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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运动和地壳构造问题
，
历来是地质科学联系实际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之一

，
也是

地质工作
、

特别是区域地质调查研究工作中经常遇到而又必须加以处理的关键问题之一
。

正确地鉴定构造运动的时期和性质
，
合理地划分构造作用的旋回和期

、

幕
， 卜

实事求是地进

行构造运动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综合分析和对比
，
不独对于探讨地壳构造演化规律和进

行地质历史分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
，
而且对于矿产形成

、

分布规律的研究
，
矿产

资源的勘察以及地震地质研究
、

工程建设规划等
，
都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

因此
，
加强对

构造运动的研究
，
厘定各场构造运动的时期和性质

，
建立全国范围内各次主要构造运动对

比的标准
，
逐步建立或完善我国构造运动划分

、

对比的科学体系
，
是我国地质工作者所面

临的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

自从本世纪初以来
，
我国地质工作者从中国地质构造的实际出发

，
对我国的构造运动

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
发现

、
鉴定和命名了许多不同时期

、

不同性质的构造运动
。

在实

际资料的基础上
，
我国一些地质学者 �李四光

， ����
、

����， 黄汲清
，
����， 黄汲清等

，

����
、
���。 � 尹赞勋

、

黄汲清等
，
����� 孙殿卿

、

崔盛片
， ����� 对中国主要构造运动的

时期
、

性质
、

特征以及与这些运动有关的地质构造事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论述
。

所

有这些工作
，
都为我们进一步完善中国构造运动时期的划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地球自从出现了地壳以来
，
就开始了地壳运动

