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是自然界的演化，总是

要进行历史阶段的划分. 而一旦研究阶段的划分就需

要努力寻找客观存在的标志性的关键事件和这些事

件所发生的时间. 这通常会引起“百家争鸣”. 吉黑复

合造山带由古亚洲洋构造体制向滨太平洋构造体制

的转换———时间及标志，就是当前我国地球科学调查

与研究中，形成“诸子论道”的典型实例［1- 32］. 为此，笔

者将近年来所收集之新资料和新认识，呈奉于良师益

友，期求疑义相析、殊途同归.

1 古亚洲洋构造体制结束的时间与标志

1.1 古地理巨变的时间标志

古亚洲洋消失，中亚造山带的完成，乃是一次“沧

海桑田”之巨变. 首先表现在与古亚洲洋演化有关的海

相沉积彻底地不复出现. 上世纪末叶前人们多认同在

古吉黑（或兴蒙-吉黑）造山带于晚二叠世地层中已不

见海相沉积. 然而，新的事实是：在吉林九台波泥河子

原认为属晚二叠世陆相地层———含 P.P.动物群的杨家

沟组建组剖面———发现了产腕足、海百合茎等海相化

石的海相层；同样的事实亦发现在吉林白城市黑顶子

林西组（原称索伦组）的所谓陆相地层中［33- 34］；在林西

组建组剖面地区，虽然尚无海相化石的发现，但对沉积

物详细的地球化学研究，亦获得了存在海相沉积的结

论. 不仅如此，在吉林九台有充分化石依据的早三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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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 FROM PALEO-ASIAN OCEAN DOMAIN TO CIRCUM-PACIFIC OCEAN
DOMAIN FOR THE JI-HEI COMPOSITE OROGENIC BELT:

Time Mark and Relationship to Global Tect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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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hythmic coupling of geological events of tectonic movement, magmatism, metamorphism, deposit formation
and so on indicate that, for the Ji-Hei composite orogenic belt, the ending time of the Paleo-Asian Ocean tectonic domain is
250 - 230 Ma; while the starting time of the Pacific Ocean tectonic domain is 227 - 222 Ma. From the view of global
tectonics, they are constrained by the forming time of Pangaea（330 - 230 Ma）and its first splitting time（224 Ma）after it
entered the new super-continent cycle（230 - 0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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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黑复合造山带古亚洲洋向滨太平洋构造域转换：
时间标志与全球构造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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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造运动、岩浆活动、变质作用、矿床形成等地质事件节律的耦合，表明吉黑复合造山带古亚洲洋构造体制结束的综

合标志时间为 250～230 Ma，太平洋构造体制启动的综合标志时间为 227～222 Ma. 从全球构造观之，它们受 Pangaea 联合古陆

形成的时间（330～230 Ma）和进入新超大陆旋回（230～0 Ma）首次裂解的时间（224 Ma）所制约.
关键词：吉黑造山带；构造体制转换；时间标志；全球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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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家屯组上部黑色页岩中发现了产海相化石舌形贝的

