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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陆内构造变形主要始于晚二叠世中国北方进入后海西地台发展时期。印支期末以至喜马拉雅

期，随着特提斯洋的关闭，大陆范围也随即向中国南方和青藏地区增生和扩展。中国的陆内构造变形从后海西地

台形成的准平原化阶段即已开始。但规模巨大的变形则发生于燕山构造旋回中期和喜马拉雅旋回。陆内构造变

形的规模可分两个等级：一是覆盖整个中国大陆的，另一是局部的。前者两次改变了中国构造地貌的整体面貌；后

者则表现为造山、造盆和微陆块纵向或横向的逃逸，以及由此引起的造山或造盆。根据中国陆内构造变形特征及

其与区域构造背景演化的关系分析认为，中国陆内构造变形主要是由周边洲级规模板块运动引起的，同时，随着地

壳上部构造变形引发的地壳或岩石圈均衡调整，则使地下深处产生相应的构造响应。

关键词：中国陆内构造变形；陆内造原；陆内造阶；陆内造山；陆内造盆；微陆块纵向和横向逃逸

１　中国陆内构造变形条件与世界洲级

规模板块内部变形的差异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以国际地球动力学计划

第７组板块内部动力学研究为起始，开展了板块内

部地球动力学和陆内沉积盆地成因的研究（Ｂａｌｌｙｅｔ

ａｌ．，１９８０）。中国地质构造从海西期后逐步进入大

陆体制发展阶段之后，也同样面临陆内构造变形和

大陆地球动力学研究的问题。不过，因为中国地质

构造和国外相比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和国外研究相

比，虽然在有些方面可以借鉴，但也应开辟相应于中

国具体陆内构造变形条件、状态和作用研究的新途

径。

国际地球动力学计划第７组研究的内容主要是

洲级规模克拉通板块内部的沉积盆地。同时，也涉

及了高原隆起、冰川均衡和现代地壳运动等诸多方

面。盆地研究涉及的领域和地区有被动陆缘、俄罗

斯地台、西西伯利亚地台、澳大利亚克拉通和西非陶

代尼克拉通等，以及西欧海西地台上的巴黎盆地和

北美克拉通上的密歇根盆地。在由Ｂａｌｌｙ等主编的

最终报告中，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共归纳出了９种引

起板块内部沉积盆地形成之动力学的机制。它们

是：①由沉积负荷引起沉降；②由早期的热岩石圈变

冷和密度增大引起均衡沉降；③由岩石圈单纯伸展

变冷引起沉降；④沉积盆地或被动陆缘由大陆裂解、

超基性岩脉侵入和（或）底辟引起沉降；⑤由辉长岩

榴辉岩相变，或其他变质作用引起下地壳或岩石圈

岩石密度增大，导致均衡沉降；⑥前述两种机制也可

视为特殊情况下的局部“大洋化”，但地壳的完全基

性岩化或“大洋化”则是由来自地幔或深部的超基性

物质供给所造成；⑦横跨地形负荷不均的被动陆缘

因导致塑性中地壳和下地壳向大洋方向蠕散而引起

沉降；⑧在设想从大陆向大洋软流圈方向流动的熔

融物质流速是可变的前提下，大陆底下的熔融物质

积聚将引起隆起，而流域通畅则导致大陆下方空虚

和沉降；⑨ 因核幔界面处产生周期性上涌分异活

动导致地壳上升和沉降（Ｂａｌｌｙ，１９８０）。

应予以注意的是，他们的上述认识完全是根据

洲级规模大型板块的内部盆地研究得出的。而中国

却没有那样规模和性质的板块。中国大陆是太古代

末到古元古代末生成的几个小克拉通，经由新元古

代晚期连接为古中国地台，早寒武世早期旋回又解

体成为古中华陆块群（任纪舜，１９９９），再经加里东以

至海西期的会聚成为中国后海西地台，以至印支期

后，向中国南方和青藏地区增生和扩展而成的（赵重

远，２００５）。因此，它是一个由刚性微陆块和柔性周

围褶皱带粘接起来的镶嵌块体，既不是一个完整的

刚性块体，也不具有洲级的规模。所以，在受到周围

洲级板块活动影响时，内部很易发生构造变形。同

时，根据变形强度、幅度，以及影响地壳或岩石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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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差异，将主动地给予地球深部以相应影响，使其

