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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的造山带是由不同的大地构造相单元组合而成’大地构造相的划分揭示了造山带的基本框架和形成演化的规

律’在对东昆仑造山带+@!A万冬给措纳湖幅地质填图中’以时间演化和大地构造背景为主线’根据不同演化阶段(不同部

位出现的构造古地理单元(盆地类型和物质建造类型’对填图区大地构造相进行了较精细深入划分’共划分出七大相类(!+
种相’如扩张洋脊相(分支"扩张#海槽相(碳酸盐岩海山相(碳酸盐岩台地相(深海平原相(大陆碎块相(前陆盆地相和磨拉

石盆地相等’编制了+@!A万冬给措纳湖幅大地构造相图和造山作用过程与大地构造相演变图’大地构造相在地质填图中

的应用进一步深化了造山带填图中的地层单元空间配置关系和盆地沉积充填序列的研究’较全面细致地揭示了东昆仑造

山带东段造山带形成(物质组成及演化过程’
关键词!大地构造相$造山带$东昆仑$地质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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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有复杂演化历史的造山带’由于其漫长造

山历程中物质流(能量流的多次重组演变’呈现在我

们面前的是一幅纷繁复杂(似乎杂乱无章的物质混

合场’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形成(演化又具有独特的过

程)多旋回(多岛洋(软碰撞"殷鸿福等’+""?$S35’
/&"%’’!))*#的特点’因此’正确认识造山带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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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演化往往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但纷繁复杂的

造山带并非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的#如果透过其

复杂的外表抓住其本质#就会对复杂的造山带形成"
演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大地构造相在一定程度上

揭示了造山带形成演化的规律#不同的造山带就是

由不同的大地构造相单元组合而成’许靖华认为绝

大多数造山带均为弧后盆地消减"碰撞造山形成#并
导致造山带产生日尔曼"摄尔特和类特大地构造相

$P<7#+""+%&如果不止一个弧后盆地的碰撞#则可

产生多个日尔曼"摄尔特和类特大地构造相&一般来

说它们相互间是有次序分布的’应用大地构造相分

析造山带的结构与演化#就是对造山带进行比较解

剖’应用大地构造相研究造山带结构"演化可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研究程度较低的造山带可以在

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对其作出较为正确的结论’中国

为数众多的造山带分布在交通条件不便"自然地理

环境十分恶劣的西部#其研究程度较低#如昆仑造山

带"喜玛拉雅造山带等’碰撞造山带中最易识别"同
时也是最为重要的B个大地构造相单元是俯冲C碰

撞消减增生蛇绿杂岩"前陆复理石磨拉石建造和陆

缘岩浆弧带#找到这B个单元后#就可以依照碰撞造

山带的模式去重塑造山带的整体格局&另一方面对

研究程度较高的造山带#运用大地构造相可以解释

观察到的复杂现象和弥补缺失的地质记录’每一个

大地构造相类都具有不同的成生时代和环境#弄清

了造山带的大地构造相就能够对造山带中出现的复

杂地质情况和造山带演化细节作出合理的解释’由
于大地构造相给出了一个组成造山带的基本(蓝图)
$许靖华等#+""?%#因此即使造山带的某些部分由于

掩埋"剥蚀或断失等原因不一定能找到#即使一些现

象早已不复存在#但掌握了(蓝图)知识#仍然能够判

断已消失的东西曾经存在过’
大地构造相的提出使人们加深了对非史密斯地

层的认识$张克信等#+""M%’在空间概念上非史密斯

地层是形成于不同的大地构造环境#但经过了构造

移置和构造混杂的地层’从大地构造相分析角度看#
用非史密斯地层单位岩片和超岩片进行造山带混杂

岩填图#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按岩性划分岩片#再把

(类似的)岩片归并为超岩片#而是首先要从时序和

相序调查入手进行深入分析$张克信等#!))+%#显然

大地构造相为其提供了分析的(纲)’从本质上讲#造
山带非史密斯化的过程就是其大地构造相的混杂过

程’因此#在大地构造相(蓝图)知识下#可以较快"较

准确地厘定不同期"不同相"不同变形样式和不同变

质历程的构造岩片"超岩片#并将其合理地填绘在地

质图上’

