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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前寒武纪基底构造格架与构造单元的划分是古大陆再造和泛大陆拼合的重要基

础 + 本文整理了基底构造单元的级别体系，以晋宁期和印支期为准，提出了一级构造域、二

级陆台及地区和三级陆核、地块等 - 级划分 +分出了 ’ 个一级、%( 个二级和若干个三级单元，

并予以系统编号，以便查询和增修 +认为超大陆是泛大陆的组成部分，现在重点研究的罗迪尼

亚超大陆已经涉及全球，进入了泛大陆 # ,’" 的研究范围 +论证了中国 - 个陆台和华夏地区在

新元古代晋宁期的位置关系，认为它们相距不远，并部分相互碰撞，构成亚洲中轴（大华夏）构

造域 +讨论了罗迪尼亚的流行模式及 ./012 连接问题 +指出新元古代 !"#$%&$’($)#&$ 宏观藻

组合在东亚和北美西部的分布，认为大华夏构造域应作为一个松散的整体与劳伦古大陆相

邻，并概略讨论了泛大陆 # ,’" 的再造格局特征 +提出了经过改进的泛大陆 # !’" 在中二叠世

（!,"!’$ 34）的再造模式，讨论了古植物和海生动物生物地理分区在古大陆再造中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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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古大陆再造是大地构造学和构造古地理学交叉

研究形成的一个学科分支或研究手段 +它以全球各

大陆于地史时期在地球表面的相对位移为主要研究

内容，以古地磁学、生物古地理学及古气候学为主要

依据，以计算机自动成图为主要手段 +由于全球构造

单元的划分是以其古老基底的性质和分布为依据

的，所以前寒武系基底构造格局及构造单元的划分

和命名是古大陆再造的重要基础 +
古大陆再造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大陆拼合 +

拼合是指将原连为一体，后经裂离的几个古陆块体

按原方位重新拼接 +例如，CD::4EF 等［%］按现代地形海

面下 ’"" 英寻（% 英寻 G %+ ,!, , 8）等深线用计

算机实现了大西洋两岸的拼合 +对中生代以前的古

大陆拼合只能利用地质依据 +例如近年对罗迪尼亚

（H*F9=94）超大陆的再造，主要依据之一是格林威尔

（IE@=J9::@）期造山带的连接 +由于泛大陆时期碰撞造

山带、古气候和生物古地理等都有较明确的特征，代

表了地球史上的关键时期，所以对泛大陆时期古大

陆再造及拼合的研究在地球构造史上具有重要的意

义 +以下我们将分别讨论全球大陆基底构造格局、罗

迪尼亚超大陆（即泛大陆 # ,’" 34，简称 54=>@47
,’"）［!，-］的再造问题，和泛大陆 # !’" 34（简称 54=>@47
!’"）的一些生物古地理特征 +

% 全球陆壳基底构造格架及构造单元

划分

自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来，先后出现的以显

生宙为主，也涉及元古宙的全球古大陆再造图所用

的再 造 单 元 多 是 以 现 代 海 岸 线 为 轮 廓 的 地 理 单

元［(%"］，显然不尽合理 + %&&" 年以来，围绕中、新元古

代超大陆的大量文献和图件开始使用古构造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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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域与构造单元 构造域与构造单元

! # ;<= 劳俄构造域 ;>?<?@@A>B ’CD’EBAD =EF>AB
!!# B> !!%%% 北美陆台 B-.09 >5+.31(2 D.(0-2（D-2032+20(* :*(04-.5）

D>@ !!!%% 加拿大地盾 D(2(/3(2 @93+*/
@* !!!%! 斯拉夫陆核 @*(G+ B71*+78
H+ !!!%$ 希尔恩陆核 H+(.2+ B71*+78
<( !!!%I 雷伊陆核 <(J B71*+78
@7 !!!%K 苏必利尔陆核 @7L+.3-. B71*+78
,J !!!%M 怀俄明陆核 ,J-5326 B71*+78
B( !!!%N 奈恩陆核 B(32 B71*+78
’9 !!!%" 塞龙带 ’9+*-2 O+*0
BP !!!%& 新魁北克带 B+Q R7+)+1 O+*0
,5 !!!%S 沃普梅带 ,-L5(J O+*0
’. !!!!% 横贯哈德孙带 ’.(28TH7/8-2 O+*0
UQ !!!!! 基维诺（裂陷槽）带 U++Q+2(Q（>7*(1-6+2）O+*0

FD: !!$%% 中大陆地台 F3/T1-2032+20 :*(04-.5
F- !!$%! 莫哈维带 F-V(G+ O+*0
W. !!$%$ 格林威尔带 W.+2G3**+ O+*0

W<@ !!I%% 格陵兰地盾 W.++2*(2/3(2 @93+*/
U; !!%%! 克拉马茨地块 U*(5(09 F(8834
>X !!%%$ 阿瓦隆地块 >G(*-2 F(8834

!$# C? !$%%% 东欧陆台 C(80 C7.-L+(2 D.(0-2（D-2032+20(* :*(04-.5）

O’@ !$!%% 波罗的地盾 O(*031 @93+*/
O+ !$!%! 白海陆核 O+*-5-.3( B71*+78
YZ !$!%$ 芬诺卡瑞利陆核 Y+22-Z(.+*3( B71*+78
@4 !$!%I 瑞芬带 @G+1-4+23( O+*0
W0 !$!%K 歌德带 W-093( O+*0

<?: !$$%% 俄罗斯地台 <7883(2 :*(04-.5
?Z !$$%! 乌克兰陆核 ?Z.(32+ B71*+78
:0 !$$%$ 伯楚拉带 :+019-.( O+*0

O<’ !$I%% 巴伦支地区 O(.+20[3(2 <+63-2
@X !$I%! 斯瓦尔巴德地块 @G(.*)(./ F(8834
Y\ !$I%$ 佛兰兹 ] 约塞夫地块 Y.(2[T\-8+L9 F(8834

