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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华夏大陆群与东特提斯构造域演化

李兴振 . 许效松 . 潘桂棠 .

(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内容提 , 〕 本文以板块构造理论为二础
,

根据全球各大陆陆块和微陆块的相志
缘性

、

统一

性和独立性
,

提出晚前寒武纪末一早古生代初泛大陆解体后
,

整个古生代期间
,

全球大陆可划分

为三大陆块群
,

即冈瓦纳大陆群
、

劳亚大陆群
,

和泛华夏大陆群
。

论述了三大陆块群
,

特别是泛华

夏大陆群的形成演化及其作为独立大陆群存在的统一性
。

指出泛华夏大陆群的独立性和统一性

表现在
:

①早古生代末
,

扬子
、

华夏 (包括黄海一东海一南海古陆 )
、

中朝
、

柴达木
、

塔里木
、

昆仑一

北羌塘一昌都一印支等陆块曾一度拼贴在一起
,

形成统一的大陆 ,②晚古生代中晚期形成独立

的华夏植物群区系 ,③晚古生代末一早中生代
,

泛华夏大陆群主体部分的扬子一华夏和中朝陆

块向西运移楔入
,

导致其南北两侧古特提斯洋的同步消亡和全球泛大陆的最终形成
.

泛华夏大

陆群的形成演化历经了晚前寒武纪末一早古生代初各陆块的裂离
、

割据
.

早古生代末的拼贴
、

统

一 ,晚古生代的再次分裂和晚古生代末一早中生代与南北大陆群拼贴 4 个发展阶段
。

同时指出

在东特提斯构造域内
,

古特提斯既表现出对原特提斯的继承性
,

又有新生性 ; 中特提斯不是古特

提斯的延续和发展
,

它是标志泛大陆裂
一

聚巨旋回演化中另一旋回的开始
.

最后讨论了显生宙地

球上大陆由南聚北散到北聚南散
,

陆块在总体上向北漂移中旋转
、

裂
、

聚和泛大陆重组和立即又

解体的可能的动力学机制
,

即地球内部物质向南半球运移
,

南半球膨胀
,

促使泛大陆解体
。

地球

内部物质的南移又迫使软流层物质向北运动
,

驱动大陆碎块北上
。

蟠动的软流层中
,

除具有垂向

环流的对流环外
,

还具有大小不等的水平涡旋运动
。

正是 巨大的水平涡旋运动导致了陆块的旋

转
、

会聚 (泛大陆形成 )和很快脱离揭旋体而离散 (泛大陆解体 )
。

关健词
:

东特提斯构造城 泛华夏大陆群 软流层水平涡旋

1 引 言

综观欧洲和亚洲地质图
,

横贯东西的巨型特提斯构造带呈明显的条 (造山带 )块 (陆块 )

镶嵌
,

宛如一个巨型的
“
韧性剪切带

”
或

“
构造混杂岩带

” .

展布在南北两大陆之间这一独特的

构造带在全球构造演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向来令人瞩 目
.

许多中外学者为探求其形成

演化及其与南北大陆之间关系
,

提出了各种模式
,

如
“
剪刀张

”
式 (J

.

奥布安等
,

1 9 8。 )
、 “

传送

带
”
式 ( S t o e k l i n

,

一9 7 9
、

一9 5 0 )和
“
手风琴

”
式 (黄汲清等

,

1 9 5 7 )
.

多数学者认为
,

北部劳亚大陆

通过南部冈瓦纳大陆北缘不断裂离
,

裂离碎块向北漂移
、

拼贴而增生
.

但他们忽略了帕米尔

. 李兴振
、

播佳棠
,

成都地质扩产研究所
,

中国地质科学院特提斯地质研究中心
。

. 许效松
,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中国地质科学院沉积能稼地质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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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东东特提斯构造域原特提斯的存在
、

古特提斯对原特提斯的继承以及其间陆块作为群体

独立存在的统一性和向西楔入与南北大陆的拼贴机制
。

本文试图从泛大陆解体
、

三大陆块群

形成和重组来探讨东特提斯构造域的构造演化和二叠纪泛大陆最终形成的拼贴机制
。

2 晚前寒武纪末一早古生代初泛大陆解体

许多地质学家认为
,

晚元古代全球有一个超级大陆或泛大陆存在
,

并位于南半球或赤道

附近
。

前寒武纪末一早古生代初
,

泛大陆解体 ( H
.

A
.

oB hz k。
, 1 9 86

; J
.

F
.

iL n d sa y et 。 1
.

,

1 9 8 7 ;
丸 山茂德

,

1 9 9 0
,

见 A
.

V
.

I l i n
,

1 9 9 1 )
,

并认为震旦纪一早寒武纪许多大陆和陆块边缘

地带含磷层
、

黑色页岩相的发育
、

早寒武世海平面的上升
,

正是泛大陆解体
、

洋盆形成和洋中

脊隆升所致
。

泛大陆解体后形成了原始冈瓦纳大陆
、

劳伦大陆
、

欧亚大陆
、

中朝
、

杨子
一

华夏
、

北羌塘
一

昌都
、

印支及塔里木
、

柴达木等陆块
、

微陆块
。

古生代期间
,

根据各大陆和陆块相互间

的拼贴
、

重组和相对亲缘
、

统一的独立发展
,

可将它们划分为三大陆块群
,

即冈瓦纳大陆群
、

劳亚大陆群和规模较小的泛华夏大陆群 (图 1 )
。

晚古生代末泛大陆的形成基本上是三大陆

块群的重组和拼贴
。

2
.

