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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共轭大陆边缘地壳结构及其类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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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分析南海共轭大陆边缘的地壳结构'在收集南海地区多次海底地震仪探测(海陆地震联测以及重(磁探测等成果资

料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了南海北部陆缘
!

条由东向西横贯海陆的深部地壳结构剖面图'并以中地壳低速层和下地壳高速体的

分布特征为基础'推测滨海断裂带可能为华南正常陆壳与南海减薄陆壳的分界断裂&以地壳减薄程度和下地壳高速层的尖灭

为标志'圈定了洋陆壳转换带'发现南海北部陆缘从东到西地壳拉张减薄的程度和模式具有较大差异性
'

然后以南沙地块水

深(磁力和重力异常数据为基础'揭示了礼乐滩洋陆壳转换带表现为水深(磁力和重力异常变化的陡峭梯度带'莫霍面深度从

礼乐滩的
"

)MDQ

急剧抬升至洋盆区的
"

++DQ

&礼乐滩以西的洋陆壳转换带从东到西逐渐变得平缓&南沙海槽两侧的水深和

重力异常具有对称性'为)

;

*形结构&并将水深(莫霍面和重力急剧变化的梯度带拟定为南沙地块洋陆壳转换带的分界标志
'

最后构建了穿越南海共轭陆缘的地壳结构剖面'并将其划分为减薄陆壳(洋陆壳转换带(洋壳及拉张裂谷等类型
'

关键词!南海&共轭大陆边缘&构造地质&洋陆壳转换带&海洋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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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是西太平洋最大的边缘海'受欧亚板块(太

平洋板块和印度
P

澳大利亚板块复杂动力学作用的

影响'经历了多期复杂的地壳构造演化运动'引起了

丰富多彩的地质构造现象'形成了陆壳(过渡地壳和

洋壳等多种构造单元并存的局面
'

南海南(北两侧大

陆边缘'是由新生代南海海盆海底扩张形成的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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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轭张裂型大陆边缘
'

磁测数据显示'南海张裂期间

华南地块在新生代相对于欧亚大陆未发生明显的位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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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6A 5̂==5

'

+,,!

&孙珍等'

)**,

&佟殿君等'

)**,

%'华南地块向南海延伸的陆缘发生了裂解'由

北向南发育了
!

条北东
P

南西走向的断陷带$

G1%8

%,(2'

'

+,,#

%&南海南部边缘发育了一系列北东向

的新生代盆地'如南薇盆地(礼乐盆地和安渡盆地

$姚伯初等'

)**M

%

'

南沙地块与婆罗洲地块之间为南

沙海槽'海槽南侧新生代以来发育了一条向西北仰

冲的逆掩推覆体'地壳被压下沉'推测是古南海洋壳

向婆罗洲俯冲造成的$

O.X5[/%5D.6A\.6

'

+,,!

&

O803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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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南(北共轭大陆边缘的深部地壳结构及构

造特征包含着南海形成演化过程的重要信息'是探

讨南海形成演化骨架及深部动力学的重要基础'也

是国内外地球科学家关注的热点
'

由于南海地区缺

乏天然地震资料'因此在众多的深部地壳结构研究

方法中'人工深地震探测以高分辨率(应用广泛的优

势始终占据着南海深部地壳结构研究的主导地位
'

图
+

!

南海共轭陆缘深地震探测测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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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实线为海底地震仪探测测线$

V̂ 2

(

V̂ O

%&灰实线为海陆地震联

测测线$

VV2

%&黑色点线为双船扩展剖面$

-2R

%

过去几十年南海海域的研究经历了声纳浮标探测(

双船扩展剖面$

-2R

%及先进的海底地震仪$

V̂ 2

%探

测
!

个阶段$丘学林等'

)**!

%'获得多条深地震探测

剖面$图
+

%$姚伯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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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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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振利等'

)**N

&阮爱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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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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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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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探测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

识别出了华南滨海断裂带$赵明辉等'

)**M

&徐辉龙

等'

)**"

&

H4.%,(2'

'

)*+*

%'推测出了琼南缝合带的

存在$姚伯初等'

+,,M

%'确认了潮汕坳陷巨厚的中生

代地层$阮爱国等'

)**,

%'还识别出了高速层$

(4=I

=5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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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层$赵明辉等'

)**M

%

等具有特殊构造意义的速度异常层'极大地丰富了

南海共轭大陆边缘深部地壳结构的认识
'

为了系统地对南海共轭大陆边缘的地壳结构进

行对比分析研究'在深部地震探测获得的成果资料

以及水深(磁力和重力异常数据的基础上'本文构建

了南海北部陆缘由东到西
!

