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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山带古地理学
―重建区域构造古地理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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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 要＿以活动论构造观为指导，尽可能客观地复原地史期间海陆面貌和盆山格局的关键是在给定时间”
圣香旦士研冤区现存的地质记录中发现业已消失了的和后期才出现的构造古地理单元。文章基于大量实例论
资少、 刊竺导致构造古地理单元消失和后期出现的各种‘清况，’口大陆地块的解体·沉没、俯冲·剥蚀·冲断一推
L戈，，产坦用、·户滑作用、碎裂和被卷入年轻造山带等，特别提出东亚大陆边缘地区自侏罗纪末开始的移置地体
扮姑增生足该区的一大特点。构造古地理单元消失和后期出现的发生大都与巨型断裂带（尤其是作为构皓劝果
竺呈鲁呼带’．发育“关。陆内阶段的断“”活动”盆山格局的变化、盆地发育、沉积演化及其关键地后彝
泥望普瞥件掣件用，．还应注意断裂带解体阶段出现的新生构造对古地理重建的制约。简言之，造山带古地理学
四粤誉足推砂构造古地理学前进的关键之一在‘恢复古特提斯多岛洋的构造古地理面貌·重建全球古大陆演化
尤具足适山带和经受造山运动改造地区的古大陆演化，有着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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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ogen-palaeogeography ; Some considerations on re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tectonopalaeogeography

Wu Genyao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Orogen-palaeogeography is a main branch of tectonopalaeogeography.
spective of mobilism, it studies palaeogeographic reconstruction in
cords have become timely unsuccessional and displaced, distorted

From a tectonic per-
orogenic areas, where the geological re-

e v e n mixed spatially. The key to r e c o n -

struct marine-continental features and basin-range patterns in geohistory as objectively as possible is to find
within a given time constraint, the "disappeared" tectonopalaeogeographic units and the later "appeared"
tectonopalaeogeographic units in the existed geological records of the studied area.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examples, the paper expounds various possibilities, such as continent crustal disintegration, submer-
gence, subduction, erosion, thrusting-nappe structuring, strike-slipping, cataclasm, being evolved into
younger orogenesis, etc., which might result in the "disappearance" and "appearance" of the tectonopalaeo-
geographic units in the study area. Specially, the East Asia continental margin is characterized by accr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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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 series of moving allochthonous tectonostratigraphic terranes, which has been taking place since Late Ju-
rassic. Jhe occurrence of disappearance and later appearance is general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fracture zones, especially tectonic boundary fractures. The activities of intracontinental fracture
zones obviously controlled the basin-range patterns, basin development, sedimentary evolution and key geo-
logical events. In addition, it should be noticed that the neogenic structures, formed in the segmentation
stage of fracture zone, constrained the palaeogeographic reconstruction. In short words, orogen-palaeogeogra-
phy must be one of the key means to advance tectonopalaeogeography a positive role in restoring palaeogeo-
graphic features of the Tethyan archipelago, and reconstructing cycles of the global palaeo-continental evolu-
tion, especially regional evolution of the orogenic areas'or areas reformed by orogenies.

    Key words  orogen-palaeogeography, tectonopalaeogeographic unit, basin-range pattern, palaeogeo-
graphic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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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山带古地理学是在造山带地区或经受过造山
运动改造的地区开展古地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吴根耀，2003)。笔者曾探讨过它在盆地的构造
古地理重建中的应用，强调以发展的、动态演化的
思路来研究盆地，指出在盆地的建造过程中，其内
部隆起的时起时伏和盆地间的时分时合均十分常见
（吴根耀，2005)。本文试图遵循盆地分析中“原
地的古地理重建与非原地的古地理重建相结合且以
后者为主”的原则， 由对盆地这样一个构造古地
理单元的研究发展为对若干个构造古地理单元之间
茉系的研究。事实上，现今的构造古地理面貌与地
史期间的面貌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造山带
古地理学来重建区域的构造古地理演化，尽可能客
观地复原地史期间的海陆面貌和盆山格局的关键，
是给定时间约束后，在现存区域地质记录的蛛丝马
迹中发现其“失序”和“残破”的特点。作者从
寻找“消失” 了的构造古地理单元、发现后期
“出现”的构造古地理单元和断裂活动对古地理重
建的制约3个方面，探讨造山带古地理学在用活动
论构造观指导区域构造古地理重建中的作用。

和大西洋为代表。进人大洋阶段后，尽管因洋壳的
消减使大陆边缘地区卷人俯冲型造山运动，但局部
地区仍因弧后盆地的扩张而使大陆地壳解体。造山
带地区因岩石圈的拆沉作用而有坍塌裂谷发育，并
可迅速发展为新生的小洋盆。亚平宁半岛以西的第
勒尼安海是阿尔卑斯造山带（碰撞始自距今38
Ma）发生坍塌的产物，中新世托尔通期出现海盆，
上新世赞克尔期有新生洋壳形成（Channell and
Mareschal, 1989; Dewey et al., 1989 )。沿亚平宁
半岛的西海岸发育1条长约350 km的火山岩带，
以富钾的玄武岩和橄榄安粗岩为主（Santacroce,
1987) ，未见钙碱性系列的岩浆活动，说明因岩石
圈的拆沉作用浅部地壳仍在发生张裂和解体。

1消失了的构造古地理单元
    地史期间的大陆地块及其大陆边缘地区可因下
列事件而消失或部分地消失。

1 .  1解体

    克拉通地区因大陆裂谷作用造成大陆地壳解
体，直至有新生洋盆发生，分别以东非裂谷、红海

1 . 2 沉没

    大陆地区的沉没常伴随大陆地壳的解体而发
生，但构造进程相对平静而缓慢，因而地质记录相
对保存较好。沉没也可能由非构造的原因引起，如
全球海平面上升。中国的东部和南部海区普遍可见
到新近纪内的大陆沉没现象。如南黄海盆地，它原
是苏皖地块的一部分。苏皖地块尽管被卷人了燕山
期的造山运动，但因造山带快速的坍塌和遭受强烈
的剥蚀，苏北地区古新统阜宁组的第2段和第4段
中已见有海相的沉积夹层（吴根耀等，2002a)o
苏皖地块因晚白奎世一古近纪的差异升降运动而分
异为苏北盆地和苏南隆起，新近纪内“南隆北陷”
的格局进一步加强，伴以大面积的基性火山岩喷
发。更新世的海侵则使原苏皖地块东部的大片地区
没人水下，南黄海形成（吴根耀等，2002b)。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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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地区新生代的演化和沉没过程大致与南黄海相
同，在钻井中见到了华北克拉通缺失的中一上奥陶
统、中一上泥盆统及下石炭统（肖国林等，2005),
表明它是沉没了的胶辽克拉通的南部地区。
    东海的西部海域是大陆架盆地，可分为西部凹
陷带和东部凹陷带（高德章等，2006)。王毅等
(2000） 曾提出大陆架盆地的发育经历了晚白v-
古新世的裂陷、始新一渐新世的拗陷和中新世以来
的区域沉降3大阶段。中新世以来的区域沉降受制
于琉球岛弧的弧后地区的伸展：东海的东部因大陆
地壳的逐步解体而有冲绳海槽弧后盆地发育，西部
则是原大陆区沉没水下。

