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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槽—地台说、板块构造说到

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观

任纪舜，徐芹芹，赵磊，朱俊宾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内容提要：从１９世纪中叶开始，大地构造理论经历了从地槽—地台说到板块构造说的发展过程。目前，板块构
造说虽然仍在盛行，但一个新的大地构造理论———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观（简称多圈层构造观）已在形成中。地

槽—地台说，１９世纪中叶提出，盛行于２０世纪上半叶，是地质学家从理论上研究地壳构造及其演化的开始。地槽—
地台说使用的方法是传统的地质学方法；研究领域是大陆地壳，褶皱带（造山带）和克拉通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地

槽—地台说大大推动了地质科学的发展，并为地球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板块构造说，起始于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板块构造使用的方法，除地质学外，加上了地球物理学和地球化学等现代科学和技术手段；研究领域
是全球大陆和海洋的岩石圈。板块构造说使大地构造学的研究范围从地球表层扩展到地球内部，从大陆扩展到海

洋，极大地推动了地球科学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目前，板块构造说虽然仍在盛行，但是不足和缺陷已日益显露出来。

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观，孕育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晚期，目前正在发展中。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观使用的方法更现代
化，包括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以及一切探测地球深部和外层空间的方法、手段；研究领域，已不仅仅是地球

表层的地壳或岩石圈，而是地球整体，地球各圈层的相互作用。我们相信，２１世纪必将是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观不
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时代。中国及邻区中、新生代构造演化是全球研究多圈层构造的最理想的切入点之一。我们期

待中国地学工作者在新一轮大地构造理论创新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地槽—地台说；板块构造；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观；中—新生代；中国大地构造

　　１∶５００万国际亚洲地质图（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出版后，根据世界地质图委员会的决议，在中
国地质调查局的支持下，笔者等联合中国地质调查

局、相关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力量，正在研究东亚和南

亚海陆大地构造，即中国及邻区海陆大地构造。为

此，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专题研究，解决中国大地构

造演化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根

据国内外已经发现的大量新事实，探讨一些重大的

大地构造理论问题，并考虑从何入手更准确地认识

中国以至亚洲大地构造。“寻找消失的大陆”、“中

国的全球构造位置和地球动力系统”、“构造旋回与

大地构造年表”、“华夏古老及相关问题———中国南

部前泥盆纪大地构造”以及“中国大地构造研究之

思考———中国地质学家的责任与担当”（任纪舜等，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ａ，２０１６ｂ，２０１６ｃ，２０１７）等文即是我们对
这些问题探索的初步结果。

在“思考”一文中，我们提出“以地球系统多圈

层构造观”（简称多圈层构造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大

地构造。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机构和中国

地质学会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专业委员会等学术

团体召开的“２１世纪大地构造学发展战略研讨会”
（西安，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７～１８日）期间，我们又以“从
地槽—地台说、板块构造说到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

观”为题发言，简述了大地构造理论的演变过程，提

出了２１世纪大地构造学的发展方向，勾画了“地球
系统多圈层构造观”的框架。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

撰写而成，目的是抛砖引玉，期望更多学人的参与和

讨论。

１　从地槽—地台说、板块构造说到
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观

１．１　地槽—地台说
地槽—地台说，起始于１９世纪中叶。１８５９年，

詹·霍尔（Ｊ．Ｈａｌｌ）对北美东部的地质研究后，发现



阿巴拉契亚山脉中沉积物的厚度比北美平原厚许多

倍，因而认为阿巴拉契亚山脉是在地壳巨大坳陷处

形成的（Ｈａｌｌ，１８５９）。１８７３年，詹·丹纳（Ｊ．Ｄａｎａ）
把这种坳陷叫做地槽，并认为地槽形成于大陆与大

洋的交界处（Ｄａｎａ，１８７３）。１９００年，艾米尔·奥格
（Ｅ．Ｈａｕｇ）在《地槽和大陆块》（Ｈａｕｇ，１９００）一书中
明确区分出两个彼此对立的地壳基本单元———地槽

和大陆块（地台），完成地槽—地台说的理论概括。

之后，２０世纪上半叶，该学说盛行于地质学界，并得
到大发展（ＫｈａｉｎａｎｄＳｃｈｅｉｎｍａｎｎ，１９６０）。

地槽—地台说，是地质学家从理论上研究地壳

构造及其演化的开始。地槽—地台说使用的方法是

传统的地质学方法；研究的对象是大陆地壳，褶皱带

（或造山带）和地台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服务于

人类对各类矿产资源的需求。地槽—地台说，大大

推动了地质科学的发展，并为地球科学的进一步发

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科学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地槽—

