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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前人成果基础上, 通过以构造为主的多学科综合调研, 重新审视认知华南大陆构

造及其形成演化. 厘定新元古代以来该大陆具有二大地块、三大类型构造单元与四大变形构

造系统, 由此构成华南大陆构造基本格局. 研究揭示其不同构造演化阶段具有不同性质和机

制及构造特征, 经历了四个不同属性特点的演化阶段, 包括: (1) 新元古代古板块构造的拼合

与裂解, 尤其陆内伸展裂谷构造; (2) 显生宙以来在板块构造围限下的早古生代与中生代初

两期陆内造山作用, 形成两期复合的陆内造山构造区; (3) 统一华南大陆内扬子克拉通与陆

内造山的长期并行演化和克拉通的多期逐次迁移活化; (4) 中新生代现代全球板块构造体制

下的板块构造与陆内构造的复合差异演化及动力学特征. 本文旨在综合多学科研究, 对比中

国大陆与全球地质, 总结华南大陆构造的基本特征、属性以及所反映的具有普适性的大陆特

性和构造规律并梳理有待进一步探讨的主要科学问题, 从而系统地探讨大陆构造与成因及动

力学机制, 探索回答板块构造尚不能解决的大陆问题, 深化发展板块构造, 为构建大陆构造

与大陆动力学理论系统做出努力.  

关键词   

华南大陆构造 

陆内造山作用 

中小板块构造 

大陆动力学 

  

 
 
中国华南大陆主要指秦岭-大别造山带以南、青

藏高原以东中国大陆南部的大陆及邻海区域. 主体

由扬子与华夏两地块所构成. 它主要是在新元古代

原古华南大陆板块形成演化基础上, 通过板块构造

和陆内构造多期复合演变 终形成现今基本面貌 . 

华南大陆构造虽经长期研究并已取得系列成果, 但

迄今仍有许多问题存在分歧与争议(许靖华等, 1987; 

任纪舜等, 1990; 刘宝珺等, 1994; 陈旭等, 1995; 王

鸿祯等, 1996; 郭令智, 2001; 王清晨等, 2007; Li 等, 

2007; 王剑等, 2009; 舒良树, 2012; Wang 等, 2013; 

Charvet 等, 1996; Faure 等, 1992; Wang 等, 2001; Li

等, 1999; 董树文, 1994; 张岳桥等, 2011, 2012).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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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焦点是: (1) 早前寒武纪的基本构成、属性与基

本特征; (2) 中、新元古代构造格局与机制; (3) 显生

宙以来的构造属性及演变, 主要分歧集中于: ① 早

古生代扬子与华夏地块间是板块构造拼合还是陆内

造山作用 , ②  晚古生代与中新生代的构造演化是

周缘板块构造效应还是陆内构造及其与多期构造复

合的结果. 显然, 首先是新元古代与显生宙构造问

题, 故本文在概要论证华南早、中前寒武纪基本构

造格局的基础上, 着重从华南大陆构造新元古代以来

形成演化与基本格局、华南大陆构造基本特征、特殊

性和主要科学问题三个论题出发探讨新元古代以来

华南大陆不同演化阶段的构造属性、基本构造特征、

成因机制及其复合演变, 从而揭示华南大陆构造的

基本格局、形成演化规律与动力学特征, 重新认识

大陆, 发展板块构造, 深化探讨大陆构造与大陆动

力学.  

1  华南大陆主要构造事件属性与厘定 

1.1  华南大陆现今大地构造背景 

华南陆块是东亚主要的大陆块体, 地理上占据

中国大陆南方, 有着复杂的地质构造演化历史. 它

在早前寒武纪多块体构造复杂演化基础上 , 自中、    

新元古代以来长期处于全球超大陆聚散与南北大陆

离散拼合的交接转换地带的总体构造动力学背景中. 

而自中新生代以来又在现代全球板块构造演化格局

中, 位于欧亚板块和中国大陆东南一隅, 处在全球

现今三大重要板块的汇聚拼合部位, 遭遇西太平洋

板块西向俯冲和青藏高原形成与印-澳板块北向差

异运动的夹持. 这一总体动力学体制控制了其在先

期构造基础上演变成现今华南大陆基本构造面貌

(图 1).  

 

 

图 1  华南大陆现今地质与大地构造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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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华南大陆基本地质构成 

华南大陆长期复杂的演化历史使其形成了在板

块构造围限作用下的独特大陆构造. 显生宙华南大

陆主要由扬子和华夏两地块所构成, 现今整体陆壳

基本由三层显生宙盖层和双层前寒武纪不同基底构

成. 其基本地质组成与结构见表 1.  

1.3  华南大陆主要构造事件属性与特征 

从表 1 华南大陆现今的基本地质组成与结构可

以清楚地看出, 它经历了长期、多期次的构造变动, 

不同演化阶段经历了不同性质与规模的构造运动复

合、叠加与改造, 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 下文将在

简述早前寒武纪之后, 以新元古代以来为重点分别

讨论.  

1.3.1  早前寒武纪多块体陆壳记录 

依据 新研究(舒良树, 2006, 2012; 李献华等, 

1998; 高山等, 2001; 于津海等, 2005, 2006; 柳小明等, 

2005; 郑永飞等, 2007; Wan Y S 等, 2007), 华南大陆

无论是扬子还是华夏, 尤其扬子地块, 近年获得大量

可靠的早前寒武纪陆壳演化的信息. 这些信息均为

地质、地球化学(尤其锆石 U-Pb 定年和相应的 Hf 同

位素示踪分析与模式年龄等)、地球物理等的多学科 

表 1  华南大陆地壳上部现今基本地质组成与结构 

 

综合研究相互印证的结果. 通过分析, 可以初步认为: 

(1) 华南大陆有早期陆壳形成的残存, 存在古元古代

与太古宙结晶基底, 并分布较广, 同时还有冥太古宙

的物质信息(李献华等, 1998; 高山等, 2001; 于津海

等, 2005, 2006; 柳小明等, 2005; 郑永飞等, 2007). 

诸如扬子的崆岭杂岩(2.9~3.3 Ga)、大红山岩群(1.68 

Ga)(Qiu Y M 等, 2000; Yu J H 等, 2010)和华夏的八都

岩群(2.5~1.9 Ga)(李献华等, 1998; 于津海等, 2006)属

太古宙、古元古代岩层. (2) 扬子与华夏早期陆壳属

于不同的陆壳块体, 在岩石组成、时代组合、地球化

学以及后期地质演化等方面, 存在明显差异. (3) 扬

子和华夏地块内部早期地质组成可能并非统一块体. 

新地球物理探测(高锐、张中杰面告)结合地质判断

表明, 至少沿现华蓥山-重庆-贵阳断裂和雪峰隆升构

造带东侧及武夷山、云开地区的深层, 各自两侧可能

均为不同陆壳块体(太古宙或元古宙?). 因此综合现

今认识, 推测华南大陆早期陆壳组成应是分离的多

个块体, 虽历经太古宙与古元古代复杂拼合演化的

历程, 但在早前寒武纪并未形成统一的古华南陆壳

块体和真正稳定的克拉通, 尤其是华夏地块. 它们仅

仅成为华南大陆先期形成演化的构成基础(将专文详

细讨论).  

1.3.2  中、新元古代华南大陆板块形成与裂解 

中、新元古代华南构造格局的形成演化, 总体是

在全球 Rodinia 大陆聚合与裂解的构造背景中发展演

变的. 目前对其认识虽有分歧, 但据基本地质事实与

新研究成果分析, 初步得到以下基本认识:  

(1) 华南中元古代时期主导构造格局仍是多块

体分离, 不仅扬子与华夏分属不同块体, 而且它们自

身也非统一地体. 据现有研究, 华夏和扬子当时各自

的内部也存在不同性质的微陆块或微板块.  

(2) 华南中元古代多块体在 Rodinia 大陆聚合过

程中, 通过新元古代早中两期不同板块拼合形成新

元古代中期统一的古华南大陆板块, 其范围可能远

大于现今规模. 以下新元古代两期板块拼合造山仍

沿用晋宁Ⅰ期和Ⅱ期表述(王鸿祯等, 1996).  

1.3.2.1  晋宁Ⅰ期(~0.9 Ga): 扬子与华夏两古陆微
板块的分别形成 

现今华南大陆的西南缘川滇和东部赣浙闽地区

残存两带晋宁Ⅰ期构造变动残迹, 即 0.9~1.0 Ga 的板



张国伟等: 中国华南大陆构造与问题 
 

1556 

块拼合记录. 综合判断认为它们是华南大陆新元古

代初期两个主要拼合带. 赣淅皖交界地带的赣东北

残存现多有共识的德兴-东乡一线蛇绿混杂岩带, 年

代以 0.9~1.0 Ga 年龄为主(舒良树, 2012; Wang 等, 

2013). 与之同期但被后期江绍-萍乡断裂断错东移的

浙闽诸暨-丽水-武夷-梅州一线也残存有蛇绿岩及相

关火山岩带, 新测年多获 0.9~1.0 Ga年龄(Wang等, 

2012, 2013; Gao 等, 2009; Yao 等, 2012). 另外考虑武

夷山地区新元古界中普遍有 0.9 Ga 碎屑锆石 U-Pb 年

龄峰值(Wang 等, 2010, 2013; 向磊等, 2010; Yao 等, 

2011, 2012). 筛除江绍断裂后期的走滑平移, 据两者

年代与地质地球化学的相同相似性, 认为它们可能

应是晋宁Ⅰ期的同一拼合带(图 2), 代表华夏地块主

体形成的早期构造事件. 扬子西南缘川滇一带从岩

石地层及其碎屑锆石年龄峰值、岩浆活动(包括花岗

岩)等综合残存记录和 0.9~1.0 Ga 年龄的集中, 综合

反映华南大陆西缘在新元古代早期曾发生格林威尔

造山拼合事件. 另如上所述, 地球物理探测揭示的华

蓥山、雪峰等陆壳岩石圈深层的俯冲界面, 可能属于

扬子地块内上覆盖层之下的元古代拼合记录(其确切

时代尚待进一步确定). 综合分析表明, 扬子与华夏地

区新元古代晋宁Ⅰ期(0.9 Ga)的构造拼合应分别代表

当时依然独立的扬子与华夏古微板块内部拼合、形成

各自统一地块的构造事件.  

1.3.2.2  晋宁Ⅱ期(850~820 Ma): 扬子与华夏最终
拼合和新元古代中晚期统一华南大陆板块
的形成 

发生在华南大陆的此期重大构造事件以板溪群

与冷家溪群及它们相当岩层间的大区域构造角度不

整合为代表, 地层与同位素年代学研究表明, 其年龄

值主要在 850~820 Ma 之间, 即属晋宁Ⅱ期. 新的研

究进展也表明, 沿皖南伏川、九岭、雪峰至苗岭四堡

一线的华南新元古代岩浆活动时代普遍小于 850 Ma, 

明显不同于前述的赣浙闽地带 0.9~1.0 Ga 的蛇绿混

杂岩时代. 其中的皖南伏川基性-超基性岩浆岩新获

得的锆石 U-Pb 年龄为 827~847 Ma(丁炳华等, 2008). 

综合根据地质、地球化学与同位素年代学研究分析, 

华南大陆中部从皖南伏川-九岭-雪峰东缘益阳、黔阳-

苗岭四堡一线断续残留一带蛇绿岩与相关火山岩、岩

浆岩, 包括弧型花岗岩, 同位素年龄集中于 850~820 Ma, 

结合区域新元古代中期陆缘盆地沉积及变质变形特

征, 以及区域变质变形地层之上普遍为新元古代晚

期以南华纪、震旦纪岩层为标志的初始区域盖层构造

角度不整合覆盖的证据, 认为它们具有板块拼合带

的基本特征 . 代表了华南区域新元古代早期于

0.9~1.0 Ga 分别形成的扬子与华夏两古微板块, 于晋

宁Ⅱ期(850~820 Ma)沿华南中部皖南-雪峰东缘-苗岭

一线 后的碰撞拼合, 并形成新元古代中晚期江南

造山带(舒良树 , 2012; 郭令智等 , 1980; Wang 等 , 

2003; Shu 等, 2011). 这表示至此历经前寒武纪长期

演化的统一古华南大陆板块的形成, 也即复杂差异

的华南大陆统一基底的形成.  