1 冈瓦纳大陆的形成与演化

冈瓦纳大陆由于其北缘后期裂解
、

范围和北界的变更
,

我们曾把早古生代的 冈瓦纳大陆

叫作原始冈瓦纳大陆 (李兴振
,

1 9 9 1 )
,

现称冈瓦纳大陆群
。

冈瓦纳大陆群包括现今的南美洲
、

南极洲
、

非洲
、

阿拉伯
、

奥大利亚
、

印度及 己列属于欧亚大陆的基莫里大陆 ( eS
n g 6

r ,

19 84 )
、

冈

底斯
一

保山
一

掸泰等陆块
。

其北界为欧洲与西亚一带原一古特提斯洋于早石炭世末闭合的缝

合带 ( Z i e g l e r ,

P
.

A
.

, 1 9 8 6 )
、

帕米尔以东的斓沧江
一

文冬
一

劳勿缝合带 (李兴振等
, 一9 9 0

、

19 9 2 ;

刘增乾
、

李兴振
,

1 99 3 )
,

该带向东经帝泣岛北仅
`

〔至新几内亚一带
。

冈瓦纳大陆群自泛大陆解体出来后
,

整 乍舀
`

生代期间均保持相对地稳定和统一
,

并在晚

古生代形成统一的大陆冰川
、

冷水动物群和冈瓦纳植物群
。

曾有人根据古地磁等资料
,

认为杨子
一

华夏陆块是冈瓦纳大陆的一部分
,

直到早古生代

末一晚古生代初才从澳大利亚裂离出来 ( L i n T in l u
等

, 19 5 5 ; N i e 弘
a 。盯

o u ,

1 9 9 1 )
。

诚然
,

澳

大利亚东部与中国东南部的构造格局 (刘宝裙
、

许效松等
,

1 9 9 3 )十分相似
,

但二者的构造演

化有所不同
:

①虽然在寒武一奥陶纪期间
,

二地都有一次构造运动
,

即东澳大利亚坎曼图造

山带的德尔玛亚运动 (任
:

一 e
:

之间 )和华南的郁南运动 (任一 0 之间 )
,

但二者性质不同
.

德

尔玛亚运动是一次造山运动
,

形成了坎曼图造山带
,

发育了晚寒武世一奥陶纪的陆相 一浅水

相磨拉石沉积 (见 E
.

Shc ie b en
r ,

1 9 9 1 )
;
郁南运动仅造成局部地区隆升 (刘宝玲

、

许效松等
,

、 1 9 9 3 ) ;②坎曼图造山带形成之后
,

其东部仍有微陆块或岛弧地体的裂离和一系列小洋盆的

形成
,

具有西太平洋活动边缘特征 (见 E
.

sc h ie bne
r ,

1 9 9 1 ) ;
华南地区早古生代华南盆地范

围辽阔
,

东侧是浙东古陆 (包括黄海一东海一南海古陆 )( 刘宝浦
、

许效松等
,

1 9 9 3 )
。

在这个古

陆上迄今未发现沟弧盆体系或微陆块与小洋盆相间的构造格局
。

扬子与澳大利亚早古生代生物面貌的相似 (殷鸿福等
,

19 92 )( 表 l) 并不能说明两个陆

块之间无洋相隔
。

奥陶一志留纪时
,

西藏
、

华北和扬子陆块之间古生物面貌
,

特别是头足类和

皱纹珊瑚在某一阶段彼此也有相似之处 ( w an g H o n g山 en
, 1 9 91 )

,

但它们之间却一直有洋

相隔
。

N e w ot n ,

C
.

R
.

( 1 9 88) 认为许多浅海底栖热带型动物都具有远洋幼虫生长幕
,

其幼虫

可以在水中行漂游生活达数周
、

数月
、

甚至一年
,

可被洋流携带数千公里之遥再行定居
。

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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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特提斯构造域板块构造略图
A

.

原特提斯缝合线
,

两侧有短华表示双向俯冲
,

一侧有短线表示单向俯冲
,

B
.

撅一古特提斯缝合线
、 C

.

古特提斯缝合线
,
.D 中特提斯缝合线

, E
.

走滑断裂
; F

.

逆冲断层
;

①
.

古亚洲洋缝合线 ,②
.

恩格尔乌苏缝合线
,⑧

.

秦祁昆缝合线 、④
.

柴达木北缘 (欧龙布普克 )缝合线
;⑤

.

祁曼塔格缝

合线
.⑥

,

中昆仑缝今线
; ⑦

.

东昆仑南缘绝合线
,⑧

.

甘孜
一

理塘缝合线
,⑨

.

可可西里
一

金沙江
一

哀牢山缝合线
,

L
.

澜沧江缝合线
;⑧

.

班公湖
“

怒江缝合线
,
0

.

雅普藏布江缝合线
.

1
.

祁连山微陆块
; 2

.

柴达木微陆块
, 3

.