+!地质填图中的大地构造相划分原则

笔者在东昆仑造山带+@!A))))地质填图的

实 际 应 用 中#认 为 许 靖 华 的 大 地 构 造 相$P<7#
+""+&许 靖 华 等#+""?%划 分 较 为 粗 略#]%K4./%5
$+""*%的划分较为详细#但他划分的一些相是据对

现代全球大地构造环境的观察而识别出来的#某些

大地构造相相对古大陆造山带可能不适用#其划分

的大地构造相类还有待在研究大陆造山带的过程中

完善和补充’一个造山过程一般包含了离散"汇聚"
碰撞"走滑等过程#在每一个过程中会形成相应的大

地构造相单元#]%K4./<%5的划分与造山作用的每

个阶段相对应#因而较易划分出不同的大地构造相

类来#也容易将它们归为不同的造山阶段#可以在填

图的较早阶段认识造山带形成演化的一般规律#对
进一步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在对东昆仑造山带海

西期主造山旋回的研究中#我们划分出扩张洋脊相"
大洋海山相"碳酸盐岩台地相$含生物礁相%$U-5I
/&"%’#+""?%"深海平原相$O0-5I/&"%’#!)))%"大
陆碎块相"前陆盆地相等#加深了对东昆仑造山带碰

撞前多岛洋的构造古地理格局认识#以及造山过程

和时限的基本轮廓’应该看到#不论是许靖华还是

]%K4./%5的大地构造相的划分和研究都是针对威

尔逊旋回的造山带#而中国的造山带往往具有非威

尔逊旋回$多岛洋"软撞撞"多旋回%的特点$殷鸿福

等#+""?%#通过在填图实践中对前人所提出的大地

构造相划分方案的应用和仔细推敲#本文认为#在造

山带的中比例尺填图中#对大地构造相的应用可按

下列原则进行’$+%中比例尺+@!A))))地质填图

中#原则上可采纳]%K4./%5的划分方案#若采纳许

氏方案#在一幅+@!A))))地质图中可能仅出现

!"B个相#使其过分简单化#达不到深入调查的目

的’按]%K4./%5方案#一幅+@!A))))地质图中一

般可划分出+)"!)个相#可达到深入剖析造山带组

成"结构和演化历程之目的’但应具体造山带具体对

待#不可全盘照搬’$!%在划分中#应以造山带演化

不同阶段"不同部位出现的构造古地理单元和物质

建造为主线#改造应予适当考虑’如扩张洋脊"弧前

盆地"前陆盆地等大地构造相强调了构造古地理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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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东昆仑造山带东段冬给措纳湖地区大地构造相划分

[3I’+ X3;3<3%5%8/42/%5328-234<35X%5II39%5-IP7-.4-%84-</J-./%8,-</R75&75%.%I4532K4&/

元"但消减杂岩大地构造相则包含了物质的改造与

重组’#B$时间演化是另一重要主线"要区分不同演

化阶段的大地构造相"比如扩张洋脊的蛇绿岩岩片"
只识别并填绘出蛇绿岩岩片并据岩石地球化学等证

据#S7E7&"+""#$归入扩张洋脊大地构造相"仅解

决了问题的一小半"突出的问题是何时形成的扩张

洋脊？在地质填图中要给予回答’通过对东昆仑造

山带的研究表明"在东昆仑中蛇绿构造混杂岩带存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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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东昆仑造山带东段冬给措纳湖地区大地构造相图"图+为该图的图例#

