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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以我国截止到2011年基本覆盖陆域及部分海域的航磁数据编制的全国航磁系列图为基础，以航磁反映

的区域磁场和磁性基底起伏特征为依据，汲取主流大地构造观的划分理念，以板块构造理论及大陆动力学思想为指

导，以磁场反映的构造特征为切入点，结合重力、遥感、地质资料对中国陆域构造单元进行划分。大地构造单元划分

4个级别：一级构造单元为陆块区和造山系，共划分出8个；二级构造单元为陆块、弧盆系和地块，共划分出32个；三

级构造单元为盆地、坳陷带(区)和隆起带(区)，共划分出85个；四级构造单元为隆起和坳陷，共划分出332个。本划

分方案旨在为油气地质构造背景研究及油气勘探提供一份地球物理资料。文中重点讨论了一、二级构造单元界线

厘定的磁场依据及与前人划分存在的不同之处，而三、四级构造单元完全依据磁场及磁性基底起伏情况进行划分，

并在盆地和坳陷区给出了深度信息，这为油气勘探者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同时，借助丰富的航磁信息提示出一

些地质构造方面难解现象，供同行专家参考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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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compiled aeromagnetic map of China that almost covers whole China’s continent and part

of China’s sea areas since 2011 and the magnetic features and fluctuation of magnetic basement reflected by these maps. Learning

from subdivision idea of mainstream tectonic views, guiding by theories of plate tectonics and continental dynamics, and taking the

tectonic features reflected by magnetic field as key points, in combination with gravity, remote sensing and geological data, the

authors divided the tectonic setting of China into four levels. Eight first-order tectonic units include continental block domains and

orogenic systems; thirty-two second order tectonic units include continental blocks, arc-basin systems and land mass; eighty-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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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order tectonic units include basins, depression belts (areas), and uplift belts (areas); three hundred and thirty-two fourth order

tectonic units include uplifts and depressions. This subdivision provides basic geophysical data for geological and tectonic

background research and oil gas exploratio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discussed the magnetic evidence for delineating boundari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order tectonic units, and compared them with previous subdivision of tectonic units in China. The third and

fourth order tectonic units were completely defined by the feature of magnetic field and fluctuation of magnetic basement. The

magnetic basement depth of basins and depression areas are provided in this study, which provides the necessary technical support

for oil and gas prospectors. Meanwhile, aeromagnetic anomalies show som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observed geological and tectonic features, which provide raw data for discussion of tectonic feature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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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中国陆域位于欧亚板块东南部，南邻印度板块

和菲律宾板块，因板块相互作用以及受显生宙以来

各期造山运动的影响，特别是从中生代至今被强烈

改造后，造成现今独特而复杂的构造面貌。在经过

多旋回演变发展历史后，不仅发育有古生代以来的

各种造山系，还有古老的陆块区。一直以来，大地

构造研究对现代资源评价和预测、油气和固体矿产

勘探及成矿理论研究十分必要，因此，构造分区是

我国地质学家比较重视的领域，各家用不同的方

法、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大地构造发展规律，并

以“多旋回构造学说”、“地质力学说”、“板块构造”

等理论为指导思想，对中国大陆进行了一、二级大

地构造单元划分并编制出相应图件（李四光，1973；

黄汲清等，1980；李春昱等，1982；张文佑，1986；程

裕淇，1994；任纪舜，1999；潘桂棠等，2009，2015；万

天丰，2011）。同时，应用区域航磁资料研究大地构

造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如曲国胜和王绳祖（1997）基

于1989版的中国及其毗邻海域航空磁力异常图（刘

寿彭，1989）对中国及其毗邻海域的航磁大地构造

单元进行划分，并分别解释了 7个一级构造单元和

29个二级构造单元。朱英（2013）基于 1987年编制

完成的全国 1∶100万航磁图，对全国航磁特征进行

了详细的描述，编制了中国大陆及沿海地区古大陆

基础构造分区略图；杨华和梁月明（2013）基于2003

年版中国及其毗邻海区 1∶500万航空磁力异常图，

划分了中国地学断块构造。张家生等（1999）运用

航磁等资料对塔里木、扬子地体基底岩石的构造性

质进行了解释，提出存在前寒武纪华北—塔南—扬

子超陆块。还有大量学者运用航磁资料研究了青

藏高原中西部、西昆仑、鄂尔多斯等地的构造特征

及其板块碰撞作用（王有学等，2006；贺日政等，

2007；王涛等，2007）。尽管这些成果对中国大地构

造学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对全国的航磁

解释及大地构造分区均基于老的航磁编图资料。

随着最新版1∶100万（成图比例尺1∶250万）中

国陆域航磁系列图（熊盛青等，2015a, b, c）问世，以

及对相同比例尺的重力和遥感资料的深入分析，清

晰呈现的中国陆块区、造山系、陆块、弧盆系、地块、

坳陷带（区）、盆地和隆起带等诸多构造要素信息，

为利用航磁资料厘定中国大地构造单元界线提供

了深部视角。笔者基于新版中国陆域航磁系列图，

结合重力、遥感、地质等基本特征及磁性基底起伏

情况，首次对中国陆域进行 4个级别的大地构造单

元划分，一级构造单元为陆块区和造山系，共划分

出 8个，二级构造单元为陆块、弧盆系和地块，共划

分出32个，三级构造单元为盆地、坳陷带(区)和隆起

带(区)，共划分出 85 个，四级构造单元为隆起和坳

陷，共划分出332个。由于篇幅所限，文中对四级构

造单元不展开论述，相关论述详见“中国陆域区域

构造图（1∶250万）”（熊盛青等，2015b）。值得提出

的是，本文对塔里木陆块区的东界、华北陆块区的

北界和西界、扬子陆块区的西北与东南界、天山—

兴安造山系的南界提出了新的划法，并就塔里木陆

块区与华北陆块区是否相连、阿拉善地块和敦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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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构造归属提出了新的看法，与前人（张文佑

1984；程裕淇，1994；任纪舜等，1999；潘桂棠等，

2009，2015；万天丰，2011）方案对比有较大差别，尤

其对青藏地区的构造格架认识与前人（任纪舜等，

1999；潘桂棠等，2015）完全不同。另外，笔者在划

分三级构造单元的同时还给出盆地、坳陷区的分布

范围和沉积地层厚度，并标注了等深度线和深度

值，这为油气地质研究、油气勘探提供了重要依据。

2 航磁反映的中国大地构造特征

2.1 航磁研究大地构造的基本理论

一般认为，地磁场由基本磁场（地核磁场）BM，

岩石圈磁场BL和干扰磁场（外部磁场和电磁感应磁

场）BD三个部分组成（张昌达，2013）。基本磁场不

是地质构造研究的主要对象，岩石圈磁场BL主要由

岩石圈中地壳和上地幔顶部具有磁性的岩石或矿

石（亚铁磁性磁铁矿等）所引起的局部磁场，是由磁

化强度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的变化产生的,这

种长波长磁异常具有稳定或缓慢变化特点, 磁场源

大多发生在地壳内部。岩石圈磁场叠加在基本磁

场之上，是地球物理勘探工作主要研究对象；而干

扰磁场主要与来自地球外部的带电粒子的作用有

关。对于地球物理勘探来讲，这种磁场的短期变化

是干扰场，可以通过设立磁日变站进行磁日变观测

来消除其影响。经过多年世界各大国相继开展的

系统航空磁测，以及获得的全球磁卫星图像表明，

地球表面存在磁性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航磁测量作为透视地下深部地质构造信息的

重要地球物理手段之一，与其他各种地球物理资料

相比，不仅覆盖得最均匀，而且受地表地形干扰最

小，穿透性强，这些特点使利用区域航磁资料研究

地质构造成为可能。事实上，任何大规模的地质事

件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地质现象，总是与一定的地球

深部背景相联系的，而地质现象又反映出一定的地

球物理场特征。因为每一次的构造热事件所造成

的结果，都会使原始地壳的磁性物质逐渐得到稀

释，乃至接近消失。地球自古生代以来的每一次构

造变动，实际上是很不彻底的，先期的残余构造很

多被保留下来了。因此，通过对区域航磁异常特征

分析，结合地质、古地磁等资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研究地球尤其是地壳的构造演化特征。在大陆上，

磁异常显示出地壳、岩石圈地质和大地构造及其演

化。在大洋区，磁异常的走向与等时线平行，因而

揭示了洋壳随时间的演化，为板块构造、地壳与地

幔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般在构造演化过程中，刚性块体的裂解、岩

浆岩的演化都能导致块体磁性的变化，不同块体的

磁性特征也会被改造和记录。航磁显示的磁异常

强度、规模、形态、展布、走向、梯度等反映出浅部与

深部磁异常体的空间分布、形状、产状等信息，亦即

反映出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经历的多期次复杂构

造运动，而磁异常特征走向的改变一般表示磁性体

分布的变化以及构造单元内部受到应力方向的变

化。一般正岩石圈磁场对应磁性地壳厚度大的克

拉通和稳定地块，是古老磁性结晶基底的反映；负

岩石圈磁场对应造山带，地质学家还通过对卫星磁

异常图和大地构造图对比分析后发现，许多前寒武

纪地盾、克拉通、地台、盆地、造山带、活动带以及巨

型铁矿等地质构造单元都有磁异常。区域航磁图

既能反映当今地质构造信息，也能反映地球历次构

造活动的形迹。

中国陆域经历了不同地质历史复杂的构造运

动，现今大地构造特征是中国陆域的地壳与上地幔

的结构、组成及其演化、运动的综合反映。并且由

于沉积盖层通常无磁性或磁性较弱，磁场特征直接

反映结晶基底情况，从而可以清晰解读中国不同大

地构造单元演化至今的深部结构特征。如陆块区

（地台）基底主要由太古宇变质岩系构成，这种性质

的基底稳定性好、磁性强、构造变动小，沉积层是在

稳定的环境下形成的，厚度大，岩浆活动弱，磁场反

映为团块状和条块状正负磁场区，依据磁异常的走

向可进一步确定陆块区的范围；造山系基底主要由

中新元古界变质岩系构成，这种性质的基底稳定性

差、磁性弱、构造变动强烈，岩浆活动剧烈，火山岩十

分发育，沉积盖层厚度变化大，在磁场上反映为剧烈

变化磁异常区，发育其中的地块构造相对稳定，沉积

盖层厚，岩浆活动较弱，在磁场上多反映为块状、条带

状磁异常。因此，判读和解释区域磁异常图，研究地

壳磁性结构，可以了解地壳结构及成分。

2.2 航磁编图概况

航磁编图比例尺为 1∶100万，采用截至 2011年

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简称

660 中 国 地 质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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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和核工业遥感中心等单位的实