HA !$%%! 希伯来 ] 爱尔兰地块 HJ).3/+TA.*(2/ F(8834
F= !$%%$ 中区地块 F3/*(2/ F(8834
>= !$%%I 阿尔登地块 >./+22+ F(8834
;F !$%%K 罗伏特 ] 摩尔得带 ;-4-0+TF-*/+ O+*0

" # B>= 北亚构造域 BE<’H >@A>B ’CD’EBAD =EF>AB
"!# @O $!%%% 西伯利亚陆台 @3)+.3(2 D.(0-2（D-2032+20(* :*(04-.5）

@O: $!!%% 西伯利亚地台 @3)+.3(2 :*(04-.5
>/ $!!%! 阿尔丹陆核 >*/(2 B71*+78
>) $!!%$ 安纳巴尔陆核 >2()(. B71*+78
’7 $!!%I 通古斯陆核 ’726788 B71*+78
@0 $!!%K 斯塔诺夫带 @0(2-G O+*0
>6 $!!%M 安加拉带 >26(.( O+*0
^2 $!!%N 叶尼塞带 ^+2+8+3 O+*0
A6 $!!%" 伊嘎尔卡带 A6(.Z( O+*0
O1 $!!%& 贝加尔带 O(31(* O+*0

;:= $!$%% 拉普捷夫地区 ;(L0+G3(2 <+63-2
U< $!$%! 喀拉地块 U(.( F(8834
,@（@=） 西西伯利亚（锡尔达林）地块 ,+80 @3)+.3(2（@3./(T

$!$%$ .32）F(8834
’F $!$%I 太梅尔地块 ’(35J. F(8834
B; $!$%K 北地地块 B-.09*(2/ F(8834
B@ $!$%M 新西伯利亚地块 B+Q @3)+.3(2 F(8834

’FW $!I%% 图瓦 ] 蒙古地区 ’7G(TF-26-*3(2 <+63-2
^O $!I%! 雅布罗诺夫地块 ^()*-2-G F(8834
’? $!I%$ 图瓦地块 ’7G( F(8834
?> $!I%I 乌兰巴托 ] 额尔古纳地块 ?*(2)(0-.T>.672( F(8834
@B $!I%K 松嫩地块 @-262+2 F(8834
’’ $!I%M 托托山带 ’7-07-89+32 O+*0
O? $!I%N 布列亚地块 O7.+J( F(8834
\_ $!I%" 佳木斯 ] 兴凯地块 \(5783T_326Z(3 F(8834

"$ # U> $$%%% 科累马 ] 阿拉斯加地区 U-*J5(T>*(8Z(2 <+63-2
DF$$%%! 契尔斯基 ] 阿莫隆地块 D9+.8Z3TE5-*-2 F(8834
EU $$%%$ 鄂霍茨克地块 EZ9-0[Z F(8834
D> $$%%I 楚科奇 ] 阿拉斯加地块 D97Z193T>*(8Z(2 F(8834

"I # U‘ $I%%% 哈萨克斯坦地区 U([(Z980(23(2 <+63-2
U1 $I!%! 科克契塔夫地块 U-Z19+0(G F(8834
?* $I!%$ 乌鲁套地块 ?*70(7 F(8834
^2 $I!%I 伊宁地块 3̂2326 F(8834
D0 $I!%K 秦吉斯 ] 塔尔巴哈台带 D932638T’(*)(Z(0(3 O+*0

\W $I%%! 准葛尔地块 \7266(. F(8834

# # >>=（D’=） 亚 洲 中 轴（ 大 华 夏 ）构 造 域 >_A>;T>@A>B
（D>’H^@A>B>B）’CD’EBAD =EF>AB

#! # @U I!%%% 中朝陆台 @32-TU-.+(2 D.(0-2（D-2032+2(* :*(04-.5）

E. I!!%! 鄂尔多斯陆核 E./-8 B71*+78
\* I!!%$ 蓟辽陆核 \3*3(- B71*+78
H9 I!!%I 河淮陆核 H+97(3 B71*+78
>a I!!%K 阿拉善陆核 >*a( B71*+78
B5 I!!%M 内蒙古带 B+35-26-* O+*0

#$ # ’> I$%%% 塔里木陆台 ’(.353(2 D.(0-2（D-2032+20(* :*(04-.5）

=9 I$!%! 敦煌陆核 =7297(26 B71*+78
’[ I$!%$ 塔中陆核 ’([9-26 B71*+78
R7 I$!%I 库鲁克塔格带 R7.7690(6 O+*0

R= I$%%! 柴达木地块 R(3/(5 F(8834
UU I$%%$ 卡拉库木地块 U(.(Z75 F(8834

#I # ^‘ II%%% 扬子陆台 ^(260[+(2 D.(0-2（D-2032+20(* :*(04-.5）

U/ II!%! 康滇带 U(26/3(2 O+*0
H* II!%$ 黄陵陆核 H7(26*326 B71*+78 IMI
@9 II!%I 苏北 ] 黄海带 @7)+3TH7(269(3 O+*0
\2 II!%K 江南带 \3(262(2 O+*0

BR II%%! 北羌塘地块 B-.09 R3(260(26 F(8834
D= II%%$ 昌都地块 R(5/- F(8834

#K # D’ IK%%% 华夏地区 D(09(J83(2 <+63-2
;2 IK%%! 岭南地块 ;3262(2 F(8834
H8 IK%%$ 本洲地块 H-2897 F(8834
F[ IK%%I 闽浙地块 F32[9+ F(8834
@8 IK%%K 南海地块 @-709 D932( @+( F(8834