。

所谓地壳运动
，
是指整个地壳—包

括表层和深层
、

大陆和海洋
、

稳定区和活动区等各种形式构造运动的总和或总称
。

地质记

录表明
，
地壳运动不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发展都是不平衡的

。

在一个地区
，
地壳运动

有时处于相对宁静的状态
，
表现为长期缓和的运动， 有时进人显著变动的状态

，
表现为急

促强烈的运动
，
而且总是不断地由长期缓和的运动转化为急促强烈的运动

，
从而导致地壳

构造演化 上的突变
，
使地质构造的发展显现出阶段性来

。

地壳运动在时间上的这种反复由

渐变到突变的演化
，
为构造运动期

、

幕和构造作用旋回的划分奠定了理论基础
。

在中国地质历史上
，
曾经发生过多次强烈的构造运动

，
其中以阜平运动

、

吕梁运动
、

晋宁运动和印支运动等四场运动对中国地质构造的发展影响最大
。

以这四场构造运动为转

折
，
可以把中国构造运动和地质构造的发展划分为五大阶段�或叫五个巨旋回�

。

其中每一

阶段都包含两三次或更多次的主要的构造运动
，
每一次运动又可划分为若干幕

。

这五大阶

段是
� �

太古阶段
、

老元古阶段
、

新元古阶段
、

老新地阶段
、

新新地阶段
。

一
、

太古阶段的构造运动

限于太古代
，
时代上限约为����百万年

，
下限大于����百万年

。

这一阶段构造运 动 及

‘
为简化名称

，
阶段的命名采用黄饭清

，
任纪舜等 ������划分中国木地构造演化巨旋回时使用的名称

，
但 具 体

界线划分略有差异
。 ‘



有关地质事变的遗迹主要见于中朝地块
，
也可能出现于塔里木地块及其他地区

。

其主要表

现为多期次的塑性变形
、

�

火山喷发和区域变厕作用
，
强烈的深熔作用和花岗岩 化以及晚 钥

区域性不整合
。

这一阶段的构造运动和构造作用奠是了中朝地块的雏形
。

这一时期至少包

括两期强烈的构造运动�表 ��
。

�一�迁西运动

与这一期构造运动有关的地质遗迹见于冀东
、
辽东和豫中等地

，
标准地点在冀东迁西

地区
。

在那里
，
迁西群变质岩系的原岩至少反映了两个火�

�

�喷发旋回
�

下部
�

日��组主要为

拉斑玄武岩
、

碱性橄榄玄武岩及其火山碎屑岩的喷发
， 上部三屯营组则系拉斑玄武岩一安

山岩一英安岩的多旋回喷发
，
两个旋回均伴有含铁硅质岩

‘ 。

可能存在两期变质作用 和 混

合岩化作用
�

第一期发生于上川组成岩之后
，
以钠 �钾�质重熔交代作用为主

，
形成麻粒

岩相变质岩
， ���。百万年的��一��等时年龄数据可能代表了这一期的变质年代�第二期 可

能发生在三屯营组成岩之后
，
为渗透交代和注人交代为主的 �钠�钾质混合 岩 化 作 用

，

����百万年的��一��等时年龄数据可能与此期混合岩化有关 �沈其韩 等
， �����

。

此外
，

在辽东半岛鞍山群混合岩测得����百万年 �弓长岭
，
��一��等时年龄�和����百万年 �清

源树基沟
，
黑云母�一�

�
法�年龄数据， 在东秦岭北坡有����士���百万年数据 ” 。

而且
，

上述两组变质岩系的变质程度和褶皱情况也有差异
。

所以
，
尽管由于目前尚不十分清楚的原因

，
在迁西群内及其与上覆岩群之间尚未发现

不整合现象
，
但上述一些事实似乎说明

，
在这一时期至少存在两次构造一热变事件

，
时代

分别在��。 。百万年前后和����百万年前后
，
代表了两次强烈的构造运动或一次运动的两个

幕
。

表 � 中国太古阶段构造污动对比表

时 代
、
时 限 �燕 山 �太行

、
五刁阴 山 �江 吉 �鲁 下厂可塔 里 木

上授地层

— ����—
双山子群 五 台 群 二道注群 甸 群

阜平运动���
��� 山运动

晚太古代 八道河群

龙泉关群

阜 平 群

乌拉山群 上鞍山群

一
一 ����— 迁西运动

集 宁 群 下鞍山群

早太古代

�二�阜平运动

阜平运动发生于太古代末期
，
距今约����百万年前后

，
标准地点在太行山北段阜平地

区
。

在那里
，
太古代阜平群

、

龙泉关群与早元古代五台群之间均呈明显的角度不整合接触

关系
，
代表了这一构造运动的遗迹

。

时代大体相当的构造运动界而尚见于燕山
、

阴山
、

辽

吉地区
、

吕粱山
、

中条山以及塔里木盆地周围等许多地区
。

在山东西部和东秦 岭 北 坡 等

地
，
虽然由于地层的缺失难以鉴定泰山群

、

登封群 �太华群�与上覆地层之间的不整合界

�
据孙天中等

， ����，
冀东太古代深变质地层的特点及其划分

一 据程裕淇等
， �马��，

中国前震几地层
，
竿二 屁全国地层会议文件



面形成的时代
，
但是相当数量的时代约����百方年的变质岩

、

浪合花岗岩牟龄数据间接显

示了这一运动的存在�至少是影响�
。

这些材料说明
，
阜平运动在我国波及的范围很广

，
遍

及整个中朝地块和塔里木地块
。

时代大体相当的构造运动尚见于西伯利亚地块
、

印度地块
、

加拿大地盾
、

澳大利亚等许多地区
，
说明这次运动确实是一次全球性的

、

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构造运动
。

阜平运动不但造成晚太古代岩层的褶皱和变质
，

而且侧书宜有强烈的火山啧发
、

混合岩

化和花岗岩化作用
，
形成以铁铝榴石角闪岩相为主的深变质岩系和棍合杂岩系

。

与这次运动有关的变质作用和深熔作用已积累了较多的同位素年龄数据
。

冀东迁西八

道河群��
一

��全岩等时年龄约����百万年� 辽西锦西一带混合花岗岩错石�
一��年龄����士

��百万年� 辽东鞍山群���个年龄数据 �大部分为�
一
��
法

，
部分为�

一
��法

、
��

一

�� 法 �

所反映的区域变质终止期早于����士��百万年， 山东泰山群混合岩
、

混 合花岗岩 �个 ��
�

��全岩等时年龄����百万年
，
��个云母�丈

一
��
法最大年龄为����百万年，

豫西登封群上 部

石英片岩 �个��
一

��全岩等时年龄为����百万年
� 。

这些数据说明
，
距今����百 万 年 前后

�

不仅是阜平运动的强化期
，
而且也是一个强烈变质作用

、

混合岩化作用时期
。

至于阜平群和龙泉关群之间的不整合究竟是另一次构造运动的反映还是代表了阜平运

动的一个幕� 是今后需要继续加以研究解决的问题
。

不过从现有区域地质资料来看
，
它似

乎只具有局部的意义
。

二
、

老元古阶段的构造运动

从阜平运动的终结到吕梁运动的结束
，
构成中国地质构造发展的第二大阶段

，
其时代

范围为��。 。一���。百万年
，
包括整个早

、

中元古代
。
这一阶段经历了五台

、

吕梁两次强烈

的构造运动
，
使中国大陆地壳构造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
最终导致中朝地块的固结

