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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祖地块的增生和大陆壳形成历史的探讨

薛 平

( 地质矿产部教育司 )

一
、

引 言

追溯一块古老地壳的形成演变历程
,

势必涉及地球的生成假说
,

这是一个诸多争论的问

题
。

本文不拟过多地卷入地球的形成和初始地壳的争论
.

仅以在华北地块上稳定类型沉积的

第一次出现和典型的盖层沉积的普遍发育为起始
,

研讨该地块盖层的沉积演变和我国北方

大陆壳的形成历 史
。

研究包括了整个晚元古代和古生代 ( 1 8 0 0一 2 4 8
aM )

,

这是地球演化史上

的一个重要阶段
,

即大陆壳的形成阶段
。

全球地壳的形成和演变似可 划分为四个阶段
:

①原始地壳阶段 ( > 3 5 0 0一 2 8 00 M a)
,

指

的是天文时期薄而均匀的壳
;②陆核阶段 ( 3 500

色 2 8 0 0一 190 0
一

17 00 M a)
,

以最古老的稳定类型

沉积的第一次出现为标志
,

陆核是地球表面形成的最早的稳定基底地块
; ③大陆壳形成阶段

臼 90 响 70 0一 2 00 aM 士 )
,

以陆核上稳定盖层沉积的第一次出碗的标志
,

直至大陆壳的形成
;

④
`

大陆壳解体阶段 ( 2 0 0施士一现在 )
,

在大陆壳形成以后
.

以联合古大陆的分裂解体为标

志
。

总体看中地壳的发展显示了由单层向多层
,
由简单结构向复杂结构演变的趋势

,

反映着地

球的层圈构造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分异完善
。

`

就 目前所知
,

地泳上最古老丽沈积岩出现在
3 5。。aM 以前

,

最古老的叠层石发现于澳大

利亚西部的瓦拉翁那群 ( w 时扭访确加 rG ou p )
,

其时代为 3 5 00呱
。

3 5 0 0一 1 8 OOaM 士是初始地

壳与酸性挥发物间反 应导致近似现代成分的海水
1

出现
,
即稳定陆核与大洋分异

, 18 0 0M
a 土

以后
,

开始大陆壳的增生与完善阶段
。

地球表面水的大量出现
,

加速了地球表层物质的分异
和壳层的发展演变进程

,

使地球从此跨越了类地行星层演变的原始状态
,

从众多的行星之中

脱颖而出
,

开始 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历程
。

这是之所以地球的发展演变的完善程度远远超过其

它类地行星的根本原因
。

陆核上的盖层沉积与地球表面水圈的形成密切相关
,

它标志着水圈

的最终形成
,

是量变引起质变的飞跃
。

稳定盖层沉积的出现标志着地壳构造发展从此进入了

一个新阶段
,

即大陆壳的形成阶段
。

据已知资料
,

3 0 0 0M
a
前沉积物源岩比后期源岩含有更多的玄武岩物质

; 2 6 0 0一 19 00 aM
是沉积成因的硅铁建造广泛的形成时期

; 2 2 0 0一 1 8 o 0 M a 的碎屑岩中发现有黄铁矿以及沥青

铀矿碎屑
; 18 0 0M a 开始出现稳定层序的红色碎屑岩系

; 1 9 O OM a
前极少 aC S O ;

存在的线索
;



1 9 8 9年 第 3期 华北地块的增生和大陆壳形成历史的探讨

1 8 0 0M
a 后

,

大陆喷发岩开始 占一定的地位
,

碳酸盐岩迅速增加
。

上述事实说明
,

在 1 8 0 0 M
a

前后地壳的演变和物质的循环过程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

这 种差异表明
,

大陆壳的形成过程也

是地球物质进入不同循环的过程
。

世界上 已知的几个最古老的大型地块
,

如西伯利亚地块
、

印度地块等
,

都有着与华北地

块相似的发展演变史
。

即从 18 0 0 M
a 士 以前

,

各地块先后越过陆核阶段进入大陆壳形成阶

段
。

在大陆壳的形成阶段中
,

彼此有着相似的发展演变进程
。

因此
,

研究华北陆壳的形成历

史
,

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
。

盖层的形成
,

本质上是地壳运动控制和影响下的物质搬运
、

改造
、

沉积史
。

本文试图通过

对沉积旋回和旋回的物质表现来探研大陆壳的形成历史
。

通过对不同时代形成的地层进行

空间上的比较研究
,

才能从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中具体认识陆壳的发展和演变
’

