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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板块构造区划

刘 训 游国庆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 100037）

提要：20世纪60年代板块构造学说传入中国，为广大地学工作者所接受并应用于相关的地质工作中。在新一代地

质志的研究中，以板块学说为主导，已经成为共识。从板块构造来认识，板块的组成包括其核心及边缘。其核心为

克拉通，由稳定的陆块组成；边缘包含了不同的活动大陆边缘和被动大陆边缘。边缘在后期板块汇聚的过程中，常

由汇聚或碰撞等不同方式而成为不同的造山带。板块之间具有不同形式的汇聚带，其中主要是地壳对接消减带。

在地球发展历史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板块构造格局常有很大的变化。因此，本文以古生代的构造格架为主，探讨

对中国大陆进行板块构造区划中的一些相关问题，并对全国的区划提出了一个初步方案。此方案将全国划分为7

个 I级单元（板块），30个 II级单元（克拉通和造山带）以及103个 III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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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onic regional subdivision of China in the light of plat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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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1960’s，the plate tectonic theory has been widely Prevailing in China. Having been popularly adopted by
Chinese geologists, this theory has been applied to different related fields. In the work of new“regional geology”, it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idea. The theory of plate tectonics argues that a plate is formed by its core and its margins. Its core is a craton usually made
of stable continental massif, whereas its margins include different active and passive continental margins. In the process of
convergence of plates, the continental margins became different orogenic belts through their different convergences and collisions.
There are different convergent zones between plates, among which the Convergent Crustal Consumption Zone is dominant.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rustal development, huge changes of the plate tectonic framework took place. Based on the plate tectonic
framework of Paleozoic, the authors discussed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regional subdivicion of China and suggested a
tentative plan for regional subdivicion of China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plan, China is divided into 7 first class units (plates),
30 second class units (cratons and orogenic belts) and 103 third class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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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板块构造”一词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人人皆知的

名词。地球上现存几个大的板块，中国位于欧亚板块

之上，中国的东面有太平洋板块，太平洋板块的俯冲

引起了日本的大地震等等，已经是人所皆知的。

但在讨论中国的板块构造区划时，却有许多不

同的做法。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20世纪中后期，板块构造学说和全球构造的观

点传入中国以后，为我国学者广泛接受，并对中国

大地构造及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

究，进而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见解。李春昱先生

是最早用板块学说进行编图的学者之一。在他所

编并于 1982年出版的《亚洲大地构造图（1∶800万）

及说明书》[1]中，将亚洲划分为12个板块。此图当时

已经为中国的板块构造划分打下了基础。王鸿祯

先生在 1985年出版的《中国古地理图集》[2]中，从板

块构造的研究出发，强调了主要的地壳对接消减带

和地壳叠接消减带，同时画出了几条重要的平移断

裂，在此基础上，将全国划分为 5个构造域（一级单

元）和若干个二级单元。程裕淇先生在《中国区域

地质概论》[3]一书中，对中国的地质构造分区从板块

构造的角度进行了划分。他提出：中国有 5条代表

古大洋的板块结合带，可划分为6个板块：以塔里木

—华北板块、华南板块和滇藏板块为主体，并包括

西伯利亚板块、印度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一部

分。与此同时，新疆、西藏等省区在编写第一代地

质志时已经开始应用板块构造的观点和方法[4,5]，取

得了初步的成效。其后，肖序常等（1992）[6]、何国琦

及成守德等（2004）[7]、杨明桂等（2004）[8]，周详等

（1984）[9]分别从板块构造的观点讨论了不同地区的

构造区划问题。

2 若干构造单元名词

在近百年来对中国大地构造的研究中，曾出现

过大量不同的观点。不同学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

以及所持的观点，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大地构造单元

名称，形成了不同的名词体系。如在过去的大地构

造论述中，常用到如：地台、地台区；地槽、地槽区；

陆台、陆块、地块、古陆；褶皱区、褶皱系、褶皱带（褶

带）等不同的名词[10]。近年来，与板块构造相关的一

些名词也常见于不同的文献之中，如：构造域、板

块、地体；地壳结合带、地壳消减带、板块缝合带、板

块碰撞带；蛇绿岩带，高压（超高压）变质带；活动大

陆边缘，被动大陆边缘；等等。这些名词的出现在

大地构造研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此同时，

由于不同学者对不同名词有不同的理解或认识，因

而也造成了一些混乱。

以下对相关的主要名词做一些简单介绍和在

地质志修编工作中的一些限定。

板块(plate)：按“地球科学大辞典”（以下简称为

“大辞典”[11]），板块是指：“地球岩石圈被洋中脊、岛

弧海沟系、转换断层等三大构造活动带分割形成的

大小不一的不连续的岩石圈块体”。同时，该辞典

又分出了“大板块”、“中板块”、“小板块”、“微板块”