[3I’! Z42/%5328-234<E-J35X%5II39%5-IP7-.4-%84-</J-./%8,-</R75&75%.%I4532K4&/

在B个不同时期的蛇绿岩组合$并且有代表相应不

同造山旋回的物质建造组合$因而形成了不同时期

的相同大地构造相并置或叠置的现象$因此在划分

大地构造相单元时应尽量识别各个构造旋回形成的

大地构造相$这样将更有利于认识造山带形成演化

的全过程’在划分中$应进行不同造山旋回期离散%
汇聚%碰撞和走滑等大地构造背景的鉴别$即一定的

大地构造相出现在一定的大地构造背景中’"*#在划

分中$大地构造相要和非史密斯地层单位"王乃文

等$+""*&O0-5I/&"%’$!))+$!))*#"岩片%超岩片

等#划分相匹配$如同一造山旋回期中出现的弧前盆

地中的复理石建造与被动陆缘斜坡的复理石建造应

予以区别$划归为不同的超岩片和岩片$不可归入同

一超岩片$如此划分$可达到相互印证%合理匹配的

目的’"A#关于大地构造相的命名和代号表示法$可
按造山旋回期不同阶段出现的构造古地理单元%盆
地类型或物质建造与改造类型命名$代号用其英文

名称的!"B个英文缩写字母表示’

!!地质填图中大地构造相的划分

按照本文提出的大地构造相划分原则$笔者按

*个大地构造演化期"前晋宁期%晋宁!加里东期$
海西C印支期和喜山!燕山期#$*种大地构造背景

"离散%汇聚%碰撞%走滑#对东昆仑造山带东段+@
!A))))冬给措纳湖幅大地构造相进行了较深入细

致的划分$共划分出七大相类%!+种相"表+#’
大地构造相的划分为我们建立了造山带的框架

和蓝图$也为造山带填图沉积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

的基础$上述各种不同的大地构造相伴随有不同时

空结构的沉积相%相序%沉积体系域%沉积事件%旋回

与沉积层控矿床等$特别重要的是随着造山过程的

演化$沉积作用及其产物都将发生变化’对于古海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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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造山带区<=>?@@@@区域地质调查大地构造相划分及其特征简述

Z-K&4+ X3;3<3%5%8/42/%5328-234<-5Y/043.20-.-2/4.3</32<35%.%I4532K4&/

大地

构造环境

大地

构造相类

大地

构造相
特征简述

离

散

大

地

构

造

环

境

汇聚大地

构造环境

裂

谷

][

被动

陆缘

N̂

洋

盆

V_

活动

陆缘

Q^

陆内裂谷T/.
指断陷拉张作用仅仅限于在陆壳内进行的分裂阶段’建造类型以陆相火山沉积建造和大陆玄

武岩建造和复陆屑建造为特征

陆间裂谷T2.
指大陆裂谷作用已经发展到陆块分裂阶段’裂谷底部出现较热的原始大洋壳物质"裂谷内沉

积一直受两侧陆块和底部地幔热流的直接影响"形成类似洋壳的碱性橄榄玄武岩建造

边缘裂谷 .̂
常为被动大陆边缘发育的前身"即大陆块边缘陆壳的张裂阶段"沉积建造以复陆屑建造为主"
随着裂谷作用进一步发展"陆内边缘裂谷演化为洋内裂谷"作为扩张中心的大洋裂谷逐渐远