    在南海海域的北部（如珠江口盆地和台湾西
南盆地等）和西部（越南的藩切一藩朗东南的海
域），大面积发育的中、上侏罗统杂色细砂岩为陆
相沉积，表明已是华南大陆的一部分；下白平统为
海相和海陆交互相的灰岩及碎屑岩（邱燕和温宁，
2004)，说明晚臼y世海侵应与晚白噩世南海地区
的扩张有关。现普遍认为晚白坐世以来南海地区已
发生过3次扩张事件，以第2次（渐新世一早中新
世，距今32-17 Ma)发生在南海中央海盆的扩张
最为强烈和重要，它导致了新生洋壳出现（龚再
升，1997； 吕炳全等，2002)。南海不同于东海，
它不仅已有新生洋壳出现，原大陆地壳已大面积遭
受解体，而且距今15 Ma以来它已沿马尼拉海沟向
菲律宾海板块之下消减，发生俯冲型和陆一弧碰撞
型的造山活动（丁巍伟等，2006)。南海提供了一
个大陆地壳解体（在中央海盆区）和大陆沉没空
间上并存、时间序列上则两者交互发生的实例。
    地史期间也不乏伴随大陆边缘的解体发生规模
不等的陆块沉没的实例。如川西一滇西北地区，晚
三叠世因大陆地壳解体而形成甘孜一理塘洋。其
西，夹持在甘孜一理塘洋与金沙江洋之间的原称德
格一中甸微板块，出现碳酸盐岩台地与深水断陷盆
地并存的构造古地理格局（冯庆来等，2002)；其
东，夹持在甘孜一理塘洋与阿尼玛卿洋之间，则残
留了一个三角形的大陆地块，它在震旦纪至古生代
一直是扬子克拉通的一部分，Wu (1997）称之阿
坝地块。换言之，在川西广为发育的古特提斯造山
带中存在隐伏的大陆块体。

丹（凤）地区（商丹缝合线北侧）具中元古代晚
期武关群裂谷型建造，中元古代末期松树沟蛇绿岩
和新元古代早期同造山期花岗岩可认为该地中元古
代一新元古代初曾发生过消减一碰撞事件。松树沟
洋盆以南的大陆地块是扬子克拉通，该洋盆以北的
构造古地理单元，陆松年等（2004)认为不是华
北克拉通而是曾属扬子克拉通大陆边缘的北秦岭变
质地体。作者认为松树沟洋盆以北一度存在的大陆
块体，已在秦岭造山带演化的多次构造事件中因俯
冲而消失了（当然可能还有本节中所述的其他原
因）。即使能保存到今天的大陆地块，在地史期间
也是经历过多次俯冲的，且因俯冲经历的时间长
短、速度和角度等不同，造成的消失量可能因地而
异。如扬子克拉通，因它与华北克拉通的碰撞发生
在两者均向北漂移且前者顺时针旋转、后者逆时针
旋转的背景下（吴汉宁等，1990)，秦岭洋的闭合
明显有东早西晚之势（孙晓猛等，2004)。无论是
印支期的陆一陆碰撞还是燕山期的陆内造山，扬子
克拉通俯冲于华北克拉通之下，都是东早西晚的穿
时过程，因而较西部而言，扬子克拉通的东部可能
有更多的大陆地壳因俯冲而消失了。

1 . 3 俯冲

    陆松年等（2004） 曾提出，东秦岭商（县）一

1. 4增生后的改造
    洋盆闭合时消减掉的只是洋壳，洋盆内大小不
等的陆壳残块、洋岛一海山及大陆边缘的沉积在洋
壳消减时被刮削下来增生或仰冲到活动大陆边缘一
侧的大陆上。这些增生或仰冲上来的单元， 由于后
期与该大陆一起经历了相同的变形变质事件而可能
被当成该大陆的一部分。在构造反转地区进行古地
理重建的关键一步，是把反转了的构造先反转过来
即先打开一个洋盆，然后把这些大小不等的陆壳残
块、洋岛一海山等再“放回”洋盆中去，原洋盆
的多岛洋面貌才能得以恢复。

1 . 5 剥蚀

    大别造山带地区提供了一个地史期间的构造古
地理单元被完全剥蚀掉的实例。李任伟等（1999)
对合肥盆地下白要统凤凰台组中大理岩砾石的C,
0同位素和凤凰台一周公山组中碎屑石榴石类型的
研究发现它们明显不同于现存的大别地块变质岩，
因而推测它来源于一个已被剥蚀掉的构造单元。李
忠等（2001）测得凤凰台组底部花岗岩砾石的年
龄为428士20 Ma，相应的早古生代花岗岩的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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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未在大别造山带发现，说明它们已被剥蚀殆
尽。李双应等（2005）在恢复大别造山带的折返
剥露历史时提出：曾经有过一个超高压变质岩组成
的构造地层单元，在早白4E世之前（距今135 Ma)
折返到地表，并遭受完全剥露和消失。现称为大别
杂岩的超高压变质岩和岩浆岩，是新生代里折返并
出露地表的，故在大别造山带广泛分布。

    更常见的情况是地史时期的一个构造古地理单
元的不同地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剥蚀。以川滇黔三
省广为发育的二叠纪峨眉山玄武岩为例，代表岩浆
分异最后阶段的碱性火山岩， 目前只见于滇东的东
川地区。其西的川南攀枝花市，因较强烈的隆升剥
蚀，相应碱性火山岩的深成侵人岩（正长岩等）
已出露地表；该地玄武岩喷发后的最年轻沉积为上
三叠统，因而被剥蚀掉的玄武岩未能得到较好的就
地保存。更西的滇西北地区，下三叠统腊美组底砾
岩内有大量峨眉山玄武岩的砾石，包括碱性火山
岩、酸性火山岩和凝灰岩等未被记录在附近的峨眉
山玄武岩地层柱内的岩石。

一大理地区较好对比，古新世的碱性岩也可与滇西
北对比（吴根耀，1993)，说明金平块体原位于丽
江一大理以西，因哀牢山断裂的左行走滑活动而被
错移到现在的位置（图1)，水平断距约450 km0
Chung et al. (1997）据越南西北部的二叠一三叠纪
火山岩和古近纪晚期高钾的基性岩浆岩可与滇西北
对比而认为哀牢山断裂的左行水平断距可达600
km。中国境内这种延伸长度大、水平断距大的走