测航磁数据，各区测量比例尺分别为 1∶100 万~1∶

5000，共有568个测区数据。其中，高精度航磁测量

测区143个，面积565.4万km2，中低精度航磁测量测

区共有425个，面积1668.2 km2。随着逐年测量工作

的开展，在一些中、低精度测量区内又进行过多次

测量，在拼接中国陆域航磁ΔT网格数据时，首选近

年最新高精度 1∶5万、1∶10万实测航磁数据，在中、

低精度测量工作区内选择质量好、时间近、比例尺

大、测量高度低的航磁数据参加计算，最终选择使

用了 409 个测区的航磁数据，其中包括 143 个测区

高精度航磁数据，266个中精度测量数据，覆盖面积

为979.6万km2，编图还采用了部分海域的实测航磁

数据。数据处理方法采用航空物探遥感中心自主

研发的GeoProbe航空物探数据处理软件，网格数据

量为4792行×4203列，网格间距为1 km×1 km，成图

比例尺为 1∶250 万（“中国陆域航磁系列图”，熊盛

青，2015c）。地理底图采用北京 54坐标系，投影方

式为兰伯特等角割圆锥投影，第一标准纬度25°、第

二标准纬度47°、中央子午线经度105°、投影原点纬

度18°。

由于岩石感应磁化受地球磁场的影响，磁化方

向一般不垂直于地表，并且随位置的改变而变化，

因此，磁异常的峰值一般不是位于磁源体的正上

方，这样就增加了解释工作的难度，为了方便解释，

往往对磁异常进行化极处理，得到化极磁力异常并

依此异常特征进行解释。中国陆域航磁ΔT场数据

涉及范围的南部跨度大，并且包括中国南部中低纬

度地区，无法采用频率域常规化极方法，必须采用

全变倾角磁方向转换方法，逐点变倾角及偏角，即

“频率域偶层位变倾角磁方向转换方法”进行化极

处理（熊盛青等，2013）。从化极处理结果（“中国陆

域航磁△T化极等值线平面图”，熊盛青等，2015c）

看，图面清晰地展示出中国大地构造与磁场间的直

接对应关系。

2.3 中国陆域航磁分区特征

在航磁图研究中获得磁结构信息，从中提取地

质构造信息是航磁图解释方法研究的核心。一般

磁场分区结果就是构造分区结果。纵观中国陆域

航磁图，可以看出存在8个迥然不同的磁场区。

天山—兴安磁场区主要以剧烈变化、条带状磁

异常为特征，多由互不相连、相间排列的正、负条带

状异常组成，强度为-360~600 nT。异常走向由西

向东呈北西向、东西向和北东向展布，其中发育有

块状磁异常，这种磁场面貌反映出本区构造活动性

大，基底主要由中新元古界和下古生界变质岩系构

成，沉积层厚度分布不均，岩浆活动强烈，构造走向

分别为北西向、东西向和北东向，磁异常区界线清

晰。这是典型的造山系磁场特征。

塔里木磁场区以宽缓的块状、条块状为特征，磁

异常走向塔北为近东西向，塔南为北东向。磁异常强

度为-50~500 nT。航磁反映出本区构造十分稳定，

基底主要由太古宇结晶岩系构成，沉积盖层厚度巨

大，岩浆活动微弱，构造走向塔北为东西向，塔南为北

东向。这是典型的陆块区磁场特征。

昆仑—祁连—秦岭磁场区主要由北西向线性

磁异常带组成，仅在阿尔金地区磁异常走向为北东

向，强度多为-100~200 nT。在柴达木盆地以区域

性负磁场为主，仅在格尔木北部发育块状正异常，

强度为-40~60 nT。航磁显示出本区构造变动大，

基底主要由元古宇变质岩系构成，岩浆活动强烈，

构造走向为北西向。磁异常区与周缘磁场区界线

清晰。这是典型的造山系磁场特征。

华北磁场区主要以块状、条块状磁异常为特

征，异常走向以北东向和北北东向为主，并有近东

西向和南北向异常，强度为-250~600 nT。航磁反

映出华北区构造变动小，基底主要由太古宇结晶岩

系构成，沉积盖层厚度大，岩浆活动微弱，构造走向

以北东向和北北东向为主，其中发育有东西向和南

北向构造。这是陆块区磁场特征。

藏滇磁场区在平静低缓的背景场上叠加有近东

西向和北西向线性异常带、团块状异常和串珠状异

常。异常梯度陡，强度大，形成一系列近东西向、北西

向的线性异常带。这种磁场面貌反映出本区构造活

跃，断裂构造发育，岩浆活动剧烈，岩浆岩发育，基底

主要由前奥陶系变质岩系构成。在可可西里—巴颜

喀拉一带磁场由十分平静的正、负磁异常组成，强度

为-40~40 nT，局部异常不发育，这反映出该区构造

稳定，岩浆岩不发育。同时反映出区内构造走向为东

西向和北西向。这是造山系磁场特征。

喜马拉雅磁场区磁场由低缓的负磁场组成，负

背景场上叠加了北西西向的线性高磁异常带，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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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不很发育，构造走向为近东西向。基底主要由

元古宇构成。这是造山系磁场特征。

扬子磁场区主要以条块状的正负磁异常为特

征，异常宽缓且强度大。异常走向主要为北东向，

并发育有北西向和南北向磁异常。正异常强度多

为200~400 nT，负异常可达-300 nT，这反映出扬子

区构造稳定，基底主要由新太古界—元古宇变质岩

系构成，沉积盖层厚度大，岩浆活动较弱，构造走向

以北东向为主，并发育有北西向和南北向构造。这

是陆块区磁场特征。

华南磁场区主要以剧烈变化磁场为特征，磁异

常走向多为北东向，强度为-100~300 nT，在东部沿

海地区磁异常密集，强度大，这主要反映了中生代

火山岩系的分布状况；在西部地区磁异常分布变得

稀疏，强度变弱，这与侏罗—白垩纪花岗岩有关。

那些条块状正异常主要是中酸性岩体的反映，区域

性负异常则是前泥盆纪变质岩系的反映。这是造

山系磁场特征。

3 构造单元划分的基本原则

3.1 构造单元划分依据

3.1.1 造山系划分的磁场依据

造山系是由造山带组成的，它发育在大陆边缘，

因受大洋岩石圈俯冲、推挤，造成构造变动强烈，岩浆

活动剧烈，由此形成一系列岛弧、火山弧，又残留有裂

离地块，再经洋盆萎缩消减、弧-弧、弧-陆碰撞造山

作用，从而使造山系构造面貌十分复杂。这种复杂的

构造面貌被航磁反映出来，在磁场上多以剧烈和较剧

烈变化磁场为特征，其中局部异常十分发育，它们多

表现为线性异常带和杂乱变化的异常区，并发育有块

状正、负磁场区。实际上，断裂构造往往成为造山系

边界，其磁场面貌清晰，异常带连续性好，根据断裂构

造圈定出造山系的分布范围。

3.1.2 陆块区划分的磁场依据

陆块区也称之为准地台、克拉通，具有长期和

复杂的演化历史，前新太古代为古老陆核形成阶

段，该时期形成的硅铝质原始大陆壳地质体称为陆

核，它是一个稳定的构造单元，具有稳定的基底和

巨厚的盖层，后期构造变动不大，所以岩浆活动微

弱。这种构造特征在磁场上以条块状、块状磁场为

特征，局部异常不发育。它与造山系剧烈变化的磁

场面貌完全不同，它们之间界线分明，这就为圈定

陆块区的分布范围提供了依据。根据磁异常的强

度、形态以及走向可以判断陆块区的范围，并且依

据陆块区不同演化阶段不同基底和盖层的岩石建

造组合以及不同的构造面貌，所产生的磁场特征也

会出现差异。通常前震旦纪、太古宙和古元古代以

深变质岩系为主，磁性强，磁异常特征明显，反映为

块状、条块状正磁异常。中新元古代以中浅变质岩

系为主，磁性弱，在磁场上反映为宽缓的负磁异常，

由此圈定陆块区范围。

3.1.3 弧盆系和地块划分的磁场依据

弧盆系和地块是造山系的次一级构造单元。

在造山系内根据磁异常变化特征，以线性异常带及

串珠状异常以及夹持于其间的块状磁异常来区分

弧盆系和地块，可进一步划分出弧盆系和地块。

发育在造山系内的弧盆系构造变动大，基底主要

由弱磁性的中新元古界变质岩系构成，这种性质的基

底不稳定，易发生形变，所以弧盆系内断裂发育，地层

破碎、岩浆活动强烈、构造复杂，不同时代的侵入岩和

火山岩大面积出露，往往在磁场上反映为剧烈变化的

磁异常区；地块是残留于造山系内相对稳定的构造单

元，基底主要由强磁性的新太古—古元古界结晶岩系

构成，这种性质的基底稳定性好，构造变动小，岩浆活

动多以火山岩地层为主，在磁场上多反映为块状、条

带状磁场区。虽然剧烈变化的火山岩异常掩盖了结

晶岩系引起的块状磁异常，但在磁场上将火山岩异常

滤掉后，块状磁异常被突显出来，这与弧盆系引起的

剧烈变化磁异常完全不同。依据磁场形态可圈定弧

盆系和地块分布范围。

3.1.4 陆块划分的磁场依据

陆块是陆块区内次一级构造单元。由于陆块

区是由多个陆块拼贴而成，经过不同时期的演化，

这些陆块有着不同的基底和盖层岩石组合，其构造

走向和磁异常变化形态各不相同，这在磁场上会引

起走向、面貌不同的磁场区，如华北陆块区由不同

陆块组成，反映在磁场上，既有东西向磁场区，又有

北东向和南北向磁场区等，这为划分陆块的分布范

围提供了依据。

3.1.5盆地、坳陷带(区)、隆起带(区)划分的依据

盆地、坳陷带(区)、隆起带(区)的划分主要依据

磁场特征及“中国陆域磁性基底深度图（1∶2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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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盛青，2015a）反映的磁性基底起伏形态，沉积盖