北昆仑徽陆块
, 4

.

南昆仑徽陆块
; 5

.

巴颜喀拉残留洋?( )褶皱带
,

6
.

中咱
一

中甸微陆块
, 7

.

北羌塘微陆块
. 8

.

昌都
一

思茅陆块
; 9

.

南羌塘
一

掸泰陆块
; 10

.

冈底斯
一

西缅陆块
。

界于古亚洲洋缝合线和谰抢江缝合线之间的陆块属于泛华夏陆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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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l 华北
、

扬子地块显生宙古生物地理区系比较表 (据殷鸿福等
,
1 9 9 2 )

T a b le 1 C o m P ar is 姐
o f 外

a n

eor
z o le P目a

eo b i o g的 g ar Ph ie Por 讨 n

ces of t h e

N o r t h C h恤 a an d Y a n g t跳 U oc 如

戮戮戮
’

eee OOO SSS DDD C 一_ --- C一 PPP / TTT J一 KKK

西西西

羹
’

…
”

:
`

’

11
’

11
’

1 1
’

lll伯伯伯 动 瑚 群 群 群群

利利利 物 之 .
111

亚亚亚 群
一

清
,

} } } 1 }}}

一一一一一
二

、

嗯 珠 牛 一注一丹月一4 ~ 丰
. .

一
~

一
` ~

一一一一一一华华华

} }
`

.

1
角

! 日 }
.

} 1! 暴鬓}
`

一 ,i’’’ ik’’’’ 一一
JJJ匕匕 ! l 健 石 { 角 1 1 1 } 1 1 瑙1 . } 1 . 尔 丹丹

}}}}}}}}} } , : 眺 盆 肺 } l } } 二 窿1 1 ! 瑙 尼尼
扬扬扬

…
`

.

’
件 {

一

到;…东
1 】 !

, . _

! 联 获获
子子子 阿

1 } } 1
美 斯

’

】
x 二二丁二丁荔盆}}

’’’

莱 下下 盆 t 一宇了可
植
十

动
笑或斌 瞥
组

得得得
卜

! 特
} } } 1 吾委今否 物 。 物 ! 物

—
特

利利利 ’ 小 珊 南 直古 赫 负茧高 贯负 }群
一 ’

群 南 群 奥 鸯合
_____ 古 _ _ * 扬 _

_ _

_ 堆 娜 } 群 孟提
基基基 兄 娜 小 用 冈 常 万 ” 1

.

坐
.

琳 趴 燕 山山
.....

杯
_ _

_

厂二 于 _ _ 一 四 住 东 } } } } _
.

! `水生物
类器器

里里里 灭 明 一 仁 瓦 付 !1 11 1 1 型 } 迅妒 h匆 短短

类类类
,

~ . 贝
` .

_

_ 甭 右 ! } ! }
1

} `

—
动动动 翎 ;- 关 纳 纵 石 燕 } } 物

’

~ ~~~

高高高 〔 卜.
_ 币

_

_ .

1 1 ! 1 1 1 1 巴 擎擎
翎翎翎 砰 爪 型 动 ! l 】 】群 璧 工工

肌肌肌 球
.

J .

今 】杏 亚 歇 欲欲
群群群 ! 叨 「

一
.

一一一

—
-

型

}
组组

介介介 结 } 三 二
_ _

} , ` 二 二 合

}}}}}}}}} , l 叶 砰 }
`

, 用又巡 重 旦 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
澳澳澳

} 不 }
虫 叶
日 蚕 璧

`

羹
舌 冈 二

`̀

大大大 } 1 1 大 石 } l “ 羊 瓦 又又

利利利 } 1 1 ( 洪 l ! 叨 齿 纳 羊羊

亚亚亚 1 1 1 、 山
’

1 植 动 齿齿

}}}}} { 1
虫

! }}} 动物群 物 物 组组

群群群群 群 合合

看来
,

这种不同大陆之间生物面貌的某种相似性
,

可能正如 w
a n g H on g hz

e n ( 1 9 9 1) 所述
,

决

定的因素是气候和洋流
.

至于早古生代的古地磁资料
,

则具有许多不确定的因寒
。

因此
,

我

们认为早古生代时扬子与澳大利亚并不相连
,

也很难说扬子是从澳大利亚裂离出来
。

2
.

2 劳亚大陆群的形成与演化

现有资料表明
,

欧洲和 西亚的原特提斯和亚洲的古亚洲洋早在晚元古代即已形成

( z i e g le r ,
p

.

A
.

,
1 9 8 6 ; 见 oB

u l i n
,

J
.