1滑断裂特别发育，因而应特别注意它们发育的各个
阶段在重建区域构造古地理演化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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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因冲断一推（滑）覆作用而位移
    推覆或滑覆作用有时可达上百千米的距离，被
推覆或滑覆的岩片似乎在研究区内消失了。如川西
至川滇交界区，前寒武纪早期有较好的出露，可分
为3大构造层， 自下而上为：片麻岩基底、绿岩带
建造（属表壳岩的火山一沉积建造）和属稳定台
地型的砂岩一灰岩沉积。在川西的锦屏山区，可见
属绿岩带的火山地层作为一个冲断岩片夹在三叠系
中（吴根耀等，1988)，说明部分前寒武纪早期已
发生了向西的冲断（图1)。在滇中的广大区域内
未见绿岩带建造和属稳定台地型的砂岩一灰岩沉
积，但在滇西的点苍山脉，山脊及西坡出露绿岩带
的岩石，东坡则由稳定地台型的砂岩一灰岩组成，
它们分别保存在两个冲断岩片中（吴根耀，
2006a)，说明滇中地区在前寒武纪早期已普遍发生
了向西的冲断一推覆（图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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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牡图1云南中一西部和四川南部的一些变质岩

      和二叠纪玄武岩（部分）的分布

1.7大规模的走滑作用
    走滑作用把一个构造古地理单元（或其一部
分）错移到几百千米以外，被错移的部分似乎也
在研究区内消失了。滇南金平地区奥陶纪一三叠纪
的沉积地层和生物群、峨眉山玄武岩的喷发旋回和
岩石化学性质及区域含矿性等，可与滇西北的丽江

Fig. 1  Distribution of some metamorphic rocks and Permian
    basalts in central-western Yunnan and southern Sichuan

1一前寒武纪TTG岩套和绿岩带；2一哀牢山群；3一崇山群；4-
im沧群；5一大勋龙群；6一惠民的火山岩；7一粟义的火山岩；
  8一二4纪玄武岩（部分）;9一湖泊；10一河流；I1一城镇

1 . 8 碎裂

    一个构造古地理单元可能在后期碎裂成几块，
被位移到不同的地方保存下来，并因出露地表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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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同而遭受不同程度的剥蚀。如滇西思茅盆地周
缘出露的变质岩系， 曾被称作崇山群、哀牢山群、
大勋龙群和澜沧群（图1)。原称澜沧群惠民组的
火山岩包括了两套不同时代和不同构造背景下的火
山岩：古元古一中元古代的钙碱性岩系和新元古代
的属跨式A型趋势的碱性玄武岩（翟明国等，
1990a)，分别称惠民火山岩和粟义火山岩；前者与
大勋龙群、哀牢山群和崇山群中的变质火山岩有大
致相同的原岩形成时代和火山建造类型，经历了一
致的变质事件（翟明国等，1990b)。实际上，它
们都是思茅地块的基底岩石，在墨江洋盆向西消减
于思茅地块之下时，一部分思茅地块的基底发生由
西向东的仰冲，后因哀牢山断裂新生代的走滑一斜
冲作用而出露地表，即哀牢山群；另一部分思茅地
块的基底在昌宁一孟连洋盆向东消减于思茅地块之
下时则发生自东向西的仰冲，之后在印支期的陆一
陆碰撞中进一步遭受改造。其中，推覆于澜沧片岩
之上并被中侏罗统不整合覆盖的称惠民火山岩，被
澜沧江断裂的走滑活动后期错开的分别称大勋龙群
（惠民火山岩之南）和崇山群（惠民火山以北）。
即：思茅地块的基底岩石已被卷人印支造山作用而
四分五裂了。

2后期出现的构造古地理单元
    与上节论述的情况相反，某些构造古地理单元
可能是后期才进人研究区的，因而寻找消失了的构
造古地理单元和发现后期出现的构造古地理单元是
在尽可能客观地复原地史期间的海陆面貌和盆山格
局时都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可能在后期出现新的
构造古地理单元的构造作用有如下5个方面。

1.9构造古地理单元部分卷入后期造山带
    这是与思茅地块的基底岩石不同的另一种情
况：其主体构造古地理单元保存至今，但其边缘部
分现已成为年轻造山带的一部分，故范围已不同程
度地缩小。塔里木盆地塔中隆起的前身是晋宁期造
山带，晚古生代一中生代基本处于隆起状态。其西
段称巴楚隆起，以发育南北向断裂为特征，向北延
人到柯坪冲断带，后者除发育近南北向断裂外还发
育大量的东西向冲断层。详细的构造定年工作表
明：近南北向构造主要形成于中新世；东西向冲断
层形成于上新一更新世（肖安成等，2005)，与南
天山再度崛起（汪新等，2001）的时间一致。柯
坪地区大面积缺失上古生界和中生界的事实，说明
它直至中新世仍是塔中隆起的一部分，上新一更新
世被卷人南天山造山带。塔中隆起因前寒武纪和早
古生代岩浆活动十分发育而成为重、磁异常带，向
东延人阿尔金山，说明原塔中隆起的范围应包括阿
尔金山的一部分，因新生代内阿尔金断裂的走滑一
斜冲活动（柳祖汉等，2006)而东段的部分地区
被卷人了阿尔金造山带。

2. 1· 冲断一推（滑）覆作用
    因推覆或滑覆而造成研究区内后期出现新的构
造古地理单元可能是最常见的。要正确和客观地重
建构造古地理，首先需确认不同的沉积相带或不同
的沉积单元之间的接触关系。如中国西部三江
（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古特提斯造山带的典型
地区滇西南昌宁一孟连，原建的上古生界序列为：
中一上泥盆统硅质岩及砂页岩、下石炭统火山岩和
中一上石炭统碳酸盐岩，三者间为连续沉积。事实
上，孟连的火山岩是大洋地壳的记录，即使时代无
误（早石炭世），与上覆富含化石的浅水碳酸盐岩
间也不可能是连续堆积；澜沧老厂矿区的火山岩时
代为晚二叠一早三叠世，与中一上石炭统的碳酸盐
岩间只能是构造接触；孟连的硅质岩是一系列不同
时代的岩片因冲断而叠置，澜沧老厂的硅质岩时代
为二叠纪，与老厂的火山岩间为构造接触。该地的
构造面貌能得以重新认识并成为古特提斯造山带研
究的一个成功实例，首先是因为在野外识别出了一
系列低角度的推覆面，并厘定了自西向东和自东向
西的相向推覆造成岩片间叉指状地交互叠覆―互
冲构造。除代表大洋地壳的玄武岩外，该地还发育
洋岛玄武岩（如老厂的火山岩），其上沉积有远洋
的浅水碳酸盐岩。在区域古地理重建时，应先打开
一个洋盆并把它们“放”回去。