海相层髴，而该黑色页岩曾获得全岩 Rb-Sr 等时线年

龄 239.9±29 Ma［35］，其上为晚三叠世地层角度不整合

覆盖. 此后，于兴蒙-吉黑造山带再未见与古亚洲洋相

关的海相沉积出现. 由此表明，该时期全区实现海陆变

迁的时间发生在约 230 Ma，古地理标志即早三叠世地

层中海相夹层消失，古亚洲大陆诞生.
当然，有关这一标志及发生时间的认可，还包括下

述各标志及其发生时间的讨论，都要涉及到蒙古-鄂

霍茨克构造带的问题. 不同学者对比认识亦各不相同，

乃至大相径庭，即或将该带作为中朝板块与西伯利亚

板块的最终缝合带［36- 37］；或将该带分成两阶段演化历

史，中生代前可视为古亚洲洋的一部分，与古亚洲洋整

体的演化相一致，中生代活动与泛太平洋板块的活动

有关———重新打开又于早白垩世关闭，故不能将其视

为中朝与西伯利亚板块间的最终缝合带. 这也是本文

现持的认识.
1.2 构造运动的时间标志

地层间的不整合及不整合面之上所形成的磨拉石

相（或建造）和变形岩石（构造岩）的测年资料，通常是

剖析构造运动发生的最为有效的时间标志. 在古吉黑

造山区内，自晚石炭世以来，地层间出现多次不整合关

系，并形成多个相应的磨拉石建造. 依据确切的有：（1）
大蒜沟组与其下山秀岭组间的平行不整合，不整合面

上堆积了大蒜沟砾岩磨拉石建造，依据不整合面上、下
岩 层 中 所 产 之 生 物 化 石 ， 其 形 成 时 间 于 确 定 在

Parafusulina As 与 Pseudoschwagerina As 间，即在 299～
294 Ma 内.（2）范家屯之下形成的超覆不整合（周家窑

砾 岩 或 寺 洞 沟 砾 岩） 形 成 在 Neaschwagerina As 与

Moncdiexodina As 间，即在 270～268 Ma 内.（3）杨家沟

组（或开山屯组）与其下范家屯组（或寿山沟组）间的平

行不整合，不整合面上发育了蒋家窑砾岩（或开山屯砾

岩） 之 磨 拉 石 建 造 ， 其 发 育 时 间 为 Palaeomutela-
Palaeonodonta As（或 Gigantopteris As） 至 Yabeina As
时限内，即晚二叠世与中二叠世界线附近，大约为