1.3.2.3  古华南大陆板块新元古代晚期的扩张裂解
与陆内裂谷构造 

新元古代晋宁Ⅱ期形成的统一古华南大陆板块, 

在 Rodinia 超大陆裂解的构造动力学背景下, 以其上

覆的南华纪不同地区的典型裂谷盆地沉积地层为代

表, 一致反映了统一的华南大陆自 820 Ma 以后, 主

要在 800~720 Ma期间迅速转入伸展裂谷构造和冰期, 

形成了华南浙赣湘桂为中心的南华裂谷盆地和川滇

裂谷盆地并伴有相应的裂谷型岩浆活动, 诸如广泛

发育的双峰式火山岩套的铁船山组((817±5) Ma)、苏

雄组((803±12) Ma)、桃源组((818±12) Ma)等(Wang 等, 

2003), 还包括浙闽沿政和-大浦断裂的同期稍早的基

性岩浆活动(840~790 Ma)(舒良树, 2012) 等. 裂谷构

造的出现正是全球 Rodinia 新元古代中晚期裂解的表

现, 而华南陆内裂谷盆地代表的这一过程直到早古

生代奥陶纪才结束(Wang 等, 2003). 在 Rodinia 裂解

总构造背景中, 华南大陆板块周缘也伴随着许多新

板块的裂离, 可能正是这一扩张裂离过程才形成了

现今华南大陆的雏型. 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在周缘分

裂出不同板块的同时, 华南大陆内部同样处于伸展

裂解环境, 但却不是洋盆和独立板块的生成, 而是广

泛发育上述陆内裂谷构造, 该构造作用不仅发生在

块体内部, 形成一系列次级不同地块, 为明显的是

沿南华裂谷带使早先拼合的扬子-华夏大陆再次分离, 

出现大陆岩石圈内部的新的扬子与华夏两个重要地

块. 正是这一构造的发展, 为华南大陆显生宙早古生

代以来的陆内(板内)构造演化奠定了基础. 同时进一

步说明 Rodinia 的聚合与裂解决定造就了华南大陆新

元古代晚期和早古生代的洋陆格局与陆内构造演化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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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浙闽赣德兴-武夷和皖南九岭雪峰地区新元古代两期蛇绿岩及相关火山岩分布及年龄数据 
据作者新测和前人已发表数据, 见本文相关参考文献 

 

1.3.3  显生宙华南大陆的两次陆内造山作用 

华南大陆构造 具特色而颇富争议的是显  

生宙两次陆内造山构造问题. 一是早古生代扬子与

华夏地块间的相互作用与拼合是板块碰撞造山还

是陆内造山产物的问题, 换句话说, 即是华南广西

运动, 或常称的南方加里东运动的属性及其动力学

问题 (许靖华等 , 1987; 刘宝珺等 , 1994; 陈旭等 , 

1995). 二是印支期构造问题, 争论焦点是印支期是

扬子与华夏间的陆内构造, 还是华南大陆周缘板块

的远程效应问题(Li等, 2007; Wang 等, 2013; Shu 等, 

2006).  

1.3.3.1  华南大陆早古生代的陆内造山作用 

关于华南大陆早古生代构造属性主要争论有三

种观点: ① 扬子与华夏是板块碰撞造山拼合, 先期

存在一个已消失的大洋(刘宝珺等, 1994; 郭令智等, 

1980; 丘元禧等, 1999; 马力等, 2004; Li 等, 2010). 

②  扬子与华夏间不存在大洋分离 , 只是陆内两个

地块相互作用的陆内造山构造(任纪舜等, 1990; 舒

良树, 2012; Wang 等, 2007a; 陈旭等, 2010); ③ 板

溪洋和板溪混杂岩问题(许靖华等 , 1987; Hsü 等 , 

1990). 前述讨论已表明, 早古生代华南大陆中的扬

子与华夏两地块, 原是新元古代中期形成的统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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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大陆板块的基本组成部分 . 它们只是在伴随

Rodinia 新元古代中晚期裂解中, 沿浙赣湘桂间即江

绍-萍乡-钦防一线扩张伸展, 形成南华陆内裂谷构

造, 华南裂谷两侧是分离而成的两个陆内地块, 并

非洋盆分隔的两个板块.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 前述

的江绍-萍乡-钦防一线并不代表中新元古代时古华

夏与古扬子边界, 而当时的两古板块分界如前述是

晋宁Ⅱ期的伏川-九岭-益阳-四堡一线的古板块缝合

带. 所以华南大陆的扬子与华夏不同演化时期具有

不同的分界线, 不应混同新元古代不同构造演化阶

段两古微板块间的边界和早古生代同一大陆内的两

地块间的边界. 因此早古生代华南的广西运动(加里

东期)是大陆板块板内陆块间相互作用的陆内造山

作用, 并形成华南中东部广泛面状展布的华南陆内

造山区, 证据如下:  

(1) 早古生代扬子与华夏地块间无消失洋壳残

存记录, 无早古生代(广西期)蛇绿岩及相关的火山岩

岩浆活动记录 

新的年代学研究已在前人原划定的华南早古生

代蛇绿岩及相关火山岩中, 如前述浙闽赣江绍地带

和皖南九岭雪峰等地分别系统测定为 0.9~1.0 Ga 和

850~820 Ma两个主峰年龄(图 2) (舒良树, 2012; Wang

等, 2013; 李献华等, 1998; Wan 等, 2007). 它们应代

表新元古代的两期板块缝合界线, 而不能作为早古

生代拼合界线证据. 迄今未发现早古生代(广西期)扬

子与华夏地块间有已消失的洋壳残迹. 因此, 两者之

间无大洋分离的证据, 两者不是裂离的板块而只是

统一华南大陆中从扩张裂谷构造发展为陆内海盆所

分割的陆内两个地块.  

(2) 早古生代扬子与华夏地块间不是洋盆分隔

而是统一陆内海盆的记录 

华南大陆古生物地层学、古生态生物演化与分布, 

尤其雪峰隆升构造带以东的笔石生物相带(陈旭等, 

1995, 2010)和沉积古地理环境研究成果以及新近具

有针对性的构造沉积古地理专项研究, 包括从湘赣

跨越原认为的扬子与华夏洋盆分界线江绍-萍乡-钦

防构造带两侧, 北至绥宁-永兴, 南至新宁-崇义, 连

续 10 条 NWW向沉积古地理剖面的系统研究(陈世悦

等, 2011), 系统证明缺少活动陆缘沉积和不连续缺失

沉积相带的跳相现象, 代之是由西而东碳酸盐岩、泥

硅质-碳硅质页岩与碎屑泥砂岩的连续沉积交叉相变, 

向东侧只是碎屑岩明显增加, 并未识别出大洋与大

陆边缘沉积组合(图 3). 华南区域整体表现为上扬子

广海台地相-雪峰山东缘斜坡相-湘赣盆地相-赣西斜

坡相的陆内统一海盆的古地理沉积环境 (陈旭等 , 

1995, 2010; 陈世悦等, 2011), 说明原划的两板块拼

合带及两侧不存在大陆边缘以及洋盆分割的两个完

全不同的陆缘带的拼合对接, 这与古生物地层与古

生态生物学记录的雪峰以东至井冈山、赣州间的古生

物地层沉积连续性与笔石古生物的连续相带记录是

一致的(戎嘉余等, 2010; 陈旭等, 2010, 2012). 新近

研究揭示湘赣地区 C -O 岩系发育丰富的浅水构造(舒

良树, 2012). 更有意义是原所谓“古华南洋”区及两侧

广泛区域的碎屑锆石普遍具有相似的年龄谱系

(Wang 等, 2010, 2013), 一致表明是无大洋分割的陆

内海盆环境. 总之, 古生物地层学、古生态生物演化

和沉积古地理环境等多学科研究说明华南大陆东部

从扬子至华夏地块间在早古生代时期是连续统一的

大陆, 中间并无已消失洋盆的记录, 而只是一个从南

华纪以来由裂谷盆地连续演化而来的华南早古生代

陆内统一海盆.  

(3) 华南大陆东部早古生代岩浆活动呈面状分

布, 不具板块俯冲碰撞的带状性质 

华南雪峰隆升构造带以东, 包括了扬子地块东

部与华夏地块区域, 广泛非均匀面状发育早古生代

花岗岩浆活动(图 4, 图 5), 主要以片麻状与块状两

类型出露. 大量锆石 U-Pb测年获得的结晶年龄区间

为 398~480 Ma, 峰值为 456~419 Ma(舒良树, 2012; 

Wang等, 2013; Wan等, 2007, 2010; Charvet等, 2010; 

张爱梅等, 2010)(图 4), 表明两类花岗岩均为早古生

代同期花岗岩. 该花岗岩空间上呈面状展布, 分布

上也无随时代迁移演化的趋势. 两类花岗岩具有相

似的元素地球化学与 Sr-Nd 同位素组成, 87Sr/86Sr 初

始比为 0.7092~0.7294, Nd(t)为4.7~11.5, Nd 模式

年龄为元古代, 锆石Hf(t)值变化于 2.4~19.4, 集中

于1~12, 主要为元古代变泥质岩和变火成岩陆壳

物质深熔而成 ,  缺少新生幔源物质参与 (舒良树 , 

2012; Wang等, 2013; Wan等, 2007; 王德滋等, 2003; 

沈渭洲等, 1998; Zhou 等, 2000). 总之, 地质、地球

化学与同位素年代学研究, 包括早古生代 32 个花岗

岩的全岩 U-Pb 定年、517 颗锆石Hf 同位素、60 个

样品主微量元素与 32 个 Sr-Nd 同位素组成的综合测

试分析, 共同证明华南大陆早古生代以花岗岩为主

体的岩浆作用未显示板块俯冲碰撞成因的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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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江绍-萍乡-钦防构造带两侧沉积相带对比(据陈世悦(2011)修改) 

地球化学特征, 相反指示它们是在早古生代陆内造

山过程中, 扬子与华夏两陆块在深部背景下两块体

相互作用所致 , 岩浆物质多由陆壳物质深熔而来 , 

呈面状分布, 少有新生幔源物质的参与. 扬子与华

夏两陆块深部背景下相互作用引发的花岗岩岩浆

作用反映了以陆内块体相互作用为特征的陆内造

山作用.  

(4) 华南大陆东部早古生代广泛弥散型面状构

造变形、变质、岩浆活动和上下古生界间区域性构造

角度不整合 

华南雪峰隆升构造带及以东区域, 包括扬子地

块东部和华夏地块的下古生界普遍发生弥散型面状

分布的区域性构造变形、变质与岩浆活动, 并造成广

泛的以泥盆系为底层的上古生界上覆岩层的区域构

造角度不整合覆盖(图 5), 其中三个区域表现较为强

烈: 湘中-湘赣交接区, 闽浙赣武夷山地区以及粤桂

云开山及以北的南岭一线, 在空间上相当于南华纪

分割扬子与华夏两地块的南华裂谷构造中心地区 , 

表明该地区从新元古代中晚期到早古生代, 一直处

在从强烈伸展裂谷构造到两陆块的分离状态中, 扬

子与华夏两陆块之间长期处于物质与结构的非均衡

状态中, 一直受控于深部热异常动力学作用, 发生强

烈板内陆块间相互作用. 其不仅导致两陆块的陆壳

结构构造的变动, 并且发生了广泛的面型前泥盆纪

陆壳物质交换重建的变质-岩浆活动, 造成华南东部

广大区域造山性质的构造运动即广西运动. 该运动

的独特性在于它绝非不同板块参与的俯冲碰撞造山

事件, 而是一个没有大洋参与的大陆陆内(即大陆板

内)造山事件.  