发生物理化学调节和构造变异，如地壳或岩石圈的

重力均衡、地壳与上地幔结构的变化，以及其间物质

和能量的迁移和交换等。而不是像洲级规模刚性板

块那样，周围板块运动甚至可以推着它在软流圈上

作长距离漂移，而却很难使它的内部发生变形。所

以其内部变形可能更多地受着深部动力作用的影

响。因此，中国的陆内构造变形和它的地球动力学

模式可能也更具有自己的特色。

２　中国大陆内部整体构造变形

中国大陆内部的整体构造变形，指其变形范围

覆盖了整个中国大陆。引起如此规模的变形作用可

分前、后两期：早期发生于燕山旋回中期，相应于西

太平洋古陆与亚洲大陆东部的斜向碰撞；晚期发生

于喜马拉雅旋回，相应于冈瓦纳印度与亚洲大陆南

部的碰撞（任纪舜，１９９９）。整体构造变形的样式有

两种：中国构造地貌整体改观和由此引起的造原和

造阶。

２．１　中国构造地貌整体改观

这个问题前人已有诸多论述（任纪舜，１９９９；王

鸿祯，１９８５；任纪舜等，１９８１；马杏垣，１９８９）。第一次

事件使之前南北分野的中国构造地貌，即北高南低

和南部是海北部是陆，转变成了东高西低和向西南

面海（特提斯洋）的局面。第二次事件恰是从之前西

南面海的那一构造地貌的最低处，拱起了被称之为

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使中国大陆从那里向东发生

梯级大分化，又使中国的构造地貌景观变成了西高

东低。

２．２　造原和造阶

２．２．１　造原

　　造原指喜马拉雅旋回在中国构造地貌梯级大

分化中，完整的中国大陆被两条重力和地壳厚度梯

度带，即阶，分解成了三个呈高原或平原面貌出现的

大型大陆块体，即青藏块体、中部块体和东部块体。

青藏块体是一个体态完整的高原。从图１和２

中可见，也是中国布格重力异常最低和地壳厚度最

大的地区。其中，重力异常一般变化于－２５～－５０

ｍＧａｌ之间，中心最低值可达－５２５ｍＧａｌ。而地壳

厚度最大的地区，一般都在６０ｋｍ以上，最厚处可达

６７ｋｍ。由于一般比较认可青藏高原的形成是印度

次大陆与青藏地区地壳叠加和持续向北推挤使地壳

缩短所致（Ｍｏｌｎａｒｅｔａｌ．，１９７５），所以与上述重力异

常和地壳厚度的表现也是相符的。

东部块体由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东南由丘陵

山地组成的滨海平原构成。这里的重力异常除丘陵

山地外，一般均上升为正值，在向东南海域逐渐升高

的背景下，一般变化于０～＋２０ｍＧａｌ之间。而地壳

厚度也相应减薄为３６～３８ｋｍ。东部块体平原的造

成乃与中、晚白垩世起西太平洋古陆的裂解和由此

导致的地壳变薄有关（任纪舜，１９９９）。

位于二者之间的中部块体状似Ｙ形，内部可分

三区：西北区占据昆仑山祁连山以北地区；东北区

位于大兴安岭—太行山以西地区；南区介于横断山

与武陵山之间。它们分别被位于中国北方的内蒙古

高原、黄土高原以及塔里木、准噶尔盆地，和位于中

国南方的云贵高原以及四川盆地所占据。从这一广

大地区的重力异常值基本维持在－１００和－１５０

ｍＧａｌ之间，地壳厚度维持在４０～４４ｋｍ之间看，它

们应是残余后海西地台的微陆块与其间的褶皱带构

成的镶嵌构造块体的反映。也就是说这里的地壳既

没有重叠增厚，也没有伸展变薄，而是保持了后海西

地台的原始地台面貌。不过，有的陆块因周围褶皱

带复活造山的升起，陆块相应沉降，而变成了具有自

然地理形态的构造盆地。

２．２．２　造阶

造阶，主要是在梯级大分化中，由破裂带上的地

壳厚度突然变薄所引起，如青藏块体与中部块体间

由双地壳向正常的克拉通地壳转变和中部块体由正

常克拉通地壳向伸展变薄的东部块体转变。其在重

力异常上的反应是由低重力值迅速向高重力值转

变。如在前者的梯度带上，异常值可从－５００ｍＧａｌ

向外猛增至－２００ｍＧａｌ；后者则从－１００ｍＧａｌ上升

到２０ｍＧａｌ。另外，在块体原面间的高程上也有明

显分野，如青藏块体的平均海拔为４０００～４５００ｍ，而

中部块体只有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ｍ，到东部块体一般均在

１０００ｍ以下。所以，阶在地壳厚度、重力异常和地

貌高程上的显示明显具有三位一体的特征。

３　中国大陆内部次级构造变形

中国陆内次级变形可分３类：陆内造山、陆内造

盆和微陆块横向和纵向逃逸造山或造盆。

３．１　陆内造山

陆内造山指大陆地壳内部的造山活动。中国北

方在海西期后洋壳已经消亡，南方在印支期后也再