层发育特征，并考虑断裂的控制作用。其边界以断

裂或磁性基底等深线为界线。深度线小于 0.5 km

或变质基岩和岩体大面积出露地表的区域为隆起

带（区）范围，反之，则为盆地或坳陷带（区）范围。

同时，在沉积盆地和坳陷区内对变质基底深度按等

深度线标注了深度值。尽管通过航磁资料计算的

深度值存在10%~20%的误差，但仍满足构造航磁解

释精度要求，标注的深度值供参考使用。

3.1.6 构造单元划分的其他依据

在构造单元的划分过程中，不仅仅考虑磁场上

的划分依据，还考虑地质、重力、遥感、磁性基底深

度等方面的划分依据。如重力图上也有明显的构

造分区特征，尤其是在剩余重力异常图上，构造分

区特征更加明显。造山系和陆块区的重力异常形

态特征和走向是不同的，其中，陆块区异常显得开

阔、规模大，而造山系异常相对窄小且形态复杂，如

秦祁昆造山系与塔里木陆块区重力场特征是完全

不同的，秦祁昆造山系在剩余重力异常图上反映为

北西向重力异常带，异常规模小、形态复杂，而塔里

木陆块区重力异常不十分发育，异常开阔、规模相

对大，这些不同的区域场反映出不同的沉积作用、

岩浆作用和变质作用。卫星遥感影像也反映出陆

块区和造山系的特征是有区别的。陆块区的影像

特征相对比较单一，而造山系的影像特征多变且复

杂。磁性体深度特征反映出各构造区基底深度差

异，为划分盆地、坳陷区、隆起区提供了依据。一般

磁性基底埋深大（或盖层厚）的地区为坳陷带（区），

磁性基底埋深浅（或盖层薄）的地区为隆起带（区）。

3.2 航磁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原则及命名

航磁划分大地构造单元以板块构造理论及大

陆动力学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大陆区、造山系演

化过程，以航磁反映的区域磁场特征和磁性基底起

伏情况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重力、卫星遥感影像

及地质等资料。

按1∶250万图面内容将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到四

级。一级构造单元为陆块区和造山系，二级构造单元

为陆块、弧盆系和地块，三级构造单元为盆地、坳陷带

（区）和隆起带（区），四级构造单元为坳陷、隆起。

一级和二级构造单元的划分主要考虑到变质

岩基底的时代、深断裂的控制作用、重磁场和遥感

影像特征，并参考任纪舜（1999）和潘桂棠（2009，

2015）大地构造划分方案。若重磁场反映的一、二

级界线与前人划分的不一致时，则按重磁资料反映

的界线划分。

三、四级构造单元的划分主要根据磁性基底起

伏形态，沉积盖层的发育情况，同时考虑断裂的控

制作用，并以断裂或磁性基底等深线为边界。将盆

地作为三级构造单元单独划出，若盆地不完整时则

按坳陷区划分。

在构造单元命名上，一、二级构造单元名称参

考任纪舜（1999）和潘桂棠（2009，2015）命名，三、四

级构造单元名称按照基底起伏情况命名，但盆地沿

用已有名称。

4 航磁大地构造划分方案

按照 1∶250万比例尺航磁图，中国航磁大地构

造单元方案如下：

一级构造单元 8 个，二级构造单元 32 个，三级

构造单元 85个，四级构造单元 332个（文中不展开

讨论）（图1，图2，图3，表1）。

一级构造单元为陆块区和造山系，全国共划分

出3个陆块区：塔里木陆块区、华北陆块区和扬子陆

块区；5个造山系：天山—兴安造山系、昆仑—祁连

—秦岭造山系、藏滇造山系、喜马拉雅造山系和华

南造山系。

二级构造单元为陆块、弧盆系和地块。在造山

系内划出弧盆系和地块，在陆块区内划出陆块。

三级构造单元为盆地、坳陷带（区）、隆起带

（区）。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一级构造单元名称引用前

人叫法，但界线厘定存在多处差异，如塔里木陆块

区的东界、华北陆块区的北界和西界、扬子陆块区

的西北与东南界、天山—兴安造山系的南界均与前

人（程裕淇，1994，任纪舜，1999，潘桂棠，2009，

2015）划分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在坳陷区给出了

深度概念，便于油气勘探工作者使用。

5 中国一、二级构造单元基本特征

中国陆域一至四级构造单元划分，涉及一级构

造单元 8个，二级构造单元 32个，三级构造单元 85

个，四级构造单元为332个。本节重点探讨中国一、

664 中 国 地 质 2018年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18, 45(4)

图
2

中
国

陆
域

航
磁

划
分

大
地

构
造

简
图

F
ig

.2
T

he
su

bd
iv

is
io

n
of

te
ct

on
ic

un
it

s
in

C
hi

na
re

ve
al

ed
by

ae
ro

m
ag

ne
ti

c
da

ta

第45卷 第4期 665熊盛青等：中国航磁大地构造单元划分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18, 45(4)

图
3

中
国

陆
域

大
地

构
造

单
元

简
图

F
ig

.3
S

ch
em

at
ic

m
ap

of
te

ct
on

ic
un

it
s

in
C

hi
na

re
ve

al
ed

by
ae

ro
m

ag
ne

ti
c

da
ta

666 中 国 地 质 2018年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18, 45(4)

表1 中国航磁大地构造单元划分
Table 1 Tectonic units of China revealed by aeromagnetic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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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668 中 国 地 质 2018年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18, 45(4)

二级航磁大地构造单元划分情况。从西向东，以 8

个一级构造单元为切入点，简述二级构造单元磁场

特征及地质内涵，并结合磁性基底深度特点探讨构

造单元基本特征。

5.1 塔里木陆块区

位于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覆盖区。其北以

南天山断裂（F46）为界，南以西昆仑北缘断裂（F61）为

界，东以策勒—尾亚断裂（F56）为界。在磁场图上以

较强的磁异常变化幅度与阿尔金、北山、天山构造

区磁场特征相区别（图 1）；在剩余重力场上反映为

宽缓的重力异常分布区。关于塔里木陆块区东部

边界与华北陆块是否相连接一直存在争议。潘桂

棠等（2015）将敦煌地块和阿拉善地块划归塔里木

陆块区，二者衔接了塔里木陆块区和华北陆块区两

大构造单元。朱英（1989）通过航磁异常认为塔里

木地台的东部边界应划在罗布泊—尾亚一带，两侧

磁场面貌有较大差别。此次通过1∶100万全国航磁

编图认为，塔里木陆块区的东界应划在策勒、安迪

尔、托尕木一线，即以策勒—尾亚断裂（F56）为界（两

侧的磁场、重力场面貌完全不同），而不是沿阿尔金

山山根或车儿臣河一线。依据磁场特征，此次将前

人称谓的敦煌地块划归天山—兴安造山系，将阿拉

善地块划归昆仑—祁连—秦岭造山系。磁场同时

显示出塔里木陆块区未向东延伸，也不与华北陆块

区相连接，这是与前人（程裕淇，1994，任纪舜等，

1999，潘桂棠等，2015）划法的最大不同。依据磁场

特征，塔里木陆块区由2个前寒武纪陆块拼合而成，

即塔南陆块和塔北陆块。

5.1.1 塔南陆块

位于塔里木陆块区南部地区。以北东走向升

高的正磁异常带为特征，磁异常强度-50~300 nT，

应是太古宇结晶岩系的反映，其向南延伸与西昆仑

北西向分布的正磁异常带相交。在其南部的铁克

力克已见新太古代喀拉喀什岩群结晶杂岩出露，并

与升高的正磁异常带对应，可见新太古界结晶岩系

构成了塔南陆块的基底，埋藏深度为 9000~21000

m。沉积盖层主要为新生界陆相碎屑岩，并发育有

古生界和中生界，其中缺失三叠系，在坳陷内可能

存在一定厚度的元古宙地层。塔南坳陷内沉积盖

层厚7000~21000 m，隆起上厚7000~9000 m，属低隆

起性质。

5.1.2 塔北陆块

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以近东西向展布的正、

负磁场为背景，磁异常强度-150~500 nT。在库鲁

克塔格出露了新太古界达格拉格布拉克群、古元古

界兴地塔格群及中新元古界长城系—青白口系变

质岩系。其上不整合覆盖有震旦系冰碛岩组碎屑

岩，并见有寒武—奥陶系和志留—泥盆系分布。古

生代沉积以陆表海为主，沉积盖层厚度较大。从磁

场特征分析，塔北南部升高正磁异常应是中新太古

界强磁性结晶岩系的反映，可能与达格拉格布拉克

群相当，负磁场背景主要是元古宇浅变质岩系弱磁

岩石的反映。航磁反映出沉积盖层厚 2000~18000

m。据地震勘探，陆块震旦系和古生界十分发育，厚

度为8000~14000 m，中新生界保存全，厚度为2000~

3000 m。这显示出古生代以来为一长期稳定的坳

陷区。塔北坳陷区沉积盖层在坳陷内厚 7000~

18000 m，隆起上厚 3000~5000 m，局部为 7000~

9000 m。

5.2 华北陆块区

位于中国秦岭—大别山以北地区，其北以白云

鄂博—西拉木伦断裂（F14）为界，东以鄂尔多斯西缘

断裂（F91）为界，西以郯庐断裂（F156）南段及诸城—海

州断裂（F195）为界，南以秦岭北缘断裂（F90）和三门峡

—霍山断裂（F222）为界（图2）。在磁场上为十分醒目

的块状升高变化异常区。在剩余重力场上主要反

映为宽阔的重力异常分布带区。

就华北陆块区北界而言，黄汲清等(1980)、任纪

舜等(1999）大致划在和龙—桦甸—四平南—赤峰—

化德—白云鄂搏—狼山—巴彦诺日公—金塔一

线。潘桂棠等（2015）大致划在和龙—桦甸—四平

南—赤峰—化德—白云鄂搏一线。此次通过航磁

图发现，前人划分的北界中段（即四平南—赤峰—

化德—白云鄂搏一线）应向北推移约80 km，即沿白

云鄂博—镶黄旗北—克什克腾旗—西拉木伦河一

线。因为沿这一线有一条线性高磁异常带，以该磁

异常带为界，两侧的磁异常面貌完全不同，南侧反

映为正负变化的磁异常区，异常走向多为北东向，

强度为-200~500 nT，其异常走向和形态特征与华

北陆块区相一致，北侧磁异常走向为东西向和北东

东向，强度-100~100 nT，磁异常形态特征、强度、走

向与北山—锡林浩特磁场面貌相同，应属兴安弧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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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磁异常特征；在布格重力图和剩余重力异常图上