离大陆边缘"并演化为发育完好的被动大陆边缘

败育裂谷[.
又称拗拉槽#Q7&-2%I45$%裂陷海槽"是横切陆壳边缘#克拉通%地台$"具有凹形湾并延伸到克

拉通内部很深的窄狭海槽’裂谷盆地内发育扩张失败的向上变浅的沉积序列"发育有深水浊

流和重力滑塌沉积物"可厚达千米"偶见碱性玄武岩

陆棚9<0 陆棚浅海硅质碎屑岩"碳酸盐岩台地%生物礁等

陆坡9&0 以半深海浊积岩%碎屑流%滑塌建造为主#_-3&4=/&"%’"+"?"$
陆隆9. 半深海&深海浊积扇%等深积岩建造为主

陆缘基底,K 被动陆缘较年青沉积盖层之下的古老陆壳结晶基底岩系

大陆碎片98
裂解离散于洋盆中的大陆壳碎片"碎片自身由较老陆壳基底岩系构成"上履着碳酸盐台地或

海山单元"或为远洋硅泥质沉积物"侧向上过渡到大洋壳

大洋岛弧V-
玄武岩和玄武安山岩巨厚堆积’寄生火山"多粒级喷出岩和火山碎屑岩"凝灰岩"局部被快速

下降的碳酸盐岩台地单元所覆盖’顶部为非碳酸盐岩沉积物’边缘为坡麓堆积#S35"!))*$

海山1E
基底由大陆碎片的古老基底或洋岛型玄武岩构成"其上为巨厚的碳酸盐岩台地"夹凝缩沉积

的远洋物质’局部含锰结核或[4(̂ 5沉积

分支#扩张$海
槽_/

盆地显示张裂和断陷特征"底部显示热控隆升#地幔格或更短期的地幔上涌$’到一定阶段出

现原始大洋壳物质’其内充填浊流%碎屑流%深海碳酸盐%远洋硅泥质沉积或火山碎屑岩

深海平原QJ
侧向连续的深海远洋和半远洋硅%泥质沉积物质"放射虫岩"硅质骨针岩等"是在99X之下的

产物

扩张洋脊1. V̂]型蛇绿岩"底部含金属沉积物"展露深成岩的张性断裂作用"在缓慢扩张和洋脊裂张过

程中伴随蛇纹大理岩"上覆远洋碳酸盐岩%硅泥质沉积物

消减杂岩1E
巨厚深海蛇绿混杂单元"常具有从洋壳上剥裂而来的蛇绿岩岩片#S7E7&"+""#$"海山岩片%
火山岛弧岩片和大陆碎片岩片等’加积增生单元在时代上显示出老的在上%新的在下"具浓厚

的构造混杂色彩#13&;4.-5Y_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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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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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走滑大地

构造环境

活

动

陆

缘

Q^

前陆

盆地[_

磨拉

石盆

地 _̂

走滑

盆地1_

弧前盆地[K
位于岛弧C海沟间’基底是陆壳或大陆性过渡壳"或跨覆在岩浆弧与俯冲杂岩%残留洋壳之

上’底部常见大洋拉斑或岛弧拉斑玄武岩以及深成辉长岩"盆地内侧因岩浆的火山活动而出

现岛弧拉斑或钙碱质熔岩流"以及火山碎屑岩%凝灰岩%复理石建造等

弧间盆地TK
位于岩浆弧之间的盆地"常见枕状玄武岩"类似于洋脊拉斑玄武岩"与海底扩张有关"被认为

是从弧后盆地转化而来’与弧后盆地不同的是部分玄武岩具有岛弧系列玄武岩的成分特征

弧后盆地]K
位于大陆与残弧之间"以大洋型地壳基底为特征’弧后盆地与弧间盆地在本质上没多大区别’
其岩浆作用以类似于洋中脊的低钾拉斑玄武岩系为典型特征’主要被火山碎屑浊积岩所充填