AD IK%%M 印支地块 A2/-1932( F(8834

$ # CW= K%%%% 东冈瓦纳构造域 C>@’ WEB=,>B>B ’CD’EBAD =ET
F>AB

$! # >? K!%%% 澳洲陆台 >780.(*3(2 D.(0-2（D-2032+20(* :*(04-.5）

,>@ K!!%% 西澳地盾 ,+80 >780.(*3(2 @93+*/
^6 K!!%! 伊尔冈陆核 3̂*6(.2 B71*+78
:) K!!%$ 皮尔巴拉陆核 :3*)(.( B71*+78
DL K!!%I 开普利康带 D(L.31-.2 O+*0
U5 K!!%K 金伯利陆核 U35)+.*+J B71*+78
WQ K!!%M 高乐陆核 W-Q*+. B71*+78
>5 K!!%N 阿梅杰带 >5(/+78 O+*0
Y5 K!!%" 佛拉斯 ] 穆斯格累夫带 Y.(8+.TF786.(G+ O+*0

<; K!%%! 劳雷地块 <-Q*+J F(8834
BW K!%%$ 新几内亚地块 B+Q W732+( F(8834

$$ # >’ K$%%% 东南极洲陆台 C(80 >20(.1031 D.(0-2（D-2032+20(* :*(0T
4-.5）

BL K$!%! 纳皮尔陆核 B(L3+. B71*+78
X4 K$!%$ 威斯特佛尔德带 X+804-*/ O+*0

’< K$!%I 横贯东南极洲山系 ’.(28TC(80(20(.031 F-720(328 O+*0
$I # AB KI%%% 印度陆台 A2/3(2 D.(0-2（D-2032+20(* :*(04-.5）

:3 KI!%! 印度半岛陆核 :+23287*(. A2/3( B71*+78
X/ KI!%$ 文地亚带 X32/9J3( O+*0
>8 KI!%I 阿萨木陆核 >88(5 B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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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域与构造单元 构造域与构造单元

"# $%!&$ 班德康陆核 "’(#)*+,-(# .’/*)’0
1* $%!&2 斯里兰卡地块 134 5-(+- 6-0047
89 $%!&: 喜马拉雅带 849-*-;- ")*<

=> $%&&! 帕米尔地块 =-943 6-0047
58 $%&&? 卢特 @ 赫尔曼地块 5’<A8)*9-(# 6-0047
BC $%&&% 冈底斯地块 B-(D#40) 6-0047
1E $%&&$ 南羌塘地块 1F’<, E4-(D<-(D 6-0047
"6 $%&&2 缅甸地块 "’39- 6-0047
65 $%&&: 马来亚地块 6-*-;- 6-0047
G5 $%&&H 加里曼丹地块 G-*49-(#-( 6-0047
15 $2&&I 苏拉维西地块 1’*-J)04 6-0047

! KLBC 西冈瓦纳构造域 LM1N BO.CL>.>. NMPNO.QP
CO6>Q.

!!K >R 2!&&& 非洲陆台 >734/-( P3-<F(（PF(<4()(<-* =*-<7F39）

LR1 2!!&& 西非地盾 L)0< >734/-( 1,4)*#
ST 2!!&! 拉几布陆核 S-U’4T .’/*)’0
5) 2!!&? 里欧陆核 5)F .’/*)’0

PB1 2!?&& 刚果地盾 PF(DF-( 1,4)*#
"( 2!?&! 贝宁带 ")(4( ")*<
N( 2!?&? 坦桑尼亚陆核 N-V-(4- .’/*)’0
BT 2!?&% 加蓬陆核 B-TF( .’/*)’0

G81 2!%&& 卡拉哈里地盾 G-*-,-34-( 1,4)*#
G- 2!%&! 卡普瓦尔陆核 G--WX--* .’/*)’0
YT 2!%&? 津巴布韦陆核 Y49T-TJ) .’/*)’0
G3 2!%&% 卡马拉带 G-9-3- ")*<
.( 2!%&$ 那马克 @ 那特尔带 .-9-U’-A.-<-* ")*<

=>S 2!$&& 泛非地区 =-(A>734/-( S)D4F(
>( 2!$&! 阿拉伯 @ 努比亚带 >3-T4-A.’T4- ")*<
1F 2!$&? 索马里兰带 1F9-*4*-(# ")*<
6V 2!$&% 莫桑比克带 6-V-9T4U’) ")*<
N/ 2!$&$ 乍得地块 N/,-# 6-0047

6> 2!&&! 马达加斯加地块 6-#-D-0/-3 6-0047
1P 2!&&? 塞舌尔地块 1);/,)**)0 6-0047
Q" 2!&&% 伊比利亚地块 QT)34- 6-0047
>= 2!&&$ 阿 尔 莫 利 卡 @ 中 央 高 原 地 块 >39F34/-AP)(<3-*

=*-<)-’ 6-0047
"8 2!&&2 波希米亚地块 "F,)94- 6-0047
=. 2!&&: 潘农地块 =-((F( 6-0047
S> 2!&&H 卢多普 @ 安纳托利亚地块 S,F#FW)A>((-<F*4- 6-0047

!? K 1> 2?&&& 南美陆台 1F’<, >9)34/-( P3-<F(（PF(<4()(<-* =*-<A
7F39）

>61 2?!&& 亚马孙地盾 >9-VF(4-( 1,4)*#
B’ 2?!&! 圭亚那陆核 B’4-(- .’/*)’0
PT 2?!&? 中巴西陆核 P)(<3-* "3-V4*4- .’/*)’0
"F 2?!&% 伯托瑞马带 "F<TF3)9- ")*<
17 2?!&$ 圣佛兰西斯科陆核 1-( R3-(/40/F .’/*)’0
5W 2?!&2 拉普拉塔陆核 5- =*-<- .’/*)’0
=D 2?!&: 巴拉圭带 =-3-D’-; ")*<

R5 2?&&! 佛罗利达地块 R*F34#- 6-0047
B6 2?&&? 危地马拉地块 B’-<)9-*- 6-0047
=N 2?&&% 巴达冈及亚地块 =-<-DF(4- 6-0047
RG 2?&&$ 福克兰地块 R-*+*-(# 6-0047

