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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地构造理论研究的进程，从20世纪初算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可概括为槽台观
点阶段、过渡阶段和板块观点阶段。这三个阶段让我们看到了地质学界的 “百家争鸣”，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大
地构造理论的日益繁荣和强大。本文将介绍这三个阶段的主要观点或代表性的学说以及应用 “槽台学说”和 “板
块学说”的主要理论对中国大地构造的分区；并结合当前中国大地构造理论的现状，提出一些个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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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构造是地球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

研究地球的构造、演化及其运动变形和发展规律等

问题的学科，是研究地球科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不

仅对深入认识地球发展史和地壳、岩石圈运动史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研究成矿条件、地表成因

及预测矿产资源等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中国大地构造理论研究的进程，从 20世纪初

算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基本可概

括为槽台观点阶段、过渡阶段和板块观点阶段，并

且在过渡阶段，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代表性的学说。

老一辈的地质学家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给我们留

下了这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的足迹。现代的地质学

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使得现在的中国大地构造

理论有了质的飞跃。

1  中国大地构造理论研究的基础

    中国大地构造理论的任何阶段，任何学说，都

离不开中国特殊的地质条件。

  从大的范围讲，中国地处环太平洋构造带和特

提斯构造带的丁字接合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地构

造特征。

    从就中国本土范围讲，中国的地势、地形也有

独特之处。中国的地势大致以贺兰山、龙门山、横

断山一线为界，东、西部山势走向和地表高度显著

不同。西部山系以NWW为主，夹持近东西向的

菱形盆地，海拔高，反差大 ；东部以中低山和丘陵

为主，山系走向NE．同方向平原、盆地相间，海

拔低。其地形高度总体从西向东递降，分四个台阶。

这四个台阶分别是 ：青藏高原 (海拔大于4 000

m)，青藏高原与大兴安岭一太行山一雪峰山之间

（海拔 l 000·2 000 m，包括内蒙古高原、黄土

高原、云贵高原、及塔里木、准葛尔、四川等盆地），

大兴安岭一太行山一雪峰山到海边 （海拔 1000—

200m，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水下大平原 （海

拔0。200m，包括渤海、东海、黄海和南海）。

    就是这样地质条件，我们老一代地质学家开拓

了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之路，其间记录了他们对中国

大地构造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给后人的研究留下了

宝贵的资料和经验。

    从理论上讲，国际上的很多大地构造理论也正

日益繁荣。从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占统治

地位的槽台理论，为区域地质和大地构造研究积累

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后的

60年里，大陆漂移洋底扩张，最终板块理论诞生，

引起了地球科学界的一场革命，成为迄今为止大地

构造学的主导思想。20世纪80年代末，岩石圈研

究中的全球地质大断面、大陆反射地震、大陆科学

钻探以及海洋调查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这一切，都为中国大地构造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决定了我国大地构造理论研

究的进程的基本格局。



2  中国大地构造理论研 究的进程

    中国大地构造的理论研究，有着鲜明的阶段

性，每一个阶段的学说，都是我们老一辈地质学家

在地球科学探索的路上发展的足迹。

2.1  槽台观点阶段

2.1.1 槽台学说

    槽台学说认为，地壳可分为地槽、地台两种构

造单元。地槽是活动区，包括岩浆活动、变质作用、

构造运动强烈，沉积不稳定型，内生矿产发育。地

台是地壳上稳定区，由地槽演变而来，沉积稳定型，

外生矿产发育。地台底下有地槽阶段产物。

    槽台学说把大陆地质构造单元的划分的一级单

元为地槽和地台。地槽进一步划分为优地槽（包括

优地背斜和优地向斜 ）和冒地槽（包括冒地背斜和冒

地向斜 ）；地台进一步划分为地盾、地轴，台背斜（陆

背斜），台向斜（陆向斜 ），台褶带和裂陷槽 。

2.1.2  中国大地构造槽台观点阶段

    这一阶段的时间为 1912-1945年，是中国大

地构造理论的开创和奠基时期。以翁文灏为代表。

他运用现代地质学的方法、理论，从中国实际出发

发表了 《中国东部的地壳运动》（翁文灏，1926）。

    槽台观点对中国大地构造作了如下的划分。

    地台区，包括华北地台、塔里木地台、杨子地

台、印度地台 （我国喜马拉雅山 ）。地槽系 （包括

地槽及中间地块 ），包括天山兴蒙地槽系、秦祁昆

地槽系、滇藏地槽系、华南 地槽系、西太平洋地

槽系 （东北乌苏里、台湾喜山带 ）。

    其中，单元界线为槽台间的界限，边界断裂为

稳定区 （台）和活动区 （槽 ）间的界限。

    槽台观点阶段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学者研究大

地构造开创了先河，为中国大地构造研究奠定了基

础。

2.2 过度阶段

    本阶段的时间为 1945-1962年。这一阶段是

中国大地构造理论大发展和百家争鸣的时期。在这

一阶段中，不但李四光、黄汲清的学术思想得到了

进一步发展，而且涌现了一批新的杰出学者，如陈

国达、张文佑、张伯声、马杏垣、王鸿祯等。

    最具代表性的学说，按时间可分为建国前的李

四光的地质力学学说、黄汲清的多旋回构造学说和

建国后的张文佑的断块学说、陈国达的地洼学说、

张伯声的波浪镶嵌学说。

    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学说，提出地球的自转离心

力和重力作用是影响构造的因素，讨论了岩层和力
的关系。而且，他通过多年的研究，总结出了一套

系统的地质力学方法。地质力学，不仅在构造方面，
在水文、勘探方面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黄汲清的多旋回构造学说，认为构造具有多旋
回发展的特征，它将槽台说、板块说和多旋回说紧