和“板条”、“板舌”等不同的名称。

板块边界(boundary)：讨论板块的划分时，必然

要涉及的就是不同的板块边界。从前述板块的含

义中就已经提到，板块的边界主要有3种类型：洋中

脊、岛弧海沟系和转换断层[11]。在现代板块构造中，

大西洋的洋中脊是典型的扩张型板块边界；太平洋

东西两岸具有不同类型的沟弧盆系，从而成为活动

大陆边缘的代表。目前所见到的转换断层主要出

现在大洋构造中，它们切割了洋中脊。但在大陆

上，对是否能鉴别出古老的转换断层，尚有许多不

同的看法。

因此对于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板块边界需

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地区的实际资料来予以确定

或推断。在本文的区划图上，主要的板块边界为地

壳俯冲带、地壳对接消减带和地壳叠接消减带。以

下根据王鸿桢先生生前所提供的材料简述它们的

含义[12]。

地壳俯冲带(crustal subduction zone)：指现代所

见到的板块之间由于俯冲而造成的不同地壳之间

的结合带。它们也就是现代的板块边界。目前，一

般认为，作为板块之间的地壳结合带，应该具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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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重要的标志：蛇绿岩套、混杂堆积、双变质带或高

压（超高压）变质带等，即所谓的俯冲杂岩。但由于

情况的不同，在不同地区，它们的出露或分布也有

所不同，应视具体情况而定。重要的是，应对不同

的地壳结合带作具体分析，判定它们的类型和所具

有的意义。

地壳对接消减带 (convergent crustal consumption

zone)：指两个相对的古大陆边缘区相互接近，并从

边缘海和岛弧的弧弧碰撞、弧陆碰撞到最后的大陆

拼接，使其间的大洋地壳及过渡地壳陆续形成褶皱

山系（即后来的造山带），最后完全拼接的接合带。

由于大陆及其边缘区规模近于对称，故称为对接消

减带。

地壳叠接消减带 (accretional crustal consumption

zone)：古大陆被动边缘经过拉伸、张裂、地块移离，

形成具有岛弧及边缘海的主动边缘，并向大陆俯冲

消减。弧盆体系的不断外移和褶皱带的陆续增生

构成不同阶段的褶皱带，其间是洋壳不断消减拼接

的界线，称为叠接消减带。

大陆边缘(continental margin): 应该说，任何一

个陆壳板块，都包括了它的核心部分（克拉通）和它

的边缘部分。后者即通常所说的大陆边缘。它也

是大陆和大洋之间的过渡带，是研究洋陆相互作

用、大陆裂解和增生的关键场所。大陆边缘在地貌

上包括了大陆架、大陆坡、大陆基、边缘海盆和岛

弧、海沟等，通常也是地球表面最主要的沉积物聚

集地。地壳表面的造山带也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

演化历史的。按洋、陆相互作用的方式，大陆边缘

可以分为 2种基本类型：活动大陆边缘和被动大陆

边缘。

活动大陆边缘(active continental margin): 按“大

词典”定义，活动大陆边缘“又称主动大陆边缘、太

平洋型大陆边缘。大洋板块向毗邻大陆板块下俯

冲消减形成的强烈活动的大陆边缘。这种大陆边

缘有强烈的地震和火山活动。从洋到陆，活动陆缘

包括海沟、弧沟间隙（非火山外弧和弧前盆地）、火

山弧和弧后盆地等构造单元”[11]。

被动大陆边缘 (passive continental margin)：按

“大词典”，被动大陆边缘“又称大西洋型大陆边

缘。即通常所说的稳定大陆边缘，构造上长期处于

相对稳定状态的大陆边缘。其地壳是洋壳到陆壳

的过渡，大陆和大洋位于同一刚性岩石圈板块内的

过渡带”。“它以生成巨厚的海相沉积、岩浆活动微

弱和地层基本上未遭变形而与活动大陆边缘形成

鲜明的对照。被动大陆边缘由宽阔的大陆架、较缓

的大陆坡以及缓坦的大陆陆基组成。”“被动陆缘的

生成源于岩石圈拉伸所导致的上地幔物质上涌，减

薄了的地壳通过铲状正断作用在地表形成复杂的

地堑系；来自上地幔的熔岩沿裂隙上升，铺满新出

现的海底，最终建造起正常厚度的大洋壳”[11]。

克拉通(craton):这是一个古老的名词，系指大陆

形成以后，至少自显生宙以来，保持稳定状态、极少

经受强烈构造变形的地区。所说的克拉通，包括了

后来出现的地台和地盾等地区。

造山带(orogenic belt)：是与克拉通对应的相对

活动的构造单元。通常由于板块碰撞使原来的大

陆边缘褶皱隆起造山，从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造山

带。随着碰撞造山作用的进行，造山带向两侧陆内

扩展，克拉通的边缘卷入造山作用，构成了造山带

的一部分。

上述克拉通与造山带是对应的两类构造单

元。造山带和克拉通一般指显生宙以来，即新元古

代晚期以来的两类构造单元。克拉通的基底，是新

元古代晚期以前地质时期的产物；而造山带的基

底，一般指古生代以来，受到变形和变质作用的活

动型沉积。克拉通的盖层，一般是相对稳定的古生

代产物，变形变质都较微弱。它们是克拉通演化期

间的地质记录，同时它们的形成又与克拉通周缘的

地质演化有密切关系。造山带的盖层则常用于指

古生代以后大陆边缘在褶皱造山以后稳定阶段的

产物。

陆内造山带(intracontinent orogenic belt)：在中

国大陆内部，在远离板块边界的地区，如天山和燕

山等地区，形成不同类型的造山带，这类造山带被

中国学者称之为板内或陆内造山带。其成因和板