地台说的不足之处是：研究领域限于大陆地壳，对海

洋和地球深部构造缺乏了解。因而，１９６０年代之
后，便被板块构造说所代替。

１．２　板块构造说
板块构造说发端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目前仍在

盛行。板块构造说源自对海洋的地质、地球物理调

查结果。全球海底裂谷带、海底磁异常条带、转换断

层的发现和贝尼奥夫带的确认，催生了板块构造的

出现（Ｄｉｅｔｚ，１９６１；ＶｉｎｅａｎｄＭａｔｈｅｗｓ，１９６３；Ｗｉｌｓｏｎ，
１９６５；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ａｎｄＰａｒｋｅｒ，１９６７；ＬｅＰｉｃｈｏｎ，１９６８；
Ｍｏｒｇａｎ，１９６８；Ｄｅｗｅｙ，１９６９；ＭｃＥｌｈｉｎｎｙ，１９７９）。板块
构造使用的方法，除地质学外，加上了地球物理学和

地球化学等现代科学和技术手段；研究的对象，是全

球大陆和海洋的岩石圈，即阐明全球岩石圈的组成、

结构及其演化规律；服务对象，除满足人类对矿产资

源的需求外，地球环境被提到重要位置。板块构造

说使大地构造学的研究范围从地球表层扩大到深

部，从大陆扩展到海洋，极大地推动了地球科学向更

高的层次发展（图１）。
然而，随着新的科学事实的发现，板块构造的不

足已日益显现出来：

（１）板块构造强调地球圈层最上部的岩石圈板
块的水平运动，没有重视地球系统各圈层之间的相

互作用。

（２）板块构造的动力学并不是真正的全球动力
学，而是以地幔对流假说为依托的岩石圈板块边缘

动力学， → →即大洋岩石圈俯冲 大陆边缘增生

→洋盆消失 陆陆碰撞。

（３）在大陆与大洋的相互关系上，板块构造说
是单向的大陆边缘增生或大陆边缘破坏（侵蚀）。

没有考虑到陆与洋之间的相互转化，而现今大洋中

众多大陆残块或大陆残迹的发现，证明陆与洋是可

以相互转化的。

（４）板块构造的哲学思想是均变论思想，将今
论古，用现今之大陆、大洋构造比拟地质历史上的陆

洋关系。然而，地球构造演化的旋回性和阶段性是

非常明显的。太古宙与元古宙不同，元古宙以来又

可分为哥伦比亚（Ｃｏｌｕｍｂｉａ）、罗丁尼亚（Ｒｏｄｉｎｉａ）、
冈瓦纳（Ｇｏｎｄｗａｎａ）、潘吉亚（Ｐａｎｇｅａ）以及现代陆洋
体系等各具特色的几个阶段（Ｃｏｎｓｏ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Ｙａ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Ｐｒａｔｔ，２０１３；Ｔｏｒｓｖｉｋ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任纪舜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７；Ｍｏｒｔｉｍ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
１．３　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观

在板块构造发展的同时，从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开
始，随着国际地学组织一系列全球性项目的开展，特

别是全球变化的观测研究，地球科学已开始进入地

球系统科学的新时代（陈述彭，１９９８）。全球变化研
究所说的地球系统主要是地球表层系统，即大气圈、

水圈、生物圈、岩石圈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气候—环境

变化的影响。对固体地球科学来说，除地球表层系

统外，更重要的则是固体地球各圈层———壳、幔、核

以及壳、幔、核不同层次所组成的地球系统。因此，

这里所说的地球系统是指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地

壳、地幔、地核的整个地球系统。

１９９０年，在《中国东部及邻区大陆岩石圈的构
造演化与成矿》（任纪舜等，１９９０）一书的导言中作
者曾指出：“活动带与稳定区之间的转化、大陆与大

洋的转化，都必然涉及地球内部各圈层之间的物质

运移、转化和能量交换。‘极光的最终成因是地核

内产生的磁场与太阳喷出的带电粒子流形成的太阳

风相互作用的结果。……种种迹象表明，地核还影

响着上覆地幔的温度分布，因而有可能间接控制地

球表面大范围的地质过程。因此，必须把地球，包括

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以及地球内部各圈层

作为一个整体，用时空四维的、流动的观点进行研

究。……必须高度重视地球各圈层之间的相互作

用，高度重视壳幔结构和组成的不均匀性。”