华南大陆构造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是早古生代

华南大陆东部的陆内造山和西部克拉通的并行演化

体制. 其中更有意义的是华南大陆中相对稳定的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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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华南大陆东部复合陆内造山区广西期和印支期变形、变质和花岗岩年龄谱系图 

拉通地块的东部, 即雪峰以东到江绍-萍乡-钦防带间

的扬子地块与华夏地块一起, 共同经历了同时代的

区域性陆内造山作用, 造成区内前泥盆系特别下古

生界发生广泛的变形变质和岩浆作用, 形成多方位

的变形构造线. 除扬子与华夏两地块间相互作用的

近 S-N 与 NE 为主的构造线外, 还有平行于南岭的近

E-W 及 NEE 向的构造线, 意味着多块体同期不同方

位的拼合作用. 但整体又统一表现了一次具造山性

质的强烈构造运动. 在同时代的华南大陆西部, 即皖

南-雪峰-苗岭一线以西的扬子地块却一直表现为克

拉通盆地的连续沉积, 接受>10 km 巨厚堆积, 连续

的沉积表征其相对稳定克拉通的演化. 同一大陆以

两种不同构造属性并行发展, 两者之间从东向西分

别以九岭、沅陵、辰溪、三都一线(南带)和修水、张

家界、花亘断裂一线(北带)为界, 上、下古生界岩层

之间出现由高角度构造不整合、微角度不整合、假整

合、连续整合的构造接触关系, 显现了东西两个不同

构造单元间构造关系与属性的过渡交接转换, 这种

从高角度、微角度、假整合和连续整合的沉积环境变

化, 记录这种东、西两部变质与非变质, 强烈岩浆活

动与无岩浆活动的巨大反差, 揭示出相对稳定的克

拉通和强烈构造变动的造山区同期并行并连续过渡

的发展演化特征, 构成了华南早古生代独特的大陆

构造特征.  

1.3.3.2  华南大陆印支期陆内造山作用 

华南大陆于早中生代经历的印支期构造运动奠

定了华南现今基本构造格架. 关于印支期构造属性

曾有激烈争论, 现已达成基本共识. 争论主要有三种

观点(陈旭等, 1995; Li 等, 2007; Hsü 等, 1990): ① 三

叠纪板块碰撞造山, 存在板溪洋(Pt3-T)和板溪蛇绿混

杂岩带等(Hsü 等, 1990); ②  晚古生代-中生代初

(P-T2)存在板块平俯冲及其相关构造变动 (Li 等 , 

2007); ③ 陆内造山作用(舒良树, 2012; Wang 等, 

2013; 李三忠等, 2011). 整理分析前人成果, 通过新

的调研, 我们认为华南大陆印支期构造属性、特征与范

围类似于华南早古生代广西期(加里东期)构造事件, 

属于华南大陆的又一次重大陆内造山事件, 证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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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华南广西期、印支期区域构造角度不整合分布及变形变质和岩浆岩分布 

如下: 

(1) 华南大陆缺少印支期蛇绿岩与相关火山岩 

关于华南大陆印支期构造属性问题, 伴随着有

关板溪洋(Pt3-T)争论的深入, 现已再次确认板溪群是

一套浅变质的华南新元古代地层单位, 不是蛇绿混

杂岩. 关于从赣湘桂有关晚古生代放射虫硅质岩等

推论存在古特提斯洋的问题(吴浩若等, 1994; 赵崇

贺等, 1995, 1996), 也已证明它们是与蛇绿岩无关联

的非洋盆沉积岩层, 不能作为洋盆存在的判据(李献

华, 2000; Shu 等, 2006; 王博等, 2001). 事实上, 华南

大陆晚古生代至中生代初期, 先是在广西运动统一

造成的华南大陆 S3-D1 的全面隆升剥蚀背景下, 而后

在西部下古生界顶部抬升剥蚀间断面上和东部陆内

造山的变质变形剥蚀基底上, 海水由早、中泥盆世开

始从桂粤湘向北海侵超复, 后再向东西扩展, 至二

叠-三叠纪时期覆盖全区, 成为统一的浅水广海和相

对稳定的台地相沉积古地理环境, 未见任何与大洋

深海和陆缘有关的沉积建造. 岩浆作用方面, 除西

缘晚二叠世峨眉玄武岩喷发(Xu 等, 2001; Zhang 等, 

2009)和零散的一些岩浆侵位以及华南大陆南北边缘

的陆缘沉积外(Dai 等, 2008; Wang 等, 2005; Chen 等, 

2008), 迄今其内部并无资料证据支持晚古生代弧岩

浆作用与二叠纪的前陆盆地存在(舒良树, 2012; Hsü

等, 1988; Shu, 2009; Wang 等, 2007b, 2013). 因此, 

华南大陆的印支期构造如同早古生代广西(加里东)

期构造事件一样, 属于一次没有洋壳俯冲参与的陆

内造山作用.  

(2) 印支期弥散型面状变形岩浆活动与非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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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低级变质与非变质作用 

华南大陆印支期的变形、变质、岩浆作用, 在空

间上如同广西期一样发生在东部并且无例外地出现

前上三叠统岩层, 特别 D-T2 岩层普遍遭受强烈的区

域性构造变形和面状且无时代变化趋势的岩浆活动, 

两者所不同的是变质作用, 印支期发育非均一的区

域低级-极低级变质作用, 局部甚至无变质现象. 印

支期构造运动造成陆相的 T3 或 T3-J1与下覆不同岩层

间的区域性构造角度不整合和下覆岩层区域性的非

均一变质作用, 反映了既有结构重组又有物质再造

的无洋壳参与的具造山性质的陆内褶皱造山事件 . 

与广西期海盆一样, 晚古生代-中三叠世期间华南西

部的扬子准克拉通区与东部经剥蚀的广西(加里东)

期造山区为一个统一海盆, 接受了晚古生代至中三

叠世的海相巨厚沉积, 之后当印支期东部发生强烈

变形、变质、岩浆活动时, 西部却仍然连续或间断的

沉积了上覆中生界, 使沉积环境从海相演变为陆相. 

所以, 印支期统一的华南大陆的东西部同期发生着

陆内造山与克拉通盆地并行的演化. 同时, 两者间也

呈现构造高角度、低角度、假整合、整合关系和有/

无变质岩浆活动的差异与过渡关系. 其印支期区域

构造角度不整合的西界如图 5 所示, 空间与广西期界

线基本吻合, 稍向西扩展, 呈现出华南大陆印支期构

造的独特特征.  

(3) 华南大陆印支期构造: 板块构造围限下的大

陆板内不同陆块相互作用的陆内造山构造 

关于华南大陆印支期构造属性问题还另有争议, 

关键是这一陆内造山作用源于周缘板块构造陆内的

远程效应, 还是大陆板内不同陆块间相互作用引发

的陆内造山作用. 新近研究认为主导是后者而不是

前者, 其理由如下: ① 华南大陆印支期 强烈的构

造变形、变质与岩浆活动的地区正处于华南大陆扬子

与华夏两陆块自南华纪以来的分界带地区, 即浙闽

湘赣粤交接地区, 并不在华南大陆的边缘地带. 同时

该区带是晚古生代与早、中三叠世沉积地层发育 厚

全的古地理沉陷海槽区(刘宝珺等, 1994; 马力等, 

2004), 属于两陆块间自南华纪至古生代地层沉积发

育的中心裂谷-海盆的继承性演化地带. 显然上述构

造变动、地层、沉积、古地理等与两陆块分界带的区

域性长期吻合的相关性, 不是偶然的, 而是反映印支

期华南大陆内部的构造变动与沿两陆块分界带地区

的陆块间的相互作用有内在必然联系, 而难于用借

助其他外力或远程效应给予解释. ② 另一方面, 结

合晚古生代-中生代初期区域构造动力学背景分析, 

华南大陆当时处于古特提斯扩张与 Pangea 拼合形成

过程的总体区域动力学环境中. 具体处在东古特提

斯洋构造域中, 周缘被不同的板块围限. 按现今方位

而言, 北缘是华南与华北板块拼合的印支期秦岭-大

别造山带, 东西向延伸千余千米, 但其构造延伸与华

南内部印支期 NE-NNE 主导构造呈垂直或斜交关系, 

其对华南大陆的影响作用, 仅表现为北缘平行于造

山带东西走向的有限前陆构造区. 显然, 华南印支期

主导构造不应是其作用与远程效应所致. 对于其南

缘, 若筛除现今青藏构造的叠加改造变位, 恢复原貌

则也是近东西向的华南与印支板块间的印支期碰撞

造山带, 同样与之呈垂直与斜交的构造关系, 故也不

应是其远程效应作用造成. 西缘主要是龙门山构造, 

它是在攀西裂谷构造基础上演化而来的, 松潘与华

南之间是没有洋壳参与的印支期初始形成的陆内造

山带. 华南大陆的东侧(现方位)晚古生代至中生代初

期是什么构造格局尚不清楚, 而古今西太平洋及其

演化也见解不一(Hilde 等, 1977; Northrup 等, 1995; 

Maruyama 等, 1997; Bartolini 等, 2001; Smith, 2007; 

Koppers, 2003), 但重要一点是, 迄今大陆与海域还

缺乏可靠证据证明华南大陆印支时期东侧有一与之

拼合的板块碰撞造山带. 而表明构造应力不可能来

自当时东部外侧的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 晚古生代

至印支期华南大陆南北侧近于同时代都发生着强烈

的近东西走向的板块俯冲碰撞造山作用, 甚至发生

了形成大别超高压岩石的大陆深俯冲与折返的强大

作用和推覆运动, 这些都没有产生对华南大陆内部

构造直接或远程效应, 仅对其南北边缘有限范围引

发前陆构造, 那么印支期东侧又怎么可能发生强度

远大于同期南北侧强大造山作用的动力作用, 抗拒

并抵消南北碰撞造山作用的影响, 甚至于引起华南

内部的印支期构造变动? 因此, 综合分析以上多学

科的研究成果, 表明华南大陆东部印支期构造变动

应是晚古生代-中生代初在区域板块构造围限作用下, 

主要在大陆深部构造动力学背景和扬子与华夏两陆

块间长期差异非均衡状态下, 沿两陆块分界地区的

相互作用导致了一场具造山性质的陆内造山运动 , 

形成了弥散型面状变形、变质、岩浆活动, 形成华南

大陆东部陆内造山区, 其空间基本重合和构造叠加

在先期早古生代广西期陆内造山区之上, 构成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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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华南复合陆内造山区.  

(4) 华南大陆东部印支期: 面型无极性为特征的

花岗质岩岩浆活动 

华南大陆雪峰基底隆升构造带及其以东的广大

区域, 相应于印支构造事件的岩浆作用以过铝质块

状二云母二长花岗岩、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和云母花

岗岩为特征, 呈面型无极性无年龄演化趋势的分布, 

并展示出与广西期花岗岩相似的空间分布(图 5)(Zhou

等, 2000; Wang等, 2007b) . 新的锆石U-Pb年代学

研究表明, 除海南有二叠纪(259~267 Ma)片麻状花

岗岩以外, 其余华南东部大范围的花岗岩多形成于

208~248 Ma 之间(峰值为~239 Ma 和~220 Ma, 图 4). 

这些花岗岩具有 0.7101~0.7325 的 87Sr/86Sr 初始比

值、6.4~10.8 的Nd(t)和2.0~20.2 锆石Hf(t)值, Hf

和 Nd 模式年龄集中于 1.2~2.5 Ga, 与华南大陆前寒

武纪变质基底和广西期花岗岩相似, 均起源于前寒

武纪变泥质岩和变火成岩陆壳物质, 基本上没有新

生地幔物质的参与(Wang 等, 2013; 徐夕生等, 2003; 

孙涛等 , 2005) . 此外 , 这些花岗岩的形成年龄与

218~253 Ma 变形变质作用的时限(图 4) (Wang 等, 

2012, 2013)相吻合. 统计分析揭示华南大陆雪峰以

东地区印支期变形、变质和花岗岩浆作用具有一致

的时空耦合性(图 4), 类似于早古生代广西期事件特

点, 证明是一次非板块构造及其远程效应的陆内造

山作用.  

总之, 华南大陆中扬子与华夏两地块早古生代-

早中生代期间长期发育保存着东部的陆内造山作用

和西部的克拉通盆地发展的同期并行演化体制, 构

成了华南显生宙独特的大陆构造特征. 在华南东部, 

由于两陆块间长期、强烈的相互作用, 不仅导致两地

块的陆壳结构变动, 也引发了陆壳物质重建的区域

性变质作用和面状岩浆作用, 从而形成大陆东部独

特的区域面型的复合造山区面貌, 标志着华南大陆

显生宙两次重大的、没有大洋参与的陆内(或板内)造

山事件. 与此同期, 华南西部即皖南-雪峰-苗岭以西

的扬子地块西部的克拉通盆地却一直连续地接受巨

厚沉积, 以相对稳定的克拉通构造而发展演化. 而且

两者之间以构造高角度、微角度不整合、假整合的沉

积记录和变质与非变质、有与无岩浆活动的综合地质

演化面貌展现出两者同期并行差异而又连续过渡的

构造发展演化及关系, 突出而独特.  

