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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近十年来全球构造学和构造地质学的重要进展进行了简要评述’H)年前建立的全球构造理论改变了人们对地球

及其演化的认识’作为固体地球统一理论的板块构造主要涉及刚性板块边界之间的变形&地震活动和火山作用’至今还没

有完整理论阐明板块运动的驱动力和地幔对流机制’板块边界和板内变形等许多问题仍然无法回答’大陆岩石圈和大洋岩

石圈在成分&厚度和力学强度方面有明显的差别$因此现有板块构造不完全适合于大陆构造’大陆地壳和地幔流变学的综

合研究是认识大陆构造和超越板块构造的最佳途径’流变学是大陆造山带几何学和动力学的桥梁’大陆岩石圈对构造作

用&重力作用和热作用的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流变强度’岩石圈流变性质是岩石圈分层和塑性流动的主导因素’大
量透入性变形和巨型大陆造山带内部构造显示非刚性特征’大陆构造和力学行为主要由地壳强度而不是地幔强度所控制’
从大陆岩石圈多层性和力学强度不均匀性表征看$现在是抛弃传统’三明治(构造模式的时候了’面对地球系统科学和地球

动力学新思维发展趋势$多学科综合研究大陆构造"造山带#和加速高水平构造地质学人才的培养是我国构造地质学发展

的最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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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上的地球科学已从原来固体地球科学

占压倒优势发展到地质$海洋和大气三足鼎立新局

面’地球系统科学穿越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世

纪地球科学面临的最大可能突破是在地球系统变化

的理论%汪品先&!))!’’在!)世纪?)年代中期&美
国第四纪地质学家Z’Y’Z&35/曾经将+"世纪的达

尔文生物进化论$!)世纪I)"#)年代出现的海底

扩张"板块构造学说以及预测%!+世纪’将会出现

的气候变迁理论&统称为地球动力学H个方面的科

学!即(生物圈动力学)%/04%.=%8G=5-C32<%8/04T3%B
<R04.4’$(岩石圈动力学)%/04%.=%8G=5-C32<%8/04
&3/0%<R04.4’和(大气动力学)理论%/04%.=%8G=5-C32<
%8/04-/C%<R04.4’%孙成权和曲速升&!))!’’从这种

意义上来看&地球系统科学已成为地球科学发展的

必然之路’最近由美国基金委地球科学部%!))!’主

持研讨会所汇集的白皮书(构造地质学和大地构造

学的新起点"""(4UL4R-./7.4<351/.72/7.-&>4B
%&%F=-5GS42/%532<)%郭安林和张国伟译&!))*’和
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P>:’%!))!’出版的*全球板

块动力学历史+专著%Y320-.G<0’#&’&!)))’&分别对

板块构造学说H)年来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并
提出了构造地质学和大地构造学%1>[S’未来发展

的新方向’本文在学习上述!个材料的基础上&结合

我国构造地质学目前现状和发展方向&提出一些讨

论性意见’

+!最近十年来全球构造学和构造地质

学研究的一些重要进展

%+’全球和洋壳俯冲带地震HAL层析图像与

地幔热结构和化学成分所反映的地震波速度变化特

征&揭示了俯冲板块可以延伸到地幔底部和巨型地

幔柱%低速体’的存在&这些地球内部深部构造的重

大成果&既不是板块构造理论所能预测到的&也不是

计算机热模拟结果%$-5G4.X3&</0’#&’&+""+&
+""?’’

%!’全球超高压变质岩的发现为大陆碰撞造山

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具有超高压指示意义的矿

物%柯石英$金刚石$原生菱镁矿$钛A斜硅镁石$!A
JTQ型金红石等’和超高压矿物出溶体为窥测大陆

深俯冲板块深度提供了重要的示踪标志%\70’#&’&
+""!#>.4450’#&’&!)))#XU-5F0’#&’&!)))#N07
-5GQF-<-U-.-&!))!#90%R35&!))H#N0-%0’#&’&
!))*’’

%H’拆沉和底侵作用在大陆地壳增生$岩石圈厚

度$结 构 和 壳A幔 交 换 所 起 的 作 用 已 倍 受 关 注’
%]-=-5G]-=&+""H#金 振 民 和 高 山&+""##K4.B
532W40’#&’&+""##14T4.0’#&’&+""##高山和金振

