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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地层与非史密斯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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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地层指南中指出&地层学应扩展为包括对构成地壳的所有岩石体的描述’所有各

类岩石"沉积的’火成的’变质的’固结的和非固结的#都属于地层学和地层分类的总体研究范

畴’传统地层学主要针对沉积成因地层&虽然拓展包括了一部分火山喷出岩&如熔岩类’火山

碎屑岩和火山灰等层状火山岩&其形成的力学机制基本上是重力机制&即向地心方向受重力

作用逐渐累积’本文将重力机制下形成的地层及其适度扩展物"如沉积变质和沉积火山岩类#
称之为史密斯地层’现代地层学概念中&形成地层的力学机制不仅仅是重力&而且包括了热力

"如蛇绿岩#’机械力或构造力"如混杂岩’构造岩等#’非重力机制或非沉积成因的地层&亦都

有时空顺序&其顺序服从各自的力学机制和成因&但不服从史密斯地层的叠覆律$这些非重

力机制形成的地层不属于史密斯地层学的范畴&本文称之为非史密斯地层’造山带混杂岩区

主要依据构造力作用机制不同&其非史密斯地层形成方式可区分为俯冲刮削拼贴式’俯冲折

返拼贴式和仰冲推覆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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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序地层’造山带非史密斯地层和地质填图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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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地层学及其局限性

!’!!史密斯地层学的产生"发展及基本原理

地层学产生以来的*))余年&研究内容基本上

属于史密斯地层学"1H3/0</.-/3L.-M0=#的范畴’最
早的地层学科学奠基人史坦诺在论文(天然固体中

的坚硬物)"@CCF#中提出著名的地层学三定律%层序

叠加律"&-O%8<7M4.M%<3/3%5#&即若地层未经变动

则下老上新$原始连续律"&-O%8%.3L35-&2%5/3573G
/=#&即若地层未经变动则呈连续体并逐渐尖灭$原

始水平律"&-O%8%.3L35-&0%.3K%5/-&3/=#&即若地层

未经变动则呈水平或大致水平产状’史坦诺的三定

律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层学’
地层学真正成为一门集理性与应用于一体的学

科&始于被称之为*英国地质之父+的威廉,史密斯

"P3&&3-H1H3/0&@+CF!@"*F#’@+F*!@+FF年&史密

斯参加索美塞得郡"1%H4.<4/<03.4#煤运河施工&他

在C年的野外考察实践中&认识到*每一层都含有独

特的生物化石+&在他的地质图上&布满了各种化石

的地点和符号&将含相同化石的岩层位置勾画出来&
完成了*不列颠地层表+"@+FF#’@"@C年史密斯出版

了被称之为地层学奠基之作的(用生物化石鉴定地

层)一书&提出了著名的*化石层序律+&即不同时代

的地层所含化石不同&含有相同化石的地层属同一

时代’由于生物演化的不可逆性’阶段性和生物较强

的迁移能力&可以将地层中的化石作为一种指示时

间先后的符号’史密斯提出用地层中所含化石的划

分’对比代替地层本体的划分’对比&无论是指导思

想&还是操作方法’精度等方面都较地层层序叠加律

先进得多-@.’史密斯的历史功绩在于第@次确立了

生物地层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将其原理成功地

应用于地质填图&完成了英国乃至全球的第@张真

正的地质图"@"@B#’直至现今&全球各国地层划分对

比和地质填图仍遵循*史密斯地层法+和*史密斯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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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利用史密斯开创的生物地

层学方法#@F世纪+)年代末#古生代以来的纪$系%
已在欧洲全部建立#为地质学的研究建立了统一的

时间坐标’不仅如此#史密斯的化石层序律也开辟了

利用地层中所含各种信息&特征等能独立于地层本

体之外的标志进行地层划分&对比的新途径#如利用

地层的岩性&磁性&化学性质&矿物标志&气候标志&
生态标志&突发事件$如火山爆发&撞击&缺氧&海啸

等%标志&海面变化标志等进行地层的划分&对比#从
而产生的岩石地层学&磁性地层学&化学地层学&矿
物地层学&气候地层学&生态地层学&事件地层学&层
序地层学等#均为化石层序律思想&方法的延续和扩