无洋壳存在。因此，除青藏高原的某些未关闭的特

提斯分支海槽外，均可划入陆内造山范围。中国的

陆内造山可根据发生时间、构造背景和演化历史分

９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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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１°×１°布格重力异常图（据国家地震局《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地图集》，１９８９）

Ｆｉｇ．１　Ｂｏｕｇｕｅ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ｉｎｇｒｉｄ１°×１°ｏｆＣｈｉｎａ

（ａｆｔｅｒ《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ｔｌａ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ｌＢｕｒｅａｕ，１９８９）

为３种类型，即：以秦岭为代表的印支期多旋回造

山、以太行—武陵山为代表的燕山期克拉通基底破

裂和块断褶皱造山和以天山为代表的喜马拉雅期复

活造山。

３．１．１　秦岭型

这是一种由陆内无洋壳海盆发生构造回返形成

的多旋回造山模式。加里东旋回，秦岭原是介于华

北与扬子陆块之间的一个海槽。在该旋回末期，海

槽北侧在华北陆块南缘形成了一条北秦岭加里东造

山带；南侧残留了一个扬子陆块边缘海，洋壳于此时

消失（图３）。海西旋回早期，扬子陆块与华北陆块

拼接，完全转变成了大陆地壳。印支旋回，特提斯打

开，其松潘甘孜洋从西向东伸入秦岭成为它的一个

分支，但并未导致洋壳的再现。印支旋回末期，特提

斯关闭，遂成为一条陆内印支褶皱造山带（周鼎武

等，１９９４）。但那时山有多高，因未见有相应的山前

凹陷形成，已难作出判断。然而从一些地区已露出

了山根变质岩和岩浆岩分析（周鼎武等，１９９４），可能

是无论印支期造山还是燕山期复活造山，其幅度都

较小，而又适逢海西地台强烈剥蚀和夷平和海水正

从北向南撤出时期，所以大量剥蚀产物都随水流向

南搬运而去，在秦岭地区未曾留下痕迹。

３．１．２　太行山—武陵山型

这是一种在转换板块边缘发生的强大剪切挤

压作用下，使克拉通基底破裂和块断褶皱为特征的

陆内造山模式。这一造山作用主要发生在华北和扬

子陆块东部。其造山特征不是像一般造山带那样，

由原先存在的地壳坳陷带，即海槽或沉积盆地的回

返，而是在西太平洋古陆与亚洲大陆东部的转换边

界处，强大的西太平洋古陆对相对弱小的中国海西

地台及其南方的扩展部分施行剪切挤压作用造成

的。其表现形式是沿中国东部生成了一条巨大的左

行走滑基底卷入式褶皱断裂构造带。这个造山带

在华北陆块以残留的太行山为代表，其横向展布，西

０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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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中国地壳厚度图（重力反演）（据国家地震局《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地图集》；１９８９）

Ｆｉｇ．２　Ｃｒｕｓｔ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ｙｇｒａｖｉｔｙ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ｔｌａ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ｌＢｕｒｅａｕ，１９８９）

图３　东秦岭加里东期构造横剖面图（据周鼎武等，１９９４）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Ｑｉｎｌｉｎｇ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ｉｎ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ｎｐｈ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４）