，
并很

可能向西延伸
，
经阿拉善

、

柴达木与塔里木地块相连
，
构成一条横亘东西的巨大古陆

。

这

一阶段构造运动对比见表 �
。

表 � 中国老元古阶段构造运动对比简表

时 代 和 时 限

�
五台

、

太行…
· 梁 ·

�一 …阴
山

、

燕·

…辽 吉 � 东 …塔 “ 木

上元古界 � 汉高山群 上元古界 上元古界 青白 口 系 震 旦 系 上元古界

—
���� 吕梁运动��� ���中岳运动

郭家寨
亚 群

黑茶山群

中 元 古 代 吕梁运动�
户句

沱 �东冶亚群� 野鸡山群 瀚 山 群
马家店禅

�青龙河群�
辽 河 群 粉子山群

兴地塔格群
吕梁运动�

豆村亚群� 岚 河 群

—
����

—
五台运动

· 、

�库浪那古群�

早 元 古 �忆
���
篙阳
���

宽 甸 群 胶 东 群

�
����

五 台 群 …。 梁 群 ����
适动
����

二道洼群

�双山子群�

�一�五台运动

五台运动发生于距今约����百万年前后的 写�元古代末期
，
命名地点

一

白助西北部的丘台

‘
年龄敛值大部引自沈其韩�，��年综合的未刊资料



山区
。

在那里
，
五台群与上覆滩沱群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
且二者变质程度有较大差异

。

大

致同期的运动界面见于吕梁山
、

中条山
、
阴山

、

燕山
、

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等地
。

阜平运动以后五台构造旋回期间
，
华北地区的构造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
主要表现