块碰撞无直接的关系。有的学者将它们的形成归

之为某些板块碰撞活动的远程效应[13]，但从其形成

的动力学机制来看，尚无直接证据能证明它们和板

块边界的活动有关。更重要的是，板块内部大陆岩

石圈的活动促使了这些陆内造山带的发生。

显然，这些造山带分布在板块内部而不在板块

边缘，它们的形成与发生，和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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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直接的关系。目前资料表明，这些陆内造山带

的形成一般都在该地区的主构造作用发生之后，而

且大多数是在中、新生代，甚至新生代后期才发生

的。因此也成了大陆动力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上叠构造(superimposed tectonic)：在一个地区

主要构造活动期之后，往往还会有一定的构造活动

发生，形成许多新的构造产物，如不同的陆相沉积

盆地、裂谷构造带等[14-17]；它们通常叠加在已有的构

造之上，构造方向可一致，也可不一致。我们统称

之为“上叠构造”。它们主要反映了该地区在板块

碰撞以后的构造活动状态。

3 板块构造区划的原则

用板块构造的观点来进行构造区划是有一定

难度的。这是因为：其一，板块构造学说创立之时，

就不是为了构造单元划分而建立的；其二，在地质

历史中，板块构造的格局在不断演化，也就是说，板

块的状态和格局是在不断变化中的，不同地质历史

时期的板块构造格局可以有所不同，甚至可能有很

大的变化。我们现在进行的划分是以古生代时（具

体应为南华纪至中三叠世）的状态为基础的。现在

为了各种需求，进行板块构造区划，既是当前工作

的需要，为各省进行地质志总结的需要，也是为各

地区经济建设的需求服务。

对于板块构造而言，基本的构造单元就是板

块。在不同的地质历史时期，地球表面分别由不同

的岩石圈板块所组成[12]。当然，我们所讨论的主要

是一些陆壳板块。这些不同的陆壳板块被不同的

洋盆所分隔，后者在板块碰撞拼合后就成为不同的

板块结合带。因此，在现代的构造图上，基本的单

元就是板块，其间为不同类型的板块结合带。这

样，板块也就是我们进行构造区划的第 I级单元。

鉴于板块是在不断发展和演化的，不同时期的

板块构造格局有所不同[18]。当前对于板块构造格局

的不同认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例如，现代的全

球构造研究将全球划分为几大板块，显然，这是目

前所看到的格局。在此格局中，欧亚大陆处于同一

个板块之上。但是，在侏罗纪时，全球的板块构造

格局就有所不同了。由于特提斯洋的存在，将印

度-冈瓦纳和欧亚大陆分开了。再早，在古生代时

期，古亚洲洋以及古特提斯洋的存在，使大陆的面

貌又有所不同。可以简单地说，在不同地质历史时

期中，板块构造的格局或面貌是不同的。这就出现

了一些“古板块”。可以说，古板块实际上也应该有

其自身的含义和内容，有一定的时间范畴。

因此，当前的研究，重要的是确定那些曾经存

在过的不同板块，它们的边界在何处？它们的发展

历史如何？所以实际上，我们划分出来的是“古板

块”。其他的研究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任何一个板块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板块内部

和边缘的不同。特别是在板块相互作用（包括拼

合、碰撞以及拉张等等）的过程中，板块内部和边缘

的表现或反映是明显不同的。由此笔者划分出板

块内部（称之为克拉通）和板块边缘（称为不同的大

陆边缘，包括活动大陆边缘和被动大陆边缘）。这

就是笔者板块划分中的 II 级构造单元。

三级单元应该是在二级单内的进一步划分。

如前所述，在不同的构造单元内，情况有所不同。

三级单元的划分，应主要考虑他们在二级单元中的

位置和作用，同时以时代限定。

表 1列出了本文在中国构造板块区划图上（图

1）所进行的划分及建议所采用的名词系统。

以下谨就若干III级单元的名称做简要的说明。

3.1 板块内部

对于板块内部的稳定地区，本文将 II级单元统

称为克拉通，其中又包括了一些不同的古陆块、地

块、微板块等等，相对来说都是一些相对稳定的地

区。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中，他们的不同地段又可以

表现出不同活动性，从而有稳定与活动的区别。这

样，在一个古陆块内部，作为 III级构造单元，可以区

分出一些不同时期的隆起区（带）和坳陷区（带）；也

有一些长期稳定隆起的陆核和陆块；还有一些在不

同地质时期出现的克拉通盆地或陆缘沉降带；在一

些长期隆起的地区还可能有不同的裂谷带、裂陷

带、沉陷带或裂陷槽、拗拉槽等等。

3.1.1 陆块、地块（massif）

这实际上是一个泛指的名称。在“大词典”中

定义为“泛指整个地史时期中某个由已固结陆壳组

成的相对稳定地区”。可以看出，陆块强调的是具

有陆壳，同时又是相对稳定地区。这样，在过去的

划分中，特别是从槽台观点的划分中，所提到的如

陆核、地轴、地块等都是陆块的一部分，只是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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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有所不同而已。在过去的文献中，陆核、地轴、