侧可抵鄂尔多斯盆地以东，东侧一部分沉入海底，一

部分被后来的渤海湾盆地所断落，被深埋于该盆地

的新沉积层之下（图４）（赵重远等，１９８７）。

３．１．３　天山型

天山是一条典型的海西造山带。不过，原海西

期的造山带并不宏伟，而且在后海西地台的准平原

化过程中已被夷平。现在的天山则是在燕山中期，

特别是在喜马拉雅期构造运动中复活上升造成的。

所以这是另一种陆内造山模式———原被准平原化的

早期造山带复活造山。

天山海西褶皱带的原貌和后期演化过程已难以

查考，但它北侧的山前凹陷以及与之相连的准噶尔

盆地则像它在水中的倒影一样，随时倒映着它的盛

衰变迁。图５表示准噶尔盆地，包括南缘大部分天

山山前凹陷，在ＳＮ５测线上反映的构造演化过程。

从中可见，三叠系沉积前，在准噶尔盆地内部略有隆

坳分异的情况下，南端相当于天山山前凹陷的地区，

上二叠统向南有明显增厚趋势。该剖面位置显示的

地层厚度约近２０００ｍ，而凹陷其余地区最厚处则 可

达３０００ｍ。沉积物并不表示为山脉急骤上升时的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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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表示华北东部中生代构造格局的华北陆块东部前第三纪构造纲要图（据赵重远，刘池阳，１９８４）

Ｆｉｇ．４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Ｐｒｅ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ｌａｎｄｂｌｏｃｋ

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ｉｓａｒｅａ（ａｆｔｅｒＺｈａｏ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ａｎｄＬｉｕＣｈｉｙａｎｇ，１９８４）

Ⅰ—渤东复向斜；Ⅱ—凌秦复背斜；Ⅲ—沧津复向斜；Ⅳ—肃宁背斜带；Ⅴ—北京石家庄断陷带；主要断裂带：①—郯庐断裂带；②—聊兰断

裂带；③—沧东断裂带；④—涿县长治断裂带；⑤—邢台安阳断裂带；⑥—紫荆关断裂带；⑦—离石断裂带；⑧—鄂尔多斯地块西缘断裂带；

⑨—集宁承德断裂带。左下角图例：１—负向构造和负向构造带；２—正向构造和正向构造带；３—正负向构造编号；４—断层编号；５—断层

及两盘运动的方向；６—区域及派生应力场；７—地块边界

Ⅰ—Ｂｏｄｏｎｇｓｙｎｃｌｉｎｏｒｉｕｍ；Ⅱ—Ｌｉｎｇｑｉｎ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ｏｒｉｕｍ；Ⅲ—Ｃａｎｇｊｉｎｓｙｎｃｌｉｎｏｒｉｕｍ；Ⅳ—Ｓｕｎｉｎｇ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ｂｅｌｔ；Ⅴ—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ｆａｕｌ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ｅｌｔ．Ｍａｉｎｆａｕｌｔｂｅｌｔｓ：①—Ｔａｎｌｕｆａｕｌｔｂｅｌｔ；②—Ｌｉａｏｌａｎｆａｕｌｔｂｅｌｔ；③—Ｃａｎｇｄｏｎｇｆａｕｌｔｂｅｌｔ；④—ＺｈｕｏｘｉａｎＣｈａｎｇｚｈｉｆａｕｌｔ

ｂｅｌｔ；⑤—ＸｉｎｇｔａｉＡｎｙ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ｂｅｌｔ；⑥—Ｚｉｊｉｎｇ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ｂｅｌｔ；⑦—Ｌｉｓｈｉｆａｕｌｔｂｅｌｔ；⑧—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ｆａｕｌｔｂｅｌｔｏｆＯｒｄｏｓｂｌｏｃｋ；⑨—

Ｊｉｎ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ｄｅｆａｕｌｔｂｅｌｔ．Ｌｅｇｅｎｄｏ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ｂｅｌｏｗ：１—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ｅｌｔｓ；２—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ｅｌｔｓ；

３—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５—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ｉｔ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ｔｗｏｗａｌｌｓ；６—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ｓ；７—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ｌａｎｄｂｌｏｃｋ