之后，在“从全球看中国大地构造”（任纪舜等，

１９９９）一文的导言再次指出：“地球各圈层间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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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世界大地构造图（缩微图，原图比例尺１∶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ＬｅｏｎｏｖａｎｄＫｈａｉｎ，１９８４）
Ｆｉｇ．１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ｕｍｂｎａｉｌ，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１∶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ＬｅｏｎｏｖａｎｄＫｈａｉｎ，１９８４）

说明：该图是世界地质图委员会（ＣＧＭＷ）构造图委员会主席哈因和秘书长列昂诺夫主编的迄今为止全球最详细的大地构造图，原图为１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ＫｈａｉｎａｎｄＬｅｏｎｏｖ，１９８２）和１∶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ＬｅｏｎｏｖａｎｄＫｈａｉｎ，１９８４），图１为后者之缩微图。图上表示了大陆上的地台、造
山带和盆地，大洋中的洋脊系统和转换断层以及根据磁异常条带解读的洋底年代

Ｎｏｔｅ：Ｔｈｉｓｍａｐｗａｓｃｏｍｐｉｌｅｄｂｙ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Ｖ．Ｅ．Ｋｈａｉｎａｎｄ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Ｙｕ．Ｇ．Ｌｅｏｎｏｖ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ａｐｏｆ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ＣＧＭＷ）ａｎｄｉｔ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ａｎｄｂａｓｉｎｓｏｎ
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ｒｉｄ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ｇｅｓｏｆｏｃｅａｎｆｌｏｏ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ａｎｄｓｗｅｒｅｓｈｏｗｎｏｎｔｈｅ
ｍａｐ

作用是改变地球面貌的基本因素，在地球动力学研

究中，我们是从地球系统科学的观点，从地球整体着

眼，强调从全球动力学角度研究大地构造的演化过

程，不仅考虑地球本身的各种因素，而且考虑宇宙因

素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天地合一的地球动力

观。”图２是据重力资料勾画的地球大地水准面的
（夸大）图像，亚洲大陆轮廓和西太平洋沟弧盆体系

在图上清晰可见。从图２ａ可以看出，大西洋半球是

整体膨胀、拉伸，太平洋半球整体收缩、挤压；图２ｂ
则显示了南半球的膨胀、拉伸和北半球的收缩、挤

压。很显然，这种收缩与膨胀并不仅仅是地球表层

岩石圈而是地球整体。

这里，我们已试图在理论思维上跨越板块构造，

使大地构造学进入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研究的新阶

段。

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的核心是地球本身的圈层

５３１１第 ５期 任纪舜等：从地槽—地台说、板块构造说到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观



图２地球大地水准面（马宗晋院士提供）
Ｆｉｇ．２Ｇｅｏｉｄ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Ｐｒｏｆ．ＭＡＺｏｎｇｊｉｎ）

系统。由于地球是太阳系的一员，太阳系是银河系

的一员，银河系又是更浩瀚的宇宙系统的一个组成

图３地球系统（ａ）、太阳系（ｂ）、银河系（ｃ）示意图
Ｆｉｇ．３Ｅａｒｔｈ（ａ），Ｓｏｌａｒ（ｂ）ａｎｄＧａｌａｃｔｉｃ（ｃ）ｓｙｓｔｅｍｓ

部分，它们无疑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巨系统（图３）。

这样，在研究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时，我们就不得不

考虑宇宙天体对地球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

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在动力学上，不仅仅是地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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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岩石圈板块动力学，而是全球整体动力学，以至

天地合一的动力学。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在哲学上

是以非均变、非线性、渐变与突变相结合的旋回演化

论思想，分阶段研究地球构造。

图４中国及邻区地貌图（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ｇｄｃ．ｎｏａａ．ｇｏｖ／ｍｇｇ／ｇｌｏｂ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ｈｔｍｌ）
Ｆｉｇ．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ａｐ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ｇｄｃ．ｎｏａａ．ｇｏｖ／ｍｇｇ／ｇｌｏｂ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ｈｔｍｌ）

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使用的方法将更现代化，

包括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以及一切探测地

球深部和外层空间的方法、手段；研究的对象，已不

仅仅是地球表层的地壳或岩石圈，而是地球整体，地

球各圈层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地球上大型构造的制

约；服务的对象，将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地球，以使人

类与自然更好地和谐相处。

１．４　用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观研究中国大地构造
的切入点

　　中—新生代是亚洲大陆最终形成的时期，是中

国及邻区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活动最剧烈的时期，

也是中国及邻区最重要的矿产形成和自然环境巨变

时期（任纪舜等，１９８０，１９９０，１９９９，２０１７），因此，以
此为切入点，研究地球多圈层构造，不但必要，而且

可行，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晚侏罗世到早白垩世，是中国东部及邻区中生

代造山作用的顶峰时期。在中国东部及邻区形成与

原来近东西向构造带大角度交切的北东—北北东向

展布的构造带———亚洲东缘中生代造山系和中国东

部滨太平洋陆缘活化带，两者共同组成亚洲东部宏

伟的山脉—高原系统，其范围包括贝加尔湖—鄂尔

多斯盆地—四川盆地以东的所有地区。当时中国的

地貌景观正好与现今相反。现今之中国是西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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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西部地壳厚，有高耸入云的山脉、高原；东部地壳