条贯穿海陆的水深(磁

力和重力异常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剖面图'以及多条

贯穿南(北陆缘的水深(磁力和重力异常剖面'并以

此为基础分析了南海共轭大陆边缘洋陆壳转换带特

征及地壳结构类型
'

+

!

南海北部陆缘地壳结构

南海北部陆缘发生过大规模的地壳拉张(减薄

作用'是拉张型或离散型边缘'发育了一系列
(-

走

向的阶梯状正断层和张性盆地
'

从晚白垩世到新生

代'南海北部陆缘在伸展背景下发生整个岩石圈拉

伸(减薄和裂陷'地壳厚度逐渐减薄直到出现洋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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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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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南海北部陆缘海陆

地震联测$赵明辉等'

)**M

&

H4.%,(2'

'

)*+*

%(海底

地震仪探测$

L48%,(2'

'

)**+

&

J.6%,(2'

'

)**+

&

K.6

U

%,(2'

'

)**"

%以及全球水深(磁力和重力异常

等数据资料'在南海北部大陆边缘构建了从东到西

穿越海陆的水深(磁力和重力异常及其地壳结构剖

面图$图
)

%

'

结果显示'南海北部大陆边缘地壳结构

从陆到海(从西到东均有较大差异'非均质性强烈'

莫霍面深度逐渐减小'属于典型的拉张型地壳结构
'

:;:

!

东部剖面

基于
)**+

年海底地震仪探测和海陆地震联测的

成果资料$赵明辉等'

)**M

&

K.6

U

%,(2'

'

)**"

%'构建

了南海北部大陆边缘东部由陆到海的地壳结构剖面

$图
).

'

)[

%

'

该剖面显示'莫霍面深度从陆区约
!*DQ

向海区逐渐减薄至
+"DQ

左右'且在陆架及陆坡处减

N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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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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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部陆缘从东到西
!

条贯穿海陆的水深(磁力和重

力异常及地壳结构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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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剖面对应的位置如图
M

所示&图
).

'

)3

'

)5

中黑色点线和黑色坐标

为水深'红色虚线和红色坐标为磁力异常'绿色线和绿色坐标为自由空

间重力异常&图
)[

'

)A

中的虚线为滨海断裂带

薄程度最强烈'对应位置的水深急剧增加'存在陡峭

的重力异常和磁力异常梯度带'在海盆处基本趋于平

缓&在海陆过渡地区探测到一个上下连续的低速破碎

带'其对应着负磁异常带和重力高带'走向为
(--

'

推断为滨海断裂带'以此断裂带为基准'向海方向沉

积层逐渐发育'且存在
+

个
!

"

#DQ

厚的下地壳高速

层'该高速层在靠近洋盆处逐渐尖灭'对应的重力异

常和磁力异常起伏较为强烈&而往陆地方向基本无沉

积层发育'同时华南沿海地区普遍发育的中地壳低速

层在该断裂带向海方向逐渐尖灭
'

:;<

!

中部剖面

根据
)**M

年南海北部海陆地震联测和
+,,!

年

海上
V̂ 2

探测所获得的结构资料$

J.6%,(2'

'

)**+

&

H4.%,(2'

'

)*+*

%'构建了南海北部大陆边缘

中部从陆地到海洋的地壳结构剖面图$图
)3

'

)A

%

'

从中发现莫霍面深度从海陆过渡带至洋盆处减薄较

为强烈'陆上的
),DQ

减薄至洋壳处的
+!DQ

左右'

属于典型的拉张型地壳结构特征
'

在海陆过渡区发

现滨海断裂带的存在'对应着重(磁异常陡峭梯度

带'以该断裂带为界向海沉积层较为发育'而向陆仅

有少量发育
'

中地壳低速层在华南大陆较为发育'其

速度为
#'#

"

"'*DQ

#

=

'厚度为
!

"

"DQ

'该低速层

在滨海断裂带处逐渐尖灭
'

而滨海断裂带向海地区

逐渐开始发育有下地壳高速层'其速度值为
B'+

"

B'!DQ

左右'厚度为
#

"

NDQ

'比东部剖面的下地

壳高速层明显要厚'但对应的重力异常和磁力异常

的起伏要明显弱于东北剖面'该高速层向海尖灭点

对应陡峭的重力异常梯度带
'

:;=

!