260.4 Ma.（4）卢家屯（或柯岛组）与其下杨家沟组（或

开山屯组、或大东沟组）（黑龙江省境内的老龙头组与

红山组）间平行不整合接触，不整合面上形成了影壁山

（或柯岛）砾岩之磨拉石建造，依据卢家屯组所产之叶

支介、介形及双壳类化石，该磨拉石建造为早三叠世，

即在 251.0（或 251.4）Ma 左右.（5）全区晚三叠世沉积

盆地底砾岩角度不整合覆于前晚三叠世地质体之上，

在辽源小四平产 Anthrophyopsis Leciana［38］，晚三叠世

陆相地层不整合（沉积覆盖）在小四平二长花岗岩体之

上，其锆石 U-Pb（SHRIMP）年龄 242±7 Ma；而在蛟河

西土山地区为晚三叠世西土山组 （除产化石外所夹火

山岩全岩 Rb-Sr 等时线年龄 210±19 Ma） 不整合覆盖

的花岗岩，其中治安屯碱性花岗岩锆石 U-Pb 等时线

年龄 232.16±7.32 Ma［39］. 表明以地层间不整合和磨拉

石建造出现为特征的区内晚海—早印支期构造运动

（造山作用）具有多幕式递进演化的模式，最终一次是

以晚三叠世地层底界所形成的区域性角度不整合尤为

强烈，具有标志性意义，时间为 242～232 Ma.
有关此期间构造岩测年资料积累不多，记录于夹

皮沟金矿控矿糜棱岩的全岩 Rb-Sr 等时线年龄为

305.6 Ma［40］，九台机房沟变质核杂岩上的石英千枚岩

K-Ar 年龄 256±11.8 Ma，被视为陆陆对接的延边地区

的牛心山-大桥村韧性剪切带糜棱岩 40Ar-39Ar 坪年龄

为 230 Ma. 后者与华北东部北缘八里罕-大营子断裂

带于八里罕以西围子一带所获眼球状糜棱岩钾长石

的 40Ar -39Ar 坪 年 龄 228.2 ±0.4 Ma， 等 时 线 年 龄

227.1±0.01 Ma［28］非常接近，标志着陆陆对接构造变

形结束的时间亦在 230 Ma 左右.
1.3 岩浆活动的时间标志

与上述多幕式的构造运动相对应，区内晚海西

期—早印支期岩浆活动亦具多幕式特征，即在每幕岩

浆活动达到高潮，意味着一幕碰撞（拼贴）作用行将结

束之际，便形成一次磨拉石建造. 如与大蒜沟砾岩相呼

应的晚石炭世—早二叠世早期岩浆活动进入高潮而后

暂息，此时恰好在牡丹江附近山洞村获钾长花岗斑岩

脉岩群单颗粒锆石 U-Pb 年龄 296±15 Ma；又如与蒋

家窑（开山屯）砾岩相应的中二叠世岩浆活动幕，又正

巧 在 清 源 猴 石 测 得 含 榴 二 云 母 花 岗 岩 锆 石 U-Pb
（SHRIMP）年龄 261±20 Ma；再如对应于早三叠世底部

影壁山（或开山屯）砾岩之磨拉石建造，为晚二叠世岩

浆活动幕的结束，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磐石南大红石

砬子钾长（碱长）花岗岩锆石 U-Pb（LA-ICP-MS）年龄

251±2 Ma，牡丹江大安屯钾长花岗岩锆石 U-Pb 年龄

250±10 Ma，安图二合店碱性花岗岩锆石 U-Pb 年龄

253 Ma 左右，它们代表了该幕碰撞晚期和后碰撞造山

型花岗岩系. 早三叠世岩浆活动幕是当前所获侧年数

据较多，且能较系统地反映其岩浆活动从碰撞前—同

碰撞—后碰撞所形成的花岗岩类的岩石系列，由老至

新为：（石英） 闪长岩，敦化农林岩体锆石 U-Pb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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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Ma，九台没泥河子钓鱼台岩体锆石 U-Pb 单点年

龄 248 Ma；花岗闪长岩，小蒲柴河岩体锆石 U-Pb 等时

线年龄 248.4 Ma，龙长森岭和安图石人岩体锆石 U-Pb
高精度测年 248 Ma 和 245 Ma；二长花岗岩，亮兵岩体

锆石 U-Pb（SHRIMP）年龄 247±1 Ma，松树咀、杨木林

尖山子、小四平三岩体锆石 U-Pb（SHRIMP）年龄依次

为 243±5 Ma、243±5 Ma、242±7 Ma；二云母花岗岩，昌

图黄家岭锆石 U-Pb 高精度测年 234.7±4.3 Ma；碱长

和碱性花岗岩，蛟河治安屯岩体锆石 U-Pb 等时线年

龄 232.16±7.32 Ma，磐石甲黑山岩体角闪石 K-Ar 年龄

230 Ma. 值得重视的是，此时在华北陆块北部东起辽宁

赛马，西至内蒙古包头构成一条由碱性—超基性杂岩

体近东西向展布的岩带，长达千余公里，同位素年龄亦

在 250～230 Ma. 它们很可能是兴蒙吉黑造山带形成的

最后一次强大的陆陆叠接所引起的陆内伸展，诱导了

幔源岩浆的底侵作用. 由此表明：早中三叠世 250～
230 Ma 幕式岩浆活动，特别是 230 Ma 左右的 A 型花

岗岩带的出现，亦是兴蒙-吉黑造山带古亚洲洋构造

体制结束的重要标志.
1.4 变质热事件时间标志

众所周知，兴蒙-吉黑造山带的晚古生代地层区

域变质作用一般表现为低绿片岩相，很难研究其峰

期变质作用的时限，但从已获得的多个叠加的热事

件年龄纪录的统计仍可认定热事件的主期时限 . 在
40Ar-39Ar 测年方面，“八面通杂岩”获两组数据：其一

坪年龄为 300.4±1.0 Ma，等时线年龄 300.9±5.0 Ma；其

二坪年龄 288.1±2.1 Ma，等时线年龄 283.5±0.4 Ma. 岗

子沟花岗岩获坪年龄数据 253.3±5.8 Ma，红旗岭Ⅰ号

岩 体 角 闪 橄 榄 岩 角 闪 石 坪 年 龄 302.2 ±6.03 Ma、
246.00±5.70 Ma. Rb-Sr 测年资料，磐石呼兰岩群白云

片岩白云母-全岩 Rb-Sr 等时线年龄 237±8 Ma，永吉

长岗镁铁-超镁质岩及围岩全岩 Rb-Sr 等时线年龄

220.83±6.76 Ma，九台四楞山早海西期花岗岩全岩

Rb-Sr 等时线年龄 234±24 Ma，图们草坪镁铁-超镁

铁质岩全岩 Rb-Sr 等时线年龄245.29±17 Ma，珲春含

中二叠世腕足动物化石的关门嘴子组所夹火山岩在满

河及婆婆沟分别获得全岩 Rb-Sr 等时线年龄 235 Ma
和 238 Ma. 最值得重视的是，黑龙江省穆棱镇附近的

原黑龙江群于西北岔黑云斜长变粒岩中变质锆石单

颗粒蒸发法年龄 245±15 Ma，绥阳镇附近原黄松群

黑 云 斜 长 片 麻 岩 中 变 质 锆 石 单 颗 粒 蒸 发 法 年 龄

236±26 Ma、253±15 Ma. 由此证明，不同测年方法所

记录的变质热事件年龄基本吻合，变质峰期的时限亦

当在 250～230 Ma.