      在一个推（滑）覆构造强烈发育的地区或有
  多期推（滑）覆构造发育的地区，应特别注意现
存的一个地质单位是否为地史期间的不同单元因推

  （滑）覆而拼凑出来的一个“沉积物拼盘”，还应
  特别注意现今的隆起（或凸起）是否在盆地建造
  阶段即己存在。滇中地区常被当作扬子克拉通的一
  部分，实际上已卷人了喜马拉雅期的弧后前陆褶皱
  冲断带，喜马拉雅期的3期重大变形都有明显反映
  （吴根耀等，2001)。现作为楚雄盆地西部坳陷的
  次级构造单元西部冲断带、平川凸起和乌龙口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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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部，中生代并不位于楚雄地区，不属于楚雄盆
地，因而楚雄盆地实际上是一个沉积物拼盘；此
外，现作为一级构造单位的元谋隆起（分开了西
部坳陷和东部坳陷）和两个坳陷中的次凸起，几
乎都是在喜马拉雅运动中定形的，对侏罗一白垄纪
的沉积不起控制作用（吴根耀，20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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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2.2大规模的走滑作用

    由于构造逸脱是造山后地壳达到新的重力均衡
的手段，剪切走滑常是挤压后应力调整的重要方
式，故造山期和造山期后都有大规模的走滑活动发
生，冲断层活动后期也常伴有走滑分量，使因走滑
活动和因冲断一推（滑）覆作用而在研究区内出现
的构造古地理单元形影相随，如上述原滇西北地区
的奥陶一三叠系和峨眉山玄武岩被错移至滇西南的
金平，即是为哀牢山断裂的大规模左行走滑控制的。

    在构造古地理重建中遇到大规模的走滑断裂时
还应特别注意以下两点。

    1)伴随走滑活动常发生上盘的斜冲或斜落，
因而要考虑走滑断层的垂直断距，延伸达数千千米
的走滑断层可能有相当可观的垂直断距，使断层两
侧的地层或岩石有明显差异，并导致基底变质岩系
出露地表。如前述的滇西哀牢山断裂，其上盘的哀
牢山变质带中的变质岩是中新世早、中期因哀牢山
断裂巨大的左行走滑伴有斜向的冲断而出露地表的

  （季建清等，2000；吴根耀，2003)。北延至大理
一丽江一维西地区，因北西向断层的斜冲（或冲

  断）作用还使下列变质岩在后期出露地表（吴根
耀，2003，图2) , a．大理以西的点苍山变质带，

  绿片岩相的变质沉积岩是早白奎世晚期出露地表
  的；角闪岩相的变质火山一沉积岩则是晚始新世一
  渐新世出露地表的；b．丽江以西的石鼓片岩是始
  新世出露地表的；。。维西以西的雪龙山变质带，
  目前仅在更新统内发现其砾石，说明它在更新世才
  出露地表。在进行古地理重建时，既不要把这些变
  质带（岩）当成古生代陆表海中的古岛，也不要
  把它们视为中生代红色沉积的物源区。

     2）走滑断裂巨大的走滑位移量可被不同的变
  形方式吸收掉，如分岔为一组断距相对较小的走滑
  断层，或被与之高角度相交的逆冲断裂带的冲断活
  动吸收等。因而，走滑断裂带两侧的岩石（或岩
  石组合）沿断裂走向会很快发生改变。巨大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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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滇西北地区新近纪断裂（据Wu Genyao et al., 1996)
   Fig. 2  Neogene fractures in northwestern Yunnan area
             (  after W u Genyao et  al . ,  1996 )

1一变质带；2一上新一更新世走滑断层；3一湖泊；4一山峰及标
高；5一河流；6一地名。变质带名称：I一哀牢山；0一点苍山；
IQ一雪龙山；N一德钦；V一石鼓。断裂名称：F,一红河；F2-
哀牢山；F3一安定一九甲；F4一阿墨江；F5一程海；F6一鹤庆；
F,一丽江；F8一剑川；F9一洱海；F,。一点苍山东麓；F11一点苍
山西麓,  F12一西洱海；F13一尼西；F14一金沙江；F15一维西

      一乔后；F16一云岭；F17一德钦一雪龙山；Fla一澜沧江

滑断裂各段常有不同的活动方式，如阿尔金断裂西
段（柴达木盆地的西界）新生代内总体以走滑为
主（柳祖汉等，2006)，中段祁连山以挤压变形为
主（包括冲断及相伴的褶皱。刘志宏等，2005),
东段（甘肃境内的红柳峡一花海地区）则走滑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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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逆冲，并因派生出次级的走滑断层和逆冲断层而

在其南侧出现一系列透境状的构造块体（何光玉

等，2007)，这同样可造成沿断裂走向岩石的急剧
变化。在进行古地理再造时，切不可仅据现存岩石

的岩性、岩相变化来恢复当时的沉积相带展布。

2 . 3折返作用

    折返作用可使俯冲到深部的岩石折回到地壳浅
部甚至在地表剥露。在苏鲁造山带，高压一超高压

变质岩的原岩主要为基性一超基性岩且具蛇绿岩的

地球化学性质，应为消减到深部的苏鲁洋的大洋地

壳折返到了地表。大别造山带的情况可能不同。早

白奎世之前曾有一个超高压变质岩组成的构造地层

单位折返到地表，并因长期的剥蚀而已在该地消

失。现构成大别山的主要是被称为大别杂岩的变质

岩和岩浆岩，包括深灰色片麻岩套、浅灰色片麻岩

套、表壳岩、古老侵人岩及基性一超基性岩，含超

高压变质岩。对片麻岩的研究表明它们经受了晋宁

期的热事件，应属扬子克拉通的北缘（吴元保等，

2001)。换言之，大别山地区可能经历了两期俯冲
和折返事件，早期是消减的大别洋壳岩石的折返，

但它折返到地表后已被剥蚀掉；继大别洋盆闭合后

扬子克拉通的北缘地区俯冲到深部，经受高压一超

高压变质作用，在新生代折返至地表（李双应等，

2005)。由之得到的启示是：尽管它由基底岩石和
古老侵人岩构成，但它新生代才出现在该地区，之

前它只是扬子克拉通的一部分。

这些变质岩块是原在特提斯洋域内存在的还是洋盆

闭合后才出现在造山带里的，才能正确地再造威尔

逊旋回各阶段洋盆（域）的构造古地理面貌。

    在重建区域构造古地理演化之前要先进行构造
复位。在古隆起区中发现一片海相沉积并不等于当

时一定有海盆，在浅海相沉积区发现一条深水沉积

并不等于当时一定有海槽，因为后者可能只是推覆

体。同样，变质岩并不意味着它是地史期间的古陆

或古岛，因为它可能在上新世或更新世才出露地

表；造山带中的陆壳残块不一定意味着是洋盆里的

中间地块，因为它可能是在碰撞后的剪切变形或更

晚期的陆内造山阶段的产物。换言之，通过由近及

远的反序研究，经构造复位发现后期出现的构造古

地理单元，乃是正确地、尽可能客观地进行非原地

的构造古地理重建的关键一步（吴根耀，2005)