地块等一般指古老岩石（古生代以前的）为主的地

区，因此也常把它们看成是陆壳块体的核心[19]。对

于面积较小的陆壳地块，包括某些邻近的大陆板块

边缘裂解的产物，也包括一些外来的地体，一般统

称为地块。

这样，建议对所有这些地区统一称为“地块”，

强调作为克拉通内部的隆起区。包括：II-2-9敦煌

地块，III-5-8 鲁西地块，IV-2-4 南羌塘地块，IV-
2-7 保山地块等。

3.1.2 隆 起 区 、坳 陷 区（ 带 ）（uplifted region，

depressional region）

在一个板块内部，虽然总体已成为陆壳分布的

地区，但在不同地史时期中仍有隆起和凹陷的差

异，因而在板块内部仍然可以划分出不同的隆起和

拗陷，特别是在古生代以后的漫长历史时期中，这

种差异是始终存在的，也是不能回避的。所划分出

来的有：

隆起区（带）：II-2-1 柯坪隆起区，III-5-3 华

北北缘隆起区（含燕辽陆核）等。

坳陷区（带）：III-5-5 晋中南新元古代—早中

生代坳陷带，III-5-7 辽东新元古代—古生代坳陷

带，III-5-9 鲁东元古宙坳陷带，IV-4-8 桂湘赣古

生代陆缘坳陷带，IV-4-5 八面山古生代坳陷带，

IV-4-6 滇黔桂古生代坳陷带，IV-4-10 下扬子古

生代坳陷带等。

3.1.3 裂谷、裂陷槽和“裂陷带”

在克拉通内部的另一类特殊构造，即与裂谷有

关的构造。

裂谷（rift valley）：系指发育在大陆内部的线性

伸展型构造。按其原始的涵义，应指在古老大陆穹

起的地区由于张力作用而形成的线形张裂构造。

其地质特征为发育以幔源岩浆岩为主的双峰式岩

浆岩，以及以粗碎屑开始的海进沉积岩系。裂谷可

以演变为大洋，也可以夭折为深入陆内的拗拉槽。

裂陷槽（aulacogen）：也称拗拉槽，指大陆地台

表1 不同级别构造单元划分的名称
Table 1 Names for tectonic unit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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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与地台边缘高角度相交的切穿地壳的裂谷或

槽地，由Shatsky于1945年创名。板块学说出现后，

裂陷槽被看做三叉裂谷的陆内一支。常见于中元

古代之初(1.8 Ga)，具有幔源岩浆活动，是基底固结

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结束时无构造变形及岩浆活

动和变质作用。裂陷槽不限于地台内部，也可在地

台边缘或在半固结的基底上发育 。

经过多年的研究，已经发现在中国有许多具有

这样裂谷特征的地方，特别是从元古宙至今的长期

历史过程中，与裂谷相似的发展过程也屡见不鲜，

足见这是地壳发展过程中一种常见的现象。它们

有的具有完整的裂谷形态，有的具备裂谷常见的沉

积建造或岩浆-火山建造，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藉以

确定其裂谷发展的主要依据。

在 III 级构造单元中，考虑到在稳定的克拉通

内，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强烈裂解（也可能是和裂谷

相似的构造活动）而造成区域性的裂陷下沉。从形

成的力学机制来说，也是在一种区域性的拉张力作

用下形成的，笔者称之为“裂陷带”。如：III-3-4鄂

拉山早中生代裂陷带，III-5-10 豫西元古宙裂谷

带，IV-4-7 右江晚古生代裂陷带，等等。

此外，在稳定的克拉通边缘由于后期的挤压作

用可能形成一系列强烈变形的构造带，包括著名的

“龙门山推覆带”、“高喜马拉雅基底逆推带”、“低喜

马拉雅陆缘褶冲带”等，仍保留采用这些名称。

3.2 活动大陆边缘

对于活动大陆边缘，有的学者划分出了安第斯

型、科迪勒拉型以及西太平洋型等不同类型的活动

大陆边缘。也有的学者按其位置划分与岛弧或岩

浆弧等有关的不同构造单元。作为编图的 III级单

元，可划分出如岛弧、弧前盆地及弧后盆地等，并冠

以其发生的时代，如早古生代弧后盆地等。在活动

大陆边缘中，增生楔是一个普遍而又较为重要的单

元，已经由一些学者在他们的划分中予以单独划

出，加以时代的限定也是必要的。

3.2.1 岛弧、古岛弧、岩浆弧及弧前盆地、弧后盆地、

弧 间 盆 地（island arc，magmative arc，and

forearc basin，backarc basin，interarc basin）

对活动大陆边缘来说，最常提到的就是沟-弧-
盆系统。它是一侧为洋壳板块，另一侧为陆壳板

块，两者相向运动而发生洋壳板块向陆壳板块俯冲

的产物。按《地球科学大词典》[11]第 887 页的叙述:

“岛弧结构……它们大多位于洋、陆交界部位，弧的

凸面一般朝向大洋，与海沟一起共同组成了沟-弧

系。……从海沟向大陆方向火山岩的岩石组合和

地球化学性质呈现有规律的变化，由拉斑系向钙碱

性岩系及碱性岩系过渡，特别是K2O含量不可逆地

递增。”“岛弧内部各成员及火山岩组合的空间配置

反映了汇聚板块的构造极性。它的识别对于重建

古板块构造有很大的意义”。

在中国，古生代时，几大板块的相互作用，产生

了许多具火山活动的岛弧及相关的盆地，在此仅列

举出来以供讨论。

岛弧、古岛弧、岩浆弧包括：I-2-1 塔尔巴哈

台—阿尔曼泰—三塘湖古生代岛弧，I-7-2 额尔古

纳中生代岛弧，I-8-1 多宝山古生代岛弧，I-8-2 锡

林浩特晚古生代—中生代岩浆弧，I-8-3 小兴安

岭—张广才岭岩浆弧，III-2-3 中祁连早古生代岛

弧，III-3-1 祁漫塔格早古生代岩浆弧，IV-3-3 甘

孜—义敦—沙鲁里岛弧（P2-T3），V-1-2 班戈—腾

冲白垩纪岩浆弧带，V-1-3 措勤—申扎中生代岛

弧，V-1-4 拉达克—冈底斯—察隅晚中生代—新生

代岩浆弧。

弧前盆地、弧后盆地、弧间盆地包括：I-6-1 红

石山古生代弧后盆地，I-7-3 海拉尔晚古生代弧后

盆地，V-1-1 那曲—洛隆早中生代弧前盆地，V-1-
5 日喀则晚白垩世弧前盆地。

3.2.2 陆缘弧、陆缘火山岩带（continental marginal

arc，continental marginal volcanic zone）

在地质历史上，有一些地区受到地壳裂解或拉

张的作用，从相邻的大陆边缘分离出来，形成一些

独立于大陆边缘的地质体，从而成为所称的“陆缘

弧”。它们具有和相邻大陆边缘相近的发展历史，

有的还有与岛弧相似的火山活动。

所划分的主要陆缘弧、陆缘火山带包括：IV-2-
1 若拉岗日陆缘弧，I-2-2 谢米斯台—库兰卡孜干

泥盆纪陆缘火山岩带。

特别是中国大陆东部的中生代火山岩带，尽管

目前对其成因尚有许多争论，这里我们将其列为

“陆缘火山岩带”，只是作为一种处理办法。

3.2.3 増生楔（accretional prism）

按《地球科学大词典》[11]，增生楔又称“增生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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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增生杂岩”。为“俯冲的大样板块从海沟下潜时

被上盘板块刮削下来的沉积盖层和洋壳碎片，连同

原地深海沉积物堆积到海沟的向陆侧而成。由于

增生体是从下方添加的，随着消减过程的持续，增

生楔也以一系列倾向大陆的叠瓦状逆冲断片依次

堆垛加宽，最新的沉积物位于最底部，并楔入老的

沉积物之下，使之向上拱起。按照这一模式，增生

楔的每一个断片内层序是正常的，但总的层序是倒

转的”。如 III-4-3 腾格里增生楔。

3.3 被动大陆边缘

对于被动大陆边缘（大西洋型大陆边缘），一般

以离散和拉张为特征，可能情况下可以划分出不同

时期的裂陷盆地，或不同时期的裂谷带。在这类大

陆边缘中更多的是不同时期的大陆斜坡或称为陆

缘沉降带的地带。这似乎是一种古地理的名称，但

冠以不同的时代，作为古构造单元也未尝不可。

按“大词典”第889页的定义，被动大陆边缘“又

称大西洋型大陆边缘。即通常所说的稳定大陆边

缘，构造上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大陆边缘。其

地壳是洋壳到陆壳的过渡，大陆和大洋位于同一刚

性岩石圈板块内的过渡带”“它以生成巨厚的浅海

相沉积、岩浆活动微弱和地层基本上未遭变形而与

活动大陆边缘形成鲜明的对照。被动大陆边缘由

宽阔的大陆架、较缓的大陆坡以及缓坦的大陆陆基

组成。”