和元古代古大陆再造，一直使用陆壳基底的构造单

元轮廓作为再造的依据 K 当时主要依据 G,-4(［!I］对

全球的构造划分及 G,-4( 和 5)F(FX 等（!ZI?）的全球

性图件以及 8F779-(［!Z］和 YF()(0,-4( 等［?&］关于北美

及前苏联的构造划分 K其后提出全球构造格局问题

的还有 CFD*4F(4［?!］等 K 我们的研究以约 I2& 6- 时

期形成的泛大陆为准，按照我们使用的大地构造级

别系统分出 2 个一级单元构造域和 !% 个二级单元

大陆地台（及地区）及其周缘所属的离散地块［?，%］，

本文又分出了 ! 个二级单元，位于东北亚与北美阿

拉斯加交境，称为科累马 @ 阿拉斯加地区（G>）（表

!）K
从 !ZZ& 年以来，在南美［???$］、非洲［?2?I］、西伯利亚［?&，?Z%!］、澳

大利亚［%?%$］、东南极［%2%H］以及特提斯区［%I$&］出现了一批

新的资料 K据此对有关地区做了构造单元性质和命

名的一些调整 K我们同时感到构造单元级别命名及

原用中译名有不尽合理之处，也提出改进意见，并在

这里稍作说明 K
!ZZ% 年公布的“地质学名词”使用“地台”（W*-<A

7F39）一词，并将 /3-<F( 音译为“克拉通”K西方学者使

用克拉通，有时指大型稳定构造区，与习用的 W*-<A
7F39 同义，但同时又用以指各级小型稳定块体，在

图、文中混淆不清，BFF#J4(［$!］在其前寒武纪总结巨

著中就是这样 K 西方学者对“北美”和“东欧”称为

W*-<7F39 或 /3-<F(，但同时又将其内部分为地盾和地

台，例如“北美地台”分为加拿大地盾（0,4)*#）和中大

陆地台（W*-<7F39），“东欧地台”分为“波罗的地盾”和

“俄罗斯地台”，形成 ? 级同名的矛盾现象 K 在 ?& 世

纪 2& 年代，王鸿祯［$?］曾将包括地盾和地台在内的

构造 单 元 如 东 欧 W*-<7F39 译 为“陆 台”（/F(<4()(<-*
W*-<7F39），直到现在仍有多人使用 K "’T(F77（!Z$Z）曾

一度用 0,)*7 代表狭义的地台，也未能推广使用 K 后

来王鸿祯［$%，$$］曾一度用“地台区”代表 W*-<7F39 的整

体，却无合适的英译名 K现在初步建议：大陆地壳一

级构造单元称为“构造域（<)/<F(4/ #F9-4(），二级单元

称为“陆台（/F(<4()(<-* W*-<7F39 或 /3-<F(）”，陆台内部

还可划分出“地盾（0,4)*#）”及“地台（W*-<7F39）”，但

并非所有陆台都能分出地盾和地台，故称亚二级单

元 K三级单元称为“陆核”及“古褶带”等，离散于陆台

之外的前寒武纪块体称为“地块（9-0047）”，也属三级

单元 K我们认为大地构造名词应有较严格的级别体

系 K如现已广泛使用的陆块（T*F/+）、地体（<)33-()）等

可作为一般的通用名词，不具级别的意义 K
王鸿祯［$%，$2］使用“构造域”作为一级构造单元，

包含了陆台及其边缘褶皱区的中间地块及褶皱带，

称为大陆型构造域 K王鸿祯［$%］!ZI2 年区别出以哈萨

克斯坦为例的另一类型构造域，由地块群与隔离它

们的活动带组成，作为一个整体，最后固结大致都早

于 2 [ !&I -，命名上暂称为“地区（3)D4F(）”，而不称

“陆台”，属二级单元 K哈萨克斯坦地区和中国的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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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可以作为典型 !还有前节所述东北亚及与北美

交境的鄂霍茨克地块、鄂莫隆地块和楚科奇地块等，

与西伯利亚陆台及劳伦陆台可能都缺乏联系，暂时

合称科累马 " 阿拉斯加地区 !环绕北冰洋盆地的巴

伦支海域和西伯利亚北缘的卡拉 " 拉普捷夫海域以

及蒙古地区和泛非构造区的一部分也可能接近于这

种类型，但它们又都与临近的陆台有密切关系，所以

仍按所述陆台的离散地块群处理 !各级构造单元的

命名和代号：对构造域用 # 个大写字母表示，如劳俄

构造域为 $%&；对二级单元用 ’ 个大写字母表示，如

东欧陆台用 ()；对陆台内可以分出的地盾和地台以

及离散地块中密切有关的地块群也用 # 个大写字母

表示，如加拿大地盾为 *+,，图瓦 " 蒙古地块群为

-./!三级单元处于陆台内部的用大小 ’ 个字母，如

鄂尔多斯陆核为 01，在陆核以外的离散地块用 ’ 个

大写字母，如柴达木地块 2&!目的是明确表示所属

级别和性质 !全球基底构造单元命名划分见图 3，’
和表 3 !