2.4冲断、拆离、岩浆底辟、热隆升及相
      伴的褶皱活动等

    在碰撞造山带的核部或陆内造山带的根带，常
见前震旦纪变质岩。如大别造山带以西的秦岭造山

带、祁连造山带直至昆仑造山带，都常见有变质岩

组成的构造单元出露并常被当成造山带里的中间地

块或微地块。由于特提斯洋盆（域）是内部结构

十分复杂的开阔多岛洋，洋盆（域） 内确有大小
不等的陆壳残块发育。现洋盆已闭合并反转为造山

带，要说明造山带内的这些陆壳残块当时确实是洋

盆（域）里的中间地块或陆岛，必须找出它们与

洋盆同步演化的证据。反过来，只有先正确地区分

2. 5东亚大陆边缘的移置地体
    地体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描述环太平洋地
区独特的地质现象而提出的一个术语。从Monger
和Ross (1971）在加拿大科迪勒拉山的二叠系中
发现完全不同于落基山区和北美中部的特提斯域蜓

化石，到Jones等（1977）研究的Wrangellia地体
成为远距离异地成因地体的实例，再到Howell
(1989）发展为地体学（terraneology )，地体都被
定义为：一个记载了独特地质历史的、以断层为边

界的地层集合体，它在各个方面与邻区的地质历史

没有相似之处。换言之，地体尽管规模上可能与微

大陆或地块相当，但两者本质的不同在于：地体是

移置的或外来的，它在“远涉重洋”后才出现在

研究区中，因而它与研究区内的其他构造古地理单

元有着明显不同的物质组成和演化史。

    邵济安等（1995）识别了东北亚地区侏罗纪
末以来增生在亚洲大陆（雏形）边缘的一系列移

置地体，详细介绍了各地体的建造，论证了其拼贴

时代。近年的研究表明，在北自鄂霍次克海、南至

加里曼丹的东亚大陆边缘的广大地区内，都可见到

这些拼贴增生在亚洲大陆（雏形）上的移置地体

（尽管有些地体因南海等的张开现已远离亚洲大陆

本体）①（图3)。环太平洋地区移置地体的提出，
彻底地打破了传统的地槽原地褶皱回返的观念，不

①吴根耀，矢野孝雄．2007．东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构造格架和中一新生代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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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确认了大规模水平运动的存在，而且提供了后期
出现新的构造古地理单元的大量实例，这是在这一
地区重建区域构造古地理演化时应特别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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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断裂活动对古地理重建的制约
  中国及邻区大陆是由一系歹。不同起源的微大陆                     一

夕叫：

齐齐哈尔

黝BV - 111 PV
和地块经多期碰撞一增生而形成的复合大陆。该地
不乏以千千米为数量级的巨型断裂带，其演化常经
历了断裂带形成、断裂带发育和断裂带解体3大阶
段。其形成阶段（或说其前身）常是若干条边界
断裂，如前白奎纪的古郑庐断裂带（侯明金等，
2004)，控制了上文所说的解体、俯冲、碎裂、增
生等事件发生。成为陆内断裂后仍有着强烈而复杂
的活动，即使不造成上述构造古地理单元消失和后
期出现的情况，也对古地理格局的形成和演化有明
显的制约。以下试从5个方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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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断裂活动与盆山格局的改变
    现今的盆山格局，实际上是最年轻的一次重大
构造事件塑造的，并不反映更早的地史阶段的情
况。以中国东北部现存的盆地为例（图4)，北东
向构造对盆地发育的控制表现在以下方面：1)北
东向的大兴安岭隆起分隔了其西的海拉尔盆地、二
连盆地与其东的松辽盆地；2)沉积盆地的边界断
裂和盆内断裂均为北东向；3)火山（沉积）盆地
的发育明显受北东向断裂控制；4）上述的沉积盆
地早期为断陷盆地（胡望水等，2005) ，大杨树盆
地则属大兴安岭隆起上的次级纵张构造；5)敦化
一密山断裂尽管当时未发生伸展（仍处于挤压眯
态），但其两侧沿断裂有小盆地发育。

    这一北东向构造是早白奎世在亚洲大陆雏形东
部出现的新生构造（吴根耀，2006b)；或者说，
上述盆山格局直至早白噩世才出现。

      中国中、东部地区发生的燕山运动属陆内的造
  山运动，兴一蒙造山带地区原北东东一近东西向的

4条缝合线均活化并控制了陆内造山的前陆磨拉石
  盆地发育， 自南向北依次为燕山一阴山盆地、二连
  盆地、海拉尔盆地和漠河盆地，即：侏罗纪盆地发
  育继承了海西期的构造线方向，其向东延伸并未受
  制于北东向的大兴安岭隆起。以二连盆地为例
  （图5)，向东即可延入黑龙江省西南的龙江和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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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大陆边缘地区的移置地体示意图
    （恢复到日本海张开之前）

I ig. 3   Allochthonous  terranes  in  northeastern  Asian  conti-
  nent marginal areas (before opening of the Sea of Japan)
1一属西伯利亚构造域的地块：Ag一克鲁伦一额尔古纳地块；Bj-
布列因一佳木斯地块；2一华北微大陆（克拉通）；3一胶辽地块；
4一苏皖地块；5一兴凯地块；6一兴一蒙海西期造山带；7一延吉一
清津印支期造山带（OH为飞蝉外带）；8一燕山期碰撞造山带：
MO一蒙古一鄂霍次克；SL一苏鲁；9一断层；to一海岸线。现仍位
于东亚大陆边缘区的移置地体名称（括号内为增生拼贴的时代）：
I一那丹哈达一比金（J3); II一中锡AZ特一阿林（或萨马尔金，

J3) ; M-VI可合称东锡霍特一阿林：III一杭加利（(J3); IV一祖拉夫
列夫（K, ); V一野猪河（KI);VI一基玛（K，末一K2) ;  Vi一海岸
(K2) ; VIII一下黑龙江（K, ) ; IX一沃川（J3); X一南朝鲜（J3)o
因日本海的张开而漂移出去的移置地体名称（括号内为增生拼贴的
时代）：HO一飞麟一隐歧（J3); MT一美浓一丹波（J3); NK一北
北上（J3) ; NA一日高（K) ; GM一根室（K2-E) ; WS一西萨哈林
(K2-E) ; CZ一捷尔佩尼亚（K2-E); CH一秩父（J3) ; SK一南北
上＋黑0川（K, ); SM一三宝山（K); SH一四万十（K-E)。断裂
名称：F,一图库棱格腊；F2一鹤岗；F3一依兰一伊通；F4一敦化一
密山（郊庐断裂带在东北的主支）; F5一辽渤（南延为邦庐）) ; F6-

  五莲一诸城；F7一庐江一灌云；F8一朝鲜半岛西缘；F9一锡4z特中
            央；F,。一湖南（Honam) ; F一中央构造线

地区；盆地自中侏罗世开始发育，晚侏罗世达到全
盛；盆地未能进一步东延受控于布列亚一佳木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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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中国东北部现存的（主要为白坚纪）盆地分布图（据罗志立和姚军辉，1992，有修改）