。

二
、

华北地块的构造控制和纵 向沉积演变

(一 )地块沉积的构造控制

由后面的不同时代的古地理图可以看出
,

在华北陆壳的形成过程中
、
无论地块是否出露

海面
,

它始终处于较深海的包围之中
。

北部为兴蒙海槽
;
西部为祁连海槽

; 南部 为秦岭海槽
;

东部进入太平洋 ( 图 l )
。

地块上为稳定型的砂页岩和碳酸盐岩沉积
,

海槽中为活动型和较深

海过渡型砂泥质岩及火山喷出岩沉积
。

海槽在地貌上始终具有较大的海水深度
。

`

与同时代

的地块上的沉积相比
,

海槽中的沉积物厚度往往是地块上数倍以荃数十倍
,

说明在整个晚元

古代至古生代之陆壳形成阶段
,

海槽始终处于不断地大幅度沉降下陷的运动过程之中
,

它们

自始至终控制和影响着华北地块的增生和大陆壳的形成 (图 2 )
.

屠
`

界黔
.

图 l 华北陆壳形成阶段的古地理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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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构造活动带的位置在空间上与今天地球表层的 巨大褶皱带大体一致
。

研究表明
.

这

些构造 f i亏动带 #.l 在早元古代长城纪以前
,

就已成为贯穿我4自的巨型沽动构造带的
一
部分

。

这

些构造活动带很可能同样控制和影响了作为陆壳基底的陆核的形成
。

在整个陆壳的形成阶段
.

这些构造活动带显示了以张性下沉为主的运动形式
。

它 f(I 不同

于近代的张性裂谷
.

除南北向的贺兰构造活动带以外
,

其余构造活动带均继承了
一

巨大的全球

性剪切构造
,

至少在晚元古代以前
,

即陆核形成阶段就已经并始从剪压性水平运动为主的构

造运动形式转 为以张性下沉为主的构造运动形式
。

这些构造活动带发育有广泛的岩浆侵入

和喷发活动
,

并在接受 了数十万米厚的沉积之后
,

在华北陆壳形成的末期
,

大致在二叠纪末
( 2 5 0M a)

,

伴随着华北地块与北部的
,

西伯利亚地块和南部的扬子地块的碰撞接合运动的发

生
,

地块边缘海槽先后中止了大幅度的沉降
.

活动带转为典型的压性性质
。

在强烈的挤压过

程中
.

在二叠纪和三叠纪期间
,

海槽先后闭合
.

海水退出
,

并进而开始形成 巨大的褶皱带
。

从

此
,

华北地块与西 伯利亚
、

扬子等地块接为一体
,

形成亚洲大陆的雏形
。

(二 )地块沉积的纵向演变

沉积剖面的研究表明
,

不同类型的沉积物在剖面 上总是结成一定的组 合关 系
。

自下而上

呈现有规律的重复变化
。

这种沉积物周期性的变 化
,

通常称之为沉积旋 回
,

它们是地壳周期

性运动的物质表现
。

沉积剖面的旋回是多级的
。

可以采用建立不同规模旋回的模式旋回层

的方法
.

对历时冗长
、

内容繁杂的沉积剖面进行化繁 为简的综 合和高度概括
.

图 3 和图 」分

别为该区沉积剖面的组模式旋回层和系模式旋回层的叠积柱状图
。

该图清楚地显示了华北

地块陆壳生长的物质沉积演变和由此反映的地壳运动的规律
。

随 着时间的演进
,

陆壳沉积不

断加厚
;
陆源物质在剖面旋回中的比例不断增加

;
海侵的规模和张度减弱

,

海退的规模和张

度增加
.

地块逐渐 由海底向陆地方向发展和演化
;
地壳运动呈现有规律的周期性波状升降

。

由图 月可见
,

在华北陆壳的形成过程中
.

存在着三次重要的海水侵退事件
.

并由此可以

划分 为三个造陆阶段 (或造陆旋回 )
:

第一阶段 ( 1 80 0一 85 0撇士 )
,

从长城纪常州沟组到青白

口纪下马 岭组
.
第二阶段 ( 8 5 0一 3 3 OM a 士 )

,

从青 白 口纪 长龙 山组到 早石炭 世 ;
第三阶段

( 3 3。一 23 0 M a 士 )
,

从中石炭纪到二叠纪
。

三个阶段都是从海侵开始
,

以海退的终止结束
。

至

二叠纪末
.