密结合在一起，开拓了大地构造新的研究方向。

    张文佑的断块学说，运用地质力学与地质历史
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地质构造的建造与改造、形

成与变形有机结合起来，成功阐明了中国及世界大
地构造地生成演化规律，提出了断裂限止和断块之

间的运动对大地构造的影响，可概括为 “剪切—拉
张造洋、剪切一挤压造陆”。同时，在指导找矿和

改善人类生活环境中有重大作用。

    陈国达的地洼学说，建立了地槽 一>地台，．>
地洼这一地壳发展的模型，是在批判地继承槽台学
说的基础上，按照对地台活化的深入理解而提出并

逐步发展引伸而形成的一种新学说。它是涉及从洋
壳到陆壳、包括岩石圈的演化和运动及其规律和力

源机制在内的、具有全球性的一个新型综合大地构
造体系理论。

    张伯声的波浪向前构造学说，是一种阐明地壳

统一构造格局以及地壳运动规律的理论假说。建立
起隆起波状网络的模型，建立的地球的正j负准四

面体多级驻波脉动理论模型，全面地涉及到了地球
演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以上五种代表性的学说，充分的反映出来我国

地学界为探索真知的努力和对真知的渴求。中国大
地构造理论的研究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2.3  板块构造观点阶段
2.3.1  板块构造学说

  板块构造，又叫全球大地构造。所谓板块指的

是岩石圈板块，包括整个地壳和莫霍面以下的上地
幔顶部，也就是说地壳和软流圈以上的地幔顶部。

新全球构造理论认为，不论大陆壳或大洋壳都曾发

生并还在继续发生大规模水平运动。但这种水平运
动并不像大陆漂移说所设想的，发生在硅铝层和硅

镁层之间，而是岩石圈板块整个地幔软流层上像传
送带那样移动着。

  按照板块构造学说的观点，将大陆构造单元做
了这样的划分。最大一级单元是岩石圈板块 【板



块 ）。板块内部可进一步分为陆壳 （大陆）（包括地

盾、裂陷槽和古造山带）；过渡壳 （大陆边缘）包
括 （弧前增生楔、弧前盆地 、岛弧带、弧间盆地

和弧后盆地 ）、洋壳 （残留岩片）包括（洋盆、海

山 （洋岛））。
2.3.2  中国大地构造理论的板块观点阶段

    本阶段时间为 1976年至今。这一阶段的主要

特征是，地学各个学科大多介入大地构造研究，学
科间的交叉和渗透，一方面促进了大地构造学的更

新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涌现出一批新的学术带头人。

    这一阶段中，最早根据板块理论对中国板块轮
廓进行划分的是李春昱先生 （1980年），其后许多

学者都进行了划分，尽管在细节上（如板块间界线，
一些小地块的归属上洧差异，但大格局基本一致。

汤耀庆等 （1984年）将中国划分为7个板块。

    (1)中朝一塔里木板块。

    (2)华南板块 （包括羌塘）。

    (3)冈底斯—拉萨中间板块。
    (4)印度板块。

    (5)哈萨克斯坦中间板块。
    (6)西伯利亚板块。

    (7)菲律宾板块 （台湾）。
    其中，板块间界线位于造山带内部 （对接带）
一个板块包括稳定大陆及活动的大陆边缘。

    中国大地构造的板块学说，对于后来流行的很

多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对现在的构造理论思路指明了新的方向。

3  中国大地构造理论研究的现状

    从目前来讲，板块学说是中国大地构造理论的

主导，但在复杂的大陆构造面前，板块模式的局限

性已经日益显露。板块构造认为 “由地幔对流驱动
岩石圈板块，在全球范围内的水平运动主宰着地球

表面的运动”。而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地球各圈

层的相互作用是改变地球变面运动的重要因素 ；越
来越认识到天体运动对地球运动可能产生的重大影

响。在现在的研究中，人们已经渐渐认识到要将天

体，地球本身的物质运动，能量转化结合起来才能
更加全面地建立起中国大地构造理论。现在，人们

在继承了各个阶段国内外景点学说的基础上，利用

高科技手段对大地构造理论研究的新发现而不懈的

努力。
    目前 ，我 国大地构造学家们在原有的研究基础

上 ，吸收并发展了板块理论。代表性的研究有 ：李

春昱提出了研究古板块的 8个标志并利用板块构造

理论编制 了 “中国大地构造图”；郭令智先生先后

致力于古泻湖 、弧后盆地 、海沟及地体的研究 ，将

板块构造一直推溯到了太古代等等。

    他们的观点虽各有差异 ，但是却始终 围绕着以

“活动论”为主的板块构造理论。

4  结语

    通过以上对中国大地构造理论的发展及研究现

状的陈述 中不难发现以下的结论。

    首先 ，中国大地构造理论遵循着从单一学科的

单方面研究转 向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 ，对其进行全

面客观的研究发展规律。第二 ，中国大地构造理论

的完善 ，是建立在前人的发展基础之上的，而且还

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尽管 ，现在板块学说占有

主导地位 ，但是大地构造是复杂的。

  现在 ，我们正处在一个较为普遍的认识发展时

期到另一个新理论建立的过渡阶段，地学界又一次

百家争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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