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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重大成果一一地学大断面简介
冯昭贤 .

全球地学断面计划 ( G G T )是 幼 年 代国

际岩石圈计划后五年的主要任务
。

中国岩石

圈计划全国委 员会下设了 G G T 协调 组
,

由

地矿部牵头 (赵文津研究员任组长 ) 与石油

部
、

中科院
、

国家地震局等四个部门共同设

置了 n 条一级地学大断面
,

它们跨 越 和控

制了我国主要构造 (见图 )
。

全部完成后将为

研究我国岩石圈格架打下基础
,

为研究矿产

分布规律和减灾提供深部依据
。

我部承担的 5 条地学大 _
_ _

高 锐 .

体
,

大致以怒江断裂为界
,

南为热壳
,

北为

冷壳
。

地壳厚度和岩石圈厚度均呈现中部大

两端小
。

喜马拉雅造山带是既不同于安第斯

型
,

又不同于阿尔卑斯型的一种更为复杂的

新型造山带
。

② 东海地壳在纵向上可分 为 七层
,

横

向上可分为两大块
。

东海新生代盆地下广泛

存在古生代浅变质岩系基底
,

前寒武深变质

岩系仅以孤立的陆核形式出现
。

新生代凹陷

断面 (图中 2 , 3 , 7
,

7 ` ,

1 0) 已基本完成 (格尔木一

额济纳旗
;
满州里一绥芬河

未完成
; 台湾一黑水剖面已

延伸至阿尔泰 ) 并获重要成

果
,

对我国若干重大深部地

质问题提出如下新认识
:

① 青藏高原 是由 分属

四个构造带的六个地体 自古

生代由南向北逐次拼贴而成

的增生大陆
,

经历了裂解
、

汇聚和造山三 种 方 式 的运

动
。

高原的隆升与增厚是多

种因素造成的
,

主要动力来

自印度板块 向北推进
,

同时

受到北部塔里木 (柴达木 )

地块的向南楔人
。

在双向挤

压力的作用下
,

青藏高原在

不同时期出现了陆内俯冲
,

对冲
、

蠕 动 变形
、

壳 慢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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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走向滑动
、

分层增厚等型式的构造
,

高

原的隆升和地壳的增厚是上述构造运动不断

演化的结果
。

青藏高 原并 非是 统一的 热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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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与莫霍面呈镜象关系
。

东海地壳经历了

晚三叠世一早侏罗世
,

晚 侏 罗 世一
一

旱白至

世
,

晚白垄世一早第三世三次对接及晚白奎

世以来应力方向的变化引起原始基底的隆起

与凹陷
,

形成东海现今构造格局
。

③ 南海由六个地体拼接 组 成
。

中央海

盆为洋壳
,

可与典型的洋壳相比
。

南缘和北

缘的陆壳在地质构造上差异很大
,

南缘基底

与印支基底的相似
,

北缘基底属磁法较强的

加里东基底
。

莫霍面和岩石圈厚度在南北两

端大
,

中间小
,

变化趋势正好与地形相反
,

岩石圈热状态与构造状态一致
,

反映软流层

在南海中部大幅上升及壳
一

慢均衡 效 应对区

域板块活动的控制作用
。

④ 下扬子岩石圈纵向上可分 为 九个地

质界面和八个构造层
,

横向上可 划 出 七 条

深大断裂
,

分出三个地体和六个块体
。

以这

七条北 (北 ) 东向的深大断裂为先导的岩石

圈破裂吕控制了能源和矿产的时空分布
,

岩

石圈的演化史开拓了海相中
、

古生界与陆相

中生界油气勘探的新思路
。

下扬子岩石圈 自

太古宙以来经历了陆核、 萌地台一地台朴前

陆一裂谷五个发展阶段
。

前三个阶段为克拉

通建造阶段
,

表现为地壳的增厚
、

地体的拼

接 ; 岩石圈增厚
,

统一与稳定刚化
。

后二个

阶段为改造阶段
,

即阿尔卑斯期发展阶段
,

表现为地体的裂离
,

岩石圈破碎
,

活动热熔

蚀与局部减薄
。

现今岩石圈主要是在阿尔卑

斯期克拉通改造阶段形成的
。

⑤ 华南是比较稳定的大陆 地 壳
,

加里

东海盆是奠基于陆壳之上的
,

变形与造山均

属陆内变形与陆内造山
。

肯定了华夏古陆的

存在
,

它形成于早元古宙
。

华南上地慢中是

存在着软硬不同的地慢块体
,

邵阳一带岩石

圈厚度可达 3 0 0 k m 左右
。

雪峰 山
“
江南古

陆
”
地区为古陆地

,

其下可能有更老的结晶

基底
,

并不存在显生宙的碰撞造山作用
,

浙

闽沿海中生代曾发生过从 东 向 西 的俯冲作

用
,

在板溪群中发现了低角度的滑脱层
,

龙

门山断裂是浅部多层滑脱构造
。

华南超大型

矿床多位于地慢块体的四周
。

氏 ~ . r 、 J日 r , J声` 、 “ 目卜 J 目护户娜 . . 、 `口 , 崎 . 口卜吮 . 口 , 刁日白 、 刁口卜、 ` 目 r . J口 r , J口 , 卜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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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实例 4 )

太 占宙四分的新动议

湘南生物礁的发现及意义

关于截锥体积公式应用

油气聚集的新概念

包络线兀值法的提出与应

用

矿山地测机构的监督作用

不容忽视

地质科研为农业服务初见

成效 (实例 5 )

我国最早的几种地质学教

科书

火山岩和火山沉积岩中有

油气藏

矿山地测机构巫待加强

推进地质统计学的应用

灾害地质研究不应忽视文

史资料

地矿部
“

七五
”

深部地质

地球物理综合研究的重

大成果— 地学大断面

简介

地学人物

张席提

穆克敏

王炳章

麦美德及其所著中文本地

质学

陈旭

姜达权

南延宗

王烈

盛萃夫

李璞

张更

朱夏

王淑华 7

孙大中 7

罗新民等 7

尹镇南 7

9

2 5

2 6

3 2

1 7

李维国等

王观宇

王淑华

王仰之

夏之秋

王礼志

仲
J

思

9 3 0

9 3里

1 1 1 3

霍有光 1 1 2 6

冯昭贤等 12 2 5

李凤麟

程新民

李汉瑜等

3 2

3 2

3 2

夏湘蓉

夏树芳

严 羽

王仰之

于 洗

潘云唐

于津生

安延恺

党仁珊

4 3 3

5 3 2

6 3 2

7 3 2

8 3 3

9
`

3 3

1 0 3 3

1 1 3 3

1 2 2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