陆缘岩浆

弧 -̂

随俯冲作用的发生与演化"岛弧经历不成熟"半成熟"成熟的演化过程’不成熟岛弧地壳薄

且为铁镁质"是一种大洋型地壳’成熟岛弧的地壳则厚且相对偏长英质"为大陆型地壳’大陆

边缘岛弧具大陆型地壳"与成熟岛弧大陆地壳类似或更厚’随着岛弧演化"火山岩的平均成分

逐渐向长英质和高钾方向演化"火山岩逐渐由拉斑系列为主演化为钙碱系列为主’随着岛弧

进一步演化"花岗质岩开始产出并比例增加

碳酸盐

岩台地9J
在活动陆缘边缘海盆内可发育大小不等的碳酸盐台地或生物礁体"如现代南海南沙群岛%台

湾与日本之间的琉球群岛等

活动大陆边缘的洋壳板块向下俯冲并发生造山褶皱隆起时"大陆壳前缘表面发生下陷"从而形成俯冲后期的前

陆盆地’一般前陆盆地早期为复理石建造"晚期为磨拉石建造

为前陆盆地成熟阶段"随着挤压和造山作用的不断进行"由于造山带负荷及沉积负载的影响"前陆盆地进一步下

沉接受造山后的沉积充填物"这就是磨拉石盆地阶段’磨拉石建造的物质传输系统是活动边缘造山带的风化剥

蚀物质经过山系网经短程搬运卸载到冲断造山带前陆挠曲盆地内"因此"磨拉石建造的物源为造山再旋回类型’
前陆磨拉石沉积包括从陆相到海相的一系列沉积体系’如冲积扇砾岩%辫状河流%泥石流%片状流%平原蛇曲河

流%沼泽%泛滥平原%三角洲%海湾%潮坪%陆棚浅海相等

是与造山带重要的走向滑动相伴随的盆地’它可以发育在大陆内与大洋内转换带%离散型板块边界和拉张大陆

环境"聚敛型板块边界和拉压环境等大地构造部位’走滑盆地的最典型特征是其平面几何形态常呈菱形"如菱形

拉分盆地’典型走滑盆地一般是狭窄的"同一盆地在短期内#数千年至数百万年$可能交替经受拉张或缩短作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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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化及古海洋再造的研究是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研

究的一项重要方面"由于其强烈的变形#变位使得确

定各沉积环境原来的地理位置较为困难"以往的研

究多集中在生物古地理#古地磁#沉积相和构造地质

$主要估算其缩短量%的基础之上’大地构造相研究

的引入对古海洋的再造具有一定的帮助"因为不同

的大地构造相有不同的沉积相及相序"就能确定沉

积环境的大地构造背景#大洋的性质"进而恢复不同

沉积环境下形成的物质的相对位序"有利于造山带

原型盆地的复原’

B!地质填图中的大地构造相应用实例

图+"!是对东昆仑造山带东段+@!A万冬给措

纳湖幅各大地构造单元各岩类区$沉积岩区#岩浆岩

区#变质岩区和混杂岩区%进行剖面详细测制研究#
点上深入解剖和面上详细填图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

冬给措纳湖地区大地构造相图和造山作用过程与大

地构造相演变图’
参加野外工作的还有王永标!张志!黄继春!田

军!朱杰!梁斌!张天平!拜永山等"在此深致谢意！

A,*,6,)%,.
_-3&4="]’P’"1F40-5"6’U’"X.434."]’_’"4/-&’"+"?"’V&3<D

/%</.%E4<%8/04Q;-&%53-5/4..-54%8<%7/0D4-</4.5
(4L,5I&-5Y’T5&P%./%5"6’U’6.’"4Y’"̂4&-5I4<-5Y
%&3</%</.%E4<%8/04:’1’QJJ-&-203-5<’5/(%(7.#"%-(8
#./&’()9:/+.#"-;/#."%<";/+"!!?&"BC++!’

P<7"R’6’"+""+’Z042%524J/%8/42/%5328-234<’=$%%/&.0()
>/#,0.?$/30.4/+1.&’@1&"0A$%"**$+C!%&!AC*!’

P<7"R’6’"1751’"U-5I‘’9’"4/-&’"+""?’Z42/%5328-234<
E-J%89035-$+@*))))))%’1234524N.4<<"_43W35I$35
90354<4-5Y,5I&3<0%’

]%K4./%5"Q’P’[’"+""*’]%&4%8/04/42/%5328-234<2%524J/
35%.%I4532-5-&=<3<-5Y3/<-JJ&32-/3%5/%Z4/0=<35/04
4-</4.5 4̂Y3/4..-54-5.4I3%5’*"+&,-#./0#/B/4./C1"
$BM%&+B"C!+B’

13&;4.",’Q’"_47/54.",’9’"+"?)’̂4&-5I4<’5/(%(7’"?&B!
CB*’

U-5I"(’U’">7%"a’N’"b37"S’"+""*’_.34835/.%Y72/3%5
%55%5D1E3/0</.-/3I.-J0=’5/(%(7.#"%B/4./C"*)$A%&+
C*?!$3590354<4L3/0,5I&3<0-K</.-2/%’