现在已知，比较典型的被动大陆边缘是北美大

西洋一侧的大陆边缘，在向大洋倾斜的大陆边缘上

具有一系列由断阶所形成的断陷盆地，表现出明显

的裂陷大陆边缘的特征。古代的记录则可以喜马

拉雅山的北侧为代表，这是一个由上古生界和中、

新生界所组成的被动大陆边缘的典型代表。

如上所述，这种被动大陆边缘上的沉积盆地，

其中的沉积物常以陆源碎屑岩为主，火山成分比较

少见，偶有少量基性火山岩，沉积物变形也较微弱。

这样，笔者将主要的被动大陆边缘分为2类，即

裂陷大陆边缘（含裂陷盆地）和沉陷带（含大陆边缘

沉降带），其主要差别也就在于受断裂控制或影响

的程度不同。

3.3.1 裂陷盆地、裂陷大陆边缘（rifted basin，rifted

margin）

主要包括了诸如以下构造单元，它们是地质历

史上不同时期的裂陷大陆边缘。III-2-4 南祁连早

古生代裂陷大陆边缘，IV-1-3 团结峰—林济塘中

生代裂陷盆地，IV-5-1南秦岭—北大别山—鲁南新

元古代—晚古生代裂陷大陆边缘，IV-5-2 大巴山-
大别山元古宙晚期裂陷大陆边缘。

3.3.2 沉陷带、大陆边缘沉降带（depressional zone，

depressional zone of continental margin）

包括：III-3-3 柴北缘新元古—早古生代沉陷

带，IV-1-1 大红柳滩—泉水沟三叠纪坳陷带，IV-
1-2 乔尔天山—阿克塞钦古生代沉陷带，IV-6-2

武夷—珠江古生代裂陷带，IV-6-3 粤湘赣早古生

代沉陷带，IV-6-4 云开晚古生代沉陷带。

3.4 中间地块

“中间地块 (Median Massif)”一名源出自槽台

学说。原指地槽区中一些相对稳定的地区。按“大

词典”的说明，中间地块是“地槽系中面积较大的稳

定块体，它四周被地槽所包围。与周围地槽相比，

当地槽强烈拗陷接受巨厚沉积时，它表现为相对隆

起，仅接受了较薄的沉积；当地槽褶皱隆起时，它又

表现为总体下陷，有较厚的沉积岩系形成”。这样，

这里的“中间地块”主要指在造山带中出现的一些

相对稳定或以某些古老岩系为主的地质体。如：I-
5-1 塞里木中间地块，I-5-4 特克斯中间地块，I-
6-2 马鬃山中间地块，I-8-4 佳木斯—兴凯地块，

II-1-2 额尔宾山中间地块（泥盆纪碳酸盐台地），

IV-2-2 羌北地块，IV-2-5 唐古拉—左贡地块，

IV-3-4 中咱—中甸中间地块等等。

3.5 上叠盆地（superimposed basin）
前面已经介绍，在板块拼合以后，可以在原来

不同板块之间形成一些不同的沉积盆地或火山活

动或侵入活动，统称为上叠构造。其中最特殊的应

该是所形成的“上叠盆地”。在“大词典”第861页对

上叠盆地赋予了如下的含义: 上叠盆地是“地槽褶

皱隆起以后，经过一段相当长的地质时期后形成的

断陷盆地或坳陷盆地，经常叠置在早期地槽和晚期

褶皱带内部的不同次一级构造单元之上。上叠盆

地的发育与早期构造单元的关系不大，因此它不是

继承性盆地而是具有新生性质，它的出现代表该地

区的地质演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中国的地质

历史上，这样的上叠盆地，由于其本身的重要性特

别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大量中新生代上叠盆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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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既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能源，又为研究中国中

新生代构造发展演化提供了丰富的地质资料，因而

更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中国大陆主要的上叠盆地较多，作为 II、III级单

元划分出来的包括：I-3 准噶尔盆地，I-4-4 吐哈盆

地，I-4-1 巴塔玛依内山石炭纪上叠盆地（？），I-6-
3 巴丹吉林新生代盆地，I-7-1 漠河前陆盆地，II-
1-3 博斯腾山间坳陷，III-2-1 河西走廊新生代盆