西部剖面

根据雷琼坳陷深地震探测及西沙海槽
V̂ O

探

测结果$

L48%,(2'

'

)**+

&嘉世旭等'

)**"

%'构建了

南海北部大陆边缘西部从陆到海的地壳结构剖面

$图
)5

'

)9

%

'

从中发现雷琼地区的莫霍面深度比中(

东部的华南沿海地区要稍浅一些'只有
)#DQ

左右'

但变化较为平缓'反映地壳已被拉伸
'

该剖面陆上地

区没有发现中地壳低速层'反而在中地壳有些高速

异常体出现'在下地壳却有低速异常结构显示'表明

雷琼陆上地区的地壳结构比中(东部华南沿海地区

要复杂
'

在西沙海槽海区地壳拉张具有明显的对称

结构'在海槽中部莫霍面深度仅有
+#DQ

左右'水深

超过
)***Q

'强负重力异常和高正磁异常'其南北

两侧水深(磁力和重力异常以及莫霍面深度具有对

称性'为典型裂谷特征
'

雷琼地区和西沙海槽两侧的

莫霍面深度一致'地壳结构也较为相似'推测西沙地

块在裂谷拉张形成之前与华南大陆属于同一块体
'

从以上
!

条剖面的分析结果可知'南海北部陆

缘的中(东部均探测到了海陆过渡地区的滨海断裂

带'且以该断裂带为界'其陆侧发育的中地壳低速层

向该断裂带逐渐尖灭'而海侧发育的下地壳高速体

从该断裂带开始逐渐发育&同时该断裂带陆侧的莫

霍面深度在
!*DQ

左右'表现为华南正常陆壳属性'

而该断裂带向海地壳逐渐减薄'为拉张型大陆地壳

属性'因此'推测滨海断裂带可能为正常陆壳与减薄

陆壳的分界断裂
'

而南海北部陆缘西部剖面由于缺

乏海陆地震联测'对于其滨海断裂带是否存在这一

问题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从地壳结构的变化特征

和中地壳低速层(下地壳高速体的缺失可以推测出

,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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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南海南(北陆缘水深(磁力和重力异常剖面

_4

U

'! 25304%6=%9Z.05/A5

@

01

'

U

/.<40

>

.6AQ.

U

6504=Q.6%Q.&45=460153%6

Y

8

U

.05AQ./

U

46%92:2

图中黑色箭头所示为推测的洋陆壳转折点&图中黑线和黑色坐标值代表水深'红线和红色坐标值代表磁异常'绿线和绿色坐标值为自由空间重

力异常&在右下脚插图中从东到西依次为
]+P]+!

西部地壳结构与中(东部存在很大差异
'

南海北部陆

缘深地震探测到的地壳拉张减薄特征与水深(磁力

和重力异常的变化特征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莫霍面

急剧抬升的转折区正好对应于水深(磁力和重力异

常剖面的陡峭梯度带'尤其是西沙海槽地壳减薄的

对称性特征在对应的水深(磁力和重力异常剖面上

也极为相似&另外'在中(东部剖面上的下地壳高速

体对应的磁异常变化较为平缓'且仅在零值附近波

动'表现为磁静区特征'将地壳急剧减薄的转折点定

义为减薄陆壳与洋陆壳转换带的分界标志'而下地

壳高速体尖灭点定义为洋陆壳转换带与洋壳的分界

标志'那么对应的磁静区即为洋陆壳转换带
'

)

!

南海南部陆缘地壳结构

南海南部陆缘的主体南沙地块是一个具有前中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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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M

!

南海水深地形与莫霍面深度分布
$莫霍面深度据苏达权

等'

)**M

修改%

_4

U

'M 4̀=0/4[804%6%9Z.05/A5

@

01.6AQ%1%460152:2

彩色为水深图&等值线为莫霍面深度图$

Q

%

生代基底(中生代和新生代海相沉积盖层的小型岩

石圈板块$刘海龄等'

+,,N

%'自晚白垩世以来'在伸

展(裂离和扩张构造体制下'郑和
P

礼乐地块逐步从

华南陆缘向南分离出来'并于晚渐新世导致了现代

南海的海底扩张并形成了南沙地块
'

由于以往技术

条件和各种因素的阻碍'南海南部陆缘的深地震探

测极为缺乏'对深部地壳结构的分析研究仅仅是依

靠重(磁等综合地球物理调查方法
'

通过下载全球
+

分精度的水深(重力异常数据

和
)

分精度的磁力异常数据'抽取了穿越南北陆缘

的
+!