民&+""?#N0%7-5G 3̂&!)))’’
%*’地壳深熔和地幔部分熔融作用对大陆碰撞

带和大陆高原地壳增厚和隆升有重要影响’少量熔

体使岩石体积增大和孔隙压力降低&从而使岩石有

效强度 减 弱 和 粘 度 降 低%]%0&</4G/-5GN3CC4.B
C-5&+""##杨 晓 松 和 金 振 民&+"""#Y%<45T4.F<&
!))+’’

%I’地球流变学$岩石圈流变和岩石流变学是研

究全球构造和区域地质构造几何学和动力学之间的

纽带%]-.-/%-5GK7&+""H#_7.F-5GZ%.G&+""?#

6-2W<%5&!))!&!))!’’
%#’地震波各向异性与变形矿物优选方位关系

是大陆岩石圈动力学和大陆碰撞造山带研究的新方

向&是探测地球深部物质性质$结构和变形状态的

(指示器)和(地震化石)%<43<C328%<<3&’&被称为构

造地质学和地震学之间的桥梁%Y3T4&+""!#V2(-B
C-.-&+""*#金淑燕&+""?#13&;4.-5G90-5&+""@’’

%?’岩石圈应变局部化%</.-35&%2-&3D-/3%5’和应

变弱化%</.-35U4-W4535F’是导致全球板块构造边

界和大陆构造流变分层的主因%$3<<4.<-5GL.7.=&
+""I#L.7.=-5G$3<<4.<&+""##]%0&</4G/-5GN3CB
C4.C-5&+""##J3&3-5GY32-.G&+""?’’

%@’流体$熔体和名义上无水矿物对岩石圈地幔

流变强度和岩石物理性质有重要约束作用%(4UB
/%5&+"@"#P0.45<&+"@"#_4&&-5GY%<<C-5&+""!#

_-3-5G]%0&</4G/&+""!#S0%C<%5&+""!#夏群科

等&+"""#N0-5F0’#&’&!))+’’近十年来研究表明&
大洋俯冲带和大陆俯冲带中的流体%特别是名义上

无水矿物中的结构水!5%C35-&&=-50=G.%7<C354.B
-&<&简称(PV1’对壳A幔交换作用$岩浆形成$岩

石圈流变强度$岩石物理性质和深源地震有着重要

影响’最近N0-5F0’#&’%!))*’通过榴辉岩高温高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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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表明"在缺少含水相矿物条件下"榴辉岩中绿辉

石和石榴石中晶格缺陷含有大量结构水#QX$’这

些构造水在一定的高温高压条件下产生动力学不稳

定性而在矿物颗粒边界析出并形成微量熔体"从而

导致岩石有效应力的下降并诱发高压条件下脆性破

裂"这可以解释洋壳俯冲带中等深度地震活动新的

成因’这种断裂机制的另一方面潜在重要性在于揭

示了岩石高压失稳只需要极少量低粘度流体的参与

#含量少于+‘$"从而说明大洋和大陆俯冲带以及

岩石圈中少量的(PV1的脱水对地球动力学过程

演化 有 着 十 分 重 要 的 影 响"应 当 值 得 充 分 重 视

#N0-5F0’#&’"!))+"!))*$’
#"$背散射法#,_1L$新技术在构造地质学中的

应用使超细粒构造岩的优选方位和组构研究产生根

本性革命#_-<2%70’#&’"!))+%J.3%.0’#&’"+""""
!)))$’

#+)$可视性三维岩石高温高压变形实验和大变

形扭转实验"为真实模拟天然岩石大变形开辟了新

途径’