为中朝地块的分裂
，
在冀北一山西和辽东一胶东地区产生两个近南北向的海槽

，
马杏垣等

�����
， ����� 称之为雏地槽

。

前者沉积了双山子群
、

二道洼群
、

五台群
、

吕粱群和中条

群
，
后者沉积了宽甸群和胶东群

，
均以优地槽型火山一沉积建造为主

，
含有大量细碧角斑

岩系
，
并伴有基性

、

超基性岩的侵位
，
经区域变质形成巨厚的变质绿岩系

。

与五台运动有关的地质作用
，
除地层的褶皱

、

断裂以外
，
主要是火山喷发

、

变质作用
、

混合岩化
、

花岗岩化和伟晶岩脉的活动
。

根据已获得的同位素年龄数据
，
这个时期变质作

用
、

花岗岩化和伟晶岩化的年龄大体可以分为四组
� ���。�����百万年

， ���。�����百万

年
， ���。百万年

， �。 。�����。百万年
。
这四组年龄数据是否代表了五台运动的四个幕或运

动的激化期�需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

极堪注意的一个事实是
， 不论在五台运动强烈显示的地区， 或者是在五台群或相当岩

系缺失而难以鉴定构造运动界面时代的地区
，
如山东西部

、

东秦岭北坡等地
，
都发现有相

当数量反映这一期段变质作用
、

花岗岩化和伟晶岩化的年龄数值
，
例如鲁西泰山群中���。

百万年的混合岩
、

混合花岗岩数据和����百万年的伟晶岩数据， 东秦岭北坡��。 。�����百

万年变质作用
、

岩浆活动的数 据
’ 。

这些事实说明
，
五台运动和相伴随的地质作用在华北地

区是相当普遍的
。

�二�吕梁运动

吕梁运动是指距今��。 。百万年前后发生于中元古代中晚期的一次强烈的构造运动
。

这

次运动所造成的地层之间的不整合以及与构造运动有关的区域变质
、

岩浆活动等现象
，
在

华北地区分布相当广泛
，
并构成中朝地块变质基底与沉积盖层的分界面

。

大致同期的构造

运动还见于塔里木地块
、

甘肃河西走廊等地
。

吕梁运动是李四光 ������根据德 日进 ������在山西吕梁山静乐县西马坊镇北所观

察到的
“ 霍山砂岩

”
与下伏变质岩系之间的不整合面而提出来的

，
当 时 叫

“
吕梁革 命

” ，

用以代表 “ 震旦纪
”
与前震旦纪之间的构造运动�尹赞勋等

，
����

，
武铁山等

� ， ，
�����

。

以

后
，
由于对

“
霍山砂岩

”
和溥沱群时代归属出现争论

，
从而对

“
吕梁运动

” 一词的使用提

出异议
，
有些地质学者主张废除

“
吕梁运动

” ，
代之以其他适宜的名称

。

鉴于吕梁运 动 这

一名称代表华北地区变质基底与沉积盖层之间构造运动这一原始涵义
，
鉴于它已长期为国

内外地质学家所熟悉和使用
，
鉴于在吕梁山地区时代极可能属于晚元古代 �即 “ 震 旦 亚

代
”
�的汉高山群与中元古代的变质岩群之间存在着角度不整合这一事实�武铁山等

，
����，

同上脚注�
，
笔者认为可以继续保留相使用昌梁运动一名

，
并用它来代表老元古构造 发 展

阶段结束
、

中朝地块基底最终形成的一次重要的构造运动
。

吕粱运动期间中朝地块的构造格局基本上是五台期的继续和发展
，
冀北一山西

、

辽东

一胶东两个海槽不断地沉降
，
堆积了厚万余米的沉积岩系

，
并伴以多次火山喷发活动

。

五台山
、

太行山区溥沱群中豆村亚群
、

东冶亚群
、

郭家寨亚群与上元古界之间的不整

�
据程裕淇等

， ����年
，
中国前属且地层

。
第二届全国地层会议文件

· ，
据武铁山等

， ��了�，
论吕梁运动

。
第二届全国地层会议文件



合面以及吕梁山区岚河群
、

野鸡山群
、

黑茶山群与汉高山群之间的不整合 �或 平 行 不 整

合�面
，
可能代表了吕粱运动的三个幕

。

在一些地区变质岩
、

花岗岩
、

伟晶岩同位素年龄

出现的����百万年
、
���������百万年和����百万年兰个高峰值�孙殿卿等

， �����
，
是否

与上述三幕构造运动有关
，
需进一步研究核实

。

三
、

新元古阶段的构造运动

吕梁运动以后到晋宁运动结束
，
即从距今约����百万年到���百万年前后

，
构成中国

地质构造发展的第三大阶段
。

这一阶段经历了三次明显的构造运动
�

东川运动
、

四堡运动

和晋宁运动� 中国构造轮廓的主要变化表现为扬子
、

塔里木
、

柴达木三个地块的固结
，
中

朝地块北缘以白云鄂博群为代表的东西向褶皱带的形成和喜马拉雅区以珠穆朗玛群为主体

的印度地块北缘新固结区的出现， 晋宁运动以后
，
新固结的地块

、

褶皱带与中朝地块连为

一体
，
形成了广阔的古陆

。

构造运动对比见表 �
。

�一�东川运动

东川运动系指滇东昆阳群上
、

下两个亚群之间的不整合 �或平行不整合�所代表的一

次构造运动
，
命名地点在滇东北东川地区

，
运动发生的时代约在距今��。 。百万年前后

。

时

代相近的构造运动尚见于其他一些地区
，
在鄂西北神农架地区表现为下神农架群和中神农

架群之间的微角度不整合或平行不整合� 在豫西表现为西阳河群与云萝山组之间不整合�

在西祁连山表现为桥头子群 �相当长城系�与托来南山群之间的不整合， 在华北地区则表