条水深(磁力和重力异常剖面$图
!

%'揭示出

南沙地块重力异常的优势方向是以北东向为主'且

与地形变化有着紧密关系&礼乐滩主体是重力异常

高值区'其最高值达到
+**Q?.&

以上'该高异常值

是南部陆缘中重力异常最高值地区
'

靠近滩体北东

向的重力异常值呈现一条非常陡峭的重力梯度带'

这种陡峭的重力梯度带不仅反映该地区陡峭的地形

起伏$图
!

%'还表示其与地壳内部的深大断裂和地

图
#

!

南海自由空间重力异常与莫霍面深度分布
$莫霍面深度

据苏达权等'

)**M

修改%

_4

U

'# 4̀=0/4[804%6%9

U

/.<40

>

.6%Q.&45=.6AW%1%460152:2

彩色为重力异常图'等值线为莫霍面深度$

Q

%

壳结构的根本变化紧密相关
'

此外'该重力异常特征

反映了礼乐滩与南海中央海盆之间的洋陆壳交界的

特征$苏达权等'

+,,+

%

'

磁异常资料显示礼乐滩与北

巴拉望的地壳结构是一致的'而礼乐滩的北部和东

北部与中央海盆的南部磁性层下界面的接触带为突

变带'显然两者的地壳结构不同
'

从磁性层的下界面

变化不是很强烈这一特征'可推测整个南沙的地壳

结构基本是一致的'只不过礼乐滩的地壳稍厚一些

而已$张毅祥等'

+,,+

%

'

莫霍面深度图表明'礼乐滩

的北侧与东侧的莫霍面变化较大'而在南沙地块其

他地方以及南海中央海盆交界处的莫霍面变化相对

平缓$图
M

%

'

地震折射资料显示'礼乐滩以北的中央

海盆海域是洋壳结构'其莫霍面深度约为
+*

"

+)DQ

$金庆焕'

+,N,

%'而礼乐滩钻井资料证实其为

大陆型地壳&图
!

显示'礼乐滩北西方向洋陆壳交界

处水深(重力异常呈现非常陡峭的梯度带'这种重力

异常特征正好反映了洋陆壳边界上的重力异常边缘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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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苏达权等'

+,,+

%

'

礼乐(郑和(南薇
P

安渡断块

均为减薄的陆壳'地壳厚度
+N

"

)#DQ

'组成南沙岛

礁隆起区&曾母断块北部地壳厚
+"

"

))DQ

'且地幔

异常隆起'形成巨型的早第三纪前陆坳陷&南部地壳

厚
)"

"

!*DQ

'为碰撞增厚陆壳
'

曾母盆地北部与南沙海槽西南段的莫霍界面埋

深为
+"

"

+NDQ

'两者新生代沉积层的最大厚度均

大于
+***Q

'曾母盆地海区声纳浮标揭示'上地壳

层厚
!'*#

"

!')+DQ

$

O%80X.6AO.

>

5=

'

+,NM

%

'

两

地区重力异常和磁力异常特征明显不同'曾母盆地

的重力空间异常为正值(中等异常'南沙海槽则为负

高值异常$图
#

%'曾母盆地地温梯度与热流值均较

高'南沙海槽则为低地温梯度与低热流值
'

由于磁性

层下界面相当于居里面'在此界面以下为高温'物质

不显磁性'故称曾母盆地为岩石圈地幔异常隆起$热

地幔%型陆壳'而认为南沙海槽为岩石圈地幔异常隆

起$冷地幔%型陆壳
'

南沙海槽的槽底之下还可能存

在残留的古洋壳'上述冷地幔可能是古洋壳的残留

块体$夏戡原和黄慈流'

+,,B

%

'

!

!