地，III-3-2 柴达木盆地，IV-2-6 兰坪前陆盆地，

III-5-1 鄂尔多斯中生代坳陷，IV-4-2 滇中中生代

坳陷，III-5-6 华北晚中生代-新生代盆地，IV-4-
11 苏北晚中生代-新生代盆地，IV-4-4 四川中生

代盆地，IV-3-1 可可西里—松潘三叠纪前陆盆地，

V-3-3 西瓦里克新生代前陆盆地，等等。

这些上叠盆地包括了不同时代所形成的盆地，也

包括了形成于不同构造部位的盆地。从它们形成的

动力学机制来看，有的是挤压作用下形成的，如一些

前陆盆地；有些是在后期的拉张作用下形成的，如一

些断陷盆地；也还有一些剪切作用下形成的，主要是

少量拉分盆地。从它们形成的位置来看，可以简单区

分出山间盆地和山前盆地。也有一些是原来的海盆，

由于海水退出而成的残余盆地等等。

至于这些盆地内部的构造单元划分，主要参照

石油部门的划分，结合它们的构造特征，划分为一

些隆起、坳陷、以及断隆、断坳、断阶带等等。

4 关于中国的板块构造划分

本文以古生代（具体为南华纪至中三叠世）时

期中国的构造状态为主，来进行板块构造划分。这

主要是因为古生代时期板块构造的格局较为清楚，

不同生物区系的资料较多。在中国，也是构造基本

定型的时期[9，12]。但是在欧亚大陆经碰撞形成之后

的近2亿年时间内，中国又发生了多次地壳运动，它

们已经不能再用板块运动的模式来解释了。这种

情况下，进行中国的大地构造分区，就不仅需要考

虑历史上的板块构造格局，同时又要考虑古生代以

后的大陆动力学状态[19]。这样，在构造区划中就会

出现不同观点及他们交叉的情况。

本文通过表2说明对中国不同级别构造单元划

分名称的建议。图1为本文所提出的中国板块构造

划分的初步方案及相关的构造单元，共划分出 7 个

I级构造单元（板块），32 个 II级构造单元（克拉通、

造山带和盆地）、103 个 III级构造单元。

5 简要说明

笔者曾撰文论述中国的构造区划，并将全国划

分为若干板块（I级构造单元）以及若干 II级构造单

元，所划分的7个不同板块为 [19]：I.西伯利亚板块，II.

塔里木板块，III.柴达木-华北板块，IV.羌塘—扬子

—华南板块，V. 冈瓦纳板块 ，VI.太平洋板块 ，VII.

菲律宾海板块。

这是笔者在中国构造单元划分中的 I级构造单

元。II级单元的划分见表 2，共划分了 30个 II级单

元。II级单元是在板块基础上的划分，一般可以将

一个板块划分为它的内部稳定地区（克拉通或地

块）及边缘的活动地区（经碰撞拼合，后期形成为现

代所见的造山带）。这样，笔者在板块内划分出不

同的克拉通和造山带作为 II级单元。

需要说明的是：

（1）划分方案以古生代的板块构造格局为主

这一划分方案是以古生代时的板块构造格局

为主而进行的划分。由于板块构造的格局随时间

的发展而有很大的变化，因此不可能在一张图上将

不同时期板块构造状态都表现出来。笔者也只有

以板块构造格局面貌比较清晰的古生代时期为主

来进行表示。同时，对其后的中、新生代以及更早

的前古生代时期的面貌予以综合考虑。

（2）着重考虑板块间的地壳对接消减带和主要

的后期大型走滑断裂

这一划分着重考虑板块的边界，特别注意板块

边界中的地壳对接消减带。同时考虑几条主要的

后期大型走滑断裂。因为它们决定了现代所见的

板块构造分布。

（3）关于地质历史时期中的地壳消减对接带和

现代山脉的关系

这一划分强调了古生代时的地壳对接带，这就

涉及到一些中国著名的造山带，例如天山、昆仑山

和秦岭等。无疑，这些巨大的山系在中国的地质构

造演化以及现代的地貌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20]。现

在人们也已经认识到许多山系是受到中生代以来

的各种地质作用的影响而形成的。如天山，简单来

说，南北天山在古生代时分属西伯利亚板块和塔里

8 中 国 地 质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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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的板块构造划分（含 III级构造单元）
Table 2 Regional subdivision of plate tectonics in China (including tectonic units of the third categ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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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块[4，21]，古生代末期，其间的古洋盆闭合，形成中