华北地块全部出露成陆
,

宣告华北陆壳的形成
,

在华北成陆以后
.

中生代与相邻地

块接合
,

并成为巨大的联合古大陆的一部分
。

华北陆壳形成过程中的物质循环显示为砂 (砾 )页岩一碳酸盐岩一 (蒸发岩 ) ~ 砂页岩的

沉积旋回变化
。

由图 3 和图 月 可见
,

随着时间的演进
,

造陆旋 回的时间周期明显缩短
;碳酸

盐岩在地层中所占的比例大幅度地降低
.

由第一造陆旋回的 80 % 士下降至第三造枯旋回的

6 % 士 ;
在第一造陆旋回碳酸盐岩中大量出现的涟石室 600 施 趋于消失

,

同时白云岩的比例

也趋于减少
。

伴随着上述三个造陆阶段
,

生物的发展进化也显示为三个重要的阶段
、
第一阶段主要为

低等的微古植物
、

叠层石和高级藻类
; 在第二阶段的海侵之后

.

硬壳生物群开始出现并空前

繁盛
; 在第三阶段的海侵开始

,

由于陆壳 已发展具极浅水的环境
,

颇繁的海陆交替使植物 登

陆
.

华北地块上首次出现大规模的森林
,

造成了煤的广泛 分布
.

随后较高级的脊椎动物群也

开始在大陆上广泛 出现
。

生物群的突变和进化显然与大陆壳形成的三个阶段重大的海水进

退事件所造成的古环境改变有着密切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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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

,

在对于沉积旋 回阶显示的地壳构
.

造运动的解释冲
,

人们多把地壳的一次

出露当作一次地壳运动的事件
,

并用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对比
,

由
·

此硬行建立全球性的运动

事件
,

这种作法的不科学性是是显而易见的
。

在陆壳的形成过锌卑)碑臂可能存在着全球性
的运动事件

,

但由于不同地块彼此间存在着 自身和环境的差异
·

峪它们的发展进程并不相同
,

这种影响全球的运动在不同地块上的表现是不同的
。

每个地块有馨各自的出露阶段和成陆

发展演变历史
,

即使在同一地块上
.

出露和沉积也往往同时发生
。

因此
、

在不同地块间
,

很难

以地块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出露事件来建立彼此对应的关系
,

相邻的地块只有在碰撞接合的

过程中才有可能出现某些一致的运动事件
。

. ,
一 _

三
、

华北地块的古沉积和古地理演变

下面通过华北陆壳形成过程中的几个重要时间阶段的古沉积和古地理演变来说明华北

陆壳的形成史
。

古沉积和古地理图是采用按实际剖面的平面空间位置标示同一沉积旋回组

沉积的模式旋回层
,

辅之以重要的沉积相和古生物标志以及沉积厚度绘制的
。

这样的图件可

以较直观地反映全区古沉积和古地理的面貌以及沉积的构造运动背景
,

(一 )长城纪常州沟旋回组 (吞)的古沉积和古地理面貌

常州沟旋回组是出现在结晶基底 (陆核 )之上最早的盖层沉积
。

它多呈微角度不整合覆

盖于结晶基底之上
。

陆核主要分布在地块的北部 (图 1 )
,

面积接近地块的一半
。

陆核主要由太古界的阜平群
、

五台群和中下元古界的滩沱群等岩系构成
。

岩性主要为深变质到中浅变质的片麻岩
、

结晶片

岩组成
,

并夹有厚度不等的火山岩
、

部分岩组还夹有大理岩
,

原岩为以砂泥质为主的沉积
。

常州沟旋回组的沉积以华北陆壳第一造陆阶段的海侵开始
。

由图 5可见
,

地块的中部偏

北部存在着巨大的剥蚀古陆
,

古陆的四周为以粗碎屑为主的海相沉积物
。

古陆的北部及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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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的模式旋回结构 以砾岩+ 砂岩组合为主
,