现为南口系与蓟县系之间普遍存在的平行不整合�表 ��
。

表 � 中国新元古阶段构造运动对比简表

时，七和时限 …。 东…一 北 �豫

连 ���
‘

…
塔

‘

， 木

祁西
��

�
桂 ”匕

�
华

上屁旦统

没江运动一

上震旦统 上震旦统 ………�……………�…………………………… 上震旦统

莲 沱 组 富 禄 组 蓟 县 运 动 少 林 运 动 多若诺尔稍

贝 西 组

马箱园组…
︸

组日曰曰曰日江 动川川川褪�
︸

日曰曰曰宁澄一曰川日川日晋

︸

�
乃

一一 ���土��

长 安 组

雪峰运动 川…����…���
�

�…川
上神农架群 板 溪 群 青 白 口 系

洛 峪 口 组

三 教 堂 组

崔 庄 组

托来南山稍 爱尔基干群

— ����—� 上昆阳群 四堡运动 芹 峪 运 动

中神农架群 � 四 堡 群 蓟 县 系

北 大 尖 组

白 草 坪 组

云 萝 山 组

— ����— 东川运动

下昆阳群 下神农架群 南 口 系 � 西 阳 河 群
】】������
桥头子群
��������



在滇东
，
下昆阳群户七法年龄介子���。一����百万年

，

其顶部绿汗江组为����百方年
今 ，

上昆阳群冲部黑山头组��祛年龄有����
、

�� 。百万年的数据
。

鄂西北中神农架群 下部台子

组�
一
��全岩等时年龄��犯士��百万年 �中国科学院贵阳地化所

， �����
。

联系到华北
、

西北若干地区大致同期不整合面或平行不整合面的存在以及所获同位素年龄数据 �如燕山

南口系上部高于庄组��法年龄��即
、 ����百万年�

，
尽管对上

、

下昆阳群的层位关系和 接

触面性质尚存在争论
，
从更大范围着

，一

�、�。百万年前后存在一次较广泛而强烈的构造运动

则似乎是不容置疑的
。

至于这次运动究竟使用那一名称
，
以那个地区作为标谁地点

，
则可

以根据新的资料研究确定
。

�二�四堡运动

命名地点在广西北部九万大山四堡地区
。

在那里
，
板溪群以明显的角度不整合覆于四

堡群之上
，
侵人四堡群并被板溪群所覆盖的基性

、
超基性岩及花岗岩

、

花岗闪 长 岩
，
其

��
一
��全岩年龄����士��百万年

，
�

一

��年龄����百万年 �莫柱逊面告�
。

这一不整合面在

雪峰山
、

九岭山一带比较普遍
，
在湘西称武陵运动

，
在黔东称梵净运动

。

因此
，
这一运动

是确实存在的
，
其时代约为距今����百万年左右

。

时代大体相当的运动还见于其他地区
，

在鄂西北以中
、

上神农架群之间不整合为代表
，
不整合面以下石槽河组辉绿岩年龄 为 ���

百万年� 在滇东
、

龙门山
、

三峡等地
，
均发现有�的�百万年左右的侵入岩的数据

，
可能与

这期运动有关
。

在北部地区
，
也发现有与这期运动相当的构造运动的遗迹

。

在辽东半岛
，

永宁组与榆

树位子组呈不整合接触
，
后者有���

、
���。百万年年龄数据

� 在甘肃北山
，
平头山群 与 大

豁落山群呈不整合接触关系
， 在华北地区

，
青白口系与蓟县系普遍呈平行不整合

，
这就是

在北京西山命名的芹峪运动
。

在东非老爷岭
、

大兴安岭都发现有���百万年的变质年 龄 数

据
，
可能也是这一运动的反映

。

�三�晋宁运动

这是我国南方和西北地区于吕������百万年前后发生的一次范围广阔的强 烈 构 造 运

动
，
它导致了扬子地块

、

塔里木地块基底的形成
，
并造成震旦系与前震旦系之间的高角度

不整合接触关系
。
其标准地点在云南晋宁

。

在那里
，
下震且统澄江组与前震旦系昆阳群呈

角度不整合
。

这一运动所造成的不整合面在扬子地块和塔里木地块十分普遍
， 湘西的雪峰

运动
，
赣北的双娇运动

，
皖南的休宁运动以及祁连山

、

塔里木盆地北缘震旦系与前震旦系

之间不整合所代表的运动
，
都是这一时代范畴的构造运动

。

晋宁运动可以划分为三幕
�

第一幕 �即初幕�以鄂西北马槽园组与上神农架群之间的

不整合为代表
，
时代约为�的百万年左右， 第二幕 �主幕�以莲沱组

、

澄江组与下伏 地 层

之间不整合为代表
，
发生时间约在���百万年前后

� 第三幕 �余幕�以南沱冰啧层与 莲 沱

组或澄江组之间不整合为代表
，
时代约在���百万年前后 �黄汲清

、

任纪舜等
，
�����

。

根

据孙殿卿
、

崔盛芹 ������的统计
，
扬子地区及秦岭与这次构造运动有关的各种地质作用

同位素年龄数据
，
其累计曲线的斜率突变点为��。百万年

，
其丰度峰值位于�������百 万

年
，
在���百万年出现另一尖峰

。

这三组高峰数值可能分别代表了晋宁运动的起始年 龄
、

高潮年龄和佘波年龄
，
亦即上述三个幕的发生年龄

。

。
据陈晋姚等

，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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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地块青白口系沉积之后
，