天山南缘地壳对接带，南北天山碰撞，直到中生代

后期，才形成了宏伟的天山山脉[22]。秦岭也具有类

似的发展历程[23]。古生代及其以前，北秦岭属华北

的一部分；而南秦岭的古生界完全是中国南方型沉

积[24]。直到三叠纪后期，才拼合形成了现代所见的

秦岭山脉。其间的商丹—桐城断裂是2个板块之间

的地壳对接带。中国其他一些著名的山系也具有

类似的特征。

（4）关于华北和柴达木的关系

正因为强调了古生代时期的面貌，这样就出现

了两个重大的分歧。其中之一就是将华北和柴达

木归于同一板块而将塔里木作为一个独立的板块

予以单独划出。

这里首先涉及的是阿尔金的问题。阿尔金的主

体在新生代时是一个大型走滑断裂，已经为人们所公

认[2，3，10]，特别是新生代时期所发生的强烈走滑运动，

已有大量报道。人们也已认识到，这些强烈的走滑活

动开始于中生代时期。侏罗纪的许多含煤断陷盆地

就是这种活动的证明[4，25]。但是对于古生代时的阿尔

金是什么样的构造，尚颇多争论。笔者认为：古生代

时，阿尔金是古特提斯洋盆的一部分，笔者曾将它称

为“古阿尔金洋”[26]。它分开了塔里木和华北2大陆

块。直到晚古生代后期（早二叠世末）该洋盆关闭，两

侧陆块碰撞，成为古中国北方陆块的一部分[26]。中生

代后期至新生代时期，沿阿尔金发生强烈走滑活

动[25]，遂形成了现今的构造格局。

其次是关于柴达木的归属问题。在李春昱等

的论述中[1]将塔里木和华北作为一个整体，称为塔

里木-中朝板块。王鸿祯在《中国古地理图集》[2]中

同样将塔里木和华北作为一个整体，称之为“中国

北部大陆及陆缘构造域”或称为“中轴大陆”。从而

将塔里木、柴达木以及华北等主要盆地均作为一个

范畴的产物。考虑到塔里木在古生代时，无论沉积

特征或是生物群的面貌，更多地和华南具有一定的

相似性[4 ]，因而将塔里木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划出

是成立的[27，28]。

不可否认，在古生代时，祁连山海槽的出现而

将华北和柴达木分隔开。这里就涉及到祁连海槽

的形成时期。笔者观察认为，在中元古时期，相当

于蓟县系的硅质条带灰岩，广布于华北以及柴达木

等地区；在中祁连见到相当于青白口纪的龚岔群复

理石不整合在蓟县系的硅质条带灰岩之上。这是

祁连海槽开始形成的时期[26]。目前已知祁连地区的

蛇绿岩时代主要为奥陶纪[29]，志留系在北祁连是前

陆盆地的复理石沉积[20，30]。所以祁连海槽是一个仅

发育于青白口纪至早古生代的有限洋盆。因此它

对华北及柴达木的分隔也仅限于这一段时间。

同时考虑早古生代柴达木的生物化石和华北

具有更多的相似性[10]而不同于塔里木，因而认为柴

达木和华北仍应属于同一体制下的产物[26]。到了晚

古生代，随着祁连海槽的关闭，柴达木已经和华北

连成了一个完整的块体[17]。

（5）关于羌塘—扬子—华南板块

中国南方，包括了扬子和华南。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已有颇多的研究。对这些地区的构造属

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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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演化历史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31-37]，在此不一

一列举。从板块的观点，本区在新元古代后期开始

有明显的板块碰撞活动，包括一系列与岛弧有关的

活动及产物被识别出来[38-39]。江南古陆虽然是一个

古地理的名词，但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地层上，近年的大量年龄数据基本上

确定了其新元古代的时代范畴 [40-41]。新元古代后

期，扬子陆块和华夏陆块的碰撞形成了明显的板块

拼合带——江绍断裂带 [2，3，8，34，42，43]。但从古生代开

始，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洋盆，一直有争论。问题在

于江南古陆南侧，在古生代时的状态及其演化的过

程，特别是在湖南境内，江南古陆南侧为晚古生代

的沉积大面积覆盖[44，45]，我们仅观察到南北的早古

生代时的沉积面貌有很大不同，而未能确定其间的

界限[46，47]，也未能确定其间洋盆是否存在❶。考虑到

尚未发现古生代的地壳结合带[48]，因而把他们作为

同一个板块来考虑[19]。至于在这一地区发现的加里

东期的TTG岩系❷，由于目前尚无沉积等其他方面

的证据，将作为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6）关于羌塘地区的若干问题

在笔者的构造区划图上，没有单独划分出早中

生代的基末里大陆 [1，49]，而是将羌塘作为羌塘—扬

子—华南板块的一部分，而将班公湖—怒江断裂带

作为羌塘—扬子—华南板块与古生代冈瓦纳板块

的分界[2，50，51]。

向西至西昆仑—喀拉昆仑地区，那里的下古生

界是一套稳定型的碳酸盐岩沉积，含有可与华南—

扬子地区对比的生物化石[4，22]。晚古生代后水体加

深，到三叠纪，特别是晚三叠世出现大量海底扇的

细碎屑复理石[52-55]。中生代侏罗—白垩纪出现的碳

酸盐岩已经又是稳定地块上的沉积[55]。由此可以将

该地区和羌塘、扬子相连，在古生代时期具有一定

的相似性，在两者之间未见有明显的古生代地壳结

合带以及相关的产物。从而认为至少古生代时，其

间没有确切的大洋，可以作为同一个板块来处理。

至于羌塘和扬子，它们之间中生代以后情况可能有

所不同，其间的龙门山断裂，将现在所见的羌塘与

扬子分开，是否属于不同板块需重新考虑。

其南，在冈底斯的许多地方已经发现了冷水动

物群以及与冰水相关的含砾板岩等沉积，这些均可

将它作为南方冈瓦纳大陆一部分的证据，从而与羌

塘分开[56-58]。目前有所争议的是，是否以龙木错—澜

沧江断裂为界，将羌塘从中间分为南北两部分[58，59]，这

里暂时尚未采取这一认识，还有待将来进一步研究

确定。

6 结束语

本文仅对中国的大地构造区划提出了一些初步

的建议。板块学说本身并非为了进行构造区划而建

立（或称发展）起来的，不同的板块及其不同部位，并

没有级别的含义；在地质志修编过程中的不同情况，

还有许多不同的见解，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除此之外，尚需深入了解周边国家的面貌和特

征，从周边来更好地认识中国的板块构造状态及其

发展演化。因此我们提出的划分方案还会有不少

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及和同行们深入讨论。

本文作为地质志修编项目的一个中间成果，有

待于各位同行提出宝贵意见，更有待于各省（市、自

治区）在实践中提出意见和看法，使我们的认识得

以不断提高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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