也有相同反映。重磁场特征揭示沿线两侧分属不

同构造单元，且基底性质、盖层发育程度、构造变动

方式和岩浆活动特点等均有差异。因此认为，沿这

一线存在一条分割性极强的深断裂，即白云鄂博—

西拉木伦深断裂带（F14），它构成了华北陆块区北部

西段界线。故华北陆块区北界应为和龙—桦甸—

四平南—西拉木伦河—克什克腾旗—镶黄旗北—

白云鄂博一线，其北界止于白云鄂博西部的狼山

一带。

对华北陆块区西界的划分也有较大争议，有多

种划法。如程裕淇（1994）认为它与塔里木陆块区

相连，并包含河西走廊、阿拉善地区；任纪舜等

（1999）也将河西走廊及阿拉善地区划归华北陆块

区范围内。本次根据重磁场特征，将华北陆块区西

界划在乌拉特后旗东—阿拉善左旗—同心—宝鸡

一线，这一划法与潘桂棠等（2009，2015）、万天丰

（2011）认识是一致的。从航磁图可见，河西走廊及

阿拉善地区的磁异常走向为北西向，强度为-100~

80 nT，其形态特征与祁连山地区的磁异常特征相一

致；而华北陆块区反映的磁异常走向多为北东向，

规模较大，梯度较缓，强度为-200~400 nT。可见，

以乌拉特后旗东—阿拉善左旗—同心—宝鸡一线

为界，两侧的磁场面貌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造山

系磁场特征，后者是陆块区特征；剩余重力异常也

有相同反映，说明河西走廊及阿拉善地区在构造上

应属祁连弧盆系。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华北陆块区北界应划在和

龙—桦甸—四平南—西拉木伦河—克什克腾旗—

镶黄旗北—白云鄂博一线，西界应划在乌拉特后旗

东—阿拉善左旗—同心—宝鸡一线。航磁资料还

反映出华北陆块区由包头—银川陆块、太行山—吕

梁山陆块、阴山—冀北陆块、河淮陆块和胶辽陆块5

个构造走向不同的陆块拼贴而成。

5.2.1 包头—银川陆块

位于鄂尔多斯盆地北部银川、东胜地区，包括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磁场以正负变化的条带状、块

状磁异常为特征，异常走向为近东西向，正负磁异

常相间排列。强度-250~500 nT。陆块内大部分地

区被第四系覆盖，仅在西缘和北缘广泛出露中新太

古界乌拉山岩群、集宁岩群、千里山群、贺兰山岩群

和古元古界色尔腾山群。经对比，在集宁—包头一

带的乌拉山岩群、集宁岩群与正异常对应较好，这

套地层具强磁性，那些宽缓的正异常应是乌拉山岩

群和集宁岩群强磁性基岩的反映。负磁场则是弱

磁性的千里山群、贺兰山岩群和色尔腾山群的反

映。这两套地层构成了陆块的基底，构造走向主要

为东西向。本区自古生代及中新生代以来属长期

沉积区，古生界和中新生界很发育，其中古生界缺

失了上奥陶统至下石炭统，这套地层主要分布于北

鄂尔多斯坳陷区。在坳陷内盖层沉积厚 5000~

11000 m，隆起上下古生界缺失，上古生界和中生界

分布不均，厚度大都小于 3000 m，仅在低隆上仍有

5000 m厚的盖层沉积。

5.2.2 太行山—吕梁山陆块

位于西安、太原地区，包括了鄂尔多斯盆地南

部。磁场以北东向展布的正负磁异常带为特征，正

异常为主，负异常范围较窄，强度-250~400 nT。在

吕梁山、太行山、伏牛山地区出露有中新太古界阜

平岩群、五台群、滹沱群、赞皇群、登封群变质岩系，

其中，阜平岩群、赞皇群、登封群具强磁性，它们引

起了50~300 nT的磁异常。新太古界五台群和古元

古界滹沱群变质岩系磁性弱，出露区与负异常相对

应，它们能引起-50~-250 nT的磁异常。可见陆块

的基底由中新太古界阜平群、赞皇群、登封群、五台

群和古元古界滹沱群构成。陆块沉积盖层为古生

界和中新生界，在山西中南部、冀西南、豫北、沁水

盆地形成了陆表碳酸盐台地。汾渭裂谷为新生代

张剪性裂谷盆地，新生界厚可达 7000 m；在新生代

伴随有3次玄武岩喷溢。沉积盖层在南鄂尔多斯坳

陷区厚 5000~11000 m，隆起上厚度小于 5000 m，属

于低隆起，沁水盆地在坳陷内厚3000~9000 m，隆起

上厚3000 m左右。

5.2.3 阴山—冀北陆块

位于华北陆块区北部。磁场以剧烈变化的磁

异常为特征，异常呈东西向和北东向，正负异常交

替分布，强度-200~400 nT。异常对应较老的地层

有中新太古界乌拉山岩群、集宁岩群、迁西岩群等，其

中的角闪片麻岩、花岗角闪片麻岩、花岗片麻岩和磁

铁石英岩具强磁性，可引起区域性正异常，而混合岩、

混合花岗岩、石英岩、石英片岩为弱磁性，它们是引起

区域性负异常的主因。那些叠加在区域场之上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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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磁异常是侏罗纪中酸性火山岩系和晚古生代、中生