1.3.4  中新生代华南大陆构造的复合改造 

华南大陆经受中新生代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复

杂、强烈的陆内构造与板块构造等不同性质构造的叠

加改造, 使之呈现出独特的大陆构造复合再造面貌. 

在先期广西期与印支期华南复合陆内造山区构造基

础上, 侏罗纪中晚期以来, 由于遭受西太平洋不同

演化时期、不同板块及不同俯冲方向、角度与速率

的俯冲作用, 华南东部叠加复合了活动陆缘的不同

剪切走滑、挤压与伸展构造的交织组合作用, 特别

是强烈的多期多类火山-侵入岩浆活动和变形叠加

改造(舒良树, 2012; Wang 等, 2013; 王德滋等, 2003; 

沈渭洲等, 1998; Zhou 等, 2000), 形成醒目的构造岩

浆盆岭陆缘构造带(Wang 等, 2012). 与此相对, 华南

大陆西部扬子准克拉通区则进一步呈现从东向西推

进的活化变形, 上部地壳盖层以隔槽、隔挡式为特征, 

构造连续变形直达华蓥山一带, 并夹持川中地块形成

与龙门造山带向东运动的、以走滑兼逆冲推覆构造配

套的对冲构造格局. 同期, 华南大陆的北、西、南缘

也发生了周缘造山带大幅度向大陆内的逆冲推覆与

剪切走滑叠加构造, 强烈复合改造了华南大陆先存

的边缘构造, 形成新的向陆内扩展的盆山前陆构造

与走滑-推覆构造, 及其与陆内构造交接转换过渡的

复合联合构造. 典型例子如黄金口-江汉复合联合构

造和紫云-罗甸走滑断裂系与南盘江复合陆缘盆地

弧形构造(详见后述). 更为突出的是在华南大陆中

部, 跨越华南复合造山区和扬子准克拉通两个基本

构造单元之上, 形成了起始于印支中晚期、持续至

新生代的统一的 NE 走向的雪峰陆内变形构造系统

(详见于后).  

综合上述中新生代构造, 不论其如何复杂多样, 

总体上中新生代华南大陆作为欧亚与中国大陆的的基

本组成部分, 在先期构造基础上, 于现代全球板块构

造体制下, 主要处于古今太平洋向东亚大陆俯冲与

印度-澳大利亚板块差异北进、印度与欧亚大陆拼合

及青藏高原形成和向东运动间的东西两侧区域性相

向作用的构造动力学的挟持之中, 同时还有同期秦

岭-大别中生代陆内造山与UHP岩石折返抬升等边缘

区域构造动力学作用, 以及华南大陆内不同陆块间

的相互作用等. 在上述的各类构造的复合联合作用

下, 构成了统一又具差异的中新生代复合叠加构造, 

从而造就了现今的构造面貌. 因此, 可以概括华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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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的中新生代构造属性主导是板块构造及其远程效

应与大陆内部陆块间相互作用的陆内构造的复合再

造构造.  

2  华南大陆基本构造格架 

华南大陆构造的上部陆壳的现今构造几何学结

构与变形构造, 呈现为时空多样而复杂的结构构造

组合图案. 主体是在先期构造基础上, 以中新生代印

支期与燕山期构造为骨架, 包容以新元古代晋宁Ⅰ

期、Ⅱ期和早古生代广西运动构造(加里东期)为主的

前印支期构造, 并复合迭加西太平洋俯冲陆缘与青

藏高原形成作用造成的中新生代现今构造面貌. 现

今的华南大陆构造可划分为(图 6, 图 7):  

二大地块: 扬子地块、华夏地块;  

三大构造单元: 周缘盆-山构造, 陆内相对稳定

的克拉通, 复合陆内造山区;  

四大构造系统: 周缘盆-山前陆构造和东部沿海

陆缘复合构造系统, 雪峰陆内变形构造系统, 周缘盆-

山与陆内构造交接转换的复合联合构造系统, 逆冲推

覆-滑脱-剪切旋转复合构造系统.  

上述两大地块与三大类型构造单元是其基本构

造格架, 而四大变形构造系统则是其具体构造变形

几何学结构与组合.  

2.1  华南大陆构造的两大地块与三大类构造单元 

华南大陆的结构构造、物质组成和演化历史表明

华南大陆主体是由扬子与华夏两地块构成, 因此, 华

南大陆现今的一级构造单元是扬子与华夏地块. 至

于有无南岭以南云开-海南另一南海地块将另行讨论. 

需要强调指出, 这里所指的扬子与华夏地块是在新

元古代古华南大陆板块基础上, 于南华纪始由浙闽 
 

 

图 6  华南大陆构造单元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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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华南大陆岩石圈剖面简图 
综合地表地质构造与袁学诚、崔作舟、朱介寿、高锐、张中杰等深部探测成果汇编 

赣湘桂, 即江绍-钦防一线的南华裂谷构造带分隔的

两个地块, 已不是先期的扬子与华夏两个古微板块

(表 1).  

扬子与华夏地块虽作为统一华南大陆的基本组

成部分, 但两者存在突出的构造属性差异. 华南大陆

处于全球与东亚地区长期板块构造围限下, 其深部

热动力学的非平衡状态和两地块间的从地表到深部, 

从物质构成到结构构造的非均衡差异性, 驱使两地

块在统一大陆内长期相互作用, 控制着华南大陆显

生宙以来的构造演化, 所以华南大陆是在长期周缘

板块构造围限作用下的内部两地块的长期相互作用

中, 形成上述两地块三大类型构造单元和四大变形

构造系统的基本构造格局.  

2.1.1  扬子地块与相对稳定克拉通 

扬子地块是指华南大陆中江绍-钦防构造带以西

的华南区域, 包括了具有前南华纪基底的扬子古微

板块和华夏古微板块的西部. 而基底之上则统一不

整合覆盖着南华系与连续的下古生界及以上岩层 , 

表明扬子地块是虽具不同基底但有统一盖层的大陆

块体. 更为独特的是扬子地块以雪峰山基底隆升构

造带(以往文献多称江南古陆, 或称新元古代江南造

山带)西缘张家界-花垣断裂(鹤峰-龙山-印江断裂)为

界, 明显分割为两个不同类型的构造单元, 以东的扬

子东半部已与华夏地块共同遭受显生宙以来早古生

代(广西期)和中生代初(印支期)两期陆内造山作用而

活化, 成为南华系至中三叠统盖层岩系普遍变形变

质, 岩浆活动贯入的具造山性质的多期构造运动复

合叠加改造的面状分布的陆内造山区. 但以西的扬

子西半部却是南华纪至中、下白垩统大于 10 km 的巨

厚沉积盖层的相对稳定的准克拉通, 只是周缘尤其

东缘具有早古生代晚期广西运动以来(加里东晚期)

向西扩展的多期构造的活化. 上述东扬子从早古生

代开始历经构造活化而卷入陆内造山作用, 至中新

生代中晚期活化已扩展至西扬子准克拉通川鄂渝黔

桂东部, 发生不同程度与样式构造变形. 同时西扬子

准克拉通的北、西、南周缘也同期发生着向内扩展逐

次迁移的构造变形活化改造. 但整体以四川盆地为

中心的西扬子区, 从其广泛残存的早前寒武纪不同

结晶基底到中、新元古代变质变形基底, 再到从南华

纪开始至今的巨厚相对稳定盖层沉积, 表明它从太

古宙-古元古代历经多块体离散拼合的克拉通化到新

元古代晋宁Ⅱ期与华夏地块的 后碰撞拼合, 已完

成其克拉通化, 而后转入从南华纪始至显生宙以来

的相对稳定克拉通陆块的演化. 但对比全球其他大

陆, 它既不同于波罗的、北美、南非等典型的稳定克

拉通, 也不同于如华北准克拉通. 它代表了一个历经

周边裂解分离收缩、从外向内逐次扩展活化、内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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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遭受多期变质、变形、岩浆活动并至今总体仍保存

着以四川陆核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准克拉通陆块 , 

成为华南大陆构造中突出的准克拉通单元.  

2.1.2  华南复合陆内造山区与华夏地块 

有无华夏地块一直是一个争议问题. 但如前所

述更多共识认为现今的华夏地块中确曾存在多块体

的古老结晶基底和中、新元古代变质变形基底, 并揭

示它原是一个非克拉通化的多块体复杂离散拼合的

中小陆块群组合体, 直到晋宁Ⅰ期可能才形成一个

相对统一的华夏古微板块或古微陆块, 后经晋宁

Ⅱ期才与扬子准克拉通碰撞拼合而构成统一华南大

陆板块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它没有像扬子地块那样

进入新的准克拉通演化过程, 而又复经历南华纪的

扩张分裂, 不但主体与扬子分离成为两个不同陆内

地块, 而且其自身内部也形成多个裂谷分隔的块体

(舒良树等, 2012; 王剑, 2000). 由于它一直处于反复

构造变动中, 历经显生宙以来多期次构造运动, 尤其

与扬子地块长期处于统一陆内不同陆块的非平衡状

态, 并引发之间长期相互作用, 导致广西与印支期陆

内造山作用的发生, 形成与扬子地块东半部共同构

成的华南陆内造山区, 改造破坏了先期的华夏地块

面目. 中新生代以来, 又复叠加西太平洋俯冲陆缘构

造, 使之成为更加复杂的复合陆缘盆岭-岩浆作用的

构造区.  

在华南大陆构造中, 华南复合陆内造山区是与

西部扬子准克拉通单元具有鲜明对照的一个独特陆

内造山构造单元. 它是以广西(加里东运动)和印支期

区域构造角度不整合的西边界为界的整个华南大陆

东部区域. 它以广西运动造成的南华系至志留系普

遍强烈变形、变质、岩浆活动及其与上覆岩层的区域

构造角度不整合和印支运动造成的泥盆系-中三叠统

岩层普遍变形变质岩浆活动及其与上覆岩层的区域

性构造角度不整合, 以及两期构造运动的叠加复合

为突出特点, 形成两期无大洋参与的陆内造山区, 显

著不同于西部扬子准克拉通的面貌与演化. 因之可

以概况它是在元古代构造基础上, 由显生宙以来扬

子与华夏地块长期相互作用引发的两期陆内造山作

用所形成的既有物质交换重建变质岩浆活动, 又有

结构再造的具造山变动性质的陆内造山区, 并非板

块带状线性俯冲碰撞的造山带.  

2.1.3  周缘盆山与东缘沿海陆缘复合构造单元 

周缘盆山复合构造单元是华南大陆周边的板块

碰撞造山或陆内造山带与之长期相互作用的多期盆

山前陆复合构造单元. 其中北缘为秦岭-大别造山带

的印支-燕山期为主的盆山前陆复合构造带; 西缘为

龙门-川滇南北构造带与青藏高原东边界带的中新生

代为主的盆山构造, 它是叠置在先期贺兰-川滇南北

构造带上的复合盆山构造系统; 南缘则为滇黔桂在

先期构造基础上中新生代以来的南盘江构造. 这些

周缘构造以其多期不同类型的盆山前陆冲断构造、逆

冲推覆构造与剪切走滑构造的多样复杂组合复合为

特征, 共同构成了华南大陆周缘不同的盆山构造单

元. 华南大陆东部沿海由于西太平洋板块中新生代

以来的俯冲作用, 或称由西太平洋俯冲造山作用叠

加复合在华南复合陆内造山区构造上所造成的新的

复合陆缘盆岭构造, 故又统称为东部沿海复合陆缘

构造带. 它与上述周缘盆山构造共同构成现今华南

大陆周边独特的不同盆山围限构造单元(图 8).  

2.2  华南大陆构造四大变形构造系统 

凡是具有时空成生成因与分布相关联的变形构

造, 统称为一个变形构造系统. 同一变形系统内的构

造既具共有的基本构造特征及属性, 又有具体变形

与组合的构造差异. 根据前述定义, 华南大陆构造变

形可划分为下述四个主要变形构造系统.  

