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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陆造山带研究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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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90 年代开始
,

固体地球科学将大陆动力学作为跨世纪的研究目标
。

代表岩石圈热学

和力学变化最为剧烈的造山带是大陆动力学的重点研究对象
,

又是地学界集中力量攻克的难

点和研究热点
。

90 年代初
,

地球科学部抓住这一机遇
,

利用我国是世界上造 山带最多
、

类

型最全的这一地域优势
,

选择具代表意义的秦岭造山带
,

通过实施
“

八五
”

重大项 目
“

秦岭

造山带岩石圈结构
、

演化及其成矿背景
” ,

组织地质学
、

地球化学
、

地球物理学的多学科综

合研究
。

经过 16 个单位 80 名科学家 5 年的辛勤工作
,

在项 目负责人张国伟教授和项 目学术委员

会的领导下
,

圆满完成了研究任务
,

达到了预期的科学 目标
,

在造山带结构与演化方面的研

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

在 1 9 9 6 年召开的国际第三十届地质大会 ( I G C ) 上
,

展示 的研究成果
“

秦岭造山带造山过程和岩石圈三维结构图丛
”

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
,

显示了我国在大陆动

力学方面的研究实力和水平
。

1 9 9 7 年 1 月 28 一29 日
,

该项 目在西安通过验收
。

专家组一致认为
:
该项 目丰富并提高

了我国造山带与大陆动力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在运用地质
、

地球化学
、

地球物理相结合的

方法
,

研究造山带岩石圈三维结构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

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主要成

果有以下几方面
:

1 提出案岭造山带现今岩石圈
“
立交桥

”

式三维结构框架模型

( 1) 指出秦岭地表为不对称扇状反向多层次逆冲推覆构造迭置的复合型造山带几何学模

型
,

并揭示出秦岭以 10 8
’

E 为界东西结构存在差异
。

( 2) 认为秦岭造山带是通过扬子
、

秦岭
、

华北三板块和两个洋盆于新元古代至中三叠世

依次向北 自东而西俯冲碰撞而形成的
。

( 3) 首次完成以反射地震为主的综合地球物理探测 及岩石 圈地震层析三维结构速度成

像
,

揭示了断面走廊域秦岭造山带地壳细结构
、

电性结构和热结构
,

提出了秦岭多层次推覆

迭置和鳄鱼构造的特点
。

( 4 ) 开拓性地进行了造 山带区域地球化学研究和地球化学断面研究
,

探索揭示了秦岭造

山带地壳的岩石地球化学结构与热结构和现今岩石 圈的壳慢再循环的调整作用
。

本文于 1 99 7 年 3 月 17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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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揭示了秦岭造山带造山过程与主造山期 ( P朽一 T : )板块俯冲碰撞造山细节过程

( 1) 厘定了秦岭造山带大地构造演化的三套构造地层岩石单位
,

建立了秦岭构造 一 地球

化学分区与秦岭重大地质事件年表
,

发现了一系列重要古生物化石
,

为厘定一些时代提供了

依据
。

( 2) 综合划分出秦岭造山带形成过程的三大构造演化阶段
,

并论证了各构造 一 地球化学

单元壳慢演化特征
。

( 3) 揭示出秦岭中新元古代是地壳垂向加积增生为主和晋宁期 ( 10 0 0一 s oo M a) 是构造

体制转换并向侧向增生为主的板块构造的发展时期
,

得 出秦岭一大别造山带根部结晶杂岩系

历经多期复杂变动
,

于中生代晚期剥露地表的新认识
。

(4 ) 论证了秦岭主造山期 ( R 3
一几 ) 三板块俯冲碰撞造 山细节过程与古海洋的演化和

壳慢分异再循环
、

古板底垫托与板块俯冲迭置的过程
。

( 5) 探讨了中新生代陆内造山过程和秦岭一大别造山带新的裂解趋势
。

( 6) 建立了秦岭造山带地壳构造岩石学模型
。

( 7) 通过秦岭造山带现今三维结构与造山过程的动力学特征分析
,

提出一些新认识
、

新

观点
,

如秦岭的
“

立交桥
”

式三维结构可能是大陆增生演化保存的主要途径和方式之一 ; 秦

岭造山带主造山期是东古特提斯洋北侧非开阔型中小板块复合型俯冲碰撞造 山带 ; 现今秦岭

大陆岩石圈正处于新的调整状态
,

具有重要的大陆动力学研究意义
。

3 其 他

进行了广泛的国际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
,

先后与美
、

英
、

德
、

加
、

意
、

俄
、

日
、

希等 国

合作
,

开展秦岭造山带与世界主要造山带的对比研究
,

扩大了影响
,

提高了项目研究水平
。

促进了年轻人才的成长
。

4 年多共培养出博士后 7 名
,

博士 17 名
,

硕士 21 名
,

并有 5

名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晋升为教授
、

研究员
,

11 人晋升为副教授
,

有 1 人获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
,

实现了出成果与出人才相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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