直至寒武纪初期长时期的隆起和地层缺失
，
显然也是晋

宁运动所造成的结果
。

大致同期的运动尚发现于北亚
、

西亚
、

南亚以及北 美 等 地 区
。

因

此
，
晋宁运动和与之时代大致相当的构造运动

，
是一场全球性的强烈的构造运动

。

四
、

老新地阶段的构造运动

这一阶段从震旦纪 �或晚震旦世�开始直至三叠纪中晚期
，
经历了约五

、

六亿年的发

展过程
。

在这期间
，
随着地壳运动的加剧

，
构造分异 日趋明显

，
出现稳定地块和活动地槽

相间列的构造格局
，
经过兴凯

、

祁连
、

天山
、

印文等几次强烈的构造运动
，
到印支运动之

后
，
除青藏高原西南部

、

台湾及东南沿海等少数地区外
，
几乎全部隆起

，

形成巨大的中国

古陆
。

�一�兴凯运动

这一运动是由黄汲清
、

任纪舜等 �����
，
����� 提出的

。

他们根据佳木斯隆起东南部

兴凯湖附近含化石的中寒武统与下寒武统呈明显不整合
，
而苏联小兴安岭震旦系与下寒武

统又一起组成南北向的紧密褶皱
，
说明佳木斯隆起是经过早寒武世末期的构造运动褶皱固

结的
。

由于其在兴凯湖附近发育良好
，
因而取名兴凯运动

。

结合对区域地质资料的分析
，
他

们认为这次运动是中亚一蒙古地槽带古生代第一次重要的造山运动
。

这次运动不仅促使西

起萨彦岭
、

东至大小兴安岭巨大兴凯褶皱带的形成
，
而且导致古中国地台的解体

，
奠定了

中国古生代地质构造发展的轮廓
。

在大兴安岭北部
，
早古生代的额尔古纳群不整合覆于佳疙疽群之上

，
后者曾发现近似

震旦纪的抱子�
二 �������� ������

�
���李廷栋

， �����
，
其中是否包括下寒武统� 这一不整合

面是否代表了兴凯运动的遗迹� 值得今后继续研究确定
。

�二�祁连运动

是古生代时期第二次强烈的构造运动
，
大体与欧洲的加里东运动相当

，
可以分为三幕

�

志留纪末期最为明显
，
影响范围也最广

�
其次是早奥陶世末期与晚奥陶世末期两个幕

。

这

次运动在我国波及的范围很广
，
但表现的形式各地不一

。
在祁连山和华南地区最为典型

，

主要表现为地层的强烈褶皱和广泛的变质作用和岩浆活动� 在华北
、

四川盆地周围
，
主要

表现为地壳的整体隆升
。

在祁连山
，
早一中泥盆世的雪山群磨拉石沉积不整合于志留系之上 � 在华南

，
早泥盆

世莲花山组粗碎屑岩不整合于下古生界之 上
，
都是这次运动的表现

。

与这次运动有关的岩浆活动广布于祁连山
、

南岭
，

其次见于天山
、

内蒙古
、

秦岭
、

大

巴山
、

少�兴安岭和甘肃北山等地
。

在祁连 �力
，
祁连期花岗岩

，
基性

、

超基性岩侵位于寒武
、

奥陶系�尚有奥陶纪蛇绿岩套�，被中奥陶统志留系或泥盆系覆盖 ，
可分早

、

中
、

晚三 期
，

同位素年龄分别为�������百万年
，
���一���百万年

，���一���百万年
。

在南岭
，
在云开大

山主要为混合花岗岩
，
属祁连早

、

中期� 其余地区多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
侵 入 下 古 生

界
，
多被泥盆系所覆

，
同位素年龄一般�������百万年

，
属祁连中

、

晚期
。
三组年龄数据

与祁连运动三个幕的时限也大体相吻合
。

�三 �天山运动

是古生代时期第二次强烈的构造运动
，
共遗迹�

’ 一

布于准噶尔一兴安褶皱系
、

昆仑褶皱

系
、

秦岭褶皱系以及西南等地
，

其中以天山地区比较典型
，
故名

，
大体相当欧洲的华力西



运动
。

天山运动可以划分为若干幕
，
而宜在各地区发生的时间均有差异

，

其中以晚泥盘世
、

早石炭世末和晚石炭世末或早二叠世末三期最为重要
，
可以分别称为早

、

中
、

晚三期
。

伴随天山运动形成的侵人岩分布甚广
，
是我国重要岩浆活动期之一

，
在准噶尔一兴安

褶皱系
、

昆仑褶皱系和秦岭褶皱系出露尤为广泛
，
可概括为早

、

中
、

晚三期
�

早期
，
以基

性
、

超基性岩为主
，
见于天山

、

滇西及川滇等地
� 在秦岭

、

天山
、

昆仑山等地
，
有花岗岩

类
，
同位素年龄���百万年左右， 中期

，
以花岗岩类为主

，
广布于天山

、

阿尔泰山
、

北 山

及大
、

小兴安岭� 在西北和北部地区尚分布有基性
、

超基性岩
，
同位素年龄多为��� 百 万

年左右
。

晚期
，

多花岗岩
、

白岗质花岗岩
，
见于东北北部

、

内蒙古
、

滇西等地 � 在东北
、

西北
、

月�滇等地
，

尚有基性
、

超基性岩
，
同位素年龄介于�������百万年

。

�四�印文运动

印文运动是老新地阶段最后一次构造运动
，
也是中生代第一次强烈的构造运动

。

三十

多年来的地质调查研究业已证明
�

印文运动在我国大陆分布甚广
，
是亚洲大陆滨太平洋带

和特提斯一喜马拉雅带的一次重要运动
，
对我国地质构造的发展起了重要的转折作用

，
它

不仅塑造了青藏高原东部规模浩大的印支褶皱系
，
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东部构造发展

的方向和格局
。

印支运动在青藏高原东部
、

秦岭以及华南地区表现最为明显
，
至少可以划分为三个运

动幕
�

中三叠世期间
，
即拉丁期与安尼西期之间�中三叠世与晚三叠世之间� 晚三叠世末到

侏罗纪初 �黄汲清
、

任纪舜等
， �����

。

其中以第二幕最为强烈而广泛
，
导致晚三叠 世 岩

相古地理上的重大变革
，
大量出现含煤海陆交互相沉积

。

与印文运动有关的侵人岩广泛发育于青藏高原东部
、

秦岭
、

南岭等地
，
以花岗岩

、

闪

长岩为主
，
部分地区有基性

、

超基性岩和碱性岩
，
侵入三叠系或下

、

中兰叠统
，
被上三叠

统或下侏罗统沉积覆盖
，
同位素年龄多为�������百万年

。

近十几年来
，
在大别山

、

广西

六万大山
、

东北东部
、

大兴安岭
、

华北甚至甘肃北山等地
，
相继发现相当数量的年龄数据

相当于印支期的侵人岩体
，
也间接说明印支运动或其影响比以往想像的要广泛得多

，
也强

烈得多
。

五
、

新新地阶段的构造运动

印支运动之后
，
中国大陆及其邻近地区的构造格局和古地理轮廊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