展#因此#上述地层学学科分支均可归入史密斯地层

学的研究范畴’
在实践中#史密斯地层学是指研究那些层序正

常#横向上可以远距离追索对比#构造简单#无变质

或变质轻微#海相火山岩系不发育#具较广地理分布

的地层学科’!(’进行史密斯地层学研究#首先要求建

立典型剖面$标准剖面&层型剖面%#其剖面选择准则

有三)$@%构造简单*$!%层序完整&清楚&化石丰富

$即保持原始的上下叠覆关系#无沉积缺失#无构造

变动造成的缺失等%*$*%交通便利’显然#符合上述

*条准则的史密斯地层标准剖面赋存的最有利位置

是地壳构造活动不强的稳定的克拉通区或被动大陆

边缘’史密斯地层的原理和法则在板内地台区和稳

定区无疑是正确的’但随着!)世纪后半叶#尤其是

近数十年来古大陆造山带研究的深入#史密斯地层

学在造山带混杂岩区的地层学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缺

陷#需根据造山带自身特点提出一种新的地层学分

支学科对其进行补充’
!’"!史密斯地层学的局限性

传统的史密斯地层学只包括了沉积成因的$含
沉积变质的%地层#虽然拓展包括了一部分火山喷出

岩#如熔岩类&火山碎屑岩和火山灰等层状火山岩#
其形成的力学机制基本上是重力机制#即向地心方

向受重力作用逐渐累积#因而由此产生了叠覆律等

$传统%地层学三定律’
在造山带区#许多地层体的形成并非仅由重力

作用所致#热力作用&机械力作用及它们间的相互复

合作用形成的地层体随处可见’传统的史密斯地层

研究方法已难以满足造山带地层研究的需要#沿袭

了几百年的史密斯地层的原则$层序叠加律&原始连

续律&原始水平律&化石层序律及后来提出的瓦尔特

相律%在经过古海洋&古地理&古大陆大地构造相等

强烈变动和混杂的造山带区也显得力不从心’原因

是造山带地层构成具如下独特性和复杂性’@()$@%造
山带演化不同阶段&不同大地构造相地层体在极短

程内相互拼贴&无序叠置*$!%不同沉积古地理单元

地层体在极短程内相互拼贴&无序叠置*$*%不同构

造层次$深部?浅表构造层次%的地层体在极短程内

相互拼贴&无序叠置*$#%以半深海?深海相海底扇&
斜坡扇沉积相建造大量发育为特色#且伴生一系列

他生突发旋回沉积建造$如塌积&碎屑流&滑块&滑

塌&海啸&震积&火山&负沉积侵蚀或冲刷等%高频发

育为特色*$B%生物群以远洋!半远洋微体单细胞浮

游生物与极浅海底栖生物混杂为特色*$C%古大洋相

当复杂#尤其是中国古特提斯域古大洋#多为多岛洋

$海%’@#*(#多岛洋是一个宽阔$可达数十纬度%的但

不干净的洋#它在其各个演化阶段#始终充满着由裂

解地块&裂谷&海道&微板块与次级小洋$海%盆&火山

岛弧&海山与边缘海等不同裂离与聚合程度的&海陆

相间的多岛洋盆’故由多岛洋转化而来的造山带地

层岩相纵&横向变化很大#并且其中的一些相单元寿

命短暂*$+%相同时间间隔内快速堆积厚度巨大的地

层体$如海底扇&斜坡扇%和极慢堆积厚度极薄的高

度凝缩的地层体$如远洋放射虫软泥沉积%共存#这
是稳定地台区地层不能比拟的*$"%在造山带俯$仰%
冲碰撞和陆内造山阶段#发生过强烈的构造搬运和

构造混杂#构造形迹多样化#垂直不长的地层体往往

是众多不同来源&不同时代&不同变形变质程度&不
同大小的各种构造岩片拼贴体#地层原始层序被严

重肢解&破坏*$F%造山带现存地层体多以各种混杂

岩方式出现#尤以产于俯冲带的俯冲增生杂岩楔的

原始形成方式与史密斯地层学的+层序叠覆律"老下

新上的顺序正好相反#其混杂岩增生方式是老的+片
体"在上#新的+片体"阶段性拼贴在老的+增生片体"
的斜下方#这种增生片体的原始位置亦与+原始水平

律"相悖#即增生片体一般保持较高角度倾斜*$@)%
在岩石类型和变质程度上#造山带海相和古陆缘火

山岩及变质岩普遍发育#尤其是超基性&基性岩系分

布广泛#变质作用较强#伴有从百余IH以下深部超

高压变质岩片的折返和同造山期与造山后期岩浆活

动#构成极为复杂的地质景观’
因此#传统的史密斯地层学理论与方法在造山

带地层研究和填图生产实践中存在诸多局限’在造

山带混杂岩地区进行地层工作#首先必须进行高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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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地质填图"填绘各类岩片#块$%基质所处的构造

期次和构造部位"分别对其进行定时#代$%定位#原
始位置$%定相#原始形成环境$和变形变质历程研

究&@"*"#’"重塑其地层序列#新老次序$"分析其形成

机制#重力%热力%构造作用力或它们的复合作用$"
恢复其古大地构造相%古地理%古地貌和古沉积环

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新观念"有必要引入非史密

斯地层#5%5G1H3/0</.-/3L.-M0=$这一新的地层学概

念"为恢复造山带组成%结构%形成和演化历程服务’

!!非史密斯地层学建立的理论依据及

其概念

非史密斯地层一词虽系许清华先生提出"但他

并没有阐述它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在国内%经过几年

实践和地层学界的讨论&@"@#’"现在已有可能对非史密

斯地层学建立的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作如下概述’
"’!!现代地层的概念

史密斯地层学或传统地层学主要研究沉积#及
沉积变质$成因的地层"其形成机制是重力机制’现
在人们认识到"这只是地层的一部分或狭义的地层’
那么什么是现代的地层含义？让我们看看国际和中