’ 罗迪尼亚超大陆与泛大陆 " 456 的

构造格局及再造问题

! !" 罗迪尼亚超大陆和泛大陆 # $%& 的关系

十余年来，中、新元古代超大陆再造成为研究的

重点 !但其范围已经从超大陆扩展为全球性泛大陆

研究，有的研究者［#，7，89］已提出超大陆和泛大陆的

命名和关系问题 !泛大陆（:;<=>;）一词使用已久，王

鸿祯等曾经使用“联合古陆”，近年还提出“泛大陆”

在地史上曾大致按 8 ! 5 ? 3649 ? 364 ; 的周期多次

出现的认识［#］，并认为应区别泛大陆（:;<=>;）与超

大陆（@A:>1BC<DE<><D），后者是前者的组成部分 ! 例如

“泛大陆 " ’56”就是由劳亚和冈瓦纳 ’ 个超大陆构

成的 !地表上陆壳块体的集中与分散是相对的，任何

时期都不可能完全集中 !相对集中的“泛大陆时期”，

以泛大陆 " ’56 为例，存在时限约为 366 .;（’F6G
3F6 .;），通 常 称 为 二 叠—三 叠 纪 泛 大 陆 ! 王 鸿

祯［’］命名“泛大陆 " ’56”是表示二叠—三叠纪之交，

代表其典型期或顶峰期 !当前研究的热点即中、新元

古代陆壳块体的相对集中期目前还不能准确厘定，

最可能集中在 3 656456 .; 时期，现在命名为罗

迪尼亚超大陆，从历史上说是完全合理的，但后来大

量的文献都涉及到全球陆块的集中，其实已经就是

泛大陆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超大陆的问题 !从全

球看，中、新元古代之交的泛大陆顶峰期也极可能在

新元古代的 456 .; 左右，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裂

解方面的证据 !因此，我们也一直使用“泛大陆 " 456
（H;<=>;G456）”一词表示新元古代的泛大陆 !
! ’! 中国中、新元古代的构造格局与亚洲中轴（()*
+,- (.+,/）或大华夏（0,12,3.+,/,/）构造域

迄今为止，西方学者提出的罗迪尼亚拼接的不

同模式［3338，87］一般都未考虑中国各陆块及各个较大

的离散地块的位置 !而近期提出的一些模式则将中

朝、扬子、塔里木等陆台分散放置，各不相连［38，#8］!
中国学者早已设想晋宁造山期时，中国各陆块可能

曾接近形成一个整体 ! I;<= 等［84］和王鸿祯［’］曾提

出晋宁造山带连接各陆台的问题，同时提出晋宁期

末由中朝陆台、扬子陆台、华夏地区、塔里木陆台以

及卡拉库木（J;1;KAL）地块共同形成亚洲中轴构造

域或大华夏构造域松散整体的认识［#］!
关于格林威尔造山带和晋宁造山带以及新元古

代主动大陆边缘在中国的存在，白瑾等［8F］曾有很好

的综合论述 !近年又有不少相关文献发表 ! ,A< 等［56］

对中国东部大陆地壳在前寒武纪的年龄格局和会聚

进行了讨论，关于中朝陆台北缘及界限，黄汲清早年

曾提出“内蒙地轴”的认识，马杏垣［53］曾认为白云鄂

博群代表陆台的北部边缘裂陷槽，聂凤军等［5’］认为

白乃庙群是新元古代岛弧产物，因而我们认为内蒙

带可能是中朝北缘的格林威尔期造山带，属中朝陆

台的范围，白瑾等［8F］也曾提出它可能是碰撞造山

带 !中朝陆台与扬子陆台的交界西起秦岭，经桐柏、

大别，过郯庐断裂，直至苏鲁辽东，最后拼合是在印

支期 !但这一碰撞带屡经开合，在晋宁造山期有明显

的陆缘构造岩浆带和弧陆碰撞过程 ! &C<= 等［5#］对扬

子北缘的新元古代蓝片岩带做了全面的探讨 !杨巍

然等［58］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 秦克令等［55］指出了碧

口群的新元古代岛弧机制，张宏飞等［59］描述了汉中

地区晋宁期花岗岩的俯冲机制形成的不同类型 !陶
洪祥等［57］还概括地论述了扬子北缘的构造演化问

题 !在北秦岭，李曙光等［54，5F］指出北秦岭松树沟可

能存在约36 ? 364 ;的蛇绿岩套，代表了新元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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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图 ! 全球前寒武系基底构造单元命名（名称见表 !）

"#$%! &’()* +,-+’.#- /.#+0 1.* .’2,.-)1+/(, ’3 +4, 5(,-126(#1. 610,2,.+
! %陆核（ 7 8%9 : 8%; <1）；8%古元古代造山带（8%; : !%9 <1）；= %原地台（!%> : !%9 <1 前固结）；?%地台及分离地块（@ %9 : @ %> <1 前固结）；; %中、新元古代裂陷槽；

>%格林威尔及晋宁造山带（!%! : @%9 <1）；A%泛非期构造活动区（@ %9 : @%; <1）；9%太古宙及古元古代花岗岩类；B %中、新元古代花岗岩类；!@ %显生宙造山区

!% -’.+#.,.+1) ./-),#（ 7 8%9 C 8%; <1）；8 % 51),’D(’+,(’E’#-（8%; C ! %9 <1）’(’$,.#- 6,)+0；=% D(’+’D)1+3’(2（-’.0’)#*1+,* 6,3’(, ! %9 C ! %> <1）；? % D)1+3’(2 1.* 0,D1(1+,*

2100#30（-’.0’)#*1+,* 6,3’(, @ %9 <1）；;%2,0’D(’+,(’E’#- 1.* F,’D(’+,(’E’#- 1/)1-’$,.0；>% <(,.G#)),1. 1.* H#..#.$#1.（! %! C @%9 <1）’(’$,.#- 6,)+0；A % D1.IJ3(#-1. 1-+#G,

(,$#’.0（@ %9 C @%; <1）；9 % J(-4,1. 1.* 51),’D(’+,(’E’#- $(1.#+#- (’-K0；B%L,0’D(’+,(’E’#- 1.* F,’D(’+,(’E’#- $(1.#+#- (’-K0；!@% 541.,(’E’#- ’(’$,.#- 6,)+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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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全球前寒武纪基底构造简图示构造域、陆台及地盾（各级单元中英文名称见表 "）