!!超越板块构造!!!大陆流变学和造

山带

!)世纪诞生的板块构造理论为统一全球构造

格局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从经历了H)年的地球科

学实践来看"板块构造基本上还是一种运动学理论"
它主要描绘了地球表面水平运动的主要特征"而没

有确定驱动或承受板块运动的力源’板块构造革命

之后的H)年"地球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和地球化学

家已经注意到板块构造的动力学和地幔对流问题’
例如"大量火山热点#夏威夷&冰岛和黄石公园$"并
不是与板块构造理论所确定的边界一致"而主要来

自地幔深部底辟柱’虽然在太阳系中"板块构造是地

球所特有的构造"然而"与地幔柱有关的火山作用几

乎也出现在金星&火星和月亮上’因此"至今为止还

没有一种对流理论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地幔热柱与板

块运动的关系’大洋岩石圈与大陆岩石圈物质组成&
厚度和流变学强度有明显差异"因此大陆构造的多

样性&复杂性和分层性是板块构造理论难以解释的’
事实上大陆地质构造不可能完全符合板块构造已有

的模式’因此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构造

地质部 分$白 皮 书 提 出 了 超 越 板 块 构 造#T4=%5G

R&-/4/42/%532<$"把流变学研究作为大陆地质学和

大陆造山带研究的新起点’
流变学#.04%&%F=$是物理学的分支"是研究物

体变形和流动规律的交叉学科’岩石#或岩石圈$流

变学是以位错理论为基础"以高温高压实验为技术

手段"研究地球物质在不同物理化学环境中#温度&
压力&差异应力&流体和水$变形和流动的科学’流变

学是研究大陆构造的重要理论基础"是研究大陆构

造几何学"运动学和动力学的桥梁’大陆岩石圈对构

造作用&重力作用和热作用的响应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其流变性质"因此流变性质是控制大陆岩石圈

分层和塑性流动的主导因素之一"也是探索大陆动

力学的基础’近!)年以来"地质学家们将流变学理

论应用于岩石圈和大陆造山带研究"已取得了丰富

的成果’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流变学为大陆造山带动

力学研究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流变学的约束需要

细致的野外观察和力学模拟"两者完美的结合可以

把天然岩石变形和活动构造区域作为天然实验室’
高温高压流变学实验是人类直接模拟和再现地球内

部结构和物质运动的一面’镜子(’
岩石流变学实验研究不仅可以建立岩石的流变

本构#状态$方程)
@"AB*4aR#CD+EF$#1"

式中)@"为应变速率%B为物质结构常数%D为活化

能%E为气体常数%F 为绝对温 度%#为 差 异 应 力

##+A#H$%1为应力指数’流变学实验还可以获得!
个方面重要信息)#+$为解释天然变形岩石微观和宏

观构造提供比较信息%#!$获得岩石在不同物理化学

环境下构造热动力演化信息"从而为建立大陆动力

学模型提供力学方面约束条件’
大陆岩石圈流变分层性为分析地震震源分布和

有效弹性厚度相关问题指明了新的研究途径’最近

大陆地震震源分布和重力异常研究成果#V-FF30’
#&’"!)))-"!)))T%6-2W<%5"!))!"!))*$向这种传统

的大陆岩石圈’三明治(模式的强度轮廓提出了挑

战’大部分大陆地震活动都集中在上地壳#!)WC左

右$"如加利福尼亚&爱琴海&青藏高原和扎格罗斯%
而在另一些地区"包括东非&中国天山&印度地盾和

贝加尔湖附近"下地壳地震活动则比较显著#V-FF3
0’#&’"!)))T$’虽然现在或过去在俯冲过程中大陆

地幔中约+))WC深度确实也发生过地震"但这些地

震可能位于大洋而非大陆岩石圈中#V-FF30’#&’"
!)))-$’从以上研究进展我们可以获得以下!点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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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大陆岩石圈不只有一个发震层#<43<C%F4532
&-=4.$%#!$大陆地幔地震的成因机制仍然还不清

楚’
流变学理论强调了大陆地壳和地幔的成分与力

学强度不均匀性%流体#水&熔体$和名义上无水矿物

对大陆岩石圈强度影响的重要性%地幔回流#C-5/&4
.4/7.58&%U$是大陆岩石圈会聚边界变形#局部应变

化剪切带$和大陆地壳加厚’造山带楔状体形成的主

因%下地壳和地幔强度的差异耦合或非耦合关系与

大陆变形的复杂变形图像息息相关%弱下地壳和富

含流体下地壳观点也倍受人关注’水或熔体的存在

对岩石圈力学强度变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同样

的岩石类型由于其本身含水量不同#(干)或(湿)岩

石$’不仅可以改变_=4.&4434<摩擦强度’同时对下

地壳和上地幔流变强度和热活能有重要制约作用

#6-2W<%5’!))!$#图+$’

图+!水对岩石圈力学强度的影响#6-2W<%5’!))!$

Z3F’+ ,8842/%8U-/4.%5C420-532-&</.45F/0%8&3/0%<R04.4

6%2W<%5#!))!$在研究大陆岩石圈强度时指出’
现在是放弃大陆岩石圈(果酱"三明治)#/0464&&=
1-5GU320$模式的时候了’应当以板状流变强度或

板状粘性强度和流体地幔流动模式#8&73GC-5/&4
8&%UC%G4&$替代以刚性岩石圈为主体的板块构造

理论在大陆构造中的应用’因此’在制订振兴我国构

造地质学发展战略时’国外最近发展动态是值得密

切关注的’

H!我国构造地质学要做些什么？

针对地球科学目前发展的趋势’笔者对我国构

造地质学发展和人才培养提出以下*方面的建议’
以供同行参考’