碎屑岩，说明初升起的天山海西褶皱带未有很大高

度，或者一边升起一边同时遭受着强烈剥蚀。三叠

系沉积似乎受准噶尔盆地内部隆坳分异控制，不显

示有向山前凹陷增厚趋势。侏罗系虽然向南增厚趋

势明显，但在天山北麓出露的侏罗系不显示是准噶

尔盆地的边缘相沉积，而是向天山内部伸延的湖泊

相沉积。说明那时的天山褶皱带并不具有连续绵延

的山带规模，可能仅是准平原上的一些丘陵山地。

从而造就了那时天山内部的一些若续若断的沉积盆

地。

图５还表明，渐新统沉积前反映燕山中期和上新

统沉积前以及现今剖面反映喜马拉雅期天山，分别有

明显的复活造山现象发生。前者不仅可以看到正是

那时的山脉复活上升，才使山前凹陷的白垩系厚度剧

增，最厚处可达３６００ｍ以上，而且在天山北麓还可见

到那时形成的拱曲、块断和断褶带等构造现象（中国

科学院地学部，１９８９）。后者则使第三纪和第四纪地

层剧增至８０００ｍ以上，以至使天山山前凹陷最深处

的全部地层厚度达到１４０００ｍ，或者更厚。这样，如若

设想把天山山前凹陷翻个底朝天放在地平线上，那将

是一座比当今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高７４３５ｍ），甚

至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还要高得多的大山。这足

以说明，天山海西褶皱带是一座自它形成以来不断生

长又不断被剥蚀和削平的山脉。

另据宋岩等对准噶尔盆地在南北方向上被挤压

而导致地壳缩短的研究（宋岩等，２０００），认为海西期

挤压运动使准噶尔盆地缩短了１２．４ｋｍ，而喜马拉

雅期则缩短了 １７．２ｋｍ，缩短率分别为 １４％ 和

１９．３％。在尚有刚性基底作抗阻的准噶尔盆地还是

如此，介于准噶尔和塔里木地块之间的柔性天山海

２０５１



第１１期　　　　　　　　　　　　　赵重远等：试说中国陆内构造变形和其地球动力学特征

图５　准噶尔盆地ＳＮ５测线构造发育史剖面图（据宋岩等，２０００）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ｉｎｅＳＮ５ｉｎＪｕｎ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ａｆｔｅｒＳｏｎｇ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西褶皱带，即使在同等的挤压应力作用下，其在横向

上的缩短程度以及在纵向上累计升起的高度有多大

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海西期后中国大陆的古生代以及中生代造

山带曾普遍遭受过准平原化的剥蚀和夷平，喜马拉

雅期使中国地壳不断缩短的构造地貌梯级大分化

又波及到了整个中国范围，所以，在中国复活造山的

现象是很普遍的。

３．２　陆内造盆

陆内造盆是和陆内造山相反的一种负向地壳构

造活动。陆内造盆和陆内造山的不同之处，除一些

盆地的形成也受大陆边缘以外的地球动力作用外，

盆地演化则主要受来自大陆内部的地壳或岩石圈均

衡作用的控制。新元古代和古生代中国可能发生陆

内造盆的地区，中朝、扬子和塔里木克拉通，因内部

隆坳分异微弱，沉积物以台地相为主，除个别从大陆

边缘伸入陆内的坳拉槽或裂谷盆地外，陆内并无具

有一定规模的盆地形成。所以，中国的主要陆内造

盆时期是从海西旋回开始的。按沉积盆地形成的时

间顺序和构造样式大致有以下几种模式。

３．２．１　海西地台准平原化过程中在大型山体前方

形成山前凹陷式盆地

　　这类盆地指中国北方在海西地台初形成时由准

平原化的填平补齐作用在海西褶皱山前方形成的盆

地。上文所说天山山前凹陷的晚二叠世—三叠纪盆

地即是如此。此类盆地形成的动力作用主要是在山

体重荷压力下，迫使山前地壳向下弯曲所致，并且，

随着初始沉降的发展也将在沉积物和水体的负荷下

逐渐引起均衡沉降。

３．２．２　海西地台内部坳陷盆地

这类盆地在海西地台形成之初的填平补齐时期

业已出现，侏罗纪发展到了极盛。这类盆地大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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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该盆地位于准噶尔地块内部，与天山山前