2.2.1  华南大陆周缘盆山变形构造系统 

华南大陆周缘如前述呈现为四种不同性质与特

点的盆山前陆构造与陆缘复合构造. 北缘为中央造

山系秦岭-大别造山带南侧的多期复合盆山前陆构造

系统, 西缘是贺兰-川滇南北构造带的龙门山陆内造

山与滇东楚雄盆地及小江剪切走滑的盆山前陆复合

构造, 西南缘为碰撞造山陆缘构造复合巨型走滑剪

切侧羽构造的滇黔桂南盘江构造, 东部属于西太平

洋陆缘盆山复合构造系统.  

2.2.1.1  华南大陆北缘盆山前陆变形构造系统 

北缘盆山构造属于中央造山系秦岭-大别造山带

南部与华南大陆的扬子准克拉通地块(克拉通盆地)

的盆山交接带, 也是中央造山系多期造山作用向扬

子陆块北部扩展的复合前陆变形构造带.  

华南扬子地块北缘平行于北侧造山带 , 断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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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布一宽约 50~60 km 的波状弧形前陆冲断推覆构

造变形带, 如图 8 自西向东可分四段: 汉南-米仓山

段, 呈指向北的弧形复合前陆构造, 表现为强烈挤

入秦岭造山带; 巴山-武当段呈现为指向西南的巨型

弧形双层推覆复合前陆构造带 (张国伟等 , 2011; 

Dong 等, 2013); 桐柏-大别区段以因大别的巨大推

覆逆掩而残存的前陆复合构造带为特征 (Liu 等 , 

2003; 刘少峰等, 2013); 东为郯庐平移北去的苏

鲁前陆复合构造区段. 它们总体具有相同的多期造

山的前陆复合构造特征. 但各区段又分别各具独自

不同的构造特征.  

上述各区段在构造几何学结构上共同具有以印

支期前陆冲断构造与前陆盆地为基础, 叠加燕山期

秦岭-大别陆内造山的前陆大规模推覆兼走滑构造

运动, 并复合向南扩展, 构成突出的两期复合前陆

构造几何学叠加结构特征. 突出的是以 UHP 岩石

为特征的大别地块以郯庐和襄广东、西两侧断裂为

边界, 沿深层滑脱界面向南巨大推覆, 整个掩覆截

断了黄石-潜山间的前陆构造系统, 显示大别超高压

剥露的造山带地块大规模向南的逆掩推覆运动(Liu

等, 2005). 

总之, 华南大陆北缘的盆山前陆变形构造系统, 

以其东西向横贯中国大陆中部、伴随秦岭-大别造山

带两期不同造山作用的盆山交接的复合前陆构造为

特征, 成为华南大陆构造北缘的重要构造单元.  

2.2.1.2  华南大陆西缘盆山复合构造 

华南大陆西缘是纵贯我国中部的南北复合陆内

构造带与扬子准克拉通地块(盆地)交接的边界带, 亦

是贺兰-川滇南北构造带叠加青藏高原东边界作用形 

 

 

图 8  华南北缘、西缘和南缘盆山(前陆)构造变形系统 



张国伟等: 中国华南大陆构造与问题 
 

1568 

成的复合构造系, 包括龙门山陆内造山带和三江拼

合碰撞走滑造山与小江等陆内剪切走滑构造. 它们

在扬子陆块西缘复合构成不同地段不同方式的多样

盆山交接转换关系. 整体可划分为南北两区段, 北段

即是龙门陆内造山带及其川西前陆构造系. 它是在

前印支期构造基础上, 由松潘与扬子两陆内陆块相

互作用形成印支期龙门陆内造山带, 后又遭受喜马

拉雅造山作用, 叠加青藏高原东边界构造而成. 该构

造控制了四川盆地川西自晚三叠世以来的多期复合

前陆构造(郭正吾等, 1996; 刘树根等, 1995). 南段则

是三江造山系与红河走滑断裂以东的滇东楚雄复合

前陆盆地与小江剪切走滑构造(钟大赉, 1998; 王二

七等, 2009).  

2.2.1.3  华南大陆西南缘滇黔桂南盘江构造 

南盘江构造由 NW 向紫云-罗甸走滑断裂带、NE

向师宗-弥勒构造带和 NWW 向红河-马江走滑断裂带

围限, 形成一三角构造区, 现呈指向 NNW 的弧形构

造形态. 它是在早古生代扬子与华夏陆内造山构造

(广西运动)先期构造基础上, 叠加发育晚古生代至中

生代初的墨江-马江洋盆北缘的陆缘盆地, 并在印支

与华南两板块碰撞拼合中形成现占主导的印支期碰

撞陆缘弧形构造, 后又叠加复合青藏高原而形成的

红河剪切走滑构造, 以及中新生代陆内断裂构造. 总

体构成既不同于华南大陆的扬子准克拉通构造, 又

不同于华南复合陆内造山区构造, 是一个独具特色

的华南大陆边缘的复合盆山构造系统(图 8).  

2.2.1.4  华南大陆东缘复合陆缘构造 

华南大陆东部沿海地区在新元古代等先期构造特

别是显生宙广西(加里东运动)和印支两期陆内造山区

构造基础上, 显著叠加复合西太平洋中新生代长期俯

冲作用而成的陆缘构造. 中新生代以区域俯冲和陆缘

伸展为主要动力学背景, 在前燕山期构造基底上, 华南

大陆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中新生代燕山早、晚期和新生代

以来多期次的走滑伸展和断陷火山沉积盆地、广泛发育

以花岗岩为主的岩浆构造作用和扩张构造为主兼具走

滑剪切与挤压逆冲推覆的构造组合, 成为现今华南大

陆东缘复合的俯冲陆缘盆山构造系统.  

2.2.2  雪峰陆内变形构造系统 

雪峰陆内变形构造系统位于华南大陆腹地, 其

南北边界分别以紫云-罗甸断裂带和黄金口-江汉复

合联合构造的中心对冲轴带为界. 其主体以皖南-幕

阜-雪峰-苗岭一线的元古界构造隆升带为核部, 自印

支中晚期至燕山期呈不对称扇状向两侧穿时扩展 , 

尤以西翼 为发育, 主体呈以指向 NW 的逆冲推覆

构造为骨架NE-NNE近南北向的弧形构造系统(图 9). 

基本特征为既非板块又非陆内造山成因的广阔陆内

构造变形域, 占据华南中心地带, 具有连续穿时的变

形, 但缺少变质与岩浆活动, 控制了华南大陆腹心地

区上部陆壳构造基本几何学结构与格局(丘元禧等, 

1999; 郭正吾等, 1996; 丁道桂等, 2007). 这一系统

是在华南印支构造基础上, 起始于印支中晚期而主

要形成于燕山期并为后期构造叠加改造. 华南东部

印支期陆内造山作用影响到雪峰山西侧, 其区域性

构造角度不整合西边界已抵印江-龙山-鹤峰-通山一

线, 使晚三叠世至早侏罗世时期雪峰-苗岭已成为基

底隆升的剥蚀区并叠加新的变形, 后又上叠沅麻白

垩纪断陷盆地沉积, 并复合新的构造变形. 此线以西

的扬子准克拉通仍连续的或断续(平行假整合)接受

中生界沉积, 直至印支晚期到燕山期早白垩世的构

造变动形成鄂渝湘黔隔槽式褶皱变形带, 其构造角

度不整合已扩展至鄂渝黔七跃山断裂一线(图 9, 10). 

之后变形依次向西推进, 于早晚白垩世之交(K1-K2)

抵达华蓥山, 形成以基底志留系页岩为主滑脱层的

隔档式褶皱变形, 构成了与东侧印支中晚期(T2-3)至

燕山早期的上述隔槽式构造向西的接续平行扩展构

造, 终造就成统一的雪峰陆内变形西翼主体构造. 

该构造南北向延伸受限于前述的紫罗断裂与秦岭-大

别南侧前陆构造前缘. 同期雪峰基底隆升构造带以

东, 发育与之平行的溆浦-通道、新华-城步等断裂为

代表的, 直到萍乡-郴州-钦防断裂一线以东的指向

SE 的逆冲推覆构造, 其与西翼共同组成以雪峰隆升

构造带为核心的向两侧平行穿时扩展的不对称扇形

的陆内统一变形构造系统.  

雪峰陆内变形构造系统成因机制复杂, 除周边

板块构造及其远程效应外, 主要受大陆内陆块间构

造作用控制. 因为: (1) 晚古生代~早中生代时期, 华

南大陆在南北两侧(现方位)同期发生的强大板块碰

撞造山构造的夹持作用下, 并在其东西两侧西太平

洋俯冲与青藏高原作用尚未发生之前, 其内部自印

支中晚期已开始穿时持续间断地形成 NE-NNE 向(现

方位)的雪峰构造系统, 并且逐渐的控制华南内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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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构造, 造成与其南、北包括 UHP 岩石形成与折返

的东西向板块碰撞造山带相垂直的构造变形系统 . 

显然, 这一变形系统的出现很难归咎于南北侧板块

碰撞造山及其远程效应所致. (2) 在中新生代和现代

全球板块构造体制下, 特别是处于青藏高原形成及

其东向运动和西太平洋板块系统不同的俯冲作用下, 

华南大陆又遭受新的非均一叠加改造, 进一步复合

强化了雪峰陆内变形构造系统. (3) 雪峰陆内变形构

造系统的构造特征与其形成演化过程显示它是在长

期板块构造围限下, 在继承先期广西、印支两期陆内

造山作用中, 扬子与华夏两陆块间在深部动力学背

景下(金文山等, 1997; 朱介寿等, 2005; 袁学诚等, 

2011; Li, 2012), 因其彼此间自身的长期差异而导致

的相互作用, 以致引发陆壳厚皮与薄皮构造组合的

构造变形, 形成既非简单板块亦非陆内造山的独特

陆内变形构造(图 9).  

2.2.3  复合联合构造变形系统 

华南大陆周缘盆山前陆构造的内侧, 特别是秦

岭-大别造山带南缘前陆构造南侧呈现碰撞造山带与

扬子陆内构造间交接转换的典型复合联合构造系统

(图 10). 它实际上代表了周缘造山带及其前陆构造与

华南大陆陆内构造间的转换过渡构造关系. 可以上

述北部为例加以概括说明. 造山带的造山作用过程

可以深入影响到陆内形成宽阔的前陆变形构造带 , 

但秦岭-大别造山带, 虽然先后发生了强大的印支期

板块俯冲、碰撞造山和燕山期的陆内造山, 分别形成

叠加于华南大陆扬子地块北缘的前陆构造, 同时两 

 

 

图 9  雪峰山陆内变形构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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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复合构成东西向镶边的强烈复合前陆构造带. 但

是, 由于华南大陆内部同期发生以北东向为主导的

雪峰陆内变形构造, 抵抗了造山带向南的扩展作用, 

使得两者在黄金口-江汉一线汇合形成对冲带, 成为

两套构造应力应变的会聚过渡区. 它们主要形成于

早白垩世, 在此区带内发生同期同时形成的联合构

造和同期非同时的复合构造, 交织出现两套构造的

复合与联合构造作用 (乐光禹等 , 1996; 黄继均 , 

1998), 形成两套不同弧形构造间的既总体平行北侧

造山带分布, 又以黄陵背斜分割的黄金口与江汉(指

江汉盆地(K2-E)沉积覆盖之下的中生代构造)两个极

其相似的复合联合构造区带(Liu, 2005). 它们的出

现既指示了秦岭-大别造山作用对扬子地块施加作

用的影响范围, 同时更重要表明这种复合联合变形

构造系统是造山带与克拉通相对稳定陆块间的构造

交接转换的重要构造形式与构造的过渡关系(张国

伟等, 2001).  