薄，多为低山、丘陵和平原（图４）。侏罗纪晚期—白
垩纪初期，则相反，东高西低，东部地壳厚，有巍峨的

中生代山系和高原；西部地壳薄，为特提斯海及其边

缘的低山、丘陵和盆地。白垩纪晚期以来，随着印度

洋的形成，特提斯的封闭，印度冈瓦纳与亚洲大陆沿

雅鲁藏布江带强烈碰撞，形成喜马拉雅造山带、青藏

高原以及中国西部和中亚的新生代复活山系和盆地

系统，包括帕米尔、昆仑山、祁连山、秦岭、天山以及

与之相伴的柴达木、塔里木、吐鲁番、准噶尔等盆地

系统（任纪舜等，１９８０，１９９０，１９９９，２０１７）。因此，我
们建议深入研究中国东部晚中生代以来地壳由厚变

薄，地形由高变低，中国西部地壳由薄变厚，地形由

低变高的深部过程，即地球各圈层之间的作用过程，

从深层与浅层构造的结合上，探讨中国中—新生代

的构造演化过程。现今之南中国海，古生代时是一

个前寒武纪地台，中生代时是中国东部滨太平洋陆

缘活化带的一部分，新生代才形成今日之南海海盆。

因此，它将是研究陆洋转化的理想地区之一（任纪

舜等，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２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大地构造理论发展概括

为三个阶段：地槽—地台说，主要研究大陆地壳构

造；板块构造说，主要研究全球大陆和海洋的岩石圈

构造；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观，研究地球整体多圈层

构造。这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人们视野

的扩大，大地构造理论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这里，

既有继承，更有创新，从而使我们对人类居住的行星

地球的组成、结构和演化的理性认识逐步全面和深

入。

我们相信，２１世纪必将是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
观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时代。由于历史和社会发

展等方面的原因，地槽—地台说和板块构造说的基

本理论，均源自大西洋半球学者的研究成果。进入

２１世纪，在新一轮大地构造理论的创新研究中，身
处太平洋半球的中国学者应该发挥其区位优势，立

足实际，抓住特色，在构建新的大地构造理论体系的

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总是跟着西方学者的

脚印走，永远走不到世界前列！

新一轮大地构造理论创新涉及地球科学的各个

领域，需要地球物理学和地球化学发挥更大作用，更

需要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等多学科、多种

手段高水平密切结合、协同创新。我国正在准备实

施深空、深海、深地探测计划，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地

学工作者将有可能在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观研究中

发挥其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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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学会第１６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金、银锤奖）揭晓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０日，中国地质学会召开第 １６届青年地
质科技奖（金、银锤奖）终评会议，评选产生了第１６届青年地
质科技奖（金、银锤奖）获奖者。会议决定授予１０位青年地
质学家“第１６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金锤奖”荣誉称号，授
予４０位青年地质学家“第 １６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
奖”荣誉称号（名单见后）。

此次评审经申报、推荐、形式审查、公示、初评、终评等严

格的评选程序，从全国地勘行业推荐的２９２名候选人中评选
产生５０名获奖者，他们是我国地质科技和地质找矿战线中
的杰出青年代表。望各位获奖者再接再厉，为我国地质事业

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地质学会第１６届青年地质科技奖获奖者（按姓名拼音字母排序）
姓名 推荐单位 工作单位

金锤奖

曹淑云 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匡增桂 海洋地质专业委员会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李采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国地质科学院

刘守强 矿山水防治专业委员会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瞿建华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苏本勋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杨光亮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贵州地质勘查院

张会琼 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 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

张军进 山东省地质学会 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

赵存良 河北省地质学会 河北工程大学

银锤奖

陈焕元 浙江省地质学会 浙江省第九地质大队／浙江省核工业二六二大队
陈科 非常规油气地质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

程建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学会 石河子大学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高明波 山东省地质学会 山东省第一地质矿产勘查院

高志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胡高伟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胡兴优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一地质勘查院

黄河 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勘查协会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西北地质勘查院

黄澎涛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中煤地质工程总公司

康继祖 青海省地质学会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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