2 太平洋构造体制启动的时间与标志

2.1 滨西太平洋大陆边缘火山盆地兴起的时间标志

随着古吉黑造山带的完成，中国东北成为古欧亚

大陆的成员，濒临太平洋，开始了新的演化. 古地理为

之一新地出现了众多的晚三叠世陆相火山和火山-含

煤沉积盆地，在松嫩盆地以东由西向东出现了吉林哈

兰达岭火山盆地带、老爷岭火山盆地带、张广才岭火山

盆地带. 组成这些盆地（带）的单个盆地，除少数盆地

（如小四平、白水滩、西土山等）利用和改造古断裂而呈

近东西走向外，绝大多数火山沉积盆地均呈北东—北

北东向；除少数盆地（如小河口村、小四平等）未见火山

岩，大多数盆地均有陆相中酸性火山岩. 它们不仅在正

常沉积夹层中富产晚三叠世生物化石，而且已获得的

多个同位素测年资料亦表明成盆地作用始于晚三叠世

初而结束于晚三叠世末. 按全岩 Rb-Sr 测年数据即可

分出：早期大岗子 229.5 Ma，磐石官马 222±10 Ma，东宁

石鹿沟 231.9±28.5 Ma，宝清郝家屯 227.22±4.5 Ma；中期

蛟河西土山 210±10 Ma，汪清东林 214.03±13.86 Ma，图

们打靶沟 210±11 Ma；晚期绥芬河北寒林场 208±16 Ma，
东宁南天门 205±28 Ma［41］. 这些测年数据还得到数十

个 K-Ar 测年结果的佐证. 据此，可将晚三叠世初（约

227 Ma） 新生盆地群的打开确认为太平洋构造体制

启动的时间标志.
2.2 构造运动的时间标志

整个古吉黑造山带晚三叠世地层与前晚三叠世地

层所显示的区域性角度不整合几乎比比皆是. 除前述

的小四平、西土山地区的晚三叠世地层底界下角度不

整合可以直接标定时间外，我们还可以从控盆控岩构

造的定年资料作出进一步的论证. 比如辽北铁岭大甸

子火山-沉积盆地，前人多认为是由敦密断裂带活动

所控制的一个典型的旋转构造 ［42- 43］（很可能为一螺旋

构造，将另文讨论），而受构造控制的原称前湾岭组火

山岩，8 件测年样品获 40Ar/36K 年龄 225.0±7.7 Ma，全熔

法 218.1 Ma、40Ar/39Ar 坪年龄 218.1 Ma，等时线年龄

220.6 Ma，锆石 Rb-Sr 等时线 215.2±17.1 Ma［44］，表明

敦密断裂带在晚三叠世初即可能以走滑断裂带形式开

始出现. 同样，鸭绿江断裂带在其南段控制了晚三叠世

小河口村、大营等盆地，北段控制了大兴沟盆地，在其

中段（两江-安图段）控制了一条偏碱性基性似层状杂

岩体（青林子、和平营子、宣羊砬子等）. 依据其岩石测

年资料（见下文），同样表明控岩断裂始现于晚三叠世

初. 即吉黑东部著名的大型构造敦密断裂、鸭绿江断裂

在晚三叠世的始现（约 225 Ma），亦当为太平洋构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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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启动的时间标志.
2.3 岩浆活动的时间标志

自晚三叠世以来，岩浆侵入活动面貌亦为之一新.
最为显著的特征有二：一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受北东向