代中酸性岩体的反映。陆块的基底主要由乌拉山岩

群、集宁岩群、迁西岩群等构成，构造走向为东西向和

北东向。陆块上沉积盖层大多缺失，仅在一些山间坳

陷仍有2000~7000 m厚的盖层沉积，其中多被中新生

界充填，古生界厚度不大。

5.2.4 河淮陆块

位于河淮地区。磁场以团块状磁异常为特征，

异常走向多变，为近南北向、北东向和东西向，异常

强度-250~400 nT。陆块大部分被第四系覆盖，仅

在鲁西、淮北、霍邱地区分别见有中新太古界泰山

岩群、五河群、霍邱岩群出露。泰山岩群具中等至

强磁性，出露区与正异常相对应。五河群、霍邱岩

群也与正异常对比较好，说明区内的正异常是由上

述强磁性变质岩系引起的。中新太古界变质岩系

中的均质混合岩、花岗片麻岩、混合花岗岩磁性很

弱，当它们分布有一定面积时可引起负异常。陆块

的基底主要由中新太古界泰山岩群、五河群、霍邱

岩群构成，构造走向为近南北向、北东向和东西

向。陆块覆盖有华北陆块型全套沉积盖层，厚

2000~11000 m，但盖层分布不均匀，厚度变化较

大。中新元古界和下古生界主要为一套碳酸盐岩；

石炭—二叠系则主要是薄层灰岩、煤系及砂泥；中

生界主要为含火山岩的陆相碎屑岩；新生界则为砂

泥岩互层。渤海湾盆地坳陷内厚5000~11000 m，隆

起上厚2000~3000 m；华北南部盆地坳陷内厚5000~

9000 m，隆起上厚度小于3000 m。

5.2.5 胶辽陆块

位于辽东和胶东半岛。磁场以剧烈变化的磁

异常为特征，异常呈北东向，正负异常交替分布，强

度-150~400 nT。基底由新太古界鞍山群、龙岗群、

胶东群和古元古界辽河群等变质杂岩组成。异常

对应的新太古界鞍山群、龙岗群大多具强磁性，可

引起区域性正异常，古元古界变质岩系磁性较弱，

反映为负磁场背景。那些叠加在区域场之上的局

部磁异常主要是中生代中酸性岩体的反映。依据

磁场特征分析，新太古界鞍山群的构造线主要是近

东西向，而古元古界辽河群构造线走向主要为北东

向。古生界出露了中寒武—奥陶系、石炭—二叠

系，具陆表海特征，厚度不大，岩相稳定，可与华北

地层区对比。中新生界为陆相碎屑岩夹火山岩沉

积，这套地层主要发育于北黄海盆地，厚1000~3000

m，局部可达5000~7000 m。

5.3 扬子陆块区

位于秦岭—大别山以南，东南沿海以西，青藏

高原以东地区，磁场主要以条块状正负磁异常为特

征，异常宽缓，但强度大，多为-300~400 nT；剩余重

力场以宽缓的重力异常为特征。笔者根据磁场和

重力场特征，对扬子陆块区的西北界和东南界的西

南段提出了新的认识。就其西北界而言，原认为陆

块区的西北界为龙门山断裂，现认为其西界应划在

武都、理县、康定一线，即以武都—康定断裂（F106）为

界，陆块区的西界向西北推移了约90 km，将龙门山

构造带划归扬子陆块区。这从重、磁场图上看，龙

门山地区的重磁异常形态与松潘—甘孜地块重磁

异常特征完全不同，而与扬子陆块区的重磁场特征

相似。磁场反映龙门山地区为正负变化的磁异常

区，异常强度很大，为-200~300 nT，异常走向为北

东向，与扬子区磁异常走向和强度一致。而松潘—

甘孜地区航磁反映为平缓变化的正负异常区，异常

强度-40~40 nT（图1）。且龙门山断裂不是深断裂，

它是叠加在北东向构造之上的推覆带前缘断裂。

潘桂棠等（2015）也将龙门山构造区划归扬子陆块

区；就其东南界线而言，其东南与华南造山系西南

段的界线应划在临川（抚州）、汝城、北流一线（此段

界线有的划在茶陵、郴州一线，有的划在江南隆起

南缘一带），即以北海—江山—绍兴断裂（F203）西南

段为界。在磁场上，沿北流—临川—江山—绍兴一

线出现不同磁场区界线和线性密集带，这是北海—

江山—绍兴断裂带的反映，亦是扬子陆块与华南活

动带对接带的位置。在断裂带两侧，重磁场面貌完

全不同。西北侧为相对平静变化的磁场区，区域磁

场主要显示为块状特点，磁场强度为-50~100 nT，

磁异常走向为北东向、北西向和南北向。而在断裂

东南侧则为剧烈变化的磁异常区，磁异常走向主要

为北东向，磁异常强度为-100~300 nT，显示出岩浆

岩的磁异常特征；在布格重力异常图上显示出重力

梯级带，同时构成了不同重力场界线，两侧的重力

异常走向是不同的。东南侧重力异常走向为北东

向，而西北侧重力异常走向多变。沿线也是一条重

要的构造-岩浆岩分界线。界线东南的华南区，在

中生代岩浆的侵入和喷发活动相对强烈，形成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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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分布的中酸性侵入岩和火山岩系，而西北侧岩

浆岩相对不很发育，以岩浆侵入活动为主，火山岩

不发育。在临川—博白东南侧元古宙地层大面积

出露，古生代地层保存不全，断裂和地层走向主要

为北东向，而西北侧古生代地层发育，保存较好，断

裂和地层走向多变，为北东向、南北向。可见北海

—江山—绍兴断裂带构成了扬子陆块区的东南界

线。这条界线也与万天丰（2011）划分的界线比较

接近。潘桂棠等（2015）也将扬子陆块区西南界线

大致划在这一线。从磁场特征分析，陆块区由基底

性质不同的下扬子陆块、四川—江汉古陆块和滇黔

桂陆块3个陆块拼贴而成。

5.3.1 下扬子陆块

位于苏浙皖地区。从磁场特征分析，以长江为

界，苏南地区以正负变化磁异常为特征，这些北东

向的磁异常叠加在低缓的背景磁场上，呈正负相间

的磁异常条带；苏北的南黄海—苏北盆地为块状和

条带状正负磁异常，异常梯度较缓，强度-200~300

nT。这种磁场面貌反映出苏北和苏南基底性质和

构造面貌是有差别的。

南黄海—苏北盆地基底主要由新太古—古元

古界胶南群（或朐山系）构成，上覆中新元古界海州

群，基底埋藏深度多为4000~11000 m。震旦及古生

代显示为稳定陆表海环境，中新生界厚度大，为

2000~7000 m。沿如皋—南京一线显示为一条负磁

异常带，这是一条断面南倾的断裂带的反映，其南

部隆起向北逆冲推覆在黄海—苏北盆地之上。

苏南的景德镇地区广泛出露中新元古界浅变

质岩系，由于其磁性很弱，因此，在磁场上主要反映

为平缓的负磁场特征。在江山—绍兴一带磁场显

示为变化和升高特征，沿这一带发育有新元古界上

溪群等变质岩系。在金山地区、宁镇山脉东段钻井

在震旦系之下见到角闪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岩

（同位素年龄 1123~1771 Ma）,在奉贤、嘉定等地钻

井见到与浙西相同的震旦—奥陶系不整合在深、浅

变质不同的基底杂岩之上。上述表明，这些地区的

基底性质与景德镇出露区相同。陆块的盖层发育

良好，由海相中古生界和陆相中新生界构成。沉积

盖层在南黄海—苏北盆地的坳陷中厚 5000~11000

m，隆起上厚 1000~3000 m。在南京坳陷区的坳陷

内厚3000~9000 m，隆起上厚1000~2000 m。

5.3.2 四川—江汉古陆块

位于四川盆地和江汉盆地。磁场以条块状正

负磁异常为特征，异常宽缓，强度-300~400 nT。四

川盆地异常走向主要为北东向，江汉盆地为北西

向。四川盆地在早期就被解释为一个由古元古界

康定岩群构成的刚硬地块。从磁场特征分析，江汉

地区同样存在一个古老陆核，这个陆核主要由古元

古界崆岭群深变质岩系构成，其上还不整合覆盖了

厚度较大的中新元古界西乡群等变质岩系。负异

常则是弱磁性的中新元古界会理群、昆阳群、西乡

群等变质岩系的反映。据分析认为，四川—江汉古

陆块可能是从华北陆块区分裂出来而成为元古宇

洋盆中的古陆核（杨华等，2013）。这种磁场面貌反

映出其深层为一菱形的结晶基底岩块，它在构造上

十分稳定，其上覆盖有厚度很大的盖层沉积，形成

了四川盆地和江汉盆地。盖层沉积发育，自震旦纪

至中新生代地层均有发育，但在不同地区分布是不

均匀的，如四川盆地缺失了新生代沉积，而在江汉

盆地等就很发育。震旦系、古生界和三叠系主要为

陆表海沉积，之后的地层为陆相沉积。沉积盖层在

江汉盆地厚 2000~13000 m，坳陷内沉积厚 5000~

13000 m，隆起上厚 1000~3000 m。四川盆地厚

4000~11000 m，坳陷内厚 7000~11000 m，隆起上仍

有3000~6000 m的盖层沉积。

5.3.3滇黔桂陆块

位于滇黔桂地区。磁场以平静低缓、走向北东

向为特征，强度-50~100 nT。其中在康滇地区发育

有南北向磁异常带，它们叠加在低缓磁场之上。基

底主要由中新元古界会理群、昆阳群、四堡群、梵净

山群、冷家溪群等构成。变质基底之上不整合覆盖

有下江群、板溪群等的砂页岩、火山碎屑岩夹碳酸

盐岩，其时代相当于新元古代青白口系，它们已普

遍轻微变质褶皱。这套地层磁性很弱，显示为降低

磁异常背景区，其中发育有平缓的正背景场应是中

新元古界之下变质较深、含有中基性火山岩组分的

结晶岩系的反映。变化异常主要是侵入基底的中

基性岩浆岩的反映。全区从震旦纪到三叠纪大部分

地区处于稳定的构造环境中，盖层除缺失泥盆系外，

总体比较齐全，但各地发育程度不一。沉积盖层在洞

庭湖盆地主要为中新生界，古生界较薄，坳陷内厚

3000~7000 m，隆起上厚500~1000 m；在江南隆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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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坳陷带上主要被古生界和中生界充填，坳陷内厚

