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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观与地槽地台学说、

板块构造学说继承、发展关系

　　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观高度评价在地球科学发展史上

起了重大的作用、做出重大贡献的地槽地台说和板块构造

说。它将吸收、继承这两个学说的精华，弥补其不足和缺陷，

根据新的科学事实，用系统论、转化论、演化论的哲学思想发

展大地构造学的理论体系。

１　地槽地台说的精华与不足

１１　地槽地台说之精华和主要贡献

① 创立了用多学科研究大地构造的方法，即运用古生

物学，地层学，岩相古地理学，生物古地理学，构造地质学，沉

积岩石学，岩浆岩石学，变质岩石学等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方

法研究大地构造；② 创立了比较大地构造学，将地壳分为稳

定型和活动型两种类型，即稳定的克拉通和活动的地槽（之

后转化为造山带）。深入研究，详细阐述了它们各自的沉积

建造、构造运动、岩浆和成矿作用特征；③ 发展了构造旋回

（造山旋回）思想，建立了与造山旋回发展过程相对应的沉积

建造和岩浆活动序列。如由超基性岩、基性火山岩和放射虫

硅质岩组成的前造山阶段的海底火山岩建造（相当于现今所

称的蛇绿岩套），造山阶段的复理石建造和磨拉石建造；从前

造山期的基性—超基性到造山期的中酸性—酸性，再到造山

晚期的偏碱性—碱性的岩浆活动序列，等等。④ 发现并论

证了深断裂在构造演化中的重要作用。

１２　地槽地台说的不足和缺陷

①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要研究了大陆构造，对现代

海域的调查研究很少；② 没有认识到裂谷带和造山带是同

等重要的构造带，更没有意识到二者之间发展演化的关系；

③ 方法上主要是传统地质学方法。当时尚缺乏现代分析、

测试手段，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也处于起步阶段，因而限制

了对大地构造演化过程及其机制探索的深度。

２　板块构造说的精华与缺陷

２１　板块构造说的精华和主要贡献

① 全球大洋裂谷带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伸展作用形

成的大洋裂谷带与挤压作用形成的大陆造山带（褶皱带）是

同等重要的构造单元；转换断层的发现，使人们对大陆和海

洋的走滑剪切断层，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② 继承、

发展了造山旋回（构造旋回）的思想，建立了威尔逊旋回和超

大陆旋回；③ 将大陆边缘划分为主动型（或称会聚型，或活

动型）、被动型（或称离散型，或稳定型）和转换型三种类型；

④ 将大陆与大洋的研究结合起来，实现了海陆一体化研究，

使大地构造学进入全球构造研究的新时代；⑤ 新的分析、测

试手段和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方法的广泛应用，对地球的

物质组成和深部构造有了更多的了解。

２２　板块构造说的不足与缺陷

① 哲学上的均变论，缺乏演化论的思想，因而试图将现

今海洋研究设定的构造模型，套用于从太古宙到现今的各个

地史发展阶段；② 动力学上是以地幔对流为依托的岩石圈

板块边缘动力学，没有重视地球系统各圈层之间的相互作

用，更没有注意宇宙天体运动对地球运动的影响；③ 在洋与

陆的关系上，是大洋消亡大陆增生的单向发展过程，没有洋、

陆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思想；④ 方法上没有把已经相当成

熟的地质学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结合起来，逐渐偏离多

学科研究大地构造的正确方向。部分学者甚至只单纯地用

岩石地球化学、或同位素年代学或古地磁学或地质学某一学

科（如花岗岩大地构造，沉积岩大地构造和火山岩大地构造

等）研究大地构造，使大地构造研究粉末化、简单化、模式化。

以上关于地槽地台说、板块构造说的简要评述，只是笔

者的一孔之见，可能很不全面，仅供参考。

３　充分吸收地槽地台说和板块构造说的精

华，用新的科学事实，发展完善地球系统

多圈层构造观

　　① 将单学科分析与多学科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坚持运

用地质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等多学科方法研究大地构

造；② 用系统论、演化论和转化论的思想研究大地构造，坚

持从实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建立模式，而不是相反，从模式

出发，以事实应对模式；③ 以大地构造旋回作为大地构造研

究的时间标尺，重视造山旋回和巨旋回的划分；④ 把大陆与

海洋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实现海陆一体化研究，既要寻找地

质历史上消失的海洋，也要寻找消失的大陆，探索陆洋对立

统一，相互转化的过程；⑤ 在大陆上划分出造山带（褶皱

带）、地台（克拉通）和未经重大改造的裂谷、盆地等基本构造

单元，运用多学科方法，从沉积建造、构造作用、岩浆活动和

深部构造等方面阐明其构造特征和演化过程。在海域，划分

出陆壳、洋壳、过渡壳，研究其形成演化过程。⑥ 把地球表

层构造与深部构造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注意在构造演化过程

中，核与幔、壳与幔以及壳、幔、核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

过程；⑦ 重视划分切穿壳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深断裂：

区分出逆冲型、拉张型和剪切转换型三种类型的深断裂带，

区分出壳断裂、岩石圈断裂和超岩石圈断裂；注意在不同演

化阶段断裂性质之转换；⑧ 从地球系统全球整体动力学研

究大地构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