国的地层指南’
在(国际地层指南)#第二版$&@B’第二章*地层分

类原理+的*E’概述+中写道!*从广义上讲"整个地

球都是分层的"因此所有各类岩石,,,沉积岩%火山

岩及变质岩都属于地层学和地层分类的研究范畴+’
在第三章*定义与程序+的*@’E’定义"@地层学+又
写道!*非成层岩石体,,,沉积火山岩和侵入火成岩

及成因不明的块状变质岩所提供的信息"在地层学

方面的重要价值已变得非常明显--地层学的定义

应扩展为包括对构成地壳的所有岩石体的描述--
所有各类岩石,,,沉积的%火成的%变质的"固结的

和非固结的,,,都属于地层学和地层分类的总体研

究范畴’+
在(中国地层指南及中国地层指南说明书)#修

订版$&@C’的 第 一 章*一 般 概 念+中 写 道!*地 层 学

#</.-/3L.-M0=$是研究构成地壳的所有层状或似层

状岩石体固有的特征和属性"并据此将它们划分为

不同类型和级别的单位’进而建立它们之间的空间

关系和时间顺序的一门基础地质学科’构成地壳的

各类层状或似层状的岩石,,,沉积岩#包括固结的

或未固结的沉积物$%火山岩及变质岩都属于地层学

的研究范畴+’
两指南的地层含义有所不同"国际指南的含义

非常广泛"中国指南则将它限制为*构成地壳的所有

层状或似层状岩石体+"并未如国际指南那样明确地

说*整个地球都是分层的+"特别是没有明确包括如

*侵入火山岩+%*非固结的+这些类岩石’中国指南所

说的*构成地壳的所有层状或似层状岩石体+"亦有

一定的模糊性"并未明确指明沉积层以下被康腊面

分隔的陆壳上层%陆壳下层及莫霍面%古登堡面%莱
曼面等以不同地震波速面分开的层状或似层状岩石

体是否属于地层学的范畴’但是"在该指南中"有一

节专述*特殊岩石地层单位+"包括岩群%岩组%杂岩%
滑塌岩%构造岩%混杂岩%蛇绿岩等+种’这就明确地

把洋壳中%洋陆转换带#缝合线$中%和至少部分非沉

积成因的上陆壳中形成的岩石算作地层了’
从以上两指南的叙述可见"地层的定义已扩展

到非沉积成因的岩石’
由上可见"在现代地层学概念中"沉积成因的地

层只是地层的一部分’在国际地层指南表述的概念

中"它只是地层的一小部分"只包括地球或地壳的最

上部,,,沉积层’在中国地层指南中"它被暗含地认

为是*正常+地层"而将其与*特殊+地层相对’这些

*特殊+地层以及国际地层指南中广义的地层的大部

分"都不服从叠覆律"按笔者的理解"属非史密斯地

层的范畴’
"’"!广义的或理论的非史密斯地层学概念

史密斯地层学是指适用*地层三定律+"特别是

*叠覆律+的地层"它是重力机制下形成的地层"实质

上就是沉积成因#含沉积变质$的地层及其适度扩展

物"如沉积火成岩类’
根据国际地层指南的地层定义"形成地层的力

学机制不仅仅是重力"而且包括了热力#如蛇绿岩$%
机械力或构造力#如混杂岩%构造岩等$’这些非重力

机制形成的地层不服从史密斯地层三定律"因而不属

于史密斯地层学的范畴"我们称之为非史密斯地层’
热力机制形成的地层"其形成方向基本上与重

力相反"不是向地心收缩"而是由地心向外膨胀"露
出地表以后"虽然在局部有叠覆关系"但总体上仍呈

层状向外#两侧$膨胀扩展’因此它的新老关系或时

间!空间顺序不符合叠覆律"而服从热力机制所决

