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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于汇聚板块边缘的造山带可以分为增生

型和碰撞型两种端元类型 .其中，增生造山作用是

多种性质（汇聚型、转换型和离散型）的板块边缘，

沿一个或者多个大陆边缘发生复杂相互作用的地

质过程的总和 .增生造山带在组成上有来自大洋中

脊、海山、洋底高原、洋内弧、深海盆地、海沟等大洋

组分，也有来自增生杂岩、弧前盆地、弧前蛇绿岩、

弧后盆地、残余岛弧与陆缘弧等活动陆缘组分，甚

至有被动大陆边缘沉积组合的贡献（肖文交等，

2019）.与碰撞型造山带（如特提斯造山带）典型的线

状展布特征不同，增生造山带（如中亚造山带）通常

具有面状增生的特征（Şengör et al.，1993；李继亮，

2004；Xiao et al.，2015）.此外，增生造山作用包括

挤压、走滑、伸展等不同应力环境的时空叠加，形成

复杂的、长期演化的多岛洋俯冲-增生格局 .因此，

如何有效厘定增生造山带造山作用时限，特别是增

生过程结束时限，成为固体地球科学研究的前沿领

域和难点问题之一 .

1 核心思想

在传统造山作用分析中，前陆盆地、角度不整

合、海相-陆相沉积的转换、伸展与走滑构造、A型

花岗岩等被认为是确定洋盆闭合和“造山后”环境

的标志 .然而，由于增生造山作用的复杂性和特殊

性，单纯依赖上述某个地质现象的出现来限定增生

造山作用时限，往往不能全面反映增生造山的整体

时空过程 .
由于增生造山过程以岛弧、增生楔的侧向拼贴

为基本特征，缺乏大规模陆块参与造山过程，因此

通常不发育周缘前陆盆地 .增生造山带具有多重俯

冲极性，在增生楔和弧前盆地之间发育多级角度不

整合面（Decou et al.，2011）.如果增生造山作用被

一个或者多个不同性质的连续块体的靠岸而暂时

终结，则靠外侧新一轮增生又将启动，上述过程重

复出现，直到不断往外增生的核心大陆最终与另一

个次大陆级别的块体发生碰撞造山作用 .因此，与

传统的周缘前陆盆地或者磨拉石盆地不同，这些沉

积环境由海向陆变迁或者角度不整合不能单一地

用来限定增生事件，必须是卷入增生造山事件中最

年轻的角度不整合才有参考意义，而且只能提供一

个 增 生 造 山 作 用 时 限 的 下 限 依 据（Song et al.，
2018）.

在弧前位置，由于板块重组或三联点相互作

用，挤压、伸展与走滑构造可以同时存在或者发生

沿造山带走向迁移的现象 .如现今东南亚增生造山

系统中存在大量挤压、伸展和走滑变形，形成一系

列弧后盆地（Hall，2009）.白垩纪期间，安第斯造山

带发育挤压和伸展构造的交替现象（Zapata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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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A型花岗岩的形成往往与拉张背景有关，可

以产生于不同的大地构造环境 .在增生造山带的演

化过程中，一些“特殊”的俯冲过程可以在俯冲带上

盘形成 A型花岗岩，包括洋脊俯冲和板块后撤引起

的弧后裂解过程 .例如，新西兰泥盆纪 A型花岗岩

是大洋向冈瓦纳大陆东南缘发生俯冲后撤形成的

伸展构造的产物（Turnbull et al.，2016）.
关于增生造山作用的结束时限，应注意寻找卷

入增生事件中最年轻的地质体，它们提供了该期增

生事件时限的下限 .卷入增生造山事件中最年轻的

角度不整合，以及最年轻的高压－低温变质事件，

可能提供了最晚增生事件时限的下限；而未卷入增

生造山事件中最老的角度不整合和褶皱冲断带中

最晚的沉积物时代则可能提供了最晚增生事件时

限的上限 .此外，增生造山过程中沉积盆地构造属

性和物源特征的厘定是限定增生造山时空演化过

程的重要途径（Song et al.，2021）.

2 科学价值

造山带是联系大洋构造与大陆构造的纽带，是

研究洋陆转化、大陆增生和矿产资源富集规律的天

然实验室 .造山作用因此成为地球科学经久不衰的

研究主题 .增生造山作用可以通过重塑地球洋陆分

布格局和地形地貌来影响地球气候环境，如东南亚

增生造山作用使陆地面积快速增大，强烈的化学风

化降低了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可能是晚新生代全球

变冷的重要诱因；安第斯增生造山形成的南美高原

阻挡了东南信风带来的暖湿气流，促使了南美洲干

旱化和阿卡塔马沙漠的形成 .增生造山作用时限是

增生造山研究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揭示大陆增生

机制、资源富集规律和构造-气候相互作用的基础

和前提 .

3 发展前景

全球造山带普遍经历了增生造山演化过程，碰

撞造山带在陆-陆碰撞最终发生之前也经历了增

生造山过程 .同时，地球早期尚未形成大规模大陆，

造山作用以岛弧或小陆块发生侧向拼贴的增生造

山为主，增生造山作用是地球早期大陆增生的主要

方式 .增生造山时空解析对研究地球早期板块构

造、大陆形成演化以及超大陆旋回具有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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