#$%&! ’()*+ ,-.,(/$. 0)12- (0 ,3- 4)-.125)$1/ 516-2-/, 63(7$/% ,-.,(/$. +(21$/6，.)1,(/6 1/+ 63$-*+6（,3- 6825(*6 (0 ,-.,(/$.
9/$,6 1)- ,3- 612- 16 $/ :15*- "）

板块俯冲机制 &曹国权等［;<］论述了郯庐断裂中段胶

南地体的时代，近年辽东地区也有晋宁期花岗岩类

的报道 &苏鲁辽东应属于陆缘岩浆带或弧陆碰撞带 &
关于赣东浙西扬子陆台与华夏地区边界的性

质，程海［;"］指出有晋宁期碰撞造山带 & 徐备［;!］、邢

凤鸣等［;=］、赵建新等［;>］都指出了新元古代蛇绿岩

及弧盆体系的存在 &上扬子陆台江南带的新元古代

沟弧盆体系久为人知（郭令智等［;?］），说明当时还有

残余洋区，并未完全碰撞闭合 &陆台西缘自川中至滇

中出现的花岗岩类成因却很复杂［;;］，但在一些变形

较强的花岗岩中最近获得了可靠的格林威尔期的年

代学证据［;@］，说明陆台西缘存在显著的主动边缘 &
塔里木陆台的北缘阿克苏群［;A］、柴达木南缘的万宝

沟群［;B］都是面向洋区的活动大陆边缘含火山活动

的沉积 &近年在阿尔金山区和柴达木盆地北缘都发

现中、新元古代造山带的迹象，说明塔里木陆台与中

朝陆台的可能联系 &总的看来，中国的几个陆台块体

在格林威尔—晋宁期都相距不远，其间的洋壳消减、

甚至部分发生相互碰撞是比较可信的 &但迄今为止

还未获得古地磁数据的支持 &
! "# 关于 $%&’( 连接及泛大陆 ) *+, 的再造

到目前为止，并不是所有的地质学者都相信中、

新元古宙确实存在过一个超大陆 & C(()-6［">］提出的

D’EF:连接如能成立，则是一项有力的证据，因为

东冈瓦纳古陆群和劳伦古大陆联合起来，按 G((+H
7$/［>"］提供的面积估算，已经占据了全球新元古代

之前固结的陆壳克拉通部分 ;<I以上 &再与劳伦古

陆东南侧（现代方位）格林威尔期造山带陆陆碰撞指

示的对方古陆一并合计，将会占有更高的比例 &所以

D’EF: 连接是罗迪尼亚构想和再造的核心问题 &
C(()-6（"BB"）和 J(0021/（"BB"）构思的 D’EF:

连接主要依据有 = 个方面：第一，中、新元古代的地

层对比；第二，大陆基底的同位素年龄；第三，格林威

尔期造山带的延续连接 &这三方面的研究都有了实

质性的进展 &而古地磁作为取证性研究更受到了应

有的重视 &
在地层对比方面，K-00-)6(/［@<］、L-** 等［@"］较早就

注意到了澳大利亚陆台东部边缘和北美西部中、新

元古代地层成因方面的关联性 &当时还明确提出澳

大利亚和加拿大曾同属于一个称作 J9+6(/$1 的元古

宙超大陆 &澳大利亚的 F+-*1$+- 超群和北美的 L-*,H
49).-** 超群及 ’$/+-)2-)- 超群都是发育在超大陆陆

表海上的裂陷槽沉积，这些裂陷槽进一步伸展导致

了古太平洋的形成 &后来 M(9/%［@!］、C(()-6［">］也曾认

为横贯东南极洲山脉区也有与北美 L-*,H49).-** 超群

相当的地层，但由于 N(66 和 L-1)+2()- 造山运动的

影响，使对比存在困难 &
北美西部跨越北美和加拿大的 L-*,H49).-** 带沉

积厚达 "A O2，代表劳伦古大陆边缘裂陷槽 & 据

L*-7-,, 等［@=］研究，认为形成于大约 " ?<<" "<<
C1 时 期 & 其 西 侧 即 含 有 大 量 增 生 块 体 的 北 美

P()+$**-)1 造山带 &早期的沉积物源研究认为大部分

来自西侧古陆，后来应与劳伦古大陆相连 &其后 N(66
等［@>］系统地研究了 L-*, 超群中碎屑颗粒锆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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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年龄，推测可能大部分来自澳大利亚陆台的

中、南部，从而提出另一对接方案，使东冈瓦纳相对

劳伦古大陆左行错动约 ! """ #$% &’(($)*［++］还

认为北美 ,’-$). 带和澳大利亚北部 /’0*1 23) 等构

造单元的岩浆活动同时也是支持 4,567 连接的一

项证据 %但这些依据都有一定的多解性 %造山带的连

续追索和古地磁极移曲线（68,8）的拟合往往是古

大陆再造成图的更关键的资料 %
关于东南极陆台，一向认为其东缘存在一个连

续的格林威尔造山带 % 在 4,567 连接中，9):;<=: 把

格林威尔前缘的对接点（-<=>?<*@ -’<*1）确定在 ,=AB
A=:: 海附近 %但后来 C’3= 等［DE］的研究表明这个地区

一部分是后期增生的地体 %最近又发现沿原定的格

林威尔带有几段是属泛非期的［FD］，说明格林威尔造

山带并不完全连续，当时东南极大陆也许还并不完

整 %
对罗迪尼亚超大陆的存在时限，特别是对其开

始裂解的时间的见解，逐步集中到 DE"G"" /) 时

期 % 8’H=:: 等［F!］严格判别和挑选了劳伦和东冈瓦纳

大陆的数据，第 + 次利用极移曲线拟合的方法证明

4,567 连接的可能性，并据此提出罗迪尼亚解体时

间大约为 D!E /)%后来，,<*@)1= 等［DI］和 J<［DD］分别

对西澳大利亚约 DEE /) 的 /0*A<*= ,=:: 岩墙群和

,):3K 冰积岩之上的“白云岩帽 ”进行了古地磁研

究，进一步将罗迪尼亚超大陆解体时间限定在 DD"B
DEE /)%+LLI 年，7’>3M<# 等［ND］对劳伦和波罗的古大

陆新元古代的数据也做了综合研究 % +LLG 年，,=<:
等［DG］主要利用劳伦和波罗的古大陆 + +""G"" /)
期间的数据建立了极移曲线，与其他地块的数据拟