定的膨胀%分异%穿插切割关系’例如蛇绿岩"它底部

的变质橄榄岩通常形成在先.往上为堆晶岩"堆晶岩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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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旋回虽然有一个从超镁铁岩到浅色层序的序

列"但它是通过分异结晶作用形成的岩浆分异序列"
并不是史密斯层序#稍后形成的岩墙群"则穿插切割

先存的蛇绿岩层序"并非上$下关系’岩墙群内部"后
成的岩墙沿破裂侵位于老岩墙中"并无叠覆关系’

在构造力或机械力机制中"很重要的一类是板

块边界上的扩展力或压缩力"其基本方向是水平力"
而重力成为次要因素’它所形成的地层时间!空间

顺序"服从于机械力的主应力方向"故不一定造成叠

覆’例如在板块俯冲棱柱增生体中形成的构造混杂

岩"基本上是侧向增长"逐个拼贴在俯冲%仰冲&带

上"往往是老的在侧上方"新的在侧下方’
非重力机制或非沉积成因的地层"亦都有时空

顺序"其顺序服从各自的力学机制和成因"但不服从

叠覆律"笔者称之为非史密斯地层’它们的生成顺序

不符合史密斯层序"一般称之为无序%指不符合史密

斯层序&’
在非史密斯地层中还包括另一类地层’它们是

原始沉积成因的"如深海硅质岩$复理石$磨拉石等"
但由于处在造山带中"被后来的变质变形移位等作

用切成一个个小岩片"并按构造力的作用拼贴到混

杂带中’作为混杂地层的一个基本单位"这类地层单

元%即岩片&的形成顺序"也不是按史密斯地层的叠

覆律形成的"但各个单元%岩片&的内部"有时仍保留

了原始沉积的史密斯层序"有时则已剪切破裂或被

构造置换到不可辨认了’在前一种情况下"属于总体

无序局部有序%史密斯层序&’
非史密斯地层研究的兴起"来源于造山带区地

质填图"特别是中国西部造山带地区地质填图实践

的需要’@""(’中国东部大部分是相对稳定的台区"西
部则大多是造山带"它与东部有三点不同)一是造山

带的原型是大陆边缘和洋壳"它所卷入的非沉积地

层%混杂岩$蛇绿岩等&多#二是造山隆升剥露后"出
露的非史密斯成因的地层和古老的地壳多#三是有

些沉积地层因造山变形变质而无序化’它们急需用

非史密斯的概念和方法予以研究’
由此可见"非史密斯地层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

域"其范围很大’近几年我国对非史密斯地层研究大

都集中在造山带混杂岩区’造山带类型复杂多样"不
同类型的造山带有着各自不同的形成机制$演化历

程和各自不同的三维结构"但各类造山带有其共性"
其共性就是造山带的接合部在整个演化历程中"曾
经历过强烈的构造搬运和构造混杂过程"即*非史密

斯化+过程’因此"用传统的地层学方法难以很好地

恢复造山带复杂的演化历史’如何对造山带混杂岩

地区进行精细的地质调查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造山带混杂岩区的非史密斯地层研究亦应运而生’
非史密斯地层学方法是从地层学角度对造山带混杂

