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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简介
·

“
中国显生宙古地磁极移曲线的建立与

地块运动研究
”
通过验收

于 最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

北京 1X( X) 8 3 )

〔关键词 〕 显生宙
,

极移曲线
,

古地磁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八五
”

重点项 目
“

中国显生宙古地磁极移曲线的建立与地块运动研究
”

(批准号 49 3夕闭50) 日前在北京通过专家验收
。

该项 目由年轻的地球物理学家朱 日祥研究员主持
。

自 199 4 年启动以来
,

在认真审视和分

析已有古地磁资料的基础上
,

对华北
、

扬子和塔里木块体各地质时代的地层进行了岩石磁学和

古地磁学综合研究
,

特别是对早古生代地层作 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

取得 了一些为国际同行

认可的实验结果
。

( l) 在国内外不同的实验室
,

联合测试了 5 《XX) 余块古地磁定 向标本
,

取得 了一批可靠的

古地磁数据
,

促进了我 国岩石磁学的发展
。

( 2 )建立了三大块体显生宙以来的古地磁视极移曲线
,

尤其是三大块体早古生代古地磁视

极移曲线格架的建立是一项重要进展
。

( 3) 建立了华北块体寒武
一

奥陶系界限的极性序列
,

从而确定了华北块体在早古生代独立

地位于南半球中低纬度地 区 ;扬子块体与冈瓦纳大陆关系密切
,

可能在晚奥陶世远离 冈瓦纳大

陆
。

(4) 晚古生代
,

塔里木块体以平移运动为主
,

但伴随有明显的顺时针旋转运动
,

直到晚三叠

世才与华北块体在纬向上的位置相近
。

西伯利亚与塔里木地块的拼合发生在二叠纪 ;而华北

与西伯利亚块体的拼合则是在晚侏罗世完成的
。

( 5) 扬子与华北块体的碰撞过程是先东后西
,

东部的碰撞发生在晚二叠世 ;西部闭合于晚

三叠世
。

其后
,

两块体仍共同北向漂移
,

相对旋转运动和地壳缩短过程并存
,

直到中晚侏罗世

两块体漂移到现今的位置
。

( 6) 晚侏罗世以来三大块体古地磁视极移曲线趋向一致
,

说明这些块体间已不存在剧烈的

地壳缩短和相对旋转运动
。

由于拉萨块体和印度次大陆与中国大陆碰撞拼合产生 的力矩
,

使

三大块体自晚侏罗世以来统一显示了约 2 0
0

的顺时针旋转运动
。

上述研究成果加深 了我们对我国主要块体演化过程的认识
,

对进一步研究我国乃至东亚

大地构造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

研究成果具有创意
,

达到了国际水平
。

本文于 199 8年 4 月 2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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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 目在执行过程中
,

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论文 27 篇 (国际刊物 5 篇
,

《中国科学 》 12

篇
,

《科学通报》4 篇
,

(地球物理学报 》6 篇 )
。

这些论文的学术意义已受到国内外同行 的关注

在人才培养方面
,

已有 3 名主要参加者获博士学位
,

4 名获硕士学位
,

2 名已获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资助 (朱 日祥
,

吴汉宁 )
,

1名成为中国科学院
“

百人计划
”

入选者 (朱 日祥 )
,

l 名成为地矿

部
“

百人计划
”

入选者 (杨振宇 )
。

在国际合作方面
,

与国外同行进行了有益的交流
。

同时
,

充分

发挥 了留学人员的作用
,

为他们 回国工作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

该项 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

形成 了由多单位老中青人员组成的具有凝聚力的科研 队伍
,

提

高 了中国古地磁研究的整体水平
,

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古地磁学科
,

形成了有潜力
、

有竞争力

的学术队伍
。

这个研究群体深深地认识到
,

科学发展到今天
,

任何个人的力量都不足以开展大

科学研究
,

特别是对于从事地学研究的人更是如此
。

因此
,

要想在科学上取得突破
,

必须牢固

树立群体意识
,

善于把国内外同行乃至相关学科 的科研人员组织在 自己 的科研群体中
。

实现

这
一

点的关键是时时要看到别人的长处
,

以补 自己的不足
,

这对成长中的年轻人尤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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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

第九届 国际地质年代学宇 宙年学与同位素

地质大会将在北京召开

中国地质科学 院地质研究所承办
“

第九届 国际地质年代学宇宙年学与同位素地质大会
” ,

将 于 199 8 年 8 月 2任一 2 6 日在北京大学召开
。

38 个 国家和地区 的近 500 名代表将参加该会
。

会议 主题为
: 面向 21 世纪

。

大会将进行学术讨论及地质考察
,

所涉及的内容有
:
( l) 全球变化 ;

( 2 )人类活动和环境 ; ( 3) 宇宙地球化学和宇宙年代学 ; ( 4 )地壳运动 ; ( 5) 地慢地球化学和壳
一

慢

相互作用 ; ( 6) 地质年代学和地质年代表 ; ( 7 )沉积环境和地表作用中的同位素地球化学 ; ( 8) 自

然灾害及减灾 ; ( 9 )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及同位素地球化学应 用 ; ( 10) 同位素水文学 和水 资源 ;

川 )惰性气体同位素地球化学 ; ( 12 )同位素分析技术的进展与应用 ; ( 13 )同位素分馏理论及实

验 ; ( 14) 更新世以来的同位素地质年代学
、

地球化学 ; (巧 )有机物系统的同位素变化及与石油
、

天然气等有机矿产资源的关系 ; ( 16) 热年代学 ; ( 17) 同位素数据 的标准化及绝 对化比值与确

定 ; ( 18) 地球上流体物质的同位素变化
、

水
一

岩反应及与矿产资源的关系
。

(国际合作局 王丽汁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