,
1 9 9 1 ;王荃

、

刘雪亚
,
1 9 9 1 )

,

劳亚大陆在泛大陆解体事件

中有率先脱离南部大陆之势
,

并作为独立的统一体存在
。

稍后
,

可能晚前寒武纪末一早古生

代初
,

古大西洋形成才将其一分为二
,

形成劳伦大陆 (北美和格陵兰 ) 和欧亚大陆 (包括波罗

的
、

西伯利亚
、

哈萨克斯坦和图兰等陆块
,

可能还有布列亚
一

佳木斯陆块 )
。

早古生代中晚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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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大西洋中北段消亡
,

两大陆又联合在一起
,

形成劳亚大陆
。

尚未闭合的古大西洋南段
,

实际

上 已成为南部原特提斯的一部分
,

并在早一中石炭世时随着欧洲原特提斯的消亡而消亡
,

形

成美国阿帕拉契亚造山带南西端呈东西向展布的海西造山带
。

大致在古大西洋消亡的同时
,

乌拉尔洋打开
,

并与古亚洲洋相沟通
,

将西伯利亚与劳伦
一

波罗的大陆分开
。

哈萨克斯坦
、

图

兰
,

则成为独立的块体散布在乌拉尔洋和古亚洲洋之中
。

晚古生代中期乌拉尔洋消亡
,

它们

又重新拼合在一起
,

形成统一的劳亚大陆群
。

劳亚大陆群的南界在欧洲
、

西亚为原
、

古特提斯消亡的缝合带
.

东部内蒙古地区为早二

叠世末古亚洲洋最终闭合的索伦山
一

贺根山和西拉木伦河缝合带 (王荃
, 1 98 6 ;

胡晓等
,

1 9 90
;

王荃
、

刘雪亚
,

1 9 91 ;王东方等
, 1 9 9 2 )

。

它们分别位于布列亚
一

佳木斯陆块北南缘
,

南缘在吉林

省东南部有混杂在志留系
、

泥盆系和二叠系中的蛇绿岩
。

向西至阿拉善和天山地 区情况 比较

复杂
,

那里有多条板块缝合带
。

这些缝合带的时空展布不像内蒙及蒙古地 区那样具有对称

性
,

即从外向内
,

畔
逐渐变新

,

反映古亚洲洋长期演化
、

双 向俯冲的特点
·

因而 内蒙的两缝

合带向西究竟与哪两条缝合带相连接便产生歧见
.

我们认为南北两缝合带可能与恩格尔乌

苏缝合带连为一体
,

向西可能经甘肃北山中间地块南侧
,

西与南天 山蛇绿岩带 (黄汲清等
,

1” 的相连
,

再与西亚的原
、

古特提斯缝合带相接
。

在北山中间地块南侧见有奥陶纪和石炭一

二叠纪的蛇绿岩 (杨文勇等
,
1 99 0 ;张新虎等

,

1 ” 3 )
.

巴仑台
、

哈尔克山一带也有古生代蛇绿

岩 ( 肖序常等
,

1” 0)
,

这与内蒙地区古亚洲洋一样
,

都反映了原
、

舌特提斯相衍的长期演化历

史
。

2
.

3 泛华夏大陆群的提出和原特提斯洋的重新厘定

再中以李19 0 7 年
,

奥格提出了太平洋古陆的概念
。

黄极清
、

陈炳蔚 ( 1 9 87 )从丢失的大陆出发
,

次对太平洋大陆进行了讨论
,

认为太平洋大陆包括西伯利亚的科累马地块
、

锡霍特阿林
、

朝准地台

及甚至塔

地台
、

华南
、

印度支那
、

印度尼西亚
、

日本
、

北美西部的太平洋边缘部分
,

乞通等
,

并认为这个大陆范围较小
,

建议另建新术语
。

笔者之一 (陈智根
、

兴振
,
1 9 9 1) 认为太平洋大陆还应包括现今太平洋内具有陆壳性质的海底高原— 大陆碎

块
,

并以具有华夏植物群为其首要特征
.

近来则正式将其作为第三大陆群— 华夏古陆 (陈

智旗
,

1 99 4) 和古华夏大陆群 (潘桂棠
,
1 9 9 4) 提出

。

鉴于华夏古陆原先的概念仅限于中国东南

部的古老陆块
,

为使概念更为严谨
,

本文将其称为泛华夏大陆群
.

至于北美西部边缘那些具

有特提斯暖水生物的地体
,

是否属于泛华夏大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N o w ot
n ,

c
.

R
.

( 1 9 88)

对那里的特提斯型生物提出了泛热带和洋流携带的综合解释
,

认为那些地体不一定是来 自

西太平洋
。

位于泛华夏大陆群南北两侧的祥盆分别叫作原特提斯 (李兴振等
,

1 99 1 ;
刘增乾

、

李兴振

等
,
1 9 9 3 )和古亚洲洋

,

位于其间的叫秦祁昆洋
。

这几个洋向西均与西亚和欧洲的古特提斯相

连
,

应属于原特提斯范畴
,

我们将泛华夏大陆群周边及其 内部所有早古生代的洋盆统称为原

特提斯
。

根据现今大陆内部各缝合带的空间展布
,

原特提斯洋可分为 4 支
:

北部为古亚洲
一

南天

山洋 (以下统称为古亚洲洋 )
,

中间为秦祁昆洋
,

南部依次为古金沙江
一

哀牢山洋 (见后 )和古

澜枪江洋 (即原特提斯洋
,

李兴振等
,
l ” 1 ;

刘增乾
、

李兴振等
, 1 ” 3 )

.

华南残留洋向南与古金

沙江
一

哀牢山洋相连 (刘宝浦
、

许效松等
,
1 ” 3 )

。

阿拉善地 区的恩格尔乌苏洋 (吴泰然
、

何 国
·

琦
,

1” 2 ,王印廷等
,

1 9 9 3 ,
曹生儒

,

1 9 9 3) 可能将古亚洲洋和秦祁昆洋相沟通
.