岩区进行深入细致剖析研究的有效途径’在非史密

斯地层新的理论与方法指导下"进行混杂岩区非史

密斯地层研究"不仅可以大幅度提高造山带混杂岩

分布区地质填图质量"进一步提高我国造山带区地

质研究与环境资源调查评价水平"而且也是建立大

陆动力学等地学新理论体系的关键’

*!造山带混杂岩区非史密斯地层方法

应用

研究造山带区混杂岩的目的是进行基质和外来

岩片%块&的划分$对比研究"对基质的划分研究可根

据基质的变质程度不同分别采用岩石地层单位群组

或岩群岩组进行填图单位划分#对基质中的外来岩

片%块&可视规模大小分别进行构造岩片%块&划分"
建立混杂岩地层的填图单位’选择有代表性的岩片

%块&进行物态%物质组成&$时态%时代确定&$相态

%沉积相&$位态%原生大地构造环境"如洋脊$弧前$
弧后$岛弧$前陆等&构造古地理部位恢复$变形和变

质历程调查’@"*"#(’通过对构造岩片四维裂拼复原分

析’@"*"#(研究"探讨造山带形成$演化历程和现今三

维物质组成与结构’要求在剖面上要分别按岩片

%块&和基质对混杂岩内部物质组成逐块%片&逐层详

细描述"采集岩矿$古生物$岩相$构造定向$岩石地

球化学$粒度分析等样品"选择不同类型的岩片%块&
采集古生物或同位素年龄测试样’特别要注意岩片

%块&与基质之间$岩片%块&与岩片%块&之间%在混杂

岩中"常常岩片%块&与岩片%块&直接以断裂带接触&
接触关系%断裂&特征性质的调查’

构造岩片%块&是非史密斯地层的研究对象!!!
混杂岩的基本构件之一"那么"它必然亦是非史密斯

地层的基本构件之一"也是造山带非史密斯地层地

质填图的基本单位之一’@"*"#"@+(’
造山带一般都经历了多期板块裂解与拼合的复

杂演化过程"使地层广泛非史密斯化"从中型构造尺

度来看"不同层次$不同产状$不同性质$成生于不同

时期的断裂所分割的多级次构造岩片%块&组合是造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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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造山带混杂岩区非史密斯地层类型划分

Q-N&4@ 9&-<<3832-/3%5%85%5G1H3/0</.-/-35HR&-5L4N4&/<%8%.%L4532.4L3%5<

混杂类型 大地构造环境
混杂的力学机制

与混杂方式
混杂岩岩片"块#类型 无序状态 非史密斯地层类型

基

本

混

杂

类

型

复

合

混

杂

类

型

滑混

岩类

构

造

混

杂

类

构造

?热?
沉积

混杂类

拉张环境为主

先期拉张环境

岩片主要形成

于汇聚俯"仰#
冲碰撞环境

先期形成于拉

张$汇聚$俯冲$
仰冲$碰撞等环

境’后经陆内变

形变质环境改造

重力S构造力

"张性为主#%重力流&
震积&海啸&礁缘崩塌等

构造力"压性和

压剪性为主#S热力%
俯冲刮削拼贴式&
俯冲折返拼贴式&
仰冲推覆式等

构造力S热力S重力

滑动岩块<&3
滑塌岩块<&7

蛇绿岩岩片%M
玄武岩岩片#
火山"岛#弧岩片;-
海山碳酸盐岩岩片<2
深海硅质$泥质岩岩片<-
复理石岩片8O
磨拉石岩片H&
裂解块体岩片<&
"超#高压变质岩片0MH
基底岩片N<
如滑塌?蛇绿混杂岩岩片&
蛇绿混杂岩?走滑岩片&
蛇绿混杂岩?走滑层&
滑塌?蛇绿混杂岩?
叠瓦岩片&
滑塌?蛇绿混杂岩?叠瓦层等