5000~7000 m，隆起上厚1000~3000 m；江南隆起南缘

坳陷带主要为古生界，坳陷内厚3000~9000 m，隆起

上厚2000~3000 m；百色坳陷区主要为上古生界和三

叠系，厚3000~7000 m；十万大山盆地为古生界和中

生界，厚3000~7000 m；楚雄盆地主要为侏罗系和三

叠系，坳陷内厚 5000~9000 m，隆起上厚 1000~4000

m。峨眉山玄武岩集中分布于川南滇北地区。

5.4天山—兴安造山系

位于中国北部，南界大致位于和龙、桦甸、克什

克腾旗、白云鄂博、阿拉善右旗、安西、焉耆一线，北

界至国界，包括天山、准噶尔、阿尔泰、北山、内蒙古

高原北部、大小兴安岭和吉黑等地区。磁场主要以

剧烈变化、条带状磁异常为特征，多由互不相连、相

间排列的正、负条带状异常组成，其中发育有块状

磁异常，强度-350~600 nT；剩余重力场以走向多变

的重力异常为特征。异常走向由西向东呈北西向、

东西向和北东向展布。需要指出，笔者将敦煌地区

划归天山—兴安造山系，与任纪舜等（1999）划法相

同，但潘桂棠等（2015）将该区划归塔里木陆块区。

从磁场特征看出，该造山系由兴安弧盆系、阿尔泰

弧盆系、准噶尔—吐哈地块、伊宁—中天山地块、北

山地块和吉黑地块组成。

5.4.1 兴安弧盆系

位于大兴安岭和内蒙北部，总体走向北东向。

磁场以剧烈变化磁异常为特点，异常强度大，梯度

陡，局部异常呈条带状，强度-200~500 nT不等，磁

异常走向在内蒙古高原北部异常走向主要为北东

东向，在大兴安岭主要为北东向。在中部的根河—

齐齐哈尔地区发育一个呈北西向展布的强磁性块

体，这是古元古界结晶地块存在的有力证据，它在

磁场上引起了宽缓升高的正磁异常。围绕这个块

体的是降低的负磁异常区，表明弧盆系的变质基底

主要由弱磁性的中、新元古界构成，其中残留有古

元古界强磁性结晶地块。其中，磁力高主要是基底

隆起及晚古生代和中生代岩浆岩的反映，在磁场相

对平缓的地区主要是断陷盆地的反映，盆地中充填

了上古生界和厚度较大的中新生界陆相含煤、油页

岩、碎屑岩系及中基性火山岩系。沿二连—贺根山

发育有蛇绿岩，这被认为是蒙古西伯利亚古陆的一

次俯冲活动，其北侧分布的中基性火山岩及花岗岩

带被认为是古岛弧带，磁场上沿这一线剧烈升高磁

异常带就是其综合反应。可见弧盆系构造变动强

烈，伴随的岩浆活动剧烈，它是一个典型的构造活

动区。本区最大的盆地是海拉尔盆地和二连盆

地。海拉尔盆地主要被上古生界、侏罗系和白垩系

充填，在侏罗纪和白垩纪时期发生了火山喷发，形

成了中酸性火山岩建造，在坳陷内厚3000~9000 m，

隆起上厚500~2500 m；二连盆地沉积盖层为上古生

界海相沉积和中新生界陆相沉积，在坳陷内厚

3000~9000 m，隆起上小于600 m。

5.4.2 阿尔泰弧盆系

位于阿尔泰地区。磁场反映为剧烈变化的磁

异常区，异常强度大，梯度陡，强度-360~600 nT，异

常轴向呈北西向，由多个相间排列的正、负条带状

异常组成。区内出露最老的地层为新元古界或寒

武系变质岩系，志留系见有变质的碎屑岩，泥盆系、

石炭系发育有火山岩系。区内以晚古生代为主的

花岗岩类十分发育，并形成巨大的花岗岩链。负磁

场应是中新元古界和下古生界中浅变质岩系的反

映，而那些块状正异常主要与晚古生代中酸性侵入

岩有关，但其中可能残留有中下奥陶统、震旦—寒

武系（或古元古界）强磁性变质岩系。

5.4.3 准噶尔—吐哈地块

位于准噶尔、吐鲁番、哈密地区。磁场中部以

块状正磁异常为主，四周被负磁异常围绕，强度

-250~300 nT。推测准噶尔盆地的块状正磁异常应

是古元古界具强磁性结晶岩系的反映，其上可能覆

盖有下古生界（或中新元古生界）变质岩系。泥盆

—石炭纪在准噶尔北侧主要发育陆缘碎屑复理石

及中基性火山岩系，在南部发育北天山博罗科努深

海槽带，中间的准噶尔盆地区基底相应下沉为水下

台地，泥盆—石炭系沉积厚度不大，二叠纪发育陆

相碎屑岩并伴有中酸性火山活动，中新生界为厚达

万米的陆相碎屑及含煤建造。盆地周缘以火山喷

发为主，形成晚古生代大面积分布的火山岩系。准

噶尔盆地和吐哈盆地是在稳定的结晶地块之上发

育起来的，构造稳定，沉积盖层为上古生界和中新

生界，厚 5000~15000 m。而其他区域则构造变动

大，岩浆活动剧烈，沉积层受到了强烈的改造，上古

生界大面积出露。准噶尔盆地中新生界厚数百至

8000 m，上古生界厚 2000~7000 m，隆起为低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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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哈盆地坳陷内厚 5000~9000 m，隆起属于长期隆

起区，中新生界分布于低洼地区，厚1000~2000 m。

5.4.4 伊宁—中天山地块

位于伊宁盆地和天山地区。磁场上以北西西

走向的条带状正负磁异常为特征，强度- 350~

500 nT。区内块状正异常应是古元古界强磁性结晶

岩系和中酸性侵入岩的共同反映，平缓的负磁场是

中新元古界和下古生界弱磁性变质岩的反映，而那

些条带状的局部磁异常是火山岩系的反映。北部

降低平缓磁场带对应着北天山泥盆—石炭系很厚

的细碎屑及火山岩系沉积区；南部平缓磁场带对应

着南天山志留—泥盆系很厚的陆缘—碳酸盐岩及

火山岩系沉积区。中部线性磁异常带与中天山元

古宇—下古生界隆起带对应，其两侧广泛出露有元

古宇深变质杂岩，并发育一系列中基性、基性—超

基性岩浆岩带，推断磁力高带是它们的综合反应。

地块的构造变动多表现为大幅度隆升和沉降，从而

使基底起伏变化大，隆起区基底裸露或浅埋，盆地

区基底埋藏深，沉积盖层厚。航磁反映出伊宁盆地

可能发育一个构造相对稳定的古元古界结晶块

体。其上被上古生界、中新生界覆盖，这套地层在

坳陷内厚3000~7000 m。

5.4.5 北山地块

位于河西走廊北部的北山地区，总体走向东西

向。磁场以剧烈变化磁异常为特点，背景场以平缓

降低场为特征，其上叠加了磁异常带，异常梯度陡，

强度-100~100 nT。在地块南部古元古界变质岩系

已出露，上覆奥陶—志留系中浅变质岩系，发育在

这一地区的磁异常带与其有关。但北部大部分地

区沉积了古生界碎屑岩及火山岩系，并发育一系列

早古生代中酸性岩。在北山中部出露有古元古界

北山群结晶杂岩及中新元古界变质岩系，古元古界

北山群可能是引起块状正磁异常的主因。在敦煌

—安西地区分布有北东向条块状升高磁异常带，应

是沿带出露的古元古界敦煌岩群的反映。那些磁

异常带多与岩浆岩有关。本区构造走向主要为东

西向，仅在额济纳旗及银根地区发育有北东向构

造，它分割了东西向构造的连续性。地块内最大的

盆地是银根—额济纳旗盆地，沉积盖层为上古生界

和中新生界，在坳陷中厚2000~5000 m，隆起上厚度

小于 1000 m；敦煌盆地沉积盖层主要为中新生界，

厚2000~7000 m。

5.4.6 吉黑地块

位于大兴安岭东部的松辽地区。磁场以北东

走向的负磁场为主，并发育有不同走向的正磁异常

条带，磁异常强度-300~300 nT。区内正异常是古

元古界麻山群和中酸性岩体的共同反映，区域性负

磁场应由元古宇和寒武系弱磁性变质岩系引起。

在地块东部的佳木斯及周围地区古元古界麻山群

及中新元古界黑龙江群、马家街群已出露地表，被

称为布列亚—佳木斯微陆块或佳木斯地块（任纪舜

等，1999）。其上覆盖有下古生界滨浅海相碎屑岩

及生物灰岩沉积，上古生界陆相含煤碎屑岩及中基

性火山岩系和中生界滨海陆相碎屑及火山、红色类

磨拉石建建造。磁场特征反映吉黑地块的基底主

要由弱磁性的元古宇变质岩系构成，古元古界强磁

性结晶地块以小型块体残留于地块中，在磁场上引

起宽缓的正磁异常。沉积盖层主要发育于盆地区，

厚3000~9000 m不等。中新生代沉积集中分布在松

辽盆地和三江盆地的坳陷内，沉积厚度较大。古生

界为滨浅海相沉积，厚 2500~4500 m，中新生界厚

4000~6000 m。

5.5 昆仑—祁连—秦岭造山系

位于中国中部的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秦

岭、大别山及山东半岛南部地区，北部与天山—兴

安造山系、华北陆块区相接，西部与塔里木陆块区

相邻，南界大致沿库尔塔什干、琼木孜塔格峰、衣山

干、纳赤台、天水、宁陕、城口、襄樊、广济及山东半

岛南缘一线，也称之为中央造山系。该造山系总体

呈北西走向，主要由线性正磁异常带和块状正负磁

场区组成，异常走向多为北西向，并有北北西向异

常。剩余重力场表现为重力异常走向变化大，规律

性不强的特点。依据磁异常特征可分为祁连弧盆

系、西昆仑弧盆系、东昆仑弧盆系、阿尔金弧盆系、

柴达木地块、秦岭—大别地块和苏鲁地块。

5.5.1 祁连弧盆系

位于祁连山和河西走廊地区。磁场以正负磁

场为特征，其上叠加有北西向线性正磁异常带，正

磁异常强度为50~200 nT。航磁还反映出弧盆系的

基底主要由元古宇变质岩系构成，但东部和西部的

基底性质是不同的，西部主要由中新元古界和下古

生界弱磁性变质岩系组成，而东部地区存在一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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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古界结晶块体，其特点是结晶程度高、磁性强，在

