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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大陆动力学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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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构造理论诞生６０年来，作为发展板块构造理论的大陆动力学研究也已进行了

３０年。板块理论被公认为＂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的五大成就之一，该理论的提出是一次地

学革命，因为它重新调整了人们对地球动力学的传统认识。板块构造学说诠释了全球

构造的许多现象。但是，与板块构造学说所阐明的大洋岩石圈生长和消亡过程相比，大

陆岩石圈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更为复杂：大陆地壳无均一成分、无共同成因、具有复杂的

流变学特征、有复杂多样的造山带和盆地类型、有千姿百态的地形地貌、有构造和热演

化史不同地体的拼合、有流体和熔体对大陆岩石圈强度的改造，以及大陆板块聚敛和离

散的轮回，因而板块上陆面临重大挑战！大陆动力学的兴起成为板块构造发展新的里

程碑，逐步成为解决人类社会需求（资源能源、环境和灾害）的重要理论基础，成为今后

相当长时期里固体地球科学发展的方向！自２０１６年中国国家基金会和中国科学院联合

提出《中国学科发展战略—板块构造与大陆动力学》，提出大陆起源与早期构造体制、大

陆的生长与再造、大陆流变学、洋陆过渡带地质过程和效应、构造气候地表过程的相

互作用、大陆地壳变形局部化过程与地震、动力地形与深部地幔耦合等１９项科学挑战。

２０１６年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ＡＧＵ）和美国地质学会（ＧＳＡ）联合发表《２１世纪的大地构

造：一个宜居行星的动力学》白皮书，提出构造地质学领域的重大挑战主要包括：断裂带

在时空发展的全过程、岩石圈流变学性质的主控因素、地表过程、地形演化与大地构造

的动态响应、构造过程对固体地球、生物圈和大气圈协同发展的影响和构造过程与社会

之间的互动等。最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表《时域地球—地球科学十年愿景（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ＡＶｉｓｉｏｎｏｒＮＳ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２０３０：Ｅａｒｔｈｉｎｔｉｍｅ），提出地

球科学的优先问题：（１）地球内部磁场是如何产生的？（２）板块构造何时、为何和如何启

动？（３）关键元素是如何在地球上分布和循环的？（４）什么是地震？（５）什么驱动了火

山作用？（６）地形变化的起因和结果是什么？（７）关键带如何影响气候？（８）地球的过

去可以揭示气候系统动力学的哪些方面？（９）地球上水循环是如何变化的？（１０）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如何演化？（１１）地质过程如何影响生物多样性？（１２）如何通过地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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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来降低地质灾害的风险和损失？

可见，地学家们已经认识到，当今地球科学领域的广阔性与十年前不同，地球的使

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和紧迫。地球科学的发展应帮助社会为迎接不断变化的

地球的挑战做好更充分准备，以期发现和避免潜在的巨大社会后果。

为重新审视板块构造理论，南京大学大陆动力学研究院在此组织了《再论大陆动力

学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的学术专刊，就当前大陆动力学和固体地球科学研究的若干重

要关键问题进行聚焦和讨论，包括地球内部磁场、大陆的起源、超大陆裂解的驱动力、板

块构造的起始与大陆地壳演化、从行星中构造寻求地球演化的踪迹、岩石圈流变学与大

陆动力学、大陆弧岩浆幕式作用、从洋陆俯冲到陆陆碰撞的转换、地体的单向和多向聚

散、造山带沉积盆地与大陆动力学、大陆断裂与地震、构造地貌与低温年代学、稀有金属

成矿全球时空分布与大陆演化，以及大陆动力学数值模拟等。本专辑集结了李献华、赵

国春、杨经绥、杨文采、许志琴、王汝成、孙卫东、嵇少丞、舒良树、朱文斌、李海兵、胡修

棉、李广伟、李永祥、肖智勇和马绪宣等专家教授撰写有关内容，供读者参考、讨论和

探索，以期提高大陆动力学的研究水平，发展大陆动力学理论，为人类生存和社会需求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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