合，基本上也支持这个连接模式 %但总的说来，在许

多古大陆上都缺乏符合现行质量评价标准［DL］的古

地磁数据，不易做出确定的解释 %后来做出的西伯利

亚大陆极移曲线［G"］在 + +""G"" /) 时段就不能

与劳伦和波罗的古大陆的极移曲线拟合 %中国扬子

陆台和中朝陆台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OK)*@ 等［G+］

和 5M)*3 等［G!］对莲沱期的研究结果表明，当时扬子

地块已经脱离 4,567 连接 %华南古陆在罗迪尼亚超

大陆中的位置至今尚未得到古地磁证据 %中朝陆台

现有数据［GF，GN］说明它在新元古代早期与西伯利亚关系

密切，但在震旦纪晚期（约 IE" /)）与各大陆之间

发生了较大规模的相对运移 %
罗迪尼亚超大陆再造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

非洲和南美的泛非带 % !" 世纪 G" 年代以来，P)Q.
等［GE］、R>’*=>［GI］、6:B4K)*1< 等［GD］和 6S<Q)A= 等［GG］对非

洲所谓“阿拉伯 T 努比亚（6>)Q<)BU0Q<)*）地盾”的

形成就有论述 %近年对非洲“阿拉伯 T 努比亚地盾”

的形成与其他地块的关系也有不少论述［+F，GL］，都认

为西非地盾以东和刚果地盾以东的广大地区既有努

比亚、阿拉伯、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等地块在泛非

期的岩浆、变质构造重新活动，又有泛非期的岛弧、

洋壳海域的板块机制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西冈瓦纳

构造域直到约 E"" /) 才完全聚合，但主要汇聚期

则应在 DE" /) 左右 %现有罗迪尼亚超大陆的再造

模式对当时尚未完全聚合的西冈瓦纳构造域，除南

非的 R):)K)>< 地 盾 有 些 古 地 磁 资 料，南 美 的 4)*
V>)*?<3?’ 陆核与刚果地盾的连结较为肯定，其他陆

块的连接关系都是按格林威尔造山带的连续推断做

出的 %
在罗迪尼亚超大陆再造研究中，各家迄今所用

的除有限的古地磁数据外，重要根据是造山带连接 %
实际上利用生物群分布推定陆块之间的关系也是可

行的方法，而且年代控制比较有效 % ,)*@ 等［L"］就曾

指出中国东部及北美西部都产出 G W +"GL W +"G )
的 !"#$%&$’($)#&$ 生物群的生物古地理特征 % 杜汝

霖等［L+，L!］对青白口纪和元古代的宏观藻群做了全

面的记述，说明新元古代早期（L""GE" /)）!"#$%&$’
($)#&$ 生物群在中朝陆台上的广泛分布 % 张仁杰

等［LF］又记述了海南岛同期石禄群中的同一生物群 %
这个生物群与广布于北美西部同期的小达尔（J<11:=
9):）生物群［LNLI］完全相同，所以当时劳伦古大陆与

中国东部几个主要古陆关系密切，是无可怀疑的 %但
应指出，不能将淮南地区 !"#$%&$ 和 ($)#&$ 与后生

动物共生的淮南生物群也当做同一层位 * 含有后生

动物 +$,-..&/&0-1 和 2$.$-3.&4$ 等的淮南生物群显然

是属震旦纪的 %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对罗迪尼亚超大陆，实际也

是对泛大陆 T GE" 的再造已经初具规模 % ,)*@ 等［F］

曾发表过一个泛大陆 T GE" 再造图，指出了中国几

大块体已接近聚合及其与北美西部生物古地理的密

切关系，但还很不完善 %近年来，我们继续谋求改进，

但限于资料和技术方面的问题，图件仍未能发表 %我
们设想的模式是：（+）以劳伦古大陆为准，根据生物

古地理的特征，将亚洲中轴构造域作为松散的整体，

置于劳伦古大陆的西北，相应地将东冈瓦纳构造域

各块体都向南移 %（!）考虑到亚洲中轴区和东冈瓦纳

区在早古生代位置相近的地质依据，也考虑到古地

磁资料指明的西伯利亚陆台南缘与中朝陆台的可能

关系，调整了西伯利亚陆台的方位 %（F）在劳伦古大

陆之东和东南极古大陆之南是一系列西非、中南非

和南美各古陆块，其西为泛非期造山带地区中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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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地块和岛弧体系，它们与现在的方位基本倒置 !在
罗迪尼亚超大陆的解体过程中，伴随古太平洋和古

大西洋（"#$%&’(）的打开，北美以及欧洲和西冈瓦纳的

主要块体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大规模顺时针旋转 !