2.2.3.1  川渝黄金口复合联合构造与对冲构造 

在四川宣汉黄金口和万源罗文坝地区, 区域上

呈现出川渝指向NW的弧形构造带和大巴山指向 SW

的弧形构造带, 以及两套构造相向汇聚对冲而成的

复合联合构造图案(图 10), 该构造显现向西开放的

“喇叭口”形和向东收敛的双弧形构造区带, 该区带

向西为华蓥山构造带所阻挡, 向东则以黄陵背斜为

界与江汉复合联合构造区为邻. 如上所述, 黄金口复

合联合构造起因于北侧秦岭-大别印支期碰撞造山

(T2-T3)前陆构造与燕山期(J3-K1)大巴山双层巨型推

覆构造叠加复合的前陆扩展构造变形区, 和南侧的

华南大陆内雪峰陆内变形构造的川渝隔挡式构造的

汇聚, 它们的相向运动构成对冲交接转换过渡区, 两

者同区交织叠加, 从而共同构成独特的复合联合构

造. 该构造区域是两向应力衰减的指向区和应变减

弱的相对弱变形区, 也是油气运移指向与成藏保存

的有利区. 由双向应力与应变场构成的复合联合作

用, 虽变形相对较弱, 但变形构造几何学结构则复杂

多样.  

2.2.3.2  江汉-大冶一线的复合联合构造与对冲构造 

江汉及大冶一线近东西向的复合联合构造及对

冲构造是桐柏-大别造山带前陆弧形构造与雪峰陆内

变形构造系统于燕山期交接转换的复合联合作用的 

 

 

图 10  华南大陆北部复合联合变形构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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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它与黄金口复合联合构造在构造部位、几何学

结构和成因属性等多方面均非常相似, 属同一构造

系统 . 所不同的是江汉构造被晚期江汉断陷盆地

(K2-E)所覆盖. 再者, 因大别造山带以襄广与郯庐断

裂为两侧边界, 大规模向南推覆逆掩, 其在武汉以东

掩覆在其前陆构造之上, 以致于在鄂州-武穴间大别

地块不但掩盖其前缘的前陆构造, 而且前端已直接

邻接南侧雪峰构造系统东部幕阜山北侧的自南向北

的逆冲叠瓦推覆构造, 使桐柏-大别与雪峰两套对冲

构造的中轴线也被大别掩压, 过大别后, 又一直在下

扬子区沿长江北侧一线延伸直到泰州、南通一带(Liu

等, 2003, 2005)(图 10).  

2.2.4  多层次滑脱推覆与走滑旋转复合变形构造
系统 

华南大陆基底与盖层中广泛发育多层次区域性

页岩或千枚岩、膏盐岩与煤系岩层, 并存在多种不整

合、间断面等界面. 这些岩层和构造界面常成为构造

力学性质软弱的介质层与滑脱层, 加之大陆从上部

的脆性到深层韧性流变及其纵横向的层块性非均一

特征等, 华南大陆便易于发生时空四维多层次多级

别的逆冲推覆与滑脱构造和剪切走滑块体旋转构造

及其多种组合的复合构造. 这些构造造就了华南大

陆独特的构造几何学结构, 同时控制了岩浆与流体

的成矿作用和油气的成藏保存定位.  

2.2.4.1  滑脱层与滑脱推覆构造系统 

华南大陆中, 尤其西部扬子准克拉通陆块内, 广

泛发育区域性多层次滑脱与推覆构造, 它们多以地

层系统中的不同滑脱层为界面而发生, 诸如地层系

统中的晋宁、广西、印支等不同时期的构造不整合面

或假整合界面, 以及如寒武系下部页岩(C 1), 中部膏

盐岩(C2), 龙马溪页岩(S1), 煤系与页岩(C-P)和三叠

系与侏罗系膏岩、泥质岩层(T2-3, J1-2)等都可能成为构

造的滑脱层. 其中尤以志留系页岩(千枚岩)为突出, 

往往是区域滑脱推覆构造的主滑脱层, 控制着区域

构造. 以它为界, 上下构造层间具有不同强度与构造

样式的构造变形几何学组合, 构成上下构造非耦合

关系, 例如上述的川渝鄂湘区域的雪峰陆内变形构

造系统的隔槽、隔挡式构造, 都有志留系滑脱层的重

要构造作用(郭正吾等, 1996; 丁道桂等, 2007; 孙岩

等, 1997; 徐扬等, 2009; 周建勋等, 2009).  

大陆中的滑脱层, 尤其上部地壳地层系统中的

构造滑脱层, 因具有多层、分布范围广、岩石弹性阻

尼系数小、力学性质软弱、极易剪切变形及其突出的

流变性与其快速传播等特点, 所以在滑脱层多、滑脱

层中粘滞系数小的层位, 易在外界动力诱发下发

生构造位移运动和大范围, 甚至区域性的滑脱推覆

构造变形. 华南大陆岩石地层结构具备这些基本特

点, 所以突出发育了多层次多级别不同时空的各类

滑脱推覆构造. 事实上, 滑脱与逆冲推覆堆叠构造已

是大陆陆内构造的一种重要变形型式和大陆保存演

化的特征构造行为(马力等, 2004; Nemcok 等, 2005; 

万天丰, 2004).  

2.2.4.2  走滑旋转复合构造变形系统 

华南大陆各单元与区域间构造变形差异明显 , 

但整体却又呈现有规律的统一性, 其中突出表现出

两个显著的构造几何学特点: (1) 华南大陆周边均以

大型断裂构造与外缘相拼接, 除挤压逆冲推覆构造

外, 均兼具有多期左右行反转剪切走滑特征. 研究表

明无论北缘的襄广-大巴山-勉略断裂带, 还是西缘龙

门断裂系与三江-红河断裂系, 虽然多次的左/右行剪

切交替反转在各区段间有差异, 但整体上一致反映

存在两期主导的左右行方向反转的剪切走滑运动 . 

先一期即印支期构造以块体顺时针旋转, 断裂左行

走滑为主, 后一期以燕山晚期到喜马拉雅期的逆时

针旋转, 断裂右行走滑为主, 它们复合演化, 整体反

映了华南大陆在从印支期周缘板块的拼合到成为欧

亚与东亚统一大陆组成部分的陆内构造过程中, 经

历了陆块在区域构造背景下的反向交替旋转运动 . 

显然上述两期反向走滑运动(万天丰, 2004; 许志琴, 

1987; 王二七等, 2008), 与华南大陆中新生代两期整

体旋转运动相吻合. 印支期华南大陆与华北陆块自

东而西穿时旋转拼合 ,  华南大陆顺时针旋转运动 , 

周边断裂左行剪切走滑运动. 当印度板块与欧亚大

陆碰撞拼合后, 相对于青藏和印支地块, 华南大陆则

主要是逆时针旋转, 正如现在汶川地震反映的龙门

山断裂系的右行走滑一样. (2) 华南大陆内部构造变

形从整体宏观到具体微观多级别多层次表现了大陆

内部不同块体相对走滑旋转运动与其由之引起的多样

旋转走滑的扭动与弧形断褶构造及其他们独特复杂

的几何学组合(图 11). 典型者诸如以四川地块为核心

的周缘区域走滑旋转弧形断褶构造; 雪峰、苗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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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华南大陆印支期多层次滑脱推覆与走滑旋转复合变

形构造系统 

 

阜山等以元古界隆升剥露为标志的基底隆升构造带

的走滑位移与弧形扭动构造; 以紫云-罗甸走滑断裂

分划的贵州隔槽、隔档与穹凹构造和滇黔桂南盘江指

向 NW 的弧形构造; 东部的以郯庐、浏阳-衡阳、政

和-大埔、长乐-南澳等代表的系列 NNE 向的以左行

为主兼具左右行的走滑剪切断裂及其伴随的中新生

代断陷盆岭构造, 以及湘西北鄂西南区域的多期多

向不同弧形与线形褶皱断裂构造的复合叠加所反映

的剪切走滑与旋转构造变形等等. 这些构造充分表

现了华南作为非均一多块体拼合的大陆在周边不同

板块构造围限下, 内部不同陆块、地块间相互作用, 

导致发生与发育了多级别多层次的剪切走滑旋转构

造, 形成纷繁多样又具有统一规律性的构造几何学

变形组合. 同时表明走滑旋转构造是大陆地壳长期

保存演化的一种重要途径与构造型式, 而华南大陆

的走滑旋转构造就具有典型代表性.  

3  华南大陆构造形成演化与基本特征 

有关超大陆及其聚散周期演化虽地学界仍有争

议, 但新元古代以来 Rodinia 和 Pangea 超大陆演化, 

已在较多证据基础上多有共识(Tollo 等, 2010; Li 等, 

2008; Condie, 2011). 所以超大陆演化可作为大陆主

体不返回地幔, 长期保存、周期聚散演化和全球板块

构造格局更替演变的 高一级的发展演化体制. 华

南大陆的演化历史与基本特征是一良好例证. 从前

述的华南大陆的区域地质与构造动力学背景及其经

历的重大构造事件的属性可以看出 , 华南大陆在

早、中前寒武纪所经历的多块体拼合离散进程是由

有限的残留地质记录推断的, 到新元古代才有保留

至今的较丰富的证据. 这表明华南大陆新元古代以

来在Rodinia和 Pangea二个超大陆聚散的全球演化周

期中, 经历了新元古代以来的四个主要不同构造演

化阶段, 或者说在 Rodinia 裂解中开始, 自显生宙以

来主要经历了三大构造演化阶段. 鉴于前文已概述

了晋宁Ⅰ期和Ⅱ期构造变动与演化, 以下重点讨论

显生宙时期的三个构造演化进程.  

特提斯(Tethys)作为地质科学揭示地壳演化历史

和大地构造研究的基本科学概念(钟大赉, 1998; 张

国伟等, 2011; Kazmin, 1991; Boulin, 1991; Kearey 等, 

2009), 已被广泛运用在现代固体地球科学研究中 , 

代表地壳岩石圈长期形成演化中与超大陆聚散演化

历史中分割南北大陆的特提斯洋及其消亡形成的阿

尔卑斯-喜马拉雅造山带, 属于一个横贯东西的全球

尺度巨型构造体系, 统称为特提斯构造域. 一般又以

帕米尔构造结为界, 分划为东、西特提斯. 华南大陆

属于东特提斯构造域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受到特提

斯尤其东特提斯动力学背景的制约. 所以华南大陆

在先期演化基础上, 显生宙以来主要在全球 Rodinia

与 Pangea 超大陆拼合与裂解演化进程中, 历经与原

(Pt3
2-S)、古(D-T2)、新(T3-Q)东特提斯演化相对应的

广西、印支与燕山-喜马拉雅三大构造演化阶段, 形成

在前寒武纪基底上自南华纪开始、显生宙以来下、中、

上三大构造层涵盖的物质组成、结构构造和现今总体

构造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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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Rodinia 聚散与原特提斯洋陆格局和统一华南
大陆板块形成与陆内再分裂  

中、新元古代, 华南在全球 Rodinia 超大陆汇聚

拼合中形成统一的华南大陆板块, 包括扬子、华夏、

松潘以及原在其周缘而后离去的众多其他中小板块、

地体、陆块等. 所以新元古代 Rodinia 的聚散决定了

原特提斯的洋陆格局和原华南大陆板块的形成与分

裂, 同时也决定了华南大陆板块在原特提斯洋域中

的构造环境与位置, 并引发了华南大陆板块内部的

扩展分裂, 产生南华裂谷与川滇裂谷盆地等陆内多

陆块组合的陆内(板内)构造新格局. 新元古代晚期南

华纪起至早古生代时期, 华南大陆在原特提斯构造

域中经历多个洋陆板块围限作用下的周缘分裂与拼

合, 经历了统一大陆海盆演化, 形成华南统一的下构

造层和沉积地层与烃源岩系下组合, 但重要的是又

发生了陆内构造, 包括扬子与华夏两地块相互作用

发生的广西期陆内造山作用, 形成在华南早古生代

统一的广海大陆盆地演化与构造变动基础上, 分裂

出如前述的东部区域广阔面状分布的陆内造山区和

西部稳定持续接受巨厚沉积的扬子克拉通, 这两个

不同构造属性单元的同期并行演化, 形成了独特的

构造格局. 这一构造格局及其演化对于早古生代东

部金属矿产, 西部油气潜力评价研究与勘探都直接

相关. 研究亦已证明广西运动, 也即国内迄今仍沿用

的华南加里东运动, 实际不是全球性的构造事件(陈

旭等, 2010), 它不对应于全球超大陆聚散统一事件, 

如像晋宁Ⅰ期和Ⅱ期总体对应 Rodinia 和印支期对应

Pangea 的形成与分裂的全球事件, 而只是一个区域

性的重要构造事件, 故以广西运动命名是贴切而且

比较准确的.  