总体有序

局部无序

总体无序

局部有序

存在各种

无序状态

沉积混杂型

非史密斯地层

热’构造混杂型

非史密斯地层

构造混杂型

非史密斯地层

复合混杂型

非史密斯地层

山带非史密斯地层最重要特征之一’根据造山带地

质填图的初步成果&笔者从填图尺度将其划分为岩

片"块#和超岩片"块#!级(@&@+)’
不同学者对岩片"<&324#可能有不同理解’王涛

等(@")将岩片定义为*从强变形带限定$与相邻地质

体不可对比的$并无正常连续叠复"沉积的$正常构

造接触的#关系的单一岩层体或多个有原始成生联

系的岩层组合体+’岩石及其组合是划分岩片的主要

依据’岩片之间不应有可对比的岩层&否则&应视为

同一岩片&即使有强变形带分割’王涛等(@")对*超岩

片"<7M4.<&324#+所下的定义是!由特征各异$归属

"地层的$构造的#不明$相对独立而又具变质变形总

体相似性而区别于相邻岩系的构造岩片"块#拼合的

变火山?沉积岩系’
笔者对岩片所下的定义是!岩片"<&324#是指以

构造拼合边界所分割的具有一定物质构成的地质

体&在地质填图中具可填性&是非史密斯地层基本单

位之一&也是非史密斯地质填图的基本单元之一(@)’
对岩片"块#的正确划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岩片

"块#的厘定和划分可按如下原则进行!"@#必须是以

构造拼合边界所分割的地质体&即岩片四周均被断

裂围限&该断裂绝不是同一地质体内部的断裂&而是

与不同地质体相拼合的构造界面’"!#相邻岩片在岩

性$岩相$变形$变质程度和时代上具明显差异’尤其

是被一断裂带所分割的!个相邻地质体&如在岩相

上不连续$变质程度$变形样式和时代上有一项不同

者&即可区分为!个岩片’
超岩片"<7M4.<&324#是在同一大的构造旋回期

"如晋宁期$加里东期$海西期等#&亲源关系密切&大
致经历了相似变形$变质历程的一套岩片"块#组合

体’超岩片的大小一般宽数IH&长达数十至数百

IH’在造山带@AB)万地质图上&在岩石地层单位

编图的基础上&采用超岩片进一步解剖混杂岩区较

好&但对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岩片"如蛇绿岩岩片$超
高压含柯石英榴辉岩岩片$深海放射虫硅质岩岩片

等#可在@AB)万地质图上夸大表示’
根据造山带地质填图实践&笔者主要依据造山

带混杂建造的力学机制和混杂方式的不同&提出了

一个造山带混杂岩区较为详细的非史密斯地层划分

方案"表@#’非史密斯地层混杂岩岩片"块#的特征

列于表!’
热?构造混杂型和构造混杂型非史密斯地层是

造山带板块聚敛俯冲带常见的一种混杂建造’俯冲

带在消减板块下潜过程中&盆地中先前在重力机制

下形成的原始复理石沉积$同沉积滑塌岩块&与先前

在热力机制下形成的蛇绿岩和火山弧及早先裂解的

陆壳碎片等最终一并带入俯冲带内遭受剪切&发生

构造混杂&从而形成由冲断层滑动造成的柔皱层和

包括从俯冲盘和仰冲盘分别刮离和大洋壳刮下的蛇

绿岩在内的俯冲杂岩体’由这种混杂作用形成的非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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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造山带混杂岩非史密斯地层岩片!块"常见类型及主要特征