#+$首先我们还是应当解放思想’改变观念’我
国的构造地质学研究要有开放意识’要自己主动地

打开大门’向相邻学科学习’把相邻学科知识引进

来’实现综合研究的突破’提倡全球构造视野&学科

交叉和渗透融合#35/4.G3<23R&35-.=’35/.-BG3<23R&35-B
.=’C7&/3BG3<23R&35-.=$’要以全球板块构造理论和

地球物质垂向运动和侧面对流的地幔柱理论为新思

维’以地球动力学过程和地球系统科学为主线来构

建科学研究方向和教学课程改革的框架’以动态生

动思维新思路来代替传统方式和局限于区域性的研

究方法#金振民’!))+$’
#!$加速构造地质学和大地构造学的优秀和杰

出人才的培养’培养高水平构造地质学人才是我国

构造地质学面临的十分迫切的任务’我国地学界曾

经造就了一批杰出构造地质学家’如李四光&黄汲

清&张文佑&陈国达&张柏声&李春昱&马杏垣&郭令智

等’然而目前构造地质学年轻杰出人才廖廖无几’据
!))H年统计’迄今为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

学部评选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位人才中

仅有H人属于构造地质学学科’相对其他地质学科

#地球化学&岩石矿物学&地层古物学&地球物理学&
地理学等$’构造地质学年轻杰出人才的数量有明显

差距#图!$’
这种状况与!+世纪地球系统科学和地球动力

学研究发展的总趋势是很不适应的’因此’构造地质

学的发展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研究地球系统各层圈之

间的动力学联系和地球系统形成&发展和演化规律%
另一方面要切实加速高水平构造地质学人才的培

养’构造地质学人才的培养首先应当从地球科学本

科生和研究生培养着手!

#地球科学本科生培养应当优先#R.3%.3/=$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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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地球科学部各学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人才分布

Z3F’! Q7/</-5G35F/-&45/<%85-/3%5-&<234524=%75F8%75B
G-/3%5

$’地球物理"%’土壤#环境#地貌"&’岩石$矿物$矿床学"’’大气

物理科学"(’地球化学")’地理学"*’海洋学"+’沉积#古生物"

,’水文#工程地质"-’构造地质学

虑%培养学生会认真收集野外或实验原始资料和数

据"学会怎样进行实验数据的处理&分析$解释和假

说’"学会怎样应用综合的方法和手段整合和研究复

杂问题&原则意识’"预测结果和理解复杂系统的动

力学关系"认识数据和模式处理过程中不确定性和

多解性’通过学生自己的探索实验&或野外实践’$假
说验证$分析和推测(学会如何思考问题和初步从事

科学研究’批评式的思考能力&2.3/32-&B/035W35F’和

解决问题&R.%T&4CB<%&;35F’能力是决定一个学生下

一步在研究生阶段学习是否成功的关键和基本科研

素质’鼓励研究生和年轻学者敢于思考(敢于冲击旧

的传统观点(敢于提出问题’在地球科学研究中提出

令人费解的问题和新见解是新观点和新理论产生的

前提和萌芽’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进

化(+"H@’对科学研究中敢于提出问题的重要性做过

如下精辟论述%)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

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

验上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

度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从而标志着科

学的进步*’
.构造地质学研究生培养优先考虑的问题%要

超越本学科范围内的学习&如构造地质学$大地构造

学$地球物理学’(要求具备更高层次的定量研究问

题的技能&提倡进一步选修一些微分方程$线性代

数$热动力学$连续介质力学$反演理论$数值分析$
空间统计分析$高温高压实验技术等’’加强构造地

质学教学和科学研究要突出以下H点%强调微分几

何学在分析地质构造中的作用"要把连续介质力学

和流变学作为构造地质学和大地构造力学模型构建

基础和动力学过程研究所必需的基本科学"要接受

严密的方法学训练(并把它运用于整个定量研究的

全过程"要获得为国内外同行所认可的高质量数据’
&H’建议组织有关单位和人员制订!+世纪初期

我国构造地质学和大地构造学发展战略计划’
&*’在充分重视野外地质观察和调查基础上(要

高度重视严密的定量构造地质学$实验构造学$数值

模拟构造学和高温高压实验学"要提倡构造地质学

原创性研究和野外实践成果的理论升华和有全球影

响的理论模型的提炼’
致谢!在构造地质学人才培养方面"笔者与西北

大学张国伟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

马福臣教授和柴育成教授进行了多次有益讨论"他
们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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