地表单元物质，并将崩塌、滑坡、泥石流和蠕

动等岩体运动称之为“块体运动”，也曾被用于划分

具有不同地球物理特征或地球化学特征的陆块（石

耀霖和朱守彪，２００４；李廷栋，２００６），但在块体构造

的大地构造体系里被赋予新的定义，用以表示在地

壳发展历史中，在一个较长的地史时期内处于较为

稳定的状态，且有相近演化历史的大地构造单元；相

应地，结合带被定义为分布在块体之间，发生过多次

构造运动的大地构造单元．

块体类型的划分，主要依据块体的演化历史，块

体的发育都经历表１所示的５个构造演化阶段，但

发生的时间有先后，为同序时差．例如，华北有老于

２５亿年的核，扬子深部的古陆核为早元古代，当时

华北已经进入成台阶段，扬子在中元古代开始进入

成台阶段时，华北已经进入稳化阶段（朱夏，１９８７）．

根据演化历史的不同，将块体分为华北型、扬子型、

华南型、冈瓦纳型和西伯利亚型５种类型（表３）．有

一些块体，像结合带之间的块体一样，经历了陆核形

成、成台、稳化等演化阶段，但是在构造演化过程中，

被卷入结合带之中，这类块体，只要规模较大，我们

也称之为块体，不再使用微块体、地块等概念．

中国海陆及邻域范围内，结合带主要发育在欧

亚板块内部，按照主要形成时间分为晚元古代、早古

生代、晚古生代和早中生代４种类型（表３）．结合带

形成的时间不是和块体形成时间严格对应的，在时

间节点上稍有差异，具体时间见表３．另外，有一些

板块边界和结合带，并不是一次形成的，而是经过多

次碰撞、缝合形成，我们按照其最主要的形成时间划

分其类型．

除了结合带可以作为块体之间的界线之外，深

大断裂也可以作为块体之间的界线．

在中国海陆及邻域的构造演化过程中，伴随着

大量的岩浆活动，这些岩浆岩有的发育在块体之上，

有的发育在结合带或板块边界之上，有的发育在洋

壳之上，我们并没有区分其大地构造属性，只是按时

间简单做了分类．这并不影响板块和块体等边界的

划分，这部分内容可以作为日后的工作内容，补充到

块体构造体系之下．

６　结论

（１）块体构造学说，力求将中国大陆构造演化和

板块构造理论有机地结合，将中国及邻区的海陆大

地构造演化放之全球来理解．

（２）地壳构造演化历史可以分为陆核形成、古全

球构造、中间过渡和新全球构造等几个阶段．在古全

球构造阶段为块体体制，以地壳演化为主要特征；在新

全球构造阶段为板块体制，以岩石圈演化为主要特征．

（３）块体构造学说是在板块构造理论基础上，对

块体和结合带赋予新的定义和内涵，在古全球构造

阶段，全球大地构造表现为块体构造演化过程，在新

全球构造演化阶段，全球大地构造表现为板块构造

演化过程，而块体和结合带作为板块之下的二级构

造单元．

（４）根据块体发展演化的同序时差关系，将中国

海陆及邻域内的块体分为华北型、扬子型、华南型、

冈瓦纳型和西伯利亚型；结合带按照主要形成时间

分为晚元古代、早古生代、晚古生代和早中生代４种

类型；缝合带按照主要形成时间分为晚中生代和新

生代２种类型．

致谢　感谢刘光鼎院士在块体构造学说形成过程中

的指导，感谢李良辰教授、郭振轩副研究员、温珍河

研究员对构造体系构建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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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块体和结合带按演化历史分类

犜犪犫犾犲３　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犫犾狅犮犽狊犪狀犱犼狌狀犮狋狌狉犲狊犫犪狊犲犱狅狀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犺犻狊狋狅狉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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