磁场上反映为正磁场。该块体构造十分稳定，故在

这一区域发育了一些沉积盆地，其内主要发育上古

生界和中新生界。酒泉—民乐盆地主要被中新生

界充填，厚度大部分为3000~8000 m；武威盆地上古

生界和中新生界厚度较大，坳陷内厚3000~5000 m；

陇西盆地中新生界直接覆盖在变质基底之上，坳陷

内厚3000~5000 m；潮水盆地主要为中新生界，坳陷

内厚2000~3000 m；巴彦浩特盆地主要为中新生界，

古生界分布不均匀，厚度薄，坳陷内厚 5000~7000

m，隆起上小于3000 m。

5.5.2 西昆仑弧盆系

位于西昆仑山地区。航磁显示为北西向强度

较大的正磁异常带，强度100~200 nT，最高可达800

nT以上。分布于红其拉甫山口的古元古界条带状

片麻岩磁性相当强。另外，燕山期和华力西期花岗

岩有较强的磁性。据此认为，西昆仑西段的强磁异

常主要是由古、中元古界变质岩系和不同时代的花

岗岩类引起。另外，从航磁图上可见，西昆仑东段，

塔南北东向以正为主的强磁异常带与西昆仑强磁

异常带相交，似有“嵌入”之势。朱英（2013）认为，

新疆最南部的高山，以及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边缘

山系都是在塔南古陆的基础上发育起来的。因此，

在西昆仑东段深部有可能存在太古宇结晶基底。

5.5.3 东昆仑弧盆系

位于东昆仑地区，走向北西西向。磁场反映为

正、负变化的磁异常区，磁异常以负为主，仅在东部

发育有范围不大的宽缓升高正磁异常区，而南部为

变化的正磁异常带。从磁场特征分析，平缓降低的

磁异常是广泛发育且厚度很大的下古生界中基性

火山岩、碎屑岩及碳酸盐岩的反映，这套岩系厚达

6000~8000 m，轻微变质，在柴达木盆地西部已有十

余口井钻遇这套岩系，说明东昆仑弧盆系的基底主

要由中新元古界和下古生界弱磁性变质岩构成，仅

在其东部的格尔木以北和南部残留有新太古—古

元古界较强磁性的结晶块体，是金水口岩群构成的

柴达木结晶地块的一部分。沿东昆仑山已见元古

宇和新太古界及晚古生代中酸性侵入岩体大面积

出露，它们在磁场上引起了较剧烈变化的正异常。

上古生界分布普遍，为半深海槽盆沉积；中新生代

为陆相沉积。航磁反映出弧盆系的基底起伏变化

很大，在南部地区元古宇变质基底已出露地表，在

一些山间坳陷中基底埋深为2000~3000 m。

值得指出的是，东、西昆仑构造区区别较大。

从磁场上看，西昆仑弧盆系磁场为正异常带，该区

一直处于隆起状态，古生界已被剥蚀殆尽，其基底

可能与塔南陆块相当。而东昆仑弧盆系磁场区以

负异常为主，表明东昆仑变质基底主要由中上元古

界变质岩系组成，其基底性质与祁连弧盆系相同，

但东昆仑隆起幅度不大，其上仍有一定厚度的古生

界和中新生界。磁场差异表明东、西昆仑受阿尔金

断裂的分割基底组成、构造变动、沉积层保存情况

是不同的，其在构造上应不属于同一构造区。

5.5.4阿尔金弧盆系

位于阿尔金山、喀什塔什山及民丰、且末和若

羌地区，走向北东向。需要说明的是，依据磁场特

征，将原属塔里木陆块区的民丰、且末和若羌地区

划归阿尔金弧盆系，命名为且末坳陷带。阿尔金异

常带宽 30~180 km，最南端与西昆仑正异常带交

汇。异常带由正负异常组成，强度-100~100 nT。

沿带见有古元古界阿尔金山群和中元古界蓟县系

变质岩系出露，并与正负磁异常相对应。这些变质

岩系磁性很弱，在磁场上反映为负磁场区，不可能

引起区域性正磁异常。从磁异常特征分析，该正异

常与西昆仑东段正异常相连，并可以对比。据此推

测中元古界之下分布有古元古界布伦库勒群，这套

变质岩系具有强磁性，它是引起正异常的主因。在

阿尔金山北坡出露太古宇米兰群，虽然其与块状正

磁异常对应，但不是引起正磁异常的主因。负异常

是阿尔金山群和中元古界长城系弱磁性变质岩系

的反映。沉积盖层为上古生界和中新生界，多发育

在且末坳陷带内，厚 2000~5000 m，局部达 7000~

13000 m。

5.5.5柴达木地块

位于柴达木盆地。在磁场上以区域性正、负磁

场为特征，强度为-40~60nT。块状正异常位于格尔

木北部，是由金水口岩群变质岩系引起，区域性负

磁场区应是中新元古界弱磁性变质岩系的反映。

在柴达木盆地内已有十几口井钻到元古宙花岗片

麻岩基底，并见有下古生界轻微变质岩系且构成基

底，其上不整合覆盖有泥盆系红色磨拉石建造，石

炭—二叠系海陆相碎屑及含煤建造，中下侏罗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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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垩系河湖相红色碎屑及含煤建造，新生界为河湖

相红色碎屑。沉积盖层主要分布于柴达木盆地，以

中新生界为主，其中，新生界最发育，厚3000~16000

m，中生界厚500~1800 m。

5.5.6秦岭—大别地块

位于秦岭、大别山地区，总体走向北西向。磁

场以宽缓变化正负磁场区为特征，强度为-100~

100 nT。其中发育有线性变化的正磁异常带，强度

30~200 nT不等。区内变化的正磁异常带是不同时

代岩浆岩的反映，那些宽缓的正磁场区主要是古元

古界大别山岩群、秦岭岩群强磁性变质岩系的反

映，而低缓变化的负磁场区则是中新元古界武当山

群、红安群、应山岩群、佛子岭岩群中浅变质岩系的

反映，这两套地层已大面积出露地表，分别与正、负

磁场相对应。在秦岭地区下古生界已发生变质，这

套中浅变质岩系对磁场产生一定影响。在大巴山

以北地区为坳陷沉积区，沉积了下古生界、泥盆—

石炭系及二叠—三叠系，厚 1000~5000 m。在印支

—燕山期由北向南发生了推覆，形成一系列韧性剪

切带和冲断层。沿断裂带发育有“飞来峰”和“构造

窗”，并向扬子陆块区仰冲。

5.5.7苏鲁地块

位于山东半岛南部。磁场反映为北东向展布

的正、负磁异常带。地面已见新太古界、古元古界

和中生代岩浆岩杂岩大面积出露。基底主要为新

太古—早元古代东海群、中元古代海州群和张八岭

群。它们在磁场上引起变化的磁异常区。航磁反

映出该地块基底未出露的地区埋深也很浅，一般小

于1000 m，岩浆活动剧烈，构造走向为北东向。

5.6 藏滇造山系

位于西藏、青海南部和西南三江地区。北界大

致沿库尔塔什干、琼木孜塔格峰、衣山干、纳赤台、

河南、天水一线，东界大致沿武都、康定、丽江、红河

一线，南至国界。

该造山系总体呈北西向、近东西走向，主要由

线性正磁异常带和块状正负磁场区组成，异常走向

多为北西向、近东西向，并有北北西向异常。在剩

余重力场上显示出重力异常在西藏地区走向为东

西向，在西南三江地区为北西向的特点。雅鲁藏

布江缝合带、班公湖—怒江缝合带、金沙江缝合带

（任纪舜等，1999）就处于该造山系内，在磁场上都

反映为线性异常带和线性延伸的串珠状异常带。

需要说明的是，航磁反映的造山系总体范围与前

人（任纪舜等，1999）基本一致，但笔者对西藏地区

构造格局看法与前人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任纪舜

等（1999）、王德发等（2013）和潘桂棠等（2015）认

为，青藏地区受班公湖—怒江断裂、龙木错—双湖

—澜沧江断裂、拉竹龙—金沙江断裂的控制，使西

南三江和西藏地区的构造格局呈向北东突出的弧

形。然而，航磁反映出，发育在西南三江地区的金

沙江、澜沧江、怒江断裂由南东向北西延伸至西藏

东部后并未西转，而是继续沿北西向延伸到布若

错、雪莲湖等地区，是特提斯断裂系统中单独存在

的一组北西向断裂系，它们与青藏近东西向深断

裂没有关联，互不隶属，彼此呈相交关系（熊盛青

等，2012）。由此认为，青藏地区由西南三江地区

北西向构造与西藏地区近东西向构造构成，这一

认识改变了青藏地区的构造格局，即青藏地区不

存在向北东突出的弧形构造。依据磁异常特征，

可划分出松潘—甘孜地块、羌塘地块、昌都地块、

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地块、中缅马苏地块、兰坪—

思茅地块和理塘弧盆系。

5.6.1 松潘—甘孜地块

位于可可西里、巴颜喀拉山地区，总体走向北西

西向。磁场由十分平静的正、负磁异常区组成，强度

为-40~40 nT，局部异常不发育。大致以玛沁—达日

一线为界，以东为平缓变化的正磁场区，强度为 40

nT，以西为低缓变化的负磁场区，强度为-40 nT。这

种负磁场面貌主要反映出由中新元古界变质岩系组

成的弱磁性基底的磁场特征。而位于东部的团块状

宽缓升高的磁场区可能与元古宇绿泥石绿帘石片岩、

混合花岗岩、花岗片麻岩、绿片岩有关，因为这套变质

岩系具较强的磁性，其时代可能为古元古界，地质界

称谓的若尔盖地块可能由这套变质岩系构成。该地

块沉积盖层厚度多为5000~11000 m，这与地质上认

为的三叠系厚度达4500~23000 m差距是很大的，可

见地质上的提法值得商榷。

5.6.2 羌塘地块

位于西藏北部的羌塘地区，总体走向东西向。

磁场反映为平静的背景场，说明基底埋藏很深，其

中发育有局部磁异常，这是中新生代岩浆岩的反

映。前震旦纪变质岩系(戈木日群或吉塘群)构成了

676 中 国 地 质 2018年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18, 45(4)