南海共轭陆缘地壳结构的类型特征

探讨

从水深和莫霍面深度分布图可以了解到$图

M

%'南海南北陆缘的莫霍面深度变化与水深变化之

间具有很好的一致性'水深急剧增加的地方正好对

应莫霍面的急剧抬升'这说明了深部地壳结构对浅

层地形具有控制作用'也揭示出浅层构造特征与深

部地壳结构之间存在很好的耦合关系
'

同样'从重力

异常和莫霍面深度分布图也可以了解到$图
#

%'莫

霍面深度与重力异常之间也存在很好的耦合关系'

在莫霍面急剧抬升的地方也正好对应重力陡峭梯度

带'在西沙海槽(南沙海槽莫霍面较浅的区域正好对

应负重力异常'而在其两侧为正重力异常'同时'在

中(西沙和礼乐滩等岛礁区'莫霍面较深'其对应的

正重力异常也很大
'

以上说明了水深地形和重力异

常的变化特征能够间接反映深部地壳结构的变化特

征
'

南海北部陆缘开展过多次海底地震仪精细地壳

结构研究'图
)

的剖面表明了深部地壳结构与水深

地形变化(重力异常(磁力异常的耦合性和变化规律

的一致性
'

依据这个耦合关系'图
!

建立了多条穿越

南(北陆缘的水深(磁力和重力异常剖面图'并结合

岩浆活动及断裂分布特征'对南海共轭陆缘的地壳

结构的类型特征进行了分析探讨
'

南海北部陆缘的中(东部剖面'揭示了该区地壳

结构可以划分为华南正常陆壳(减薄陆壳(洋陆壳转

换带和洋壳等类型特征
'

其中华南陆区正常型陆壳

的地壳厚约
!*DQ

'从北到南减薄程度很低'且上(

下地壳层的厚度相近'在中地壳普遍存在低速层'局

部地区出现下地壳高速层$廖其林等'

+,NN

&尹周勋

等'

+,,,

%'在滨海断裂带处中地壳低速层从北到南

逐渐尖灭'该断裂带也是华南正常陆壳的南部边界
'

而滨海断裂带向南为减薄型陆壳'莫霍面深度从

!*DQ

逐渐减薄至
)#DQ

后'存在地壳急剧减薄的

转折点
'

该转折点对应地形(重力异常和磁力异常的

陡峭梯度带'推测其为洋陆壳过渡带的北界
'

自此转

折点向南'下地壳高速层极为发育'并向洋盆方向发

育直至尖灭'其尖灭点正好为洋陆壳的转换点
'

因

此'以滨海断裂带为界'其北部为正常陆壳'其南部

直至地壳急剧减薄点被定义为减薄陆壳&而从地壳

急剧减薄点向南'到下地壳高速层尖灭点'为洋陆壳

转换带&下地壳高速层尖灭点向南为洋壳$图
).

"

)A

%

'

南海北部陆缘西部剖面'虽然不能像东(中部剖

面划分出明显的减薄陆壳(洋陆壳转换带和洋壳之

间的分界标志'但是其莫霍面的深部特征揭示其为

减薄陆壳
'

此外'西沙海槽拉张减薄具有很好的对称

性'为典型的夭折裂谷结构
'

从南海水深地形图上$图
M

%发现'南沙群岛与

中(西沙群岛具有较好的对称性
'

由于缺乏深地震探

测'以水深(磁力和重力异常的变化特征为依据'结

合莫霍面深度变化'推测中(西沙至南沙地区地壳结

构的变化特征和类型$图
!

%

'

礼乐滩与中沙群岛之

间的剖面显示出陡峭的洋陆壳转换带'其中礼乐滩

和中沙群岛莫霍面深度为
))

"

)#DQ

左右'为减薄

型陆壳结构'对应正重力异常&向海盆方向存在水

深(磁力和重力异常的陡峭梯度带'且很快过渡到洋

壳结构'该陡峭带为洋陆壳过渡带'相比北部陆缘的

中(东部剖面'该地区的洋陆壳转换带要陡峭很多'

暗示了南海共轭陆缘局部构造动力的差异性
'

南沙

海槽为负高值重力异常'其两侧也存在水深(磁力和

重力异常急剧变化的陡峭梯度带'具有低地温梯度

和低热流值'且南沙海槽槽底之下可能存在残留的

古洋壳$夏戡原'

+,,B

%'由此推测'其地壳结构可能

属于古俯冲残留型陆壳
'

南海位于欧亚大陆东南缘'邻近特提斯构造域

和滨太平洋构造域的交汇处
'

沿特提斯构造域发生

的冈瓦那大陆边缘的渐次裂解(漂移'和向欧亚大陆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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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碰撞拼贴'以及沿滨太平洋构造域发生的俯冲'都

对南海南(北陆缘的形成演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控

制作用'从而导致南海南(北共轭陆缘从东到西(从

南到北的差异性地壳结构'并使多种类型的陆壳结

构发育
'

另外'古南海沿南沙海槽的俯冲消失和紧接

其后南巴拉望的逆冲推覆以及现代马尼拉俯冲带'

均会导致南(北陆缘地壳结构的剧烈变化'暗示了南

海共轭陆缘地壳结构的复杂性
'

M

!