这种古构造地



岩 相 古 地 理

理格局系指洋盆行将闭合时的情景
,

当初的状态
,

由于陆块的漂移而难以精确确定二

2
.

4 泛华夏大陆群的形成与演化

泛华夏大陆群的裂一聚演变与原
、

古特提斯的形成与演化是统一的
,

可分为 4个阶段
.

2
.

4
.

1 陆块分离阶段

晚前寒武纪末一早古生代初
,

在统一的泛大陆解体事件中
,

泛华夏大陆群同时也在解

体
。

华南残余洋盆从震旦纪开始重新拉张
,

使在晋宁旋回末期曾一度局部相碰搜连接的华夏

与扬子陆块再次裂离
,

在早古生代期间形成两个不同的沉积
一

构造域 (刘宝玲
、

许效松等
,

1 9 9 3 )
。

同样
,

中朝与扬子陆块也再次分离
,

形成秦岭洋
。

与之同时
,

具有晋宁构造旋回和扬

子型震旦系盖层的柴达木和塔里木陆块与扬子和中朝分离
,

形成祁连洋和西 昆仑洋
,
西昆仑

洋即潘裕生 ( 1 9 9 4 )的原特提斯
,

它与祁连洋 (肖序常
,

1 9 7 8) 有相同的演化历史
,

都是于震旦

纪末一早古生代初形成
,

早古生代晚期闭合
。

缝合带内有震旦纪
、

寒武纪和奥陶纪的蛇绿岩
。

我们认为
,

当初的缝合带应是相连的
,

只是 由于后期阿尔金山左行平移断层作用
,

西昆仑的

库地
一

苏巴什缝合带才被向南西错移到现在的位置
。

柴达木北缘缝

生代优地糟建造的发育和超基性岩的出露 (姜春发等
,
1 9 9 2) 表明

:

祁曼塔格一带早古

南祁连及东昆仑

陆块可能也是分离的
。

上述各洋相连构成俗称的秦祁昆洋
。

扬子与昌都
一

思茅
一

印支陆块被古金沙江
一

哀牢山洋所分隔
。

笔者之一曾将原特提斯的古

金沙江洋向南与古澜沧江洋相连 (李兴振等
,

1” l
,

刘增乾
、

李兴振等
,

1 9 9 3 )
,

现看来它应沿

哀牢山带向南东延伸进入越南北部
。

因扬子与印支陆块间有加里东褶皱带相隔
。

在越南北

部马江一带有早古生代蛇绿混杂岩带和高压兰 闪石片岩 ( K
一

A r
年龄为 45 5M a)

。

蛇绿岩为

泥盆纪 花岗岩侵入
,

并为泥盆纪红色地层所覆盖
。

该带以南发育 0
3

一S
、

火山岩浆弧

( H u t e h is o n ,

1 9 8 9 ,

见王义昭
、

李兴林 o 一9 9 4
,

这与北部金沙江带西侧江达一带的岩浆弧 (刘

增乾
、

李兴振等
,
19 9 3) 相对应

。

该洋也与华南残余洋盆相连
。

印支陆块则夹持在古斓抢江洋

和古金沙江洋之间
。

在北羌塘
一

昌都与东昆仑陆块之间至今未发现早古生代洋盆存在的踪

迹
,

它们可能形成统“ 的陆块位于秦祁昆
、

古金沙江和古澜沧江洋之间
。

阿拉善地区恩格 尔

乌苏蛇绿岩带的发现表明塔里木陆块和华北陆块
,

在早古生代也是分离的
.

上述分离的陆块

都散布在统一的原特提斯洋之中
。

2
.

4
.

2 统一的泛华夏大陆形成阶段

早古生代末
,

华南残余洋盆消亡
、

褶皱成山
。

秦岭洋俯冲消亡进入边缘前陆盆地发展阶

段 (刘宝贯
。

许效松等
,
1 9 9 3 ;

任纪舜等
,

1 9 9 0 ,
严克明

、

耿树方
,

1 9 9 3 )
。

祁连
、

东西昆仑洋完全

消失
,

形成俯冲
一

碰撞 山系
。

古金沙江洋与秦岭洋相似
,

也消亡而进入边缘前陆盆地发展阶段

(李兴振等
, 1” l ;刘增乾

、

李兴振等
,
1 9 9 3)

。

至此
,

扬子与华夏
、

中朝
、

柴达木
、

塔里木
、

东昆仑
一

北羌塘
一

昌都等陆块均连为一体
,

形成统一的泛华夏大陆群
.

北面的古亚洲洋及恩格尔乌苏

洋依然存在
。

南面的古澜沧江也未闭合
,

一直延续到晚古生代末
.

原作为古澜沧江洋闭合标

志的景洪上泥盆统南光组的陆相沉积
,

经研究是一套深海相的海底峡谷扇砾岩
、

碎屑浊积

岩
、

硅质浊积岩和硅质岩。
.

在古岛弧带的吉塘和澜沧群中未发现有不整合存在
,

直接不整

合其上的是中
、

上三叠统
.