Fig. 4  Distribution of existed (Cretaceous) basins in Northeast China (modified from Luo Zhili and Yao Junhui, 1992)
1一盆地边界；2一主要断裂；3一河流；4一城市。盆地名称：卜三江盆地；卜虎林盆地；III一勃利盆地；IV一鸡西盆地；

V一宁安盆地；VI一延吉盆地；VQ一伊春盆地；VII一孙吴盆地；IX一松辽盆地；X一呼玛盆地；XI一大杨树盆地；XII一根河
盆地；XIII一漠河盆地；XIV一拉布达林盆地；XV一海拉尔盆地；XVI一二连盆地。断裂名称：F,一得尔布干断裂；F2一赛音

山达一海拉尔一呼玛断裂；F3一二连一贺根山断裂；F4一西拉木伦断裂；F5一温都尔庙一柯丹山断裂；Fb一嫩江断裂；F,一孙

    吴断裂；F5一明水一孤房断裂；F9一长春一哈尔滨断裂；F,。一依兰一伊通断裂；F,一敦化一密山断裂；F12一鹤岗断裂

块经晚二叠世的增生造山后长期处于隆起状态①。
早白噩世起受新生的北东向构造控制，盆地性质转

变为断陷，盆地变为北东向，在东部靠近大兴安岭

处北东向构造表现尤其强烈（刘震等，2006)
    吴根耀（2005） 曾提出：每次重大的造山运
动后都会在新形成的拼合大陆上发育大型一超大型

盆地，它在以后的历次构造事件中不断解体，因而

确定断裂的活动时间及由之引起的盆山格局改变在

古地理重建中至关重要。如中国西北一中亚地区侏

罗纪曾是一个统一的大盆地，当时天山只是该超大

型盆地内的一个次级正向单元（吴根耀，2002)
晚侏罗世一早白奎世早期，伊连哈比尔孕（北天

山缝合线）断裂活动并控制了北天山和博格达山

隆起（方世虎等，2005)，新的盆山格局出现，

即：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的雏形

出现，或说前者与后两者分离。晚白奎世一古新世

时阿尔金断裂的活动和阿尔金山的隆起导致塔里木

盆地与柴达木盆地分离。前者古近纪演化的一大特

点是古新世一始新世早期发生海侵，海相沉积见于

塔西南和塔北地区，塔东南地区发育辫状河三角洲

及冲积扇等陆相沉积，始新世晚期一渐新世全盆整

体以滨浅湖沉积为主，塔西南见有海相夹层（邵

龙义等，2006)。柴达木盆地古近纪是一个内陆湖
盆，古新世一始新世早期未见有海侵发生。中一晚

始新世尽管发生过大规模湖侵，在柴达木西部形成

半深湖一深湖并出现半咸水一咸水湖环境（朱扬

明等，2004) ，但该期湖侵与塔里木盆地古新世一
始新世早期的海侵无因果关系（杨藩等，2006)

①朱德丰，任延广，等．2007．松辽盆地北部隐伏二叠系和侏罗系的初步研究



古  地  理  学  报 2007年12月

／／
夕下

200 km

／找于笋1：1
  
／才

／

兴 声
务少沁犷、

  一尸多  “‘。／习  ／、

石西乌珠穆沁旗

碧攀翼彝
  ．  ‘．‘一几。

‘IV一‘”‘杯哄铿汤脚琳

一嘛浩。 了

扮淤丫节
                                                                                        O

                                                正镶自旗

                                                                                        1｛6‘

                  图’ 二连盆地侏罗纪和白玺纪的盆地简图                          ｝
          Fig. 5 A simplified map showing basin limits of the Jurassic and Cretaceous in Eren Basin
1一白I纪盆地边界；2一白噩纪盆地内的坳陷区；3一白4纪盆地内的凸起区；4一侏罗纪盆地边界；5一断裂及编号：F，一二连一
贺根山断裂；F2一西拉木伦断裂；F3一温都尔庙一柯丹山断裂；6一次级构造单元及名称（据刘震等，2006) :  1-f4尼特坳陷；

                   II一马尼特坳陷；III一腾格尔坳陷；lv一鸟兰察布坳陷；V一川井坳陷；VI一苏尼特隆起

    可见，正确厘定断裂活动的年代是认识盆山格
局改变进而重建区域构造古地理演化的关键。

3.2断裂活动方式或幅度变化的沉积响应
    阿尔金断裂新生代内的走滑活动经历了古近纪
的右行走滑兼斜冲和上新世以来的左行走滑兼斜
冲；中新世是右行走滑向左行走滑的转换期，阿尔
金断裂总体处于松弛伸展状态（黄立功等，2004;
柳祖汉等，2006)。这3个阶段的古地理面貌和沉
积特征各有不同。

    古近纪的柴达木盆地是与新特提斯洋闭合和欧
亚、印度两大板块碰撞造山藕合的盆地，强烈冲起
的阿尔金山提供了物源并迅速在山前堆积下来，因
而塔西南地区的碎屑粗，沉积速率快（渐新世晚
期即下干柴沟组上段沉积时有最快的沉积速率。郭
泽清等，2005)，总体看沉积中心自南西向北东迁
移。为吸收阿尔金断裂的走滑位移量，盆地北缘发
生冲断并控制了三排背斜带发育，形成时代向北变
新（刘志宏等，2005)，说明冲断活动向北扩展。

      中新世盆地发育的面貌发生明显变化。因阿尔
金山处于剥蚀和准夷平状态，盆地西界至少可达阿
尔金山腹地（黄立功等，2004)，盆地性质可能属

阿尔金主干断裂（南西段）与次级的北东向断裂
控制发育的拉分盆地。中新统上干柴沟组的特点是
粒度细（以大套泥岩和碳酸盐岩为特征）、沉积速
率慢、盐度较高和陆源碎屑供应较少。北缘冲断带
该阶段的变形特点是：形成的背斜都位于晚白垄一
始新世背斜的南侧，说明中新世起冲断作用由北向
南扩展，背斜规模小， 自身并不构成一个褶皱带。
    上新世一更新世柴达木盆地的发育受制于青藏
高原的隆升，此时阿尔金断裂是高原的西北边界。
该时期塔西南地区的沉积特点是碎屑粗，沉积速率
快（上新世晚期狮子沟组上段沉积时期是新生代
里出现的又一次快速沉积期。郭泽清等，2005),
且沉积中心自西向东迁移。受这一左行斜冲走滑制
约，北缘冲断带形成2列褶皱一冲断带（刘志宏
等，2005) ，指示冲断活动向南西扩展。

    显然，阿尔金断裂的活动方式和强度，不仅在
地层序列造成上粗、细碎屑岩多次交替出现，从而
决定柴西南地区油气储集层砂岩的层位，而且制约
了砂岩储集层的空间分布（马达德等，2005)， 因
为北缘冲断带的发育受阿尔金断裂走滑活动的制
约，柴达木盆地北缘的沉积相类型、分布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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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振奎等，2006)与柴西南地区不乏相似之处。
    断裂的垂直运动及其控制的隆起或沉陷幅度变
化也明显制约了古地理演化甚至改变盆山格局。如