Q-N&4! T-U%.<&324/=M4<-5V/043.20-.-2/4.3</32<355%5G1H3/0</.-/-%8%.%L4532.4L3%5<

混杂岩岩片"块#类型 代号 主要特征

@滑动岩块 <&3 半固结的沉积物块体沿破裂的底面整体移动$内部几乎无柔皱变形和旋转作用’
!滑塌岩块 <&7 半固结的沉积物块体沿破裂的底面整体移动$内部柔皱变形和旋转作用强’
*蛇绿岩岩片 )M 洋壳或似洋壳岩石圈碎片$其岩石组合为地幔变质橄榄岩%超镁铁?镁铁质堆晶杂岩%席状岩墙群%枕状熔岩等’
#玄武岩岩片 # 由与洋壳演化有关的大套枕状玄武岩或非枕状玄武岩构成的构造岩片’
B超镁铁质岩岩片 $ 为蛇绿岩的超基性岩岩石组合部分的残片$主要为地幔变质橄榄岩%超镁铁?镁铁质堆晶杂岩%席状岩墙群等’
C深海硅%泥质岩片 <- 与蛇绿岩密切伴生的放射虫硅质岩$硅化粘土和泥岩%硅化沉凝灰岩等’

+碳酸盐岩海山岩片 2-
主要指洋盆中的非火山海山$没有陆源物质参与$多数为生物建隆形成碳酸盐岩海山"台#%相伴远洋硅岩及

压缩层序$有时产具兰绿藻纹层的铁锰壳和铁锰结核’
"火山"岛#弧岩片 ;- 火山海山或火山弧残片’由喷出的火山岩%火山弧的深成岩根部和来源于火山的沉积碎屑构成’
F复理石岩片 8O 巨厚的再沉积深海%半深海碎屑岩序列’由来自大陆边缘的石英长石质碎屑所构成$杂基支撑为主’
@)磨拉石岩片 H& 为造山沉积再旋回产物$包括从陆相到海相的一系列沉积体系$其碎屑模型图解中是一个岩屑?石英区域’

@@裂解块体岩片 <&
原来从大陆裂解出来的一些块体"地体#$后又被拼贴于大陆边缘’沉积体富含石英$反映沉积作用的多旋回’
或在碰撞带"或俯冲带#中被卷入的一些被裂离的变质基底岩系块体’

@!"超#高压变质岩片 0M 特指俯冲于地壳深部发生"超#高压变质后又折返于地壳浅部的岩石$如含柯石英榴辉岩’

图@!造山带构造混杂岩类非史密斯地层各种混杂岩岩片"块#形成的大地构造背景模式&@$*’

W3L’@ T%V4&<8%.V3884.45//42/%532<4//35L<%85%5G1H3/0HR&-5L4<&32435%.%L4532N4&/&@$*’

-’各种构造混杂岩岩片"块#成生原始位态及大地构造环境(N’汇聚%碰撞环境中各种构造混杂岩岩片"块#就位"变位#模式)N@’俯冲刮削拼

贴式(N!’俯冲折返拼贴式(N*’仰冲推覆式’图中@?@!含义见表!(@*’礁(@#’陆架边缘浅海沉积(@B’陆壳(@C’洋壳(@+’岩石圈地幔(@"’同

造山侵入体(@F’洋扩张脊’

史密斯地层体$显然是在板块聚敛俯冲过程中构造

力与热事件力共同作用混杂的结果’如雅鲁藏布江%
西金乌兰!金沙江%东西昆仑&@F$!)’%祁连等蛇绿构

造混杂岩带等均属此种类型’
图@所示为造山带热?构造混杂型非史密斯地

层各种混杂岩岩片"块#形成的大地构造背景及成生

过程模式图$可大体剖析为!个成生阶段)-阶段为

各种构造岩片成生原始位态及大地构造环境$如在

离散大地构造背景下其原始成生环境可出现活动裂

谷%裂解地块%弧后盆地%火山岛弧%弧前盆地%陆缘

增生楔%斜坡带复理石楔%海底扇%海山%深海平原%

扩张脊等(在陆?陆碰撞和陆内造山背景下可出现

复理石盆地%磨拉石盆地%背驮式盆地%转换裂谷及

拉分盆地等’N阶段为俯"仰#冲%对接%碰撞和陆内

汇聚作用导致山脉隆升而发生的地壳大幅度削减 %
缩短和增厚过程中$在造山带结合部所发生的强烈

的非史密斯化过程’如在俯"仰#冲过程中在俯"仰#
冲带可能存在的情况为)"@#洋岛%海山及海底高原%
裂解地块"具陆壳基底#%洋壳"蛇绿岩#等随大洋岩

石圈向大陆岩石圈的俯冲而拼贴于大陆边缘$拼贴

过程中这些大小不同%来源有别的块体被夹持于刮

削混杂堆积物中$这一非史密斯化过程可称为俯冲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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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削拼贴式’随着时间推移"俯冲带可能常呈现跳跃