凹陷连为一体，主要沉降作用则由均衡作用引起。

又如库车盆地，其形成和准噶尔盆地类似，它一部分

坐落于塔里木陆块上，另一部也坐落于天山海西褶

皱基底上，并可能与焉耆盆地相连。还有原先同准

噶尔盆地连为一体的吐鲁番哈密盆地，以及北山剪

切断裂带以西的其他一些小型盆地，它们多以海西

地台上的微陆块为依托而向周围已被夷为准平原的

海西或加里东褶皱带上扩展。准平原的丘陵地带为

沉积物的主要源地。丘陵之间的河流盆地和位于平

原地带汇集流水和沉积物的湖泊盆地，断续相连地

覆盖着地台。这类盆地主要是由地壳厚度差异引起

均衡调整，在地表形成隆坳分异造成的。

另外，还有中国东部的古生代华北克拉通盆地，

海西期纳入海西地台后也转变成了陆内坳陷盆地，

在其中发育了晚二叠世—侏罗纪沉积。扬子陆块在

其与华北陆块拼接后，在其上也发育了陆内侏罗纪

盆地，如川滇盆地，即现在被分化而残余的四川和楚

雄盆地。这类盆地的形成也主要是均衡作用，同时

也伴生有印支燕山期来自东西两侧的挤压作用。

３．２．３　海西地台内的拉分盆地和裂谷盆地

在北山断裂带以东，河西走廊南北断裂带之间、

华北陆块北缘断裂带以及与以北各断裂之间分别发

育着多条走向北西北西西、近东西以至北东和北北

东的断裂。在燕山运动中受华北东部以郯庐断裂带

为主的多条走向北北东的左行剪切挤压断裂活动

的影响，根据各地断层走向变化、基底结构或块体组

成差异，分别形成了一些右行或左行走滑拉分盆地，

或走滑作用不明显的地堑盆地。它们包括祁连加里

东褶皱带北缘与合黎山断裂之间的酒泉、民乐和武

威盆地（图６）（王同和，１９８７）、合黎山断裂以北阿拉

善南部的阿不赖和潮水盆地、北山断裂带以银根额

济纳旗盆地为首的盆地群、内蒙东部的二连盆地群，

以及早期可能属于拉分盆地，晚期转化为坳陷的松

辽盆地。盆地的共同特征是所依托的基底比较复

杂，有前寒武纪的、加里东或海西褶皱的，也有跨不

同时代基底的，其形成时期多从早、中侏罗世开始，

延续于白垩纪或更晚，并且在侏罗纪末多有一程度

不等反映燕山中期运动的抬升和沉积间断。它们的

形成机制有属于左行或右行剪切拉张的，也有形成

于单纯拉张的和前后时期发生构造反转的，形式比

较多样。

３．２．４　复活山脉的山前凹陷盆地

这类盆地多形成于第三纪以来，由印度次大陆

与亚洲碰撞所引起，其特点是多叠加在第三纪前已

经存在的中生代或更老的山前凹陷之上，如昆仑山

前的喀什盆地、祁连山前的酒泉盆地、天山南北的库

车和乌鲁木齐盆地等。这类盆地的填充物多为巨厚

的粗碎屑岩。有的也有一定成烃能力，如乌鲁木齐

盆地。

３．２．５　喜马拉雅期中国东部大陆边缘内侧的陆内

裂谷盆地和外侧的陆缘裂谷盆地

　　这两类盆地分别指位于中国东部靠大陆内侧的

渤海湾南襄江汉盆地带和外侧陆缘的南黄海东

海珠江口盆地带。不过它们并不完全属于陆内变

形范围，尤其是后者。它们的形成主要受西太平洋

古陆解体影响，使那里的大陆地壳迅速向海洋方向

减薄和裂解，但同时也受到印度次大陆的向北推挤，

与中国东部之间产生的近南北向右行剪切拉张作

用影响，并利用了燕山中期在那里形成的北北东向

左行剪切挤压断裂使其发生构造反转（赵重远，

１９９０），最终形成这两条呈雁行状排列的右行剪切

拉张盆地带。

３．３　微陆块横向和纵向逃逸造山或造盆

镶嵌在中国海西地台古生代褶皱带中的微陆

块，在褶皱带复活造山的水平挤压作用下，根据所在

的构造环境和条件，有的发生横向逃逸，有的则发生

纵向逃逸。横向逃逸如柴达木地块。受冈瓦纳印度

与亚洲大陆南部的碰撞及其后印度板块向北推挤的

影响，昆仑山北缘断裂发生右旋走滑，阿尔金断裂发

生左旋走滑。在此两条大断裂的联合作用下，柴达

木地块发生向东的横向逃逸。在此作用下，柴达木

地块西南缘被拉开成深断陷，沉积了始新统的深湖

相烃源岩，成为柴达木盆地的主力生油层。

纵向逃逸则有挤出成山和挤入成盆的现象出

现。前者如中天山、中祁连山、博格达山、哀牢山等；

后者大的如塔里木、准噶尔和柴达木，小的如焉耆和

伊宁等盆地。这种性质的陆块，其外部特征一般呈

菱形状态，山体无根，而盆地则有较厚的第三纪沉积

物填充。不过，所谓山体无根，目前仅在少有的、极

不完善的地球物理资料中有所呈现，但尚难作出是

否是发生向上逃逸的肯定结论。

４　中国陆内构造变形的地球动力学特

征

　　由上述可见，中国大陆的陆内构造变形和国外

所说的陆内或板块内部变形完全具有不同的性质和

特征。首先，中国大陆不是一个完整的刚性大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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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河西走廊拉分盆地构造略图（据王同和，１９８７）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ｐｕｌｌａｐａｒｔ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ａｆｔｅｒＷａｎｇＴｏｎｇｈｅ，１９８７）