云南的兰坪一楚雄地区，早白要世早期，其西的丹

那沙林一高黎贡弧只是一个低矮的隆起，侏罗纪形

成的超大型盆地继续发育，相应地，有大湖盆发育

且向西湖侵，曲流河沉积范围大，人湖处有三角洲

发育；至早白奎世晚期，丹那沙林一高黎贡弧快速

隆升，点苍山西麓断裂的活动使超大型盆地解体，

相应地，统一的大湖盆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孤立的小

湖盆，未见三角洲发育，曲流河的沉积范围缩小，

辫状河的沉积范围向东扩大，古地理面貌发生了明

显变化（吴根耀等，2004；吴根耀，2005)a

3. 3走滑断层的脉冲式活动与盆山演化中
      的关键事件
    张文佑和吴根耀（1986） 曾提出应注意碰撞
带通过剪切带而转换成裂谷带的情况。依据这一思

路，吴根耀等（2001） 曾初步总结了中国西南哀
牢山一红河断裂带的走滑活动及其与南海扩张、青

藏高原隆升的关系，发现此类走滑断层是脉冲式活

动的，因而在它所转换连接的碰撞带（或挤压隆

起区）和裂谷带（或拉张沉陷区）的演化中出现

了若干次重大的关键地质事件。近年里积累的大量

资料已对哀牢山一红河断裂带的脉冲式活动及青藏

高原隆升、南海海盆张开中的关键事件有了更清楚

的认识（张进江等，2006)
    哀牢山断裂新生代里发生过3期左行走滑。第
I期走滑发生在距今58-56 Ma，伴有区域上广泛
的岩浆侵入事件，导致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初始

碰撞即东喜马拉雅构造结的楔人。除哀牢山断裂的

左行走滑兼斜冲外，中缅交界处的槟榔江断裂此时

也有左行走滑兼斜冲活动（季建清等，2000) ，指
示伴随该楔人事件邻侧地块发生的旋转。北部湾莺

歌海盆地中的古新世沉积则指示了南海海盆早期的

裂谷作用。第II期走滑发生在距今27-22 Ma， 曾
被认为是哀牢山断裂最主要的走滑期（Scharer et
al., 1990 )。这是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期，喜马拉
雅主中央断裂的最强挤压期和藏南拆离系的伸展

期。高黎贡断裂和其东（缅甸境内）的那邦断裂

的右行走滑活动（季建清等，2000）与哀牢山断
裂的左行走滑活动控制了滇西地区大规模的构造逸

脱。南海中央海盆的扩张发生在渐新世一中新世早

（中）期（龚再升，1997)，此次海底扩张由地慢
物质主动地剧烈上涌引起，产生新生洋壳。还应强

调的是：南海中央海盆的扩张脊为北东东走向，不

同于南海地区更早的和更晚的张裂事件（北东

向）；受这一方向的扩张控制，南海北部的珠江口

盆地、台（湾）西南盆地和双峰南盆地等都表现

为北东东走向（李文勇和李东旭，2006)。哀牢山
断裂的第1期强烈左行走滑发生在距今13-12 Ma,
因大陆汇聚速率的加快，青藏高原及邻区处于强烈

挤压并导致物质的东流，促使构造逸脱进一步发

育。该期变形伴有区域上距今巧一10 Ma的热事
件，哀牢山一红河地区距今12-10 Ma时发生抬
升，南海的诸盆地发生拗陷沉降。

    中新世末（晚）期至上新世，哀牢山一红河
断裂带的活动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即：哀牢山断

裂已不再活动，代之以红河断裂的右行走滑。青藏

高原呈扇形山体发生隆升，周缘地区的冲断层均发

生向外的冲断，如前述的阿尔金断裂，在上新世末

形成一个夷平面（称高原面）。南海的西南部再次

发生扩张。更新世时红河断裂继续活动，青藏高原

进一步隆升，但因断块的差异升降而使高原面解

体；南海的各盆地则处于快速沉陷中。

    上述实例勾绘了大区域范围内挤压、伸展和剪
切变形统一和谐地共存的构造图景。正确地厘定这

些关键地质事件是在这一构造图景中重建古地理演

化的基础。

3.4断裂组合方式与盆地发育
    断裂带常由若干条断裂组成，它们不仅切割深
度大、空间延伸长，而且地史期间反复活动，如云

南西部的金沙江一哀牢山断裂带（云南省地质矿

产局，1990)。深入研究发现：在限定的地史阶段
内该断裂带内常只有1条断裂活动，不同地史阶段
内不同断裂的活动及其延伸即表现为不同的断裂组

合方式，并决定了当时的盆山格局。

    以哀牢山断裂带为例，它由4条断裂组成， 自
东向西称红河断裂、哀牢山断裂、安定一九甲断裂

和阿墨江断裂（图2)，向南东撒开，在南涧附近
收敛为1条。沿安定一九甲断裂有一系列基性一超
基性岩出露，是墨江洋闭合后的缝合线，北延应接

滇西北和川滇藏交界区的金沙江缝合线―金沙江

断裂。它表现为1条岩浆岩带，洋盆于印支期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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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曾发生过挤压冲断活动。哀牢山断裂，如前所
述，古近纪至中新世中期发生过3次左行走滑
（兼斜冲），北延为点苍山西麓断裂，然后经维西
一乔后断裂而连德钦一雪龙山断裂。它表现为1条
韧性剪切带，因长距离的走滑斜冲而常控制其上盘
有变质岩出露（图2)。可能在哀牢山断裂走滑的
高峰期，阿墨江断层也相应地发生左行走滑，成为
控制构造逸脱的剪切断裂系的组成分子。因为哀牢
山断裂的左行走滑受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制约，因
而走滑活动可能有北早南晚之势。红河断裂是中新
世末（晚）期开始活动的右行走滑（兼正断）断
层，表现为脆性破裂带，延至洱源后被剑川断裂左
行错断。维西一乔后断裂是红河断层的北延，它经
历了早期的左行走滑和晚期的右行走滑（云南省
地质矿产局，1990) ，说明它曾经连接过德钦一雪
龙山断裂和哀牢山断裂，之后成为红河断裂的北
延。进一步的北延为云岭断裂，入川后大致沿得荣
一巴塘一线的金沙江河谷发育（图2) a

      造成断裂组合方式改变的根本原因是控制构造
逸脱的剪切带系统发生了变化。渐新世末至中新世
中期，构造逸脱以缅甸中部右行的实皆断裂为西
界，以左行的德钦一雪龙山断裂和哀牢山断裂为东
界。中新世末（晚）期以后，逸脱区向东迁移，