东南部为砾岩十砂岩十页岩组合
。

沉积物的厚

度 > 1 00 m
。

古陆东部沉积具有 广泛 的浅水沉积标志
。

以上事实说明
,

在常州沟旋 回的沉积阶

段
,

古陆具有略显北高南低的陡峻地貌
,

高耸于大海之中
。

古陆东部海域的海水深度较浅
。

另

外
,

在该沉积阶段
,

海岸线的变化不大
,

仅古陆的东部显示 了海岸的填积增大
。

地块的南
、

北海槽具有较地块范围内大得 多的沉积厚度
,

一般均> 100 Om
。

巨厚的沉积

物缺少浅水环境的水动力标志
,

说明海槽中较地块水深
。

在南部海槽的沉积物中存在较多的

火山岩
。

以上证据表明
,

在该阶段沉积的开始
,

地块北部的阴山构造活动带和南部的秦岭大

别构造活动带不仅早 已存在
,

而且处于大幅度的沉降运动之中
。

古陆东部的太行一 吕梁构造

活动带明显地控制了古陆的东部边缘
,

并保持着持续稳定的沉降趋势
。

在常州沟旋回阶段以后
,

华北地块始终保持着古陆的相对稳定夷平和缓慢增生 以及海

侵范围的不等幅持续沉降的趋势
。

12 8 15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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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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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长城纪常州沟旋回组 (几 )古地理图

(图例参见图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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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长城纪大红峪旋回组 ( z 刃的古沉积和古地理面貌
由图 6可见

,

在大红峪旋回组沉积阶段
,

华北地块上的古陆面积较常州沟旋回组沉积阶

段略有扩大
,

古陆外围沉积物 中的陆源碎屑粒度及数量都较之有明显的缩小和减少
。

沉积剖

面的模式旋 回层呈现砂岩 + 页岩十碳酸盐岩组合
,

少数为砂岩十页岩或单纯的砂岩组合
。

沉

积厚度一般 < 20 0 m
。

由上可见
,

该阶段较常州沟旋回组 沉积阶段古陆已有了明显的夷平
,

尽

管如此
,

古陆仍保持着较大的地形高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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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畔中具 有较大的沉积厚度
,

最厚> 2 00 。
。

南部和北西部古陆边缘及海槽均有 大量的

火山 岩堆积
、

孟兑明在该阶段
、

北部阴山构造活动带和南部秦岭 一大别构造活动带的构造运动

手山抽日吠」同日..t 在古陆的 l听部边缘
、

现今的银川市附近
.

显示了南北 向的裂陷
.

称之为贺兰

构造活动带
.

该构造 i古动带在以 后的较长一段时间控制着陆块的西部边缘
。

另外
,

太行吕梁

构造活功带的
`
! ,万

_

艺舌动明显减弱
。

仗竺〔峪旋回组沉积以后
,

华北地块仍然保持着古陆的稳定剥蚀夷平和缓慢增长以及构

造活动带范甩的宁导仓戈沉降趋势
。

、三 )蓟县纪杨庄
一

雾迷山旋回组 ( z J’ 一 z
J 。

)的古沉积和古地理面貌
。

山 !封7可 见
·

在本 l价段古陆的面积较前 又有所扩大
。

古陆的东北外缘和酉部外缘中段
.

沉

积物 以碳酸盐岩为主
,

底部仅有少量的砂
、

页岩沉积
; 而南部和西部外缘 为砂岩十 页岩 + 碳

酸盐岩的沉积
。

以上事实说明
.

随着时间的演进
,

古陆显示再度的夷平
、

并显示向东部及南部

的增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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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的南
、

北海槽保持着持续的沉降
,

海槽沉降的幅度和历时在第一造陆阶段中为最大

和最长
。

沉积物厚达 150 0m 以 上
,

最 厚处 > 魂0 0 0 m
。

沉积物 中缺少火山岩堆积
,

说 明南
、

北构

造活动带活动的剧烈 程度相对减弱
。

另外
,

贺兰构造活动带的中段和太行 吕梁构造活动带的

南段显示了沉降速度小于沉积物沉积速度所致的填积闭合的趋势
。

在杨庄一雾迷山旋回组沉积之后
,

华北地块范围由于构造活动带的下沉速率的变缓
,

开

始进入缓慢的海退阶段
。

(四 )青白口纪下马岭旋回组 ( 2 9 :

)的古沉积和古地理面貌

这是第一造陆阶段海退的高峰时 期
。

由图 8可见
,

古陆的面积较杨庄一雾迷山旋回组沉

积阶段扩大近一倍
。

古陆的外缘显示了以页岩为主的沉积旋回结构
,

陆源物质的粒度已明显

变细
.

说明到本阶段为上
.

古陆 已被基本夷平
,

可能呈现低缓的准平原地貌
。

古陆边缘的海槽在这一阶段的沉降速率 已大大地变缓
,

海槽中缺少火山活动的迹象
.

说

明构造活动带的活动均 已相对减弱
。

该阶段除了北部的阴山构造活动带仍保持稳定沉降以

外
.