式后退方式"将其刮削混杂物层层拼贴在活动陆缘

面向海沟一侧"形成巨大厚度的陆缘俯冲增生杂岩

楔"巨大的增生杂岩楔在!个块体碰撞过程中常起

着#缓冲垫$的作用"或最终可制止!个或更多块体

的会聚对接"形成一种对接时造陆不造山或延迟造

山的大地构造环境’一般增生楔成生层序大体上遵

循老的在上%新的在下"与史密斯地层学的#层序叠

加律$相悖"更不遵循#原始连续律$’&!’洋壳岩片或

陆壳岩片俯冲于大陆岩石圈之下发生超高压变质后

通过构造折返作用又回返到地壳浅部"经历了俯冲

增压和折返减压!个阶段"如现今展露于大别造山

带一带的含柯石英榴辉岩’该过程可造成不同构造

层次的各种构造岩片相互拼贴"可称之为俯冲折返

拼贴式’&*’洋壳或大洋岩石圈在会聚过程中向陆壳

&或大陆岩石圈’仰冲推覆"如阿曼山脉的形成’在非

大陆上驮碰撞型造山带中"常可发育碰撞前仰冲的

巨大蛇绿岩推覆体"这种由仰冲成生的混杂方式可

称之为仰冲推覆式’
沉积混杂型非史密斯地层由沉积混杂岩&又名

滑混岩&%&3</%</.%H4’(!@)’构成"可区分出滑动岩块

和滑塌岩块两类"被认为与造山带构造演化阶段的

拉张大地构造背景密切相关"如弧后扩张盆地%裂谷

和大陆边缘的震积%海啸及礁缘崩塌’这类滑混岩块

的内部层序通常易于用史密斯地层方法恢复’

#!结论

&@’现代地层学概念中"沉积成因的地层只是地

层的一部分’在国际地层指南表述的概念中’它只是

地层的一小部分"只包括地球或地壳的最上部***
沉积层’沉积成因地层主要是在重力机制下形成的’
本文将重力机制下形成的地层及其适度扩展物&如
沉积变质和沉积火山岩类’称之为史密斯地层’&!’
现代地层学概念中"形成地层的力学机制不仅是重

力"而且包括了热力&如蛇绿岩’%机械力或构造力

&如混杂岩%构造岩等’’非重力机制或非沉积成因的

地层"亦都有时空顺序"其顺序服从各自的力学机制

和成因"但不服从史密斯地层的叠覆律+这些非重力

机制形成的地层不属于史密斯地层学的范畴"本文

称之为非史密斯地层’&*’在热力?构造力作用下"
热?构造混杂型非史密斯地层是造山带板块聚敛俯

冲带常见的一种混杂建造’其非史密斯地层形成方

式可区分为俯冲刮削拼贴式%俯冲折返拼贴式和仰

冲推覆式等’&#’非史密斯地层近年在国内的兴起"
主要起因于从地层学角度对造山带混杂岩区进行地

层划分对比和地质填图的需要’它是现代地层学分

支学科之一’现代众多的地层学分支大多都是通过

研究板内稳定区域地层而建立的"因此不能简单地

将稳定区建立的地层学各分支学科的理论%技术与

方法移植到活动区&造山带’地区"要针对造山带地

区的特色进行合理地嫁接%移植"这种有针对性的嫁

接和移植的目的是反对机械套用"应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取现代地层学各分支学科之精髓"以一系列较

为成熟的新技术和新理论为基础"以建立造山带区

各个构造单元较高精度的地层年代序列为目的而展

开调查’
非史密斯地层是刚刚诞生的一个新兴的地层学

学科分支"目前尚未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技术方法

还不成熟"尤其是目前国内有部分学者不赞同非史

密斯地层的存在(!!)’非史密斯地层&学’理论%方法

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还将付出数代人的艰辛探索和努

力’本文愿为该学科的成长和发展#增砖添瓦$"推动

非史密斯地层研究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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