跃进到一个新的地质构造演化阶段一新新地阶段
。

在这一历史阶段
，
经历了燕山

、

喜山两

次强烈构造运动的袭击
，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大陆的构造面貌

。

在东部滨 太 平 洋 地

区
，
大陆边缘构造活动加剧

，
形成一系列走向北北东的大型隆起带

、

沉降带 �包 括 边 缘

海�
、

深断裂带和规模庞大的火山岩带及侵人岩带
，
使中国东部由前一阶段东西向为 主 的

构造分带转变为近南北向的构造分带
。

在西南地区
，
随着一次又一次构造运动的发生

，
特

提斯一喜马拉雅海逐步关闭
，
继之以青藏高原大幅度隆起

，
高原周围盆地持续沉降

，
最终

形成了地球表面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
。

�一�燕山运动

燕山运动的命名在燕山地区
，
其表现则遍及中国东部

、

青藏高原以及西北广大地区
。

如果说印文运动是促使中国地壳构造产生重大变革的序幕的话
，
那末

，
燕山运动就是这种



变革的高潮
。 ‘

言的重要性还在于
，

中国东部一系列内生及外生矿产都与燕山运动及有关地

质作用有关
。

燕山运动发生在侏罗纪一白奎纪
，
表现最明显的地区在中国东部和青藏高原中部

。

由

于构造运动和体现运动的盆地发展的不平衡性
，
这次运动所形成的不整合面较多

，
而且在

各地区时代上也多有差异
。

因此
，
对燕山运动期

、

幕划分颇多争议
，
以燕山

、

辽吉地区为

例
，
就有三幕

、

五幕
、

六幕之分�尹赞勋等
，
����� � 在南岭地区也有三幕

、

五 幕 之 争
。

�表 ��
，
但从区域地质资料综合分析来看

，
有三次运动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

第一期发生于

中侏罗世与晚侏罗世之间
，
可称为早期

，
伴有火山岩喷发和岩浆侵人活动� 第二期发生在

晚侏罗世末期
，
是岩浆活动最强烈的时期

，

大兴安岭一燕山火山岩带及浙闽火山岩带以及

大量的花岗岩主要形成于此期， 花岗岩年龄数据介于�������百万年 � 第三期产生于早白

翌世末
，
伴有少量火山喷发和小型花岗岩

、

碱性岩的侵入 活 动
，
年 龄 数 据���一�� 百万

年
。

表 � 中国燕山运动分期对比简农

时 代 …滇 ·

�
唐古拉山

祁连山 邵尔多斯
。 · …。 辽 …

��� 东

�
， ‘

晚晚晚

世世世

早早早

世世世

晚晚晚

世世世

中中中

世世世

路南组 � 中堡组 下第三系 始新统 上新统 下第三 系

赵家店组

江底河组

马头 山组

普昌河组

宗给组 马莲井组

门德洛子群

新 民堡群

�河 口群�

大凌河组

孙家湾组

下第三系

明 水 组

四方台组

嫩 江 组

王 氏群 � 沙县组

青山群 � 坂头组

组组组

�
一

…
��…�库︾子岭一楼︸河石︸登︸沙火︸

�…

…
八群︸

八

…
、�丁︶一

�
︸志︸，

�
︸一

高丰寺组

姚 家 组

青山 口组

泉 头 组

赤金堡群

妥甸组 郭曲群 安定组 蒙阴组 � 兜岭组

�享堂群�

蛇店组

张河组

漳平组
雁石坪群 直罗组

龙凤 山群 三台组

�窑街群�
桑 巴群

阜 新 组

九佛堂组

吐呼鲁组

金刚山组

义 县 组

土城子组

兰 旗 组

北 票 组

兴 隆 组

郭家店组

坊子组
延安组 梨山组

�二�喜马拉雅运动

这是中国地质历史上最近一次构造运动
，
也是奠定我国现代复杂地貌景观的一次构造

运动
。

在青藏高原则表现为强烈的挤压和扭动作用
，
形成一系列褶皱

、

推复构造和平移断

裂
，
并伴随有强烈的岩浆活动和变质作用

。

喜马拉雅运动主要发生于第三纪
，
在青藏高原

、

滇西
、

东南沿海和台湾表现最明显
，

在西北地区也很普遍
。

在青藏高原
，
喜马拉雅运动可大体分为三幕

�
第一幕发生于始新世



末期
，
表现为特提斯海的关闭

、

褶皱断裂活动和中酸性岩的侵人
，
花岗岩

、

闪长岩 �一�
，

年龄��一��百万年 � 第二幕发生在中新世中后期
，

有强烈的褶皱断裂变动
、

岩浆活动和变

质作用
，
形成大规模逆冲断裂和推复构造

，
高喜马拉雅电气石花岗岩�

一

��年龄多为�����

百万年
�
第三幕发生于上新世至早更新世

，
主要表现为高原的拾升

，
断裂活动

。
�李 廷 栋

等
，
�����

。

在其他地区
，

喜马拉雅运动造成第三纪地层中的不整合
，

在中国东部
，
滇西等地尚伴

有玄武岩的喷发和小型岩体的侵人
。

六
，

结 语

本文根据前人和外域的地质资料结合笔者的实践
，
对中国构造运动的分期序列提出一

些粗浅的看法
，
旨在进一步唤起广大地质工作者重视这一问题的调查研究

，

特别是对每一

场构造运动都应该象地层剖面的研究那样
，
选择条件优越的地点做一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

究
，
树立起标准剖面

，
作为同期运动的对比标准

。

在这里
，
重要的问题是要准确地鉴定运

动的时期和性质
，
为达此目的

，
除进行地层时代