) 中二叠世泛大陆 * +,- 的再造与生

物古地理分区简况

魏格纳（.%/%0%1）232+ 年最早提出的泛大陆概

念，是指晚古生代全球各大陆曾经相互连接的一种

模式，称为大陆漂移假说，当时受到地质界的普遍反

对 !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 234- 年，海底扩张得到证

明，板块学说得以建立，泛大陆概念才为地质界接

受 !目前一般认为晚古生代泛大陆自早石炭世末

（)+) 5#）开始成形，到侏罗纪初（+2- 5#）开始裂

解，聚合的顶峰期约在 +,- 5#，与二叠—三叠纪之

间，也是古生代—中生代之间这一重要界线相合，所

以我们称之为泛大陆 * +,-!
对于泛大陆 * +,- 的拼合再造曾有多种模式，

讨论较多的有泛大陆 62、6+、7、8 几种，都是基于古

地磁资料提出的再造模式（59:;<=00> 等［3?］）! 劳亚

大陆和冈瓦纳大陆在 +--2@- 5# 时期的古地磁极

拟合能够很好地支持 7’;;#1A 等［2］所提出的 B#0/%#
拼合模式，但却不符合 )+-+-- 5# 时期（晚石炭世

至三叠纪）的古地磁资料数据 ! C#0 A%1 CDD 和 E1%09<
（23?F）在 7’;;#1A 等［2］模式的基础上将冈瓦纳古大

陆围绕一个欧拉极做约 +-G的顺时针旋转，使南美大

陆西北部紧靠北美西部加利福尼亚湾附近 ! 5D1%;
等［,］则提出一种变动较大的模式，使南美大陆西北

部紧靠北美大陆的东南海岸，非洲大陆的西北部靠

近欧洲和亚洲的西南部 ! 5D1%; 等［,］将 7’;;#1A 等［2］

的模式称做泛大陆 62，代表大西洋即将裂开之前的

一种模式；将 C#0 A%1 CDD 和 E1%09<（23?F）的修改模

式称做泛大陆 6+；他们自己提出的模式称为泛大陆

7!
6+ 模式使劳亚古大陆和冈瓦纳古大陆在晚石

炭世至三叠纪时期极移曲线总体符合程度得到了改

善，和环中大西洋地区古大陆再造的地质证据也比

较相符 ! B#0/%# 7 强调了早二叠世的古地磁证据，与

B#0/%# 62、6+ 比较，冈瓦纳大陆在 B#0/%# 中的位置

更为靠北和靠东 !为使 B#0/%# 7 模式和中大西洋裂

解时期的地质证据相符，需要在特提斯造山带地区

引入数千 HI 的右行走滑系统以调整南北 + 个超大

陆在二叠纪至中大西洋裂解之前存在的位置差异 !

目前还不能确认这一右行走滑系统的存在 !
一般将 JI=&< 等［F］基于 )+-+F- 5# 时期古地磁

资料解释的泛大陆模式称为 B#0/%# 8!它和 B#0/%# 7
模式相似，但其冈瓦纳大陆的位置比 B#0/%# 7 中的

位置更为靠东，显然也和地质证据存在矛盾 !直至最

新的古地磁研究，B#0/%# 62、6+ 与 B#0/%# 7、8 模式

之间的讨论还在继续 ! 我们采用比较接近 6+ 的模

式（图 )）!认为代表的时期是中二叠世，但我们这里

使用的中二叠世始于 +@- 5#，相当于栖霞阶之

底［3@］，约相当于国际上空谷阶之底［33］，包括珊瑚

!"#$%&’(" 带 至 )""’%&*+,-../01)%&#$%..(#%2 带， 类

3(2%..(&" 带至 !"4%(&" 带［2--］! K=%/;%1 等［2-2］曾做出二

叠纪从老至新 4 幅古大陆再造图 ! 5%= 等［2-+］根据

K=%/;%1 的系列底图，做了 4 幅牙形刺不同类型的分

布图 ! 王 鸿 祯 等［2-)］曾 做 出 早 二 叠 世 珊 瑚 及 腕 足

类［2-F］生物分区图，但当时仍使用二叠纪二分法，所

指早二叠世的实际时限包括现在使用的中二叠世的

大部分及早二叠世的一部分 !
图 ) 与 K=%/;%1 的图件相近 !其特色，一是将古地

台周缘的若干分散地块都予以固定位置，表明了它

们与相邻主要古大陆的构造关系；二是根据构造古

地理和生物古地理的观点，将古特提斯洋区以中部

岛链带为界，分为南北 + 个洋区，分别称为北（东）古

特提斯洋区和南（西）古特提斯洋区；三是根据新的

古地磁资料，调整了西伯利亚和中朝地台之间海域

的相对位置，缓解了过去再造中在这个地区遇到的

困难；四是除深海和浅海外，还区分了山区、低地、陆

相、蒸发海域和冰成沉积等 !此外，还表现了北美和

非洲之间的碰撞造山带、西伯利亚东侧及哈萨克斯

坦西侧的边缘造山带，也表现了东亚和南亚当时处

于拉伸的构造格局 ! 图中区分了 ) 个生物大区和 4
个生物区，在 23@3 年的图上做了简化，每区只举了 2
个代表性珊瑚或腕足类组合，同时加入了 F 个著名

的古植物大区的注记 ! 应当指出：在再造图上对植

物大区的分布和界线以及浅海动物区动物生态类型

都可做出更好的解释 !我们相信生物地理分区在古

大陆再造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
致谢：本文是“九五”期间科技部攀登附加 JJ:L

项目和国土资源部“九五”基础研究 B#0/%# 项目的

研究成果，特别是项目第四课题的未发表成果 !图 )
的原图是梅仕龙教授完成的 !图 2 是由研究生陈晓

洁同志协助完成的 !承地层古生物教研室提供多种

方便，在此统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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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中二叠世（"#$"%& ’(）全球古大陆再造及生物古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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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与高地；" ,低地；!,陆相沉积；A,咸海相及蒸发岩相；%,浅海沉积；B,冰盖及冰成沉积 ,古植物大区：C,安哥拉；D,华夏；?,欧

美；E,冈瓦纳 ,海生古动物分区（珊瑚与腕足类为主）：（@）北方大区，@C,西伯利亚区：CFG!"#$%&’(()*+,-.(/."0%&’1(()* 组合；@H,哈萨克

斯坦—兴安岭区：DIG2.(%&’1(()*+34"/44564((. 组合，JKG7.5%-(4-6.+86#’."4-6. 组合；@D,北美区：LMG9)"’.*6:.+;4"6$<#’6%064< 组合 ,（"）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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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V］, V.8/5 E3.0，@Y&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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