3.2  古特提斯扩张到 Pangea 的形成确定了华南大
陆现今基本块体配置关系及其东古特提斯印
支期构造格架 

在全球构造背景下, 从晚古生代泥盆纪中晚期

起, 华南大陆处于古特提斯洋域的扩张离散期, 周边

再次遭遇裂解, 形成诸如勉略洋、甘孜-理塘洋和墨江

洋等洋盆, 分离出新的中小板块. 与此同时其内部则

发育以峨眉山玄武岩的喷发(Xu 等, 2001; Zhang 等, 

2009)和南、北部(现位置)台地与盆地凹陷相间的台盆

扩张构造为代表的伸展构造, 罗志立称之为“地裂运

动”(罗志立, 1991), 造成台地相与槽盆相相间的古地

理环境. 至中、上三叠世间, 华南大陆在整体相对稳

定的浅海盆地演化中, 发生了广泛的印支期构造运

动, 周边洋盆相继关闭, 构成碰撞造山带, 诸如秦岭-

大别、甘孜-理塘、三江古特提斯造山带以及龙门陆

内造山带, 呈环绕镶边分布. 华南大陆与华北的拼合

完成了中国大陆主体的构建过程, 使之成为欧亚全

球性板块的组成部分, 也标志着全球 Pangea 超大陆

的 终形成.  

世界不少地区在二叠-三叠纪之交的 250 Ma 左右

已完成 Pangea 拼合. 但中国与东亚的大量事实表明有

所滞后, 例如华南大陆当时还处在峨眉玄武岩喷发扩

张状态中 (260~250 Ma), 因之东亚大陆真正完成

Pangea 拼合迟至 200 Ma 左右, 即由盛行于中国大陆

的印支期构造运动 后完成. 与之同时, 华南大陆内

部依然在新的周缘板块构造围限下, 发生了其东、西

部差异鲜明的陆内印支期构造运动, 东部发生如同

广西期相似的陆内造山作用, 形成广阔面型分布的

陆内造山区, 叠置复合于广西期造山区之上. 而其西

部扬子克拉通在周缘强大的造山作用影响下, 仍持

续发生着克拉通的演化, 自身内部仅有轻微的升降

运动以及引起的海陆相转变的假整合沉积.  

总之, 晚古生代-中生代初期, 在古特提斯扩展

裂离与闭合和 Pangea 超大陆印支期形成过程中, 华

南大陆板块再度分裂缩小, 后又在 Pangea 形成过程

中和中国大陆完成其主体拼合中, 确定了华南大陆

基本块体间的基本配置关系, 成为欧亚板块与中国

大陆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特提斯演化期间, 在 Pangea

超大陆形成中, 华南大陆进一步在古特提斯构造域

中, 突出的发生着周缘板块裂解与拼合和陆内扩张

伸展裂陷及其东、西部差异演化, 构成东、西部二分

构造格局, 尤为特征的是继续发生着板块围限下的

大陆克拉通陆内构造与陆内造山作用的并行演化 , 

形成华南大陆统一而又有差异的结构构造.  

3.3  印支期后中新生代全球现代板块构造格局中, 

板块与陆内双重构造作用下华南大陆的演化 

印支期后中新生代 Pangea 的裂解以大西洋的打

开和太平洋的俯冲消减为标志, 全球进入现代板块

构造格局演化阶段, 其明显不同于从 Rodinia 裂解到

Pangea 形成的全球板块构造与深部地幔动力学格局. 

东亚包括华南大陆, 作为欧亚板块东南主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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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处于新格局中全球性现代三大构造动力学体系, 

即太平洋、欧亚、印度-澳大利亚动力学体系及其由

之碰撞形成的阿尔卑斯-喜马拉雅特提斯构造域背景

下, 特别处于西太平洋与青藏高原形成的东、西构造

夹击以及深部地幔和上部陆壳的强烈复合叠加与再

造的构造格局中, 受到周围板块与陆内构造双重构

造作用, 终形成现今华南大陆独特的构造面貌与

状态.  

除了上述中新生代华南大陆周边的板块围限作

用外, 还要特别强调华南大陆及其周边继承与新生

的陆内构造, 它们是构成现今华南大陆构造面貌的

主要构造作用和构造组成, 是认识华南大陆构造进

而探讨大陆动力学不可或缺的基本事实与内容, 其

中包括: (1) 华南大陆北缘印支期的俯冲碰撞造山构

造及其复合叠加的中生代中晚期秦岭-大别陆内造山

及其南缘大规模推覆走滑构造, 它们一起形成叠加

复合的米仓山-大巴山-大别山南侧的复合前陆构造; 

(2) 中新生代期间, 西缘龙门山在印支期陆内造山基

础上, 叠加复合青藏高原及其东部边界作用, 造成龙

门山在贺兰-川滇南北构造带中的强烈活动和新的隆

升; (3) 华南大陆东部印支期陆内造山作用及西部扬

子克拉通的活化作用在中新生代继续向西的推进 , 

形成中新生代雪峰陆内变形构造系统及其周边的复

合联合构造, 尤其东部西太平洋俯冲陆缘构造的复

合叠加改造 (Hilde 等 , 1977; Northrup 等 , 1995; 

Maruyama 等, 1997; Bartolini 等, 2001; Smith, 2007; 

Koppers 等, 2003), 奠定了华南大陆中新生代陆内构

造基本格局和华南大陆的上构造层和相应的火山-沉

积地层上组合; (4) 此期间, 发生了西太平洋俯冲与

喜马拉雅造山及青藏高原隆升作用, 使华南大陆遭

受强烈的板块与陆内构造双重差异叠加改造, 导致

华南伴随东亚和中国大陆东、西部构造差异演化与地

表系统反转及其相应的深部动力学过程, 终造就

形成现今构造总体面貌.  

4  华南大陆构造的特性与问题 

4.1  华南大陆的特异性  

华南大陆是中国大陆及东亚与全球构造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不仅具有其共性, 而更具有独特的区域个

性特征. 这些个性中包含有大陆的某些普适特性与

行为, 赋含当代地学前沿发展特有的信息. 因此, 在

研究其共性的同时, 更需要重点把握其个性, 从其特

性入手探索其他大陆未能反映的大陆固有的普适性

特征, 从而深化认知大陆本质与属性.  

华南大陆作为中国大陆的主要组成, 自然有更

多的中国大陆的特性(张国伟等, 2001, 2006, 2011), 

但明显地具有独特的个性. 与中国大陆的另一主要

成员华北大陆比较, 它们都有全球共性中的中国大

陆的具体区域特征, 诸如: (1) 中小多块体拼合的大陆; 

(2) 长期多期活动性, 属于全球长期非稳定状态保存

演化的大陆; (3) 长期处于全球特殊构造部位等. 但

华南更加显著地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  

(1) 板块构造长期围限下, 中小多块体拼合大陆

的多期复合陆内造山作用及其造成的广阔面型复合

陆内造山区与其相应的陆下地幔深部动力学过程;  

(2) 统一陆内相对稳定克拉通与陆内复合造山

区两类不同属性构造的长期并行演化及同期过渡关

系与深部状态背景;  

(3) 扬子克拉通从边缘向内部多期次的渐进活

化作用和雪峰陆内变形构造系统;  

(4) 长期处于板块构造与陆内构造双重作用下, 

形成复合联合叠加差异改造再造的统一而分异的大

陆构造组合及其机制;  

(5) 处于中国东部滨临太平洋俯冲统一的构造

背景下, 华南大陆除周边呈现现代活动地震构造外, 

其内部却属于相对稳定陆块区, 而华北陆块却处于

中新生代以来岩石圈非均一差异减薄与破坏和强烈

现代地震活动区.  

由于这些独特性, 华南大陆具有特异而复杂的

组成、结构构造和演化历史. 显然, 关键的问题是华

南为何形成这些大陆构造的独特属性与特征, 又包

含与反映了什么样的大陆本质, 其区域性与普适性

又是什么? 结合中国大陆, 从华南大陆构造的全球

共性中的突出特性, 可以总结提出三个基本科学问

题: (1) 中小洋陆板块构造体制与动力学; (2) 大陆构

造除重要的板块构造及其远程效应外, 大陆陆内构

造及其动力学问题; (3) 陆下地幔结构状态与过程及

深部动力学. 前二个问题将述于后, 第三个问题限于

篇幅, 将另专文讨论.  

4.2  华南大陆构造关键科学问题 

总结华南大陆构造在全球与中国大陆构造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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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性的重要目的之一, 是聚焦华南大陆构造的主

要问题. 以下分为两个层次加以概要讨论. 一是华南

大陆构造需要解决的主要争议问题; 二是华南大陆

构造关键基础性科学问题.  

4.2.1  华南大陆构造主要争论而有待解决的问题 

华南大陆历经不同构造发展阶段, 东部经历了

物质与结构的改造、复合再造与重组重建, 而西部又

多为盆地沉积覆盖, 深部结构状态探测有限而尚不

明确. 所以总体构造复杂, 记录残缺, 研究深度不够. 

尽管现今研究成果很多, 但争议尚存, 有待解决的问

题不少. 主要问题概括如下:  

(1) 扬子与华夏两地块的构造关系以及广西期

与印支期构造属性和动力学机制问题, 尤其涉及陆

内造山的构造机制与动力学问题尚待深入研究.  

(2) 西太平洋俯冲演化与华南大陆东部陆缘构

造问题. 该问题既关系古今太平洋构造与西太平洋

俯冲构造系统演变又涉及华南大陆东部沿海中新生

代构造、岩浆、成矿系列等基本问题.  

(3) 华南大陆前寒武纪基本组成、构造与形成演

化. 核心问题是早前寒武纪组成与基本构造格局和

中、新元古代构造体制与演化问题.  

(4) 华南大陆深部结构与状态. 相对中国大陆特

别与华北比较, 华南大陆的地球物理探测研究稀疏, 

深部情况不明. 目前已有部署, 但仅处于开端.  

(5) 华南大陆构造与成矿成藏问题 . 包括 : ① 

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南方海相油气地质与潜力评价, 

包括非常规油气问题, 尤其关于建立适应中国大陆

地质条件的中国海相油气地质理论的问题; ② 东部

陆缘构造区构造-岩浆-流体与多期金属成矿问题, 尤

其花岗岩与成矿和西南地区低温与超低温成矿问题.  

(6) 西太平洋与印度板块从深层地幔到地表动

力学系统汇聚交接转换与能量聚散的相互作用及岩

石圈地壳响应. 包括: ① 中新生代中国大陆东、西部

构造差异演化与地表系统反转演变及其统一深部动

力学过程和贺兰-川滇南北构造形成演化与华南大陆

西边界问题 ; ②  现代全球三大构造动力学体系汇

聚复合作用与印度-澳大利亚板块差异北向运动和

中国大陆东西部之间巨型力偶构造作用与华南大陆

构造.  

(7) 青藏高原形成及其东向运动与华南大陆 

构造.  

(8) 云开-海南(南海)地块问题. 前人曾提出南海

地块问题(任纪舜等, 1997), 新的研究愈益突显了南

海地块存在与否及其与扬子、华夏地块和现今南海先

期构造关系. 显然, 南海地块研究成为值得注重的华

南大陆研究的新课题.  

(9) 华南大陆东部与南部海陆对比与边界问题

等.  

自然还有一系列区域性、学科性及次级细节而重

要的问题, 暂从略.  

4.2.2  华南大陆构造的基本基础科学问题与讨论 

华南大陆构造复杂, 涉及多个学科并存在不同

争论, 既包括区域性地质问题和国家重大需求问题, 

更涉及重要基础科学问题. 上述提出的三个基本问

题, 目的是从中国与华南大陆实际出发, 对比全球, 

面对当代地学前沿大陆构造与大陆动力学重大课题, 

试图探索研究回答板块构造未能或不能解决的大陆

问题, 以供讨论.  

4.2.2.1  中小洋陆板块构造体制及其动力学问题 

从长期秦岭造山带与华南大陆构造和中国大陆

构造研究中, 逐渐认识和提炼出一个值得悉心思考

和探索的地学问题, 即有关中小洋陆板块构造体制

问题.  