U-5I"S’_’"O0-5I"R’a’">%5I"S’̂ ’"4/-&’"+""?’Z04
Y3<2%;4.=%8,-.&=N4.E3-5.448K4&/354-</R75&75-5Y

3/<<3I53832-524’2,.0/1/-#./0#/=$%%/&.0"*B$++%&"*MC
"A)’

S35"P’[’"O0-5I"R’a’"U-5I">’9’"4/-&’"+""?’(%5D
U-&<%52=2&4-5Y5%5D1E3/0E4/0%Y&Z04%.=-5YE4/0D
%Y35</7Y=35I9035-%.%I4532K4&/<’B/7.(0"%5/(%(7’
()2,.0""$17JJ&’%&+C"$3590354<4%’

S35"P’[’"O0-5I"R’a’"[45I"‘’b’"!))*’Z04-.203J4&-ID
32%24-5<=</4E%84-</4.5,7.-<3-5Z4/0=<’9#&"5/(8
%(7.#"-.0.#""M?$+%&!B)C!B#’

S7E7&">’N’"+""#’$-.=35IE-5/&4<%7.24<%8<7J.-D<7KD
Y72/3%5H%54%J03%&3/4&],,4;3Y45248.%E/04O-EK-&4<
%J03%&3/42%EJ&4G"b7H%5"N03&3JJ354<’>/#&(0(;,’1.#1"

!#!&!*BC!#!’
O0-5I"R’a’"9045"(’1’"U-5I"S’_’"4/-&’"+""M’QJ.4D

&3E35-.=.4<4-.20%5/04<4\74524.42%5</.72/3%5%85%5D
1E3/0</.-/3I.-J0=35,-</4.5R75&75%.%I4532K4&/’
*"+&,-#./0#/!D($+0"%()2,.0"30.4/+1.&’()5/(8
1#./0#/1"!!$*%&B*BCB*#$3590354<4L3/0,5I&3<0-KD
</.-2/%’

O0-5I"R’a’"P7-5I"6’9’"S35"P’[’"4/-&’"!)))’QJJ&3D
2-/3%5%8.-Y3%&-.3-5<-5Y%/04.8%<<3&<355%5D1E3/0
</.-/-!,G4EJ&3834YK=/04Qc5=4E-\45Ed&-5I4K4&/35
,-</R75&75 /̂<’-#./0#/.02,.0"$-/+./1E%"*B$*%&

B#*CBM*’
O0-5I"R’a’"S35"P’[’"O07"S’P’"4/-&’"!))+’Z04/04%D

.="E4/0%Y-5YJ.-2/324/%I4%&%I32-&E-JJ35I35E4D
&-5I4Y3</.32/%8%.%I4532K4&/<’9035-:53;4.<3/=%8>4D
%<234524<N.4<<"U70-5"+C+#A$3590354<4%’

O0-5I"R’a’"S35"P’[’"O07"S’P’"4/-&’"!))*’1E3/0
</.-/--5Y5%5D1E3/0</.-/-’D($+0"%()2,.0"30.4/+8
1.&’()5/(1#./0#/1"+A$B%&!ABC!#+’

附中文参考文献

王乃文"郭宪璞"刘羽"+""*’非史密斯地层学简介’地质论

评"*)$A%&+C*?!’
许靖华"孙 枢"王 清 晨"等"+""?’中 国 大 地 构 造 相 图$+@

*))))))%’北京&科学出版社’
殷鸿福"张克信"王国灿"等"+""?’非威尔逊旋回与非史密斯

方法!!!中国造山带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国区域地质"
$增刊%&+C"’

张克信"陈能松"王永标"等"+""M’东昆仑造山带非史密斯地

层序列重建方法初探’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

报"!!$*%&B*BCB*#’
张克信"殷鸿福"朱云海"等"!))+’造山带混杂岩区地质填图

理论#方法与实践!!!以东昆仑造山带为例’武汉&中

国地质大学出版社"+C+#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