、

岩浆活动时代的仔细研究外
，

采用同位

素侧年和古地磁等各种有效方法准确测定不整合面上下岩层时代是十分必要的
。

限于笔者掌握资料有限
，
文中综合的一些构造运动的分期

、

阶段划分及某些意见必不

可免会有片面和误谬
，
目的在于抛砖引玉

，
希望广大地质工作者指正

。

〔 �〕马杳垣
、

吴正文
、

谭应佳
、
郝春荣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年
，
华北地台基底构造

。
地质学报

，
第 �期

。

红� 〕马杏垣 、

谭应佳
、

吴正文
、
蔡学林

，����年
，
中国大陆壳的早期构造演化

质
、

地质力学
。
地质出版社

。

。
国际交流地质学术论文集 � ，

构造 地

�� 〕尹赞勋 、
黄极清

、

浦庆余
， ����年

版社
。

，
对于使用已有中国地壳运动名称的意见

。 地质论评
，
第��卷增刊

。

科学 出

〔 �〕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同位素地质研究室 �钟富道执笔�， ���了年
，
从燕山地 区震旦地层 同位素年龄 论

中国震旦地质年表
。
中国科学

，
第 �期

。

〔 � 〕中国地质科学院 ， ��了�年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质图��

，‘ 。 。万�

〔 � 〕中国地质科学院 中国地质图编图组 ， ����年
，
中国地质慨要

。

学
。
地质出版社

。

。
地图出版社

�

国际交流地质学术论文集���区域地质
、

地 质 力

� 〕亚洲地质图编图组 ， ����年
，
亚洲地层与地质历史概述

。
地质学报

，
第 �期

。

三�’ 〕李四光 �张文佑编译�， ����年
，
中国地质学

，
正风出版社

。

〔 � 〕李四光 ， ����年
，
中国的造 山历史和构造抡廓

。 《地质力学方法 》 ， ����年
，
科学出版社

。

〔�。 〕李廷栋 ， ����年
， 大兴安岭非部大地构造特征及其多旋回发展过程

。
地质学报

，
第 �期

。

〔��〕李廷栋
、

韩同林
， ����年

，
青藏高原地质构造特征和地质发展历程

。
国际交流地质学术论文集 � ， 构造地 质

、

地质力学
。

地质出版社
。

〔��〕沈其韩
、
刘国惠

、

张勤文
、
高吉凤

、

贺绍英
， ����年

，

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报
，
地质研究所分刊

，
第 �卷第 �号

。

〔��〕孙殿卿 、

崔盛芹
， ����年

，
略论中国主要的地壳运动

。

质出版社
。

仁��习黄汲清
、

任纪舜
、

姜春发
、

张之孟
、

许志琴
， ����年

，

〔��〕黄汲清指导
、

任纪舜
、

姜春发
、

张正坤
、

秦德余执笔
，

造图简要说明
。
科学出版社

。

冀 东迁安
、

深县前震旦亚界变质含铁岩系的对 比 间题
。

地质出版社
。

国际交流地质学术 论文柒 � ，
构造地质

、

地质力学
。
地

中国大地构造基本轮廓
。
地质学报

，

����年
，
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

，

第 忿期
。

�吐��万中国大 地 构

〔��〕程裕淇
、

钟富道
、

苏泳军
， ����年

， 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前震旦系
。
地质学报

，
第 �期

。

���〕� �

�
�

别尔金编�杨振德译�
， ����年

，

构造作���万�
。

�
，
国工业出版社

。

构造地质学术语汇编
，
第二部分

，
构造运动的类型

、
构造作用的旋 回 和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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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卫��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万�
，
����

� ��� ��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一

���
一��������

�������
。 ��������� ������� �������� ����� ��� ������� ����� ���

一��������� ���������
，

���� ������� ��� �
一

�
一
�������� ���������� �������� �� ��� ������� ���� ��

����� �� �� �� ���� ����一�
一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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