古澜沧江不仅没有闭合
,

在其南缘还发育了昌宁
一

孟连弧后盆地

O 王义昭
、

李兴林
,

1 9 9 4)
, 叮三江

”

地区南段成矿地质背景综合研究
。

. 参加野外研究的人员有李兴振
、

王义昭
、

王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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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

西部的嘉玉桥群也属于弧后盆地沉积
.

这个弧后盆地在晚古生代也进一步演变成古特提

斯的澜沧江洋
。

.2 .4 3 泛华夏大陆群裂解阶段

晚古生代初
,

泛华夏大陆群东
、

西部发生裂解
,

北羌塘
一

昌都
一

思茅陆块与扬子和东昆仑

陆块分离形成可可西里
一

金沙江哀牢山洋 (黄汲清
、

陈炳蔚
,

1 9 87 ,李兴振等
,

1 9 91 ; 刘增乾
、

李

兴振等 ; l , 93) 一
二叠纪时

,

中咱
一

中甸微陆块裂离扬子
,

形成甘孜
一

理塘洋
,

并与金沙江
一

哀牢

山洋合为一体
。

东昆仑地区
,

石炭一二叠纪时
,

昆仑陆块与柴达木陆块再次分离
,

形成中昆仑

和南昆仑洋
,

即姜振发等 ( 1 9 9 2) 的布尔汗布达洋和阿尼玛卿洋
。

我们认为这两个洋实为一个

洋
,

只是其中散布一些微陆块
,

它们与金沙江
一

哀牢山洋构成统一的古特提斯 巴颜喀拉洋 (与

郝子文等 ( 1 9 8 3 )的巴颜喀拉洋大体相似 )
。

与之同时
,

柴达木北缘也裂开形成一个向东张开

的喇叭 口型小洋盆
。

在青海南山出露有由浊积砂板岩
、

放射虫硅质岩
、

重力流堆积的角砾状

碳酸盐岩及其与超基性岩
、

堆晶岩
、

辉长岩和基性火山岩构成的混杂岩带
。

向西在中吾农由

同样见有这套沉积
,

但未见混杂岩带
,

表明柴达木与祁连陆块并未完全裂开
.

这个喇叭型小

洋盆在共和一带与巴颜喀拉洋相连接
。

在西秦岭的徽县一临潭到青海同德一带
,

我们的观察与郝子文等 ( 1 9 8 3 )和殷鸿福等

( 1 992 )的看法一致
,

那里不存在蛇绿混杂岩带
,

石炭一三叠纪时只是一个向西呈喇叭型张开

的深坳槽
。

近来
,

冯庆来 ( 1 9 9 4) 在河南桐柏蔡家凹一带原秦岭群变岩系的结晶灰岩中发现早

三叠世半深海环境的放射虫组合
,

认为秦岭南部二叠一早三叠世有一贯通东西的洋盆
,

并构

成北极太平洋生物向西进入特提斯的通道
。

也有人根据古地磁资料提出过类似看法 ( A n

iY
n 和 S h an g oy

u N ie
,

1 99 3 )
。

问题的核心是在这横贯东西的秦岭带上未见晚古生代蛇绿

岩
。

相反
,

沿商丹带及其两侧发育有晚海西一印支期 (c 一 T )的同碰撞和晚碰撞型花岗岩 (张

国伟
, 1 9 9 1 )

,

显然扬子与中朝陆块之间晚古生代已无洋盆存在
,

它们中间并未裂离
.

由于秦岭区不再有洋存在
,

在西秦岭与东昆仑及柴达木之间形成共和缺 口
,

这也可从东

昆仑与西秦岭构造上难以对比和相接得到佐证
.

在泛华夏大陆群东部
,

石炭纪时也发生裂解
,

形成古西太平洋 (刘宝浦
、

许效松等
,

1 9 9 3 )
。

这些新裂解而成的洋盆与泛华夏大陆群两侧原特提斯延续下来的洋盆共同构成向东张

开的喇叭型古特提斯洋
。

泛华夏大陆群虽被裂解
,

但起源于早石炭世晚期
,

中石炭世早期即已形成独立生物区系

的华夏植物群 (米家榕
阮
孙克勤

,

1 9 9 5) 在晚古生代中晚期已形成这一大陆群的共同特征
。

它

与南面冈瓦纳大陆植物群和北面西伯利亚安加拉植物群明显不同 (表 1 )
。

在这一点上
,

泛华

夏大陆群仍保持它的统一性
。

顺便提及的是华夏植物群和安哥拉植物群在晚二叠世向南迁

移越过板块构造分界线
,

分别与南侧 冈瓦纳和华夏植物群混生 ( iL ix
n g xu

e 和 w
u

ix
u -

yu an
,
1 9 9 4 ;李兴振等

,

1 9 9 0 ;向鼎璞
,
198 2 )

,

可能是大陆总体北移造成纬度相对南移
,

气候

分别变暖
、

变冷所致
。

2
.

4
.

4 泛华夏大陆群主体西进
、

泛大陆形成阶段

晚古生代末一中生代初
,

古特提斯
.

洋的各支相继消亡
。

最早消亡的是南北两支古特提斯

的澜伦江洋和古亚洲洋
,

二者同时于早二叠世未闭合
.