地块的基底，在磁场上显示为平静降低的背景场。

奥陶—志留系以稳定的陆表海沉积为主，基本上不

含火山岩。上古生界为冰海浊积岩-深水碳酸盐

岩-基性火山岩组合；三叠系主要为一套碳酸盐岩-
类复理石组合，上三叠统含有火山岩系。侏罗系为

碎屑岩-碳酸盐岩组合，它们构成了羌塘地块的盖

层沉积。这套盖层主要分布于羌塘盆地和龙木错

—丁沟坳陷区，在坳陷内厚 5000~13000 m，最厚为

15000 m，在隆起上为2000~3000 m。磁场反映出地

块区构造走向主要为东西向，仅在东部边缘受到昌

都地块北西向构造影响，构造走向呈北西向。区内

岩浆活动频繁，主要集中在地块中部，东部和西部

相对微弱。

5.6.3 昌都地块

位于昌都、丽江以北地区。此次研究不但将其

单独划分出来，而且包括了原属松潘—甘孜地块西

南部的川西北地区。磁场清楚反映为北西向展布

的磁异常区，这些磁异常应是不同时代的具磁性的

中酸性侵入岩和火山岩系的反映。其基底构成可

能较复杂，既有前震旦系宁多群变质岩系，且下奥

陶—下志留统变质岩也可能是基底的组成部分。

前震旦系变质岩系磁性弱，所以在磁场上反映为平

静降低的背景场。古生界和中生界构成了本区的

沉积盖层，岩性与羌塘地块可以对比，在雁石坪—

昌都盆地这套盖层的坳陷内厚度为5000~11000 m，

在隆起上为2000~3000 m。

5.6.4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地块

位于措勤、拉萨地区。在磁场上反映为强度较

大、梯度剧烈变化的正负磁异常带，这是由古近纪、

新近纪和白垩纪基性、中酸性火山岩、喜马拉雅期

和燕山期花岗岩类引起的。在地块内发现3条规模

较大的蛇绿岩带，即班公错—怒江蛇绿岩杂岩带，

狮泉河—申扎—嘉黎蛇绿混杂岩带，雅鲁藏布蛇绿

混杂岩带。后者航磁反映十分醒目，表现为一条近

东西走向的线性正磁异常带，强度高达 200~1000

nT，宽 30~50 km，与地面展布的基性—超基性岩带

相对应。在地块内出露最古老的地层为前震旦纪

或前奥陶纪念青唐古拉群变质岩系。在墨脱地区

分布有大面积混合杂岩，被称为冈底斯群和南迦巴

瓦群，它们与中酸性侵入岩共同构成地块的变质基

底。沉积盖层应为古生界和中新生界。其中，奥陶

—二叠系为陆表海建造系列，中生界主要为复陆

屑-浅水碳酸盐岩-火山岩组合。这套地层主要分

布于盆地中，厚3000~15000 m。其中措勤盆地厚达

7000~15000 m，比如盆地厚5000~11000 m。

5.6.5 中缅马苏地块

位于贡山、双江、澜沧地区。磁场反映为变化

的正负磁异常带。据地质资料，在该地块西部地区

古生界广泛分布，三叠系分布零星，它们构成了地

块区的主体沉积，厚度为 1000~3000 m，最厚可达

5000 m，主要分布于镇康坳陷带内。而在其东部地

区已见中元古界澜沧群深变质岩和花岗岩大面积

出露，并构成了地块的基底，航磁反映出该地块内

岩浆活动比较频繁，而且以火山喷发为主，断裂主

要以近南北向展布。

5.6.6兰坪—思茅地块

位于澜沧江以东，红河以西地区。磁场表现为

北北西向的磁异常带。在哀牢山地区见有古元古

界哀牢山岩群大面积出露，它构成了地块的基底。

古生界分布十分零星，在墨江地区见有志留系碎屑

岩系出露。沉积盖层主要为上古生界和中新生

界。上古生界的沉积既有稳定型磨拉石建造、砂泥

质和碳酸盐岩建造，又有地槽型的中基性火山岩建

造和复理石建造，侏罗—古近纪为陆相沉积。这套

地层主要分布于思茅盆地中，厚 3000~9000 m。上

古生界保存不全，厚 1000~4000 m，中新生界发育，

厚2000~6000 m。

5.6.7 理塘弧盆系

位于德格、中甸和木里地区，走向北北西向。

磁场上反映为北北西向的异常区，其中见有南北向

的异常带。中元古界恰斯群变质岩系和青白口系

绿片岩相变质岩系构成了基底。震旦系、早古生代

为碳酸盐-碎屑岩建造，晚古生代为碎屑岩和碳酸

盐岩夹基性火山岩建造；早中三叠世为碎屑岩、碳

酸盐岩及火山岩建造，晚三叠世为碳酸盐岩夹中基

性—中酸性火山岩组合。沿义敦—沙鲁里为非常

醒目的带状花岗岩带。虽然该弧盆系构造变动大、

岩浆活动强烈，但仍然沉积了厚度很大的沉积地

层，航磁反映出沉积地层厚500~9000 m。

5.7 喜马拉雅造山系

位于雅鲁藏布江断裂（F126）以南，笔者研究范围

仅涉及到喜马拉雅地块。该地块磁异常主要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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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两个部分，东部为负背景场上叠加了北西向

的线性高磁异常带，与雅鲁藏布江航磁异常带平

行。西部为弱缓负磁场叠加了串珠状弱的正磁异

常。在地块南部前震旦系变质岩系广泛出露，在高

喜马拉雅山称为中新元古界聂拉木群，区域性的负

背景磁场主要为这些弱磁性变质岩系的反映。沉

积盖层主要为古生界和中生界，厚 3000~11000 m。

古生界为砂泥岩、板岩及结晶灰岩等沉积，厚4500~

5200 m。中生界为碎屑岩及碳酸盐岩建造，厚度很

大。该地块区内岩浆活动不很剧烈，以酸性岩浆侵

入活动为主，地表见有断续分布的花岗岩，在札达

地区见有超基性岩出露。从区域磁场较为平缓表

明该地块岩浆岩不发育。

5.8 华南造山系

位于北海—江山—绍兴断裂（F203）东南，包括武

夷山—云开山、东南沿海地区及南海北部珠江口盆

地、琼东南盆地、莺歌海盆地、北部湾盆地及海南岛地

区，航磁研究范围仅涉及到华夏地块。剩余重力场反

映为北东向的重力异常分布区，以负异常为主。南部

临海地区磁场以剧烈变化为特征，磁异常走向主要为

北东向，强度为-100~300 nT，在东部沿海地区磁异

常密集，强度大，这主要反映了中生代火山岩系的分

布状况；西部地区磁异常分布变得稀疏，强度变弱，它

们与侏罗—白垩纪花岗岩有关。元古宇深变质的云

母石英片岩、片岩、斜长角闪岩、辉石斜长变粒岩、花

岗片麻岩具强磁性。元古宇混合花岗岩、混合岩、浅

粒岩、二云斜长片岩、片麻岩磁性较弱，出露在海南岛

地区的元古宇石碌群为弱磁性。广东地区的下古生

界变质岩系磁性也较弱。根据岩石磁性特征推测，那

些条块状正异常主要是元古宇强磁性变质岩和中酸

性岩体的反映，区域性负异常则是前泥盆系弱磁性变

质岩系的反映。沉积盖层主要发育在沿海盆地中，厚

1000~9000 m。

6 讨 论

在本次解释研究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现象难以

解释，篇幅所限，不在全部列出，笔者将其罗列如下

供同行专家讨论：

（1）华北陆块区、扬子陆块区、南塔里木陆块均

呈现出相似的北东向的条块状强磁异常带，磁异常

走向略有差异，塔里木陆块区为 18~28°，扬子陆块

区为29~39°，华北陆块区为44~55°。通过物性调查

推断塔南地区的正磁异常应是太古宇结晶岩系的

反映，华北陆块区宽缓的正异常应是太古宇强磁性

变质基岩的反映，扬子陆块区宽缓的正异常是古元

古界变质岩系的反映。3个陆块区何以呈现出这样

的异常格局，是偶然还是有成因联系？

（2）秦岭—大别地块为明显的负磁场区上叠加了

大量线性高磁异常带，走向多为北西向。西部与弱正

磁异常的松潘—甘孜地块相区别，该异常带在西端被

松潘—甘孜地块的磁异常分为两支形成“Y”型，其

中，沿文县—徽县—凤县分布一条北东向正磁异常

带，与地表出露的无磁性的沉积地层不符合，是否存

在深部结构与浅部结构的解耦，有待进一步研究。

（3）松潘—甘孜地块东西两端以弱的正磁异常

为主，而中部为平静的负磁场。目前较公认的是在

松潘—甘孜地块东部的若尔盖地区存在稳定的基

底，可能与元古宙绿泥石绿帘石片岩、混合花岗岩、

花岗片麻岩、绿片岩有关，因为这套变质岩系具较

强的磁性，其时代可能为古元古代。为何西部也存

在大面积与东部相似的弱的正磁异常？

7 结 论

本次编图是在融合了前人大地构造单元划分

的基础上，以磁场面貌及磁性基底埋藏深度（沉积

层厚度）为主要依据，结合重力、遥感等资料进行的

一次尝试，以期为中国大地构造研究提供地球物理

视角。通过编图主要获得以下几点认识。

（1）主要大地构造单元的磁场特征十分明确，

如塔里木陆块区、华北陆块区、扬子陆块区，三者都

存在走向相似的条块状正磁异常，但扬子陆块区磁

异常特征明显不同于塔里木陆块区和华北陆块区，

根据磁场分为上扬子陆块、四川—江汉陆块和滇黔

桂陆块。上扬子陆块为负磁异常背景叠加线性正

磁异常，四川—江汉陆块以条块状正磁异常为特

征，滇黔桂陆块为弱的负磁背景场上叠加弱的正磁

异常。并且，四川—江汉陆块区的强磁异常带明显

有两个走向，一组平行于龙门山构造带，一组平行

于秦岭造山带。

（2）华北陆块区东部可大致看出两条南北向分

布的正磁异常带，一条是河北保定至安徽阜阳，该

带并不连续，而是被负磁异常带分割为数个块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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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异常。另一条是郯庐断裂带所显示的线性正磁

异常带，值得注意的是，郯庐断裂磁异常带在临沂

以北分散呈放射状磁异常带，形状似蒲扇。以郯庐

断裂为东边界，在渤海湾西部至合肥盆地南部形成

了一个长轴呈南北向展布的椭圆形磁异常区，朱英

（2013）认为该区域存在河淮陆核。

（3）根据磁场特征认为，塔里木陆块区的东界

应划在策勒、安迪尔、托尕木一线，即以策勒—尾亚

断裂为界，而不是沿阿尔金山山根或车儿臣河一

线。磁场同时显示出该陆块区未向东延伸，也不与

华北陆块区相连接。

（4）华北陆块区的北界应划在和龙—桦甸—四

平南—西拉木伦河—克什克腾旗—镶黄旗北—白

云鄂博一线，与前人（黄汲清等，1980，任纪舜等，

1999；潘桂棠等，2009，2015）的划分方案相比，北移

约80 km。西界应划在乌拉特后旗东—阿拉善左旗

—同心—宝鸡一线，阿拉善地区背景场以弱的负磁

场为主，而鄂尔多斯地区背景场为明显的正、负磁

场，二者的磁场面貌有很大差异，本次编图认为阿

拉善地块不归属于华北陆块区。

（5）根据磁场特征，将扬子陆块区的西北界划

在武都、理县、康定一线，即以武都—康定断裂为

界，并非龙门山断裂带，陆块区的西界向西北推移

了约 90 km，将龙门山构造带划归扬子陆块区。其

与华南造山系西南段的界线应划在临川（抚州）、汝

城、北流一线，即以北海—江山—绍兴断裂西南段

为界。

总之，新编的中国陆域及部分海域航磁系列

图，清晰展现了磁场面貌，为中国陆域地质构造研

究提供了丰富的深部透视信息，笔者仅能窥其一

二，期望通过本文为同行专家提供新的视角，推动

中国大地构造研究。鉴于中国陆域地质构造的复

杂性，航磁资料局限性和解释的多解性，其中提出

的与地质认识不一致的地方还有待进一步证实，还

有许多地质现象有待采用综合方法进行深入研

究。笔者认为，关注和研究这些不一致的的问题是

促进地学研究不断深入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主要

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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