  以右行的云岭断裂和红河断裂为西界，以左行的鲜
水河断裂和小江断裂为东界（左行）（吴根耀等，
2001，图1)。上新世以来青藏高原北部的羌塘地

  块还相对其南的拉萨地块发生向东的逸脱，以班公
  错一怒江断裂为南界（右行），以上述的阿尔金断
  裂为北界（左行）（何顺东等，2002)
      断裂组合方式的上述变化在盆地发育中得到了
  充分的反映。古近纪至中新世中期，滇西及邻区的
  盆地发育可划分为3个世代：古新世一早始新世主
  要是燕山运动后挤压应力场松弛背景下的断陷盆
  地，原白坐纪的大盆地解体；晚始新世一渐新世是
  与喜马拉雅期碰撞有关的磨拉石盆地，云南被卷人
  了开阔的弧后前陆褶皱冲断带；中新世发育为断裂
  的走滑活动控制的拉分盆地（吴根耀和马力，
 2005)。上新世开始，逸脱地块分别以鲜水河一小
  江断裂和云岭一红河断裂为东、西边界，沿这两条
  边界断裂发育有盆地群，中间夹持的单元为白草岭
  隆起，盆地性质主要为断陷或走滑松弛盆地（王
  晓鹏等，2001)，因而与古近纪一中新世中期阶段

的盆地在地理分布和力学机制上都有明显不同。

3.5断裂带的解体与新生构造出现
    巨型断裂带在经历了形成和鼎盛发育阶段后必
然进入解体阶段。如新生代（尤其是新近纪）的
郑庐断裂带，其解体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地
段的断层有不同的活动方式，或说郑庐断裂带已解
体为活动方式各不相同的若干段，震源断裂的破裂
类型表明安徽境内的郑庐断裂的近代活动大致以合
肥为界，北段倾向北西，为逆冲，南段倾向南东，
为正断（刘东旺等，2006)；二是同一地区的北东
向断层新近纪已改变了活动方式，如辽渤地区的北
东向断裂也曾被称为郊庐断裂，实际上渐新世以来
是一条右行走滑断层（范军侠等，2006)，称营口
一潍坊断裂似更合适。

      如果说这些巨型断裂带的形成是区域构造中的
新生构造的话，那么断裂带在其解体过程中可能会

  出现另一期新生构造。以中国东部为例，早白奎世
  出现的以郑庐断裂带为代表的北东向构造是新生构
造（吴根耀，2006b)，新近纪出现的北东东向构造则

  是另一期新生构造。在再造盆山格局和古地理重建
  时必须注意分析继承性构造与新生构造的关系。
     1)继承性构造与新生构造并存，两者在空间
  上表现为有规律的更迭。如上述的二连盆地，西部
  以北东东向构造（继承性构造）为主， 向东转变
  为以北东向构造（新生构造）为主（刘震等，
 2006)。东海大陆架地区也可见北东向盆地（继承
  性构造）与北东东向盆地（新生构造）并存（高
  德章等，2006) ，向东因大陆地壳经受了更强的伸
  展，故北东东向构造发育。

      2）继承性构造与新生构造并存，两者在空间
  上的表现取决于局部的边界条件。如新生代的渤海
  湾盆地，北东向构造（继承性构造）与北东东向
  构造（新生构造）并存，后者在渤中坳陷表现十
  分明显，但其北的辽东湾坳陷和下辽河坳陷是郑庐
  断裂带通过的地方，因而仍以北东向构造为主。
      3)继承性构造与新生构造见于不同的地区，
  两者间有清晰的构造界线。如前述的苏皖地区，古
  近纪演化继承晚白奎世的构造格局。新近纪开始苏
  北与苏南的构造演化发生分异，南隆北陷，故在苏
  南及邻近的安徽仍可见坳陷与隆起为北东向，而苏
  北盆地内的次级凹陷与凸起几乎均呈北东东向
     （叶舟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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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苏北盆地这样的地区，可认为古近纪盆
地已被掩盖了，两期变形的关系则较为复杂，笼统

地说，是后期变形以多种形式改造了前期变形，同

时，后期变形的发育可能受早期变形的制约。

    5）以继承性构造为主，局部地区开始有新生
构造发育。如江西北部的鄙阳盆地，尽管作为控盆

断裂之一的赣江断裂（北东东向的新生构造）在

早白要世已经出现， 白要纪都阳盆地两坳夹一隆的
构造格局为北东东向（继承性构造）；晚白噩世晚

期一古新世时北北东向构造（进贤一石门街断层）

活动得到加强，在南昌凹陷（南都阳坳陷的次级

单元）中出现了北北东一近南北走向的凸起与深

凹陷相间排列的格局（梁兴等，2006)。 由于始新
世开始盆地萎缩，新近纪盆地闭合隆升，因而在南

昌凹陷中出现的新生构造未能得到进一步发育。

地理格局上的不同反映。

    3)诚如冯增昭（2003)所言：“当前国内外
构造古地理学均呈现出与沉积学、地层学、古生物

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构造地质学等的相互

结合和渗透，研究热点集中在造山带沉积和古地

理、古特提斯多岛洋构造古地理、全球古大陆重建

尤其是关键部位古大陆重建等方面，是一个十分活

跃的古地理学分支学科”。作者愚见，以为造山带

古地理学的发展是推动构造古地理学前进的关键之
一，故不揣冒昧，提出造山带古地理学在重建区域

构造古地理演化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以期对深人客

观地认识上述的几个热点问题有所裨益。

4结束语
    1)以活动论构造观为指导、尽可能客观地复
原地史期间的海陆面貌和盆山格局的关键，是在给

定时间约束之后，于研究区现存的地质记录中发现

业已消失了的和后期才出现的构造古地理单元。作

者基于大量实例论述了可能导致构造古地理单元消

失的9种情况，即解体、沉没、俯冲、增生后的改
造、剥蚀、冲断一推（滑）覆作用、大规模的走

滑作用、碎裂和被卷人年轻的造山带。与之相反，

因冲断一推（滑）覆作用、大规模的走滑活动、

折返作用、岩浆底辟及热隆升等原因，有的构造古

地理单元后期才出现在研究区内。此外，还应强调

东亚大陆边缘地区的一大特点是发育一系列的移置

地体，它们自侏罗纪末开始逐步拼贴增生在亚洲大

陆（雏形）的东缘地区。

    2）对亚洲中一东部地区的一些巨型断裂带，
首先要正确地区分演化阶段。其形成阶段（或说

其前身）常是若干条重要的边界断裂，控制了解

体、俯冲、碎裂、增生等事件发生。成为陆内的断

裂带之后，大规模的走滑一推覆作用可造成构造古

地理单元消失或后期出现的情况。以中国东部的北

东向邦一庐断裂带、西北的阿尔金断裂带和西南的

金沙江一哀牢山断裂带为例，论述了断裂活动对盆

山格局变化、盆地发育、沉积演化及关键地质事件

的控制作用。此外，还应注意巨型断裂带解体阶段

新生构造的出现及继承性构造与新生构造并存在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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