接着是巴颜喀拉洋闭合于中
、

晚三叠

世
。

恩格尔乌苏洋也大致在此时闭合
。

古特提斯消亡后
,

泛华夏大陆群与先行在西亚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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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早石炭世末拼合的冈瓦纳大陆群的劳亚大陆群相拼贴
,

在全球形成了统一的泛大陆
.

上述南北古特提斯洋消亡的同时性
,

及先边缘后中心的逐渐消亡的演化
,

显然与南部冈

瓦纳大陆北缘不断裂解
,

裂解后的碎块相继向北漂移增生在劳亚大陆上的
“

传送带
”

模式

( S t o e k l i n
,
1 9 7 9

、

1 9 8 0 , V
.

G
.

K a z m i n
,
1 9 9 1 )相悖

.

在以往的东特提斯晚古生代的古地理复原图上
,

泛华夏大陆群各陆块的空间分布具有

很大的不确定性
.

共同点都是将扬子与华夏陆块分立
,

且多置于向东张开的古特提斯喇叭 口

附近
。

根据前面的分析
,

前者已属不可能
,

扬子与中朝陆块是连在一起的
,

只是为海槽相隔
。

后者是可能的
,

因西部有一个广阔的巴颜喀拉洋存在
。

对于这种构造格局
,

单纯用南北大陆

正
、

反时针旋转的
“
剪刀张

”
模式

,

无法消亡西部广阔的巴颜喀喇洋
。

扬子
、

华夏陆块必须向西

运移
、

楔入
,

才能消除西部的洋域
,

形成现今块体之向紧密镶嵌的构造格局
.

地质证据充分表

明了这一点
。

( 1) 古特提斯金沙江
一

哀牢山洋的闭合是扬子板块向西左行斜向俯冲楔入所致 (李兴振

等
,
1 9 9 1 ;刘增乾

、

李兴振等
,
1 9 9 3 )

。

( 2) 相应地在秦岭带 出现扬子陆块 自东向西斜向穿时的俯冲碰撞造山 (张国伟
, 1 9 9 1 )

。

但我们认为它不是洋壳俯冲
,

晚古生代已无洋盆存在
,

而扬子陆块的后继陆壳俯冲及与中朝

陆块的进一步汇聚
、

碰撞
。

前面提到的石炭一三叠纪同碰撞和晚碰撞花岗岩的形成及安庆大

别山和苏北
、

胶南一带相当部分
,

由扬子板块陆壳基底俯冲至 1 2k0 nr 深度以下形成的榴辉

岩 (徐树桐等
,

1 9 9 2) 也说明了这一点
。

( 3) 正是由于扬子陆块的西进
,

导致了共和缺口洋盆的消亡
.

洋壳向西俯冲
,

在柴达木陆
`

块东南端形成由火山弧和蛇绿混杂岩构成的向东突出的弧形构造带 (图 2 )
。

( 4) 中朝陆块也同时向西运移
,

促使阿拉善地区恩格尔乌苏洋的闭合
,

并使 中朝陆块西

端插入到塔里木陆块之南
。

扬子板块西进俯冲
、

中朝陆块的向西运移和柴达木陆块东端弧形构造带的形成
,

其机制

与澳大利亚板块向欧亚板块的印度尼西亚俯冲
、

新几内亚 的太平洋板块向东运移俯冲和斑

达弧的形成 (见 M
.

J
.

V a n , B e r g e r
等

,
1 9 9 3 ) + 分相似

。

扬子
、

中朝陆块的西进
,

可能与泛华夏大陆群东部古西太平洋 (刘宝浦
、

许效松等
,

1” 3 )
,

甚至或太平洋的形成和扩张有关
.

3 泛大陆的再次解体

晚古生代的泛大陆解体
,

以中特提斯洋形成为先导
。

三叠一侏罗纪时 (在西亚局部地段

可能略早一些 )
,

在其原冈瓦纳大陆群北缘发生裂解
,

形成横贯东西的中特提斯 (黄汲清
、

陈

炳蔚
,

1 9 8 7 )
。

在东特提斯构造域
,

中特提斯洋分为南北两支
,

分别为雅鲁藏布江洋和斑公湖
一

怒江洋
.

其间为 冈底斯陆块
,

相当 S en 如
r
的基莫里大陆 (郝子文等

,

1 98 3 )
.

雅鲁藏布江洋相

当 S e n g 6 r ,
A

.

M
.

C
.

, eJ loj i茄 l o m u ( 1 9 9 1 )的新特提斯
,

而班公湖
一

怒江洋则与他们所述的位

于西亚和欧洲基莫里大陆和劳亚大陆之间
,

于晚古生代一中中生找期间消亡的古特提斯难

以对应
。

中特提斯不是古特提斯 (指古生代一早中生代 )的延续和发展 (至少在东特提斯构造域

是如此 )
,

在空间上它明显南移
。

它是二叠纪的泛大陆解体产物
,

属于从晚前寒武纪末的泛大

陆解体
,

到二叠纪重组后再解体这一大陆裂一聚巨旋回 (周期约 6 x 10
,

M。
)发展的另一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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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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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始
。

随着印度洋和南大西洋的形成
,

原来的冈瓦纳大陆群全面解体
.