中国大陆, 尤其华南大陆是一个由众多中小陆

块, 前人曾称之为中华陆块群(刘宝珺等, 1994; 王鸿

祯等, 1996)所构成的. 它们在东原、古、新特提斯多

陆块复杂洋域演变中, 由有限洋盆、小洋盆、陆表海

盆与其间的中小陆块、微板块、地体等构成中小洋陆

兼杂混生, 长期反复离散漂移拼合的构造格局与状

态, 而 终形成一个多蛇绿岩洋壳残留带, 多造山带

与众多中小板块或微块体拼合拼贴兼杂混生组合的

广阔弥散变形的独具特征的大陆地壳构造区(张国伟

等, 2001, 2006, 2011; 任纪舜等, 1997; 殷鸿福等, 

1999; 钟大赉等, 1993) . 它明显区别于单一而开阔大

洋板块与大陆板块巨型经典板块构造体制, 所以把

这种独特构造区的形成演化与机制、过程及产物及其

相应的深部地幔动力学的总体概括称之为中小洋陆

板块构造体制(张国伟等, 2001), 其主要特点为:  

(1) 有限洋盆、小洋盆与众多中小陆块(微板块)

兼列混生, 反复离散拼合、相互作用曾构成长期分离

而又相关的复杂洋域的陆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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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小洋陆域长期游离于巨型板块、古大陆之

间, 长期处于不同的全球型巨型构造动力学体系复

合的特殊构造背景与状态中, 终消亡形成广阔复

杂独特的复合型地壳构造区.  

(3) 具有相应的中小洋陆板块构造体制的深部

动力学与过程, 具有既区别于单一大洋板块构造体

制的动力学机制, 也不同于大陆陆内构造的演化与

机制.  

华南与中国大陆构造呈现出的这种中小洋陆多

板块或陆块, 历经复杂演化而形成多地块、多造山

带、广阔弥散变形的大陆构造(张国伟, 2001, 2006; 

钟大赉等, 1993). 所以华南大陆构造应是充分发挥

我国地域优势, 深化发展板块构造, 创新探索研究

的良好基地. 也是探索回答板块构造尚不能完全解

释的这类复杂大陆构造的一个重要途径与方向

(Aurelio 等, 2013; Zheng 等, 2013). 对于中小洋陆多

板块或陆块的存在多已有认识, 但对其成因机制与

动力学, 缺少专门探讨. 目前面对华南与中国大陆

构造客观存在的事实, 需要作为发展板块构造, 探

索大陆构造与大陆动力学的专门问题提出, 进行深

入研究. 显然, 问题的实质是中小洋陆板块构造的

体制、机制与动力学. 以下从长期研究中提出重要

思考, 供探索讨论.  

关于中小板块构造机制问题, 首先可从华南大

陆与中国大陆的现实出发, 分析研究中小洋陆相互

作用的运动学与动力学机制问题. 显然, 如上述由于

其长期处于全球巨型构造体系复合汇交部位, 并且

其洋陆规模小, 构成长期相关的陆块群, 并反复长期

彼此相互作用等, 表明, 它不应是全球一级地幔动力

学系统所直接控制, 而可能为二级, 甚或三级地幔动

力学系统汇流复合所导生的次级地幔动力学过程所

控制. 再者, 从地幔动力学推测, 可能在全球巨型构

造及其地幔动力学过程复合汇交状态中, 出现一级

地幔对流与地幔柱复合所派生的地幔“紊流”与地幔

柱次级分枝组合的复杂地幔动力学过程, 产生一种

特殊的深部地球质量与能量向上向外传输、变换的型

式, 造成相应的上部岩石圈与地壳呈现分离破碎、构

成中小洋陆混生的特殊构造状态, 并长期反复游离

与拼合相互作用, 形成相应特征的地壳构造区, 包括

遭受多次强烈复合变动的地块及其拼合的众多造山

带. 因此, 从动力学上分析, 中小洋陆板块构造体制

具有区别于开阔大洋巨型板块构造体制的动力学机

制, 应有自己相应的深部地幔动力学控制因素与机

制. 所以, 中小洋陆板块构造的深部地幔动力学状态

与过程, 以及上部中小洋陆又是如何响应, 就成为有

待进一步研究的基本问题.  

4.2.2.2  大陆陆内构造及其动力学问题 

华南大陆构造的另一个独特性是发育板块构造

长期围限下的陆内构造, 包括多期复合的陆内造山

作用及其造成的面型广布的陆内造山区和以雪峰陆

内变形构造系统为代表的陆内构造变形. 这里所指

的陆内构造是大陆构造中的一种构造类型, 是大陆

中非板块构造动力作用形成的各种构造. 如前述, 它

们主导成因机制不是板块构造的俯冲碰撞造山及其

远程效应, 而是由陆内不同陆块(或地块)在深部背景

下自身间非均衡状态的差异相互作用所引发造成 . 

随着大陆地质研究的深入, 国内外愈来愈多地发现

板块构造理论无法解释的陆内构造现象, 这些现象

进一步突显了“大陆构造”的真实内涵 (张国伟等 , 

2006, 2011; Artemieva, 2011; Johnson 等, 2012; 李晓

波, 1994; Pollard, 2003). 新的研究包括上述对华南大

陆构造的讨论表明, 应当重新厘定大陆构造. 它应是

板块构造及其远程效应和非板块构造动力所驱动的

陆内构造两者的复合或总和, 而不是单一的板块构

造及其远程效应所致. 现在关键的争论依然是板块

构造能否完全解读认识大陆和大陆构造问题, 争议

的焦点是大陆有无自身动力驱动的陆内构造, 包括

陆内造山与陆内变形, 其动力是什么? 从上世纪八

十年代就已提出了大陆动力学, 质疑与探讨板块构

造理论认识大陆的局限性问题 ( 李晓波 , 1994; 

Pollard, 2003), 经过 20 多年研究之后, 其现今关键

问题和进展是什么? 国内外研究已取得了进展, 并

获得系列成果. 但关于大陆问题, 国内外地学界仍

处于探索、揭示、争议与积累深化研究的进程中, 尚

无根本性突破. 进展首先是进一步深化明确了大陆

与大洋的不同, 从地壳到地幔组成与结构都存在差

异, 大陆是一个主体长期保存漂浮演化的多块体拼

合体, 不易返回地幔, 长期以超大陆的聚散形式发展

演化, 具纵横向非均一的层块结构, 非刚体, 具流变

性, 主体不参与板块增生与消减的物质循环过程与

系统, 等等, 总之与大洋比较它是一个时空四维结

构、组成与历史极其复杂的地球物质分异而成的一种

特殊地质体. 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大陆如何增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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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亡, 保存与演化, 其动力学机制是什么? 它是板块

的基本组成部分但又不同于大洋, 长期共存依存其

与板块构造关系又是什么? 这些都成为当代地学界

关注的重大地学前沿问题. 现可以综合归纳为六个

关键基本问题(张国伟等, 2001, 2006, 2011), 供思考

深入系统探索研究: (1) 大陆起源、成因与早期地壳

构造体制及动力学; (2) 大陆生长、演化与再造和超

大陆聚散及与板块构造关系; (3) 大陆构造与动力

学和大陆流变学; (4) 大陆与生命和环境的协同演

化; (5) 大陆构造过程的资源、能源、环境、灾害效

应; (6) 地球动力学及其子体系板块动力学与大陆动

力学. 无疑, 大陆与大陆构造是地球科学长久的基本

研究命题, 从大陆构造的台槽说到现代板块构造理

论, 对大陆研究与认识不断深化更新, 尤其用板块

构造理论研究大陆, 使之得到深刻理性的认知, 提

升到新的知识层次, 但如前述, 板块构造至今也未

能完全揭示大陆全貌真谛, 所以突出了大陆与大陆

构造问题, 因而大陆动力学研究应运而生, 成为当

代地学发展前沿的优先研究领域. 正因为如此, 鉴

于现今研究进展与问题, 在研究中国大陆构造, 特

别是目前正进行的华南大陆构造研究时, 提出以下

三点当前研究重点问题 (张国伟等 , 2001, 2006, 

2011): (1) 以对大陆的新的认知和理解, 再精细深

化大陆构造中板块构造及其远程效应的研究. 关键

是如何进行在重新认识大陆的新知识层次上更精确

深化的运用板块构造研究大陆, 从而更进一步确定

认识板块构造作用下大陆的行为与构造响应及其演

化过程与动力学, 并真正筛分板块不能解释的构造

与问题 , 使研究与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 , 

总结新的规律, 深化发展板块构造理论. (2) 突出重

点加强大陆构造中的陆内构造及其动力学的探索研

究(图 12), 即关于大陆非板块构造动力驱动的陆块

间相互作用导致的陆内构造, 即陆块构造、陆内造

山、陆内变形、陆内海盆的研究, 深化大陆与大陆构

造研究, 以求科学回答板块构造理论未回答解决的

大陆问题, 推动地学发展, 构建大陆构造理论系统

(张国伟 , 2006, 2011; Sandford 等 , 1998, 2002; 

Kennett 等, 2012; Zhang 等, 2012). (3) 深化大陆流变

学与动力学研究(Pollard, 2003; Zhang 等, 2012; 张

国伟等, 2007; 许志琴等, 2010).  

大陆是不同于大洋的轻而具浮力、高度非均一并

具流变学特性的非刚体拼合体. 目前已认识到陆壳

可通过垂向与侧向的方式由地球深部物质经岩浆形

式向地表分异迁移而实现, 包括板块俯冲等陆缘侧

向增生, 地幔羽、拆沉与板底垫托等垂向增生等. 但

关于岩浆是如何产生的, 低密度是否是大陆长期漂

浮不易返回地幔保存演化的真正原因, 板块构造是

何时起始的, 超大陆的周期聚散是否由板块构造运

动所驱动, 多少大陆物质被俯冲消失, 不同时代大陆

生长与保存和消亡比例如何等关系大陆陆内构造动

力学的重要问题都还是尚未真正认知的问题. 所以

大陆这一地球物质的特殊地质体自身的存在与运动

学和动力学规律仍是现今板块构造、大陆动力学与地

球动力学探索的重要基本问题. 如果说大陆不是一

个刚体, 特别是在长时间、多尺度、多因素, 尤其流

体(水、气、熔体等)参与下, 成为一个地球外壳构造

运动中独特的具动力学意义的物质变动变形的力学

特殊介质材料地质体, 造成极其复杂的大陆构造及

相应的结构变形特殊过程与效应等, 尚可作为实际

依据去理解认识大陆以及为何易于变形和复杂性的

原因. 但这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大陆起源、长期保存演

化不易返回地幔, 不参与洋壳的生灭物质循环系统, 

广泛发生弥散型构造变形等真正驱动力的动力学问

题. 因此, 大陆形成演化的动力学, 板块构造并未真

正完全回答, 迄今仍是一个未解决的根本关键问题. 

从目前地学发展与人类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看, 从

大陆自身的基本属性而言, 大陆流变学应是一个重

要切入点与突破口, 也应是深化发展板块构造, 探索

大陆动力学的核心问题之一(Tapponnier 等 , 1976; 

Burov 等, 1987; Ranali, 1995; Mckenzie等, 2002; Ji等, 

2002; 金振民等 , 2004; 刘俊来 , 2004; 嵇少丞等 , 

2008). 据此需要特别加强大陆流变学研究, 并建议从

以下三方面开展研究: (1) 大陆天然岩石流变学研究; 

(2) 高温高压实验岩石流变研究; (3) 流变学物理模

拟与数值模拟研究. 上述研究应分工合作, 三位一体, 

相互补充约束, 共同探索, 求得大陆构造及其动力学

研究的新进展, 乃至突破.  

综合华南大陆构造的研究与思考, 对比中国大

陆与全球地质, 可以概括认为, 全球与区域板块构

造动力学和扬子与华夏两地块从深层到陆壳上层长

期相互作用的复合陆内驱动力是华南大陆构造的基

本动力学机制. 所以板块构造长期围限下的多块体

拼合的大陆构造、陆内过程及其动力学成为在前人

研究基础上, 重新审视与探索华南大陆构造与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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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板块构造与陆内构造模式对比示意 

 
动力学的新视角与新的学术思路. 以行星地球系统

科学的理念, 立足中国大陆区域实际优势, 深化发

展板块构造, 探索研究大陆与大陆构造及其动力学, 

尽管任重道远, 但为探求构建大陆构造理论系统和

新的行星地球观, 中国地学界应不失时机作出努力

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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