西部的贺兰构造活动带已趋于相对停止活动
,

海槽部位全部填 积成陆
;
东部的太行一 吕

梁构造活动带
,

除了东北端仍保持着海水继续退出的趋势以外
,

也 已填积成陆
。

古陆的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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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 已扩展到北东方向的胶辽构造活动带附近
。

在下马岭旋回组沉积以后
,

则进入了第二造陆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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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青白口纪下马岭旋回组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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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地理图

(图例参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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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造陆阶段陆壳的形成过程看
,

无论在沉积剖面上表现为海侵还是侮退
,

古陆始终

保持着不断夷平和增生的趋势
,

说明对于古陆来说
,

_

地壳的升降运动的表现是不明显的
。

在

这一阶段
,

主要的地壳运动方式表现为构造活动带的大幅度沉降
,

从总体看
,

构造活动带的

运动具有由强一弱的变化趋势
。

沉积剖面上所表砚的雄水浸退
,

只不过是构造活动带的沉降

幅度
、

速率和沉积物堆积的厚度 、速率所造成海底相对于海平面的升降
,

(五 )下寒武纪旗回组 ( 母
,

)的古沉积和古地理面貌
第二造陆阶段以地块的全面下沉所造成的全区海侵开始

,

至下寒武旋回组沉积阶
:

段
,

华

北地块除了在西部保留有小块的古陆以外
,

绝大部分已沉入海底明 9 )
.

古降四周的沉积 以

砂砾岩 + 页岩为主要旋回结构
。

远离古陆
,
砂砾岩减少

,

呈现以页岩+ 碳酸盐岩为主要旋回

结构
。

沉积物中存在着广泛的浅水水动力标志
,
说明地块上具有广泛的浅水环境 、从总体看

,

呈现了西高东低的浅水台地地貌
。

同时
,

在该阶段以三叶虫为代表的生物群空前族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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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参见图 3
、

1 1 )

P a la e
咚

e
og

r
ap h i e m 8P

o f l h e

aE
r ly 臼m b r ia n e y e

llC g r o u P ( 任 l )

( S e e 曰95
.

3 a n d l 了 fo r t h e l e g e n d )

从旋 回组的沉积厚度看
,

在该阶段构造活动带的活动相对较弱
。

除 了地块南部的秦岭一

大别构造活动带显示 了较大的沉降幅度 以外
,

西部的贺兰构造活动带
、

北部的阴山构造活动

带和东部的太行一 吕梁构造活动带显示着相对均匀而缓慢的沉降
。

同时
,

在沉积物 中缺少火

山活动的迹象
。

(六 )中奥陶世下马家沟旋回组 (仇
:

)的古沉积和古地理面貌

在早寒武世旋 回组沉积以后
,

华北地块继续保持着稳定的沉降
,

及至中奥陶世
,

海水 的

侵退趋于平衡
,

这种平衡可能延续到志留纪末期
。

由图 10 可见
,

在下马家沟旋回组沉积价段
,

华北地块呈现典型的陆表海台地地貌
。

台地

四周被较深海所包围
,

台地上除几块小规模的低缓古陆以外
,

海水的平均深度 < 50 m
。

台地

上的沉积以碳酸盐岩为主
,

近陆部分常见少量的砂页岩沉积
,

台地的中部出现大面积 (约 10

万 k m
Z
)的 以石 膏为主的蒸发岩沉积 (多数被改造为膏溶角砾岩等次生岩石

,

图中△线范

围 )
。

台地上该旋回组的沉积厚度一般均 < 30 0m
。

在该阶段
,

西部的贺兰构造活动带活动加剧妥再度显示大幅度的沉降
,

海槽中呈现典型

的较深海过波型和活动型沉积
。

沉积厚度达 1o o o m 以上
,

最厚处 < 3 8 0 0 m
。

同时
,

伴有频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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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活动
。

海槽北部的陆源物质主要来自海槽西部的腾格里古陆
。

在此阶段
.

其北的构造活

动带活动不明显
。

由于在华北地块上缺失中奥陶世以后的沉积纪录
.

因而难以直接判别中奥陶世以后地

壳的运动情况
,

但是
,

从纵向剖面沉积的旋回变化趋势分析
,

似乎应该在泥盆纪阶段 华北地

块才开始全面的海退和成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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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造陆阶段的海退之后
.