这一解体作用至今

仍在红海和南极洲进行
。

在南极洲罗斯海和威得尔海之间的东西南半岛交接地带
,

正在形成

一个横南极裂谷带 ( p
.

J
.

J
.

K a m p , p
.

G
.

F i t z g e r a ld
,
1 9 8 7 )

.

4 结论与讨论

1
.

晚前寒武纪末一早古生代初
,

全球泛大陆解体
,

逐渐形成三个大陆群
,

即冈瓦纳大陆

群
、

劳亚大陆群和规模较小的泛华夏大陆群
。

泛华夏大陆群相对独立地分布在原特提斯洋之

中
.

-

2
.

泛华夏大陆群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表现在
:

①早古生代末
,

扬子
、

华夏
、

中朝
、

柴达木
、

塔

里木
、

昆仑
一

北羌塘
一

昌都
一

印支等陆块拼接在一起
,

形成统山的大陆
;②晚古生代中晚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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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华夏植物群区系 ; ③泛华夏大陆群主体部分扬子
一

华夏和中朝陆块向西运移楔入
,

导

致其南北两侧古特提斯洋的同步消亡和全球泛大陆的最终形成
。

3
.

泛华夏大陆群的形成演化大体分为 4 个阶段
:
( l) 晚前寒武纪末一早古生代的分立

、

割据 ; (2 )晚古生代末的拼接统一 ; ( 3) 晚古生代初的裂解和 (4 )晚古生代末一早中生代与南

北两大陆群的拼贴
。

4
.

在东特提斯构造域内
,

古特提斯具有对原特提斯的继承性
,

也有新生性
。

中特提斯不

是原
、

古特提斯的延续和发展
,

是标志泛大陆裂一聚巨旋回演化中另一旋回的开始
.

5
.

全球泛大陆的裂一聚
,

显现出分立时间长
,

统一时间短的特点
。

这符合对立是绝对的
,

统一是相对的哲学观
。

两次泛大陆解体的空间部位似乎具有从赤道附近向南半球推移之势
。

大陆呈现出由南聚北散到北聚南散的演变
.

对于这一演变的动力学和运动学机制
,

笔者之一

(李兴振
, 1 9 9 4) 曾提 出地球质量中心

,

即地球内部物质 (包括地核和下地慢 ) 向南半球迁移
,

导致南半球膨胀
,

促使大陆解体
,

解体的陆块向北半球漂移
、

聚集的构想
。

现在的问题是
,

是

何种机制促使分裂的大陆再次聚集形成统一的泛大陆 ? 各陆块在运移过程中为什么会发生

水平旋转 ?我们设想
,

有可能是在地球 内部物质向南半球运移时
,

迫使软流层物质向北运移
。

软流层一方面起一种
“

传送带
”

作用带动陆块北上 ( V
.

G 、 K a z
m i n

, 1 9 5 9 ; L i T i n g d o n g 等
,

1马9 1 ) ; 另一方面
,

在软流层 向北运移中
,

除具有垂直环流的对流环外
,

还可能存在大小不等

的水平涡旋运动
。

正是巨大的水平涡旋运动
,

才使破碎的大陆岩石圈碎块得以旋转和聚集
.

浮托在软流层上的大陆岩石圈碎块
,

婉如漂浮在流水中的大小木块
,

它们会在旋涡中旋转和

聚集
,

并又瞬时间脱离旋涡而离散
,

然后进入下一个旋涡中开始另一个进程
。

如果地球内部

物质南移
、

软流层中水平涡旋运动的设想成立
,

那么就可以较好地解释地球上大陆由南聚北

散到北聚南散
,

陆块在北移中旋转
、

聚集
,

泛大陆形成后又立即解体等诸多悬而未决的重大

地质问题
。

这当然是一种假想
,

还有待以后的研究加以证实
。

本文系在中国科学院院士
、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所长刘宝浦教授主持召开的所内学术

讨论会上
,

经讨论撰写而成
。

对于刘宝命所长和与会学者
,

特别是我所客座研究员王义昭提
`

出的许多宝贵意见和给予的鼓励
,

在此一并表示竭诚的谢意
。

文中不妥之处
,

请敬不吝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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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地层本身 )来描述地层等级的方法难于在实际中使用
。

标准化岩相符号的使用往往妨碍

对岩相种类和叠置的周密观察和识别
,

导致缩略词增多
,

表明特定的岩相有独特的解释
。

事

实上
,

许多与岩相符号有关的解释使人误解或者本身就是错误的
.

在常用的岩相组合 (结构

要素 )的分类系统中
,

不同的等级并不互相排斥
,

它们描述性和解释性术语的混合使用
,

而每

一个要素都只由单个两维剖面图表表示
。

如果三维形式可以明白无误地重建
,

则用来描述沉

积体三维几何形态的术语应仅用来指两维剖面
.

建立河流
“

祖模式
” ,

将岩相组合和几何形态

与诸如河道和泛滥平原的几何形状
、

河道迁移的方式和沉积作用的速率这些参数联系在一

起
。

因为显示的三维资料不充分
,

大多数均使用有限或误用
。

此外
,

它们通常不正确地将河

道的平面形状 (如曲流河
、

辫状河 )与特征的岩相组合和几何形状结合在一起
,

虽然起主要作

用的或许是其它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