讨论与结论

南海及其周边陆区发现较大范围的海相中生代

地层和古动物群'说明南海在中生代存在较大范围

的特提斯海'并经历了晚三叠
P

早侏罗世和晚侏罗

P

早白垩世两次海侵以及后期的隆起剥蚀$夏戡原

和黄慈流'

)***

%

'

深地震探测揭示了东沙
P

澎湖
P

北港隆起带为地壳增厚和高磁异常带'其上地壳减

薄'但下地壳增厚$

(4==56%,(2'

'

+,,#

%'推测中生

代古洋壳的存在'该隆起带可能为中生代缝合带
'

夏

戡原和黄慈流$

+,,B

%从地震资料上发现'在南沙地

块与南海深海盆洋壳接触处'在上第三系水平层状

地层之下存在一套变形地层
'

从变形地层的地震相

特征来看'其似乎为下第三系或更老的地层
'

这说

明'在现代洋壳以南与南沙地块之间'可能存在较老

的基底'且由于地壳很薄$

,

"

+*DQ

%'推测其可能

为古洋壳
'

以上资料揭示了南海南(北陆缘地壳结构

中混有古洋壳的物质'从而在认识南海共轭陆缘地

壳结构的变化特征上增添了更为复杂的因素'也提

醒研究人员在研究探讨南海陆缘地壳结构的差异性

和类型特征时应该将古洋壳的可能影响因素考虑

进去
'

地球物理和钻井资料揭示'南海及周缘陆区在

中新生代时的岩浆活动极为普遍
'

越南南部由闪长

岩(花岗闪长岩和花岗岩组成的岩基呈北东走向'侵

入下侏罗统红层并使其变质&在沿海地区则出露晚

白垩世至早第三纪的淡色亚碱性花岗岩岩基&在湄

公河三角洲至纳土纳岛的陆架区的新生代沉积盆地

的基底内'发现有许多燕山期花岗岩类'时代为晚侏

罗世至早白垩世$

T/5=15<%,(2'

'

+,,)

%&万安盆地

的基底是以花岗闪长岩为主&在南海西南部钻遇燕

山期花岗岩'且在晚白垩世至早第三纪早期遭受风

化$

T/5=15<%,(2'

'

+,,)

%&在南沙海区的仁爱礁西

测发现了流纹质凝灰岩(蚀变闪长岩及蚀变橄榄辉

长岩'以及晚三叠世至早侏罗世浅变质的三角洲相

砂岩(粉砂岩&有地震资料表明'南沙海区前新生代

基底由变质或未变质的沉积岩组成'因而被侵入岩

和喷出岩复杂化
'

基性
P

超基性岩浆岩也广泛分布

于加里曼丹岛北部(巴拉望岛以及民都洛岛'常与燧

石岩和深海沉积共生而构成蛇绿岩套'有时在混杂

岩中呈岩块出现'代表因构造变动逆冲上来的古洋

壳碎片'指示了古汇聚带的存在&另外'新生代时期

在越南(东南沿海及南沙南部陆区发育了较大规模

的玄武岩
'

这些岩浆活动对南海南(北陆缘的地壳结

构起到过一系列的改造作用'导致了局部地区重力

异常和磁异常特征上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使其具有

发育下地壳高速层和局部莫霍面的抬升等特征'也

从侧面反映了南海共轭陆缘地壳结构特征及类型的

独特性
'

在南海北部陆缘'以中地壳低速层和下地壳高

速体的分布特征为基础'拟定了滨海断裂带为华南

正常陆壳与南海减薄陆壳的分界标志'且以地壳减

薄程度和下地壳高速层的尖灭为标志'圈定了洋陆

壳转换带(西沙海槽夭折裂谷型等地壳特征
'

南沙地

块礼乐滩洋陆壳转换带'表现为水深(磁力和重力异

常变化的陡峭梯度带'而礼乐滩以西的洋陆壳转换

带从东到西逐渐变得平缓'南沙海槽两侧的水深和

重力异常具有对称性'可能存在古洋壳
'

因此'南海

共轭陆缘既能划分出减薄陆壳(洋陆壳转换带和洋

壳等特征类型'也存在夭折裂谷型地壳和残留古洋

壳等特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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