１—走滑断层；２—逆断层；３—正断层；４—盆地边界；５—断块隆起；

６—油田。盆地名称：①—酒西；②—酒东；③—民乐；④—武威

１—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２—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３—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４—ｂａｓｉ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５—ｆａｕｌｔｅｄｕｐｌｉｆｔ；６—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Ｂａｓｉｎｓ：①—Ｊｉｕｘｉ；

②—Ｊｉｕｄｏｎｇ；③—Ｍｉｎｌｅ；④—Ｗｕｗｅｉ

是一个刚柔不均的镶嵌体；其次，中国大陆的内部构

造变形规模十分宏大，不只是在大陆或板块内部形

成几个沉积盆地或高原，而是覆盖到了整个中国大

陆以及它向中国境外的延伸；第三，中国大陆的陆内

变形幅度十分巨大，不只是如板块内部盆地或如

ＭｃＧｅｔｃｈｉｎ等（１９８０）统计的世界主要高原数据显示

那样，仅向地壳之中深入三两公里或向海平面以上

突出一两公里，而是两次在东西方向上使整个中国

大陆的构造地貌发生了高低易位；其最后一次，竟

然将中国大陆从其西南部的最低处，即特提斯的滨

海低地，和盘托起变成了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

并在高原之巅撑起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

第四，中国大陆的陆内构造变形样式、时间、期次和

与周围板块运动的性质、时间和期次具有良好的匹

配关系，说明促使中国大陆陆内构造变形的动力明

显来自中国大陆以外的板块运动，而不是来自中国

大陆本身的地下深处。

由此看来，中国大陆的构造变形主要是由周边

的洲级规模板块运动所引起。不仅不是深部动力作

用引起了地壳上部构造变形，而相反，倒是地壳上部

的构造变形引起了地下深处的反应，如重力调整，即

地球均衡作用。至于在这种均衡调整中，地球内部

圈层的外部形态、内部结构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包括

物质发生怎样的流动、交换和侵位，以及内部热动力

作用发生怎样的影响、变异和调整，都还须具体研究

和分析。

鉴于中国大陆内部结构和外部构造环境的特殊

性，中国陆内变形动力学的研究是否应有一条与世

界其余地区不同的路径，即：由外及内地根据中国大

陆周围板块运动性质、强度、规模和发生的时间和过

程，研究陆内构造变形对它的响应；然后由表及里地

根据陆内构造变形的性质、强度、规模和发生的时间

和过程，研究地球深部对它的响应，从而达到大陆内

部构造变形和其动力作用与周围板块构造背景和地

球深部调整的协和和统一，而不是孤立地根据地下

深处某一或某些地质现象去附会地表某种地质变异

或事件，或者相反。

５　结论

陆内构造变形及其地球动力学机制问题是２０

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以来地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

特别是对洲级板块大型内克拉通盆地形成和演化的

动力学机制研究至今也未得到统一认识。也许由于

岩石圈结构和地球动力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以及人们

认识的局限性本身就注定了这一问题很难得到共

识。本文对中国陆内构造变形及其动力学机制的探

讨，主要强调要以中国地质构造的个性特征为基础，

分析中国陆内构造变形与地下深处和周围板块运动

的关系。中国大陆不是一个刚性整体，而且被环抱

于周围的洲级板块之间，频遭其挤压、剪切和拉伸作

用的滋扰和破坏，以致发生规模十分宏大、覆盖了整

个中国大陆以及境外延伸的陆内构造变形。在这种

情形下，陆内变形受周围板块运动之影响远较来自

地球深部的动力直接、容易和深刻；而且，中国大陆

的陆内构造变形样式、时间、期次和与周围板块运动

的性质、时间和期次也具有良好的匹配关系。因此，

中国大陆陆内构造变形研究，首要的是其与周围板

块运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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