造成了华北地块上时何长达三个纪 ( 1Z OM a 土 )的沉积纪

录缺失
。

从中石炭纪开始
,

地块再度下沉并被海水广泛覆盖
,

开始了第三造陆阶段的
一

海摄
。

在

该造陆阶段
,

陆块以形成巨大的陆表海浅水台地 为特征
。

构造运动以构造活动带的持续沉降

为主
,

与第一造陆阶段相比
.

无论是沉降的幅度还是沉降的速率均明显降低
,

同时
,

陆块的整

体升降运动开始明显显示并居次要地位
。

(七 ) 中晚石炭世旋回组 c(
2十 , )的古沉积和古地理面貌

山图 11 可见
.

在中晚石炭世旋 回组沉积阶段
,

华北地块已发展为极浅水的海陆交替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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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在该阶段的海侵时期
,

台地的南
、

北边缘呈现两块狭长的低缓古陆
;
在海退时期

,

台地上

的古陆与海水退 出后形成的巨大的平台沼泽连为一体

次出现了森林
,

造成了煤的广泛分布
。

。

频繁的海陆交替环境
,

使得陆块上首

图川 中晚石炭世旋回组 ( c卜 ,
)古地理图

注
:

沉积靓面模式旋回层柱状图
_

卜标数字为旋回组沉积厚度
.

右侧为重要沉积环境标志

1一砾岩
, 2一砂质石灰岩

; 3一煤层
, 4一火山喷出岩

; 5一石膏岩 ; 6一风 化壳铁铝质岩
; 7一最大海

侵阶段出露区界线 (虚线为推测界线 ) ; 8一最小海侵阶段出露达界线
; 9一具有沉积的剖面 (沉积

物 已发生蹋烈变质 ) , j 。一具有沉积的剖面 (钻孔 ) , 1 1一无沉积的剖面
, l
卜波痕

; ] 3一交错层
,

丈4一叠层石
; 15一泥裂

; 1 6一石盐假晶
; 1了一幼粒

, 1 8一三叶血 , 19 一海相生物化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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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地上的沉积旋回结构为风化壳残积物+ 含煤砂页岩十 少量碳酸盐岩
,

沉积厚度一般

为数米至数十米
,

为典型的海陆交替相沉积
。

海槽中的沉积旋回结构多以砂岩 + 页岩+ 碳酸盐岩构成
,

沉积物中常见火山岩
,

旋回组

的沉积厚度一般在数百米以上
。

在该沉积阶段
,

北部的阴山构造活动带活动最 为剧烈
,

海槽

中的沉积物厚度可达 3 3 0 om 以上 ,
南部的秦岭一大别构造活动带虽然仍处于大幅度的沉降

之中
,

但海槽的宽度已大大缩小
,

地块西南部古陆与海槽另一侧的扬子古陆已遥遥可望了
;

西部的贺兰构造活动带虽然仍表现了明显的沉降
,

由于沉积物的填积速率大于海槽的沉降

速率
·

及至该阶段的娩期
,

海槽已成为海陆交替的沼泽区
,

实际与西部的腾格里古陆连 为一

体
;
东部的太行一 吕梁构造活动带与胶辽梅造摘动带没有明显的活动 ;古陆的东部和海陆交

替区已扩展到今天的海岸位置
。

中晚石炭世以后
,

至二叠纪海水已从华北地块上全部退 出
,

宣告了华北陆壳的形成
。

此

时
,

兴蒙海槽
、

杨子海槽
、

祁连海槽以及太平洋仍然环包着地块
,

直至二叠纪和三叠纪时
.

海

水才先后从这些海槽中退出
,

从此完成了华北地块与相邻地块的拼接
,

形成了亚洲大陆的雏

形
。

四
、

结论

地壳的形成和演变经历了原始地壳
、

陆核
、

大陆壳的形成和大陆壳的解体四个阶段
。

大

陆壳是 以古老的陆核为基底发展起来的
,

地球上水圈的形成对大陆壳的形成起 着重要的作

用
。

华北陆壳的形成始于上元古代长城纪
,

止于古生代二叠纪
,

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受到

古老的构造活动带的控制和影响
。

华北陆壳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造陆阶段
,

每一 个阶段都以 大

规模的海侵开始
,

以海退的结束为终止
。

这三个阶段同样也是生物演化发生欠
、 . j

一

,`
.

女 , ;

折

时期
。

随着时间的演进
.

陆壳的形成进程显示着古陆不断地被夷平
、

增大
,

陆不断地沉积的增

厚
.

逐渐从较深的水下向陆地发展演变的总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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