两江-安图断裂所控制的碱性基性似层状杂岩体. 该

类岩体已发现的有青林子、和平营子、宣羊砬子、二青

背、团结等诸岩体，但多因后期不同时代花岗岩的侵位

而呈面积不大的残留岩株状侵入体. 岩石组合以碱性

或偏碱性的中细粒辉长岩为主，与（角闪）正长岩、石英

二长岩、碱性花岗岩伴生，形成一条含金、磷、钒钛磁铁

矿的碱基性杂岩体岩带，无论是从岩石组合还是含矿

性，与裂谷型侵入岩套有既相似之处，又有着一定的差

别，这可能与控岩断裂具有走滑-张裂复合的性质有

关. 除获得和平营子和青林子两岩体辉长岩全岩 K-Ar
年龄 226.2 Ma 和 224 Ma 外，近期又获得青林子岩体

伴生的角闪正长岩和团结屯（两江 631 高地）石英二长

岩单颗粒锆石 U-Pb 高精度测年，分别为 223±1 Ma 和

222±5 Ma. 二是在上述岩体侵位后，区内晚三叠世的

控盆、控岩的北东向断裂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左行走滑

期，形成了走滑断裂带上的两类花岗岩［11］. 已知的走

滑拉分-张裂型花岗岩，如东宁老黑山闹枝沟岩体曾

获全岩 Rb-Sr 等时线年龄 206.7±4 Ma［45］，最近又获得

单颗粒锆石 U-Pb 高精度测年 214±10 Ma，汪清春阳

岩体单颗粒锆石 U-Pb 年龄 215±5 Ma［30］，蛟河前进三

道河岩体单颗粒锆石 U-Pb（LA-ICP-MS）年龄 216±
3 Ma；走滑挤压-隆起型花岗岩，原获临江梨树沟岩

体全岩 Rb-Sr 等时线年龄 215±26 Ma［46］，近又获得

通化龙头、岔信子、苇沙河等岩体单颗粒锆石 U-Pb
（SHRIMP） 年龄 217±9 Ma、216±6 Ma、217±7 Ma［47］.
上述资料进一步证实：受两江-安图新断裂带所控制

的偏碱性的杂岩体是太平洋构造体制启动的最为有

效的标志，时间为 227～222 Ma.

3 与全球构造的联系

从全球构造观之，古生代至中生代初正是联合古

陆 Pangaea（潘基亚）超大陆形成和进入新超大陆旋回

的转换期. Pangaea 古陆的形成时代，最初由 Wegener
（1912）确定为石炭纪，后来进一步研究，多数学者将其

修定为古生代末期 . 莫雪尔和欧文 （P. Moral and F.
Irving，1981） 根据当时所获得的更丰富的古地磁资料

再次拟合，提出一个新认识，将 Pangaea 联合古陆形成

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为 280 Ma 前会聚的泛大陆，称为

“Pangaea B”；二为 200 Ma 前拼合成的泛大陆，称为

“Pangaea A”［48］. 新提出的一种显生宙泛大陆旋回观

点，指 540 Ma 形成的 Pannotia 超大陆，经过早古生代

大陆离散和海底扩张的主阶段，和晚古生代以洋壳俯

冲和弧-陆、陆-陆会聚为主的第二阶段，大约在 330～
230 Ma 形成了 Pangaea 超大陆［49］. 这与前述吉黑造山

带古亚洲洋构造体制结束的标志和发生的时间非常

吻合.
新超大陆旋回，意指 Pangaea 超大陆裂解和未来

新超大陆的形成. 根据对 230 Ma 以来海平面升降运动

二级旋回或巨旋回在全球的变化，现提出晚显生宙（即

新超大陆）旋回早期的裂解和离散阶段主要见于两个

时期：第一期裂解发生在 224 Ma，表现为陆内盆地和

地幔柱随时间的推移其活动性逐渐增强，如阿尔卑

斯南带陆缘火山型裂谷沉积的出现；随之，177 Ma 后

进入第二个裂解期. 再经历 133 Ma 后的第三阶段和

85 Ma 后的第四阶段，大约在 42 Ma 的中始新世完成

了主要大陆的裂解与离散作用，转入以洋壳俯冲、
弧-陆碰撞为主的新阶段. 显然，上述所提太平洋构

造 体 制 的 启 动 标 志 和 时 间 与 全 球 新 超 大 陆 旋 回

Pangaea 联合古陆进入第一裂解期十分一致.
综上所述：以各类地质事件节律的耦合为标志，亚

洲洋构造体制的结束为 250～230 Ma，太平洋构造体制

的启动为 227～220 Ma. 古亚洲洋构造体制向太平洋构

造体制的转换标志与时间受全球构造———Pangaea 联

合古陆———的聚合和它进入新超大陆旋回的首次裂解

所制约.
最后，尚需说明的是，文中涉及大量的同位素测年

资料，除已注明参考文献者，其余大多数来自吉林省及

邻省兄弟单位近期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若有个别疏

漏特致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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