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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华夏古陆”

华夏古陆（Old land of Cathaysia）最早是由A. W. 葛

利普（1923～1924）在“Stratigraphy of China Part Ⅰ”一

书中作为古地理名称使用，是指中国东部古生代时期的

古陆地（old land）。几乎同时（1924）就在“地槽的迁

移”（Migration of geogynclines）一文中提出了有明显构

造涵义的华夏古陆。

卢华夏（2006）认为葛利普的古陆概念是指地槽理

论框架的构造单元；华夏古陆是指震旦纪、早古生代、

晚古生代和三叠纪、侏罗纪高的陆地，也为西北面华夏

地槽的沉积物来源地。华夏古陆的位置位于广东南部、

福建中东部、浙南东部，延伸到东海和日本，与华夏地

槽的边界大致为闽浙火山岩西北边界，大体是现在的政

和—大埔断裂带（如图1）。

图1　华南主要地槽、地层褶皱时间（据Grabau，1924修改）

自从板块构造理论出现后，只有被动大陆边缘、活

动大陆的边缘、边缘海、火山岛弧、前陆盆地、上叠板

块、俯冲板块、活动盖层、刚性基底、地体、地块、克

拉通等构造单元，作为与“地槽”共存的“古陆”的构

造单元及概念应该退出大地构造研究，也许“古陆”的

古地理涵义还值得引用。黄汲清（1960）提到的华夏古

陆和华夏褶皱带在时空方面已经脱离了葛利普的原有涵

义，却沿用华夏古陆这个名称，并在地槽理论中把华南

加里东运动之后构造演化的海陆古地理关系作了新的诠

释。

通过以上的资料可以看出，华夏古陆已不再适用，

即使适用或创造新的概念时，也应当将其地质涵义及

时、空阐述清楚，以免产生一些混淆或误解，这样才能

清楚地体现出科学理念的发展和进步。

二、华夏板块前泥盆纪构造演化特征

近些年来对华夏板块前泥盆纪构造演化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第一，是否普遍存在前寒武纪的华夏古陆块

以及其分布范围；第二，华夏板块与南扬子板块（或江

南造山带）俯冲碰撞的时间。

这些问题的引出原因在于出露于华夏板块内的前寒

武纪变质岩系以及位于华夏板块北西侧江南造山带的存

在。现有的资料足以证明华南地区经历过元古代的俯冲

碰撞作用，但是由于露头不好，至今缺乏古洋壳的证

据。华夏板块前泥盆纪构造演化可划分为前寒武纪构造

演化及加里东期（祁连期）构造演化。不同的学者分别

从地质形迹、变形特征、同位素年代学数据、古地磁数

据等方面对华夏板块前泥盆纪构造演化给予了不同的观

点。

1.华夏地块前寒武纪构造演化

（1）华夏地块前泥盆纪物质组成及分布

从区域地质资料中可以看出，在垂直剖面上，浙赣

线以南地区有三个前泥盆纪物质层，下、中层是中—深

变质层，上层是浅变质层（表1），关于这些变质物质的

年龄有很多报道（沈渭洲，2006；于津海等，2007；刘

锐等，2008）。这些变质层集中分布在一个走向NE，西

宽东窄的形状范围内，其北边以绍兴—江山—萍乡断裂

和江南造山带相望，东南界以政和—大埔断裂和东南沿

海晚中生代花岗质火山—侵入岩带接触。浙闽粤沿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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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前中生代岩层露头出露太少，深部资料极其匮乏，研

究难度大，使得该区基底时代和属性至今不明。

表1　华夏板块前寒武纪物质组成及分布

时代 岩性 分布位置
下元古界麻源群

（闽北）或八都群
（浙南）

混合岩、片岩、片麻岩、
变粒岩、浅粒岩等

诸暨南、蒲城、遂昌、
龙泉、建阳、政和、南

平、建宁、泰宁等
新元古代陈蔡群

（浙南）或神山群
（赣南）或无墩组
（闽北）或铁砂街

群（赣中）

板岩—千枚岩—片岩化的
碎屑岩、细碧岩、玄武
岩、流纹岩、火山碎屑

岩、无混合岩化

诸暨南、建阳、戈阳、
余江、新余、乐安、

永丰、兴国、五华、兴
宁、云开大山等

震旦系—志留系
（闽西北、赣南）

板岩化巨厚浊积岩（砂
岩、粉砂岩、页岩），含

笔石化石、三叶虫

清流、大余、将乐、于
都、井冈山、崇义、邵

武等

（2）华夏古大陆的存在与解体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华夏地块的古老变质岩主要

集中分布在浙南—闽西北、赣中—赣南以及云开大山三

个地区。邓平等（2006）通过综合研究，认为以上三个

古陆碎块的分布区可能是华夏古陆裂解后保存至今的残

块，并称之为浙赣粤古陆区，同时认为华夏地块存在前

寒武纪大型古大陆。舒良树等（2006）结合构造变形的

特征、同位素成分分区、变质岩石的时空分布，认为浙

赣线以南以前存在一个前震旦纪古陆块体，在8亿至9亿

年间，随着古华南洋的合拢，华夏地块与扬子陆块碰撞

并聚合，成为Rodinia超级大陆的一部分（如图2）。

图2　浙赣铁路线以南前震旦纪古陆残块（据舒良树，2006修改）

虽然“华夏古陆”以前存在，但绝非铁板一块，它

的发展与演化必定会受到区域构造事件的影响。按照早

古生代两板块之间存在浅海和半深海、很不相同的古地

磁数据以及早古生代晚期两者具有不同的构造变形特征

来看，它们两者可能在古生代早期又分离开来（万天

丰，2011）。Li et al（1996）提出华夏古陆在中元古代

中期曾经是劳伦大陆的一部分，然而扬子陆块位于东冈

瓦纳和劳伦—华北两个大陆块之间，扬子陆块与华夏陆

块在9亿年左右聚合，边缘被格林威尔造山带所环绕；随

和华南地块在825Ma年再次裂解，其形成原因可能与成

冰纪（825）地幔岩浆上涌有关。尽管如此，至今还缺少

此时期可靠的蛇绿岩套等洋壳证据或其他的碰撞作用证

据（万天丰，2011）。

2.华夏板块震旦—早古生代构造演化

（1）华夏板块早中生代古地理概况

上述在前震旦纪存在的古大陆受成冰纪（南华纪）

的裂解事件形成许多次级块体，较大的有武夷（包括浙

南龙泉、陈蔡）、云开赣、中南等三块。在被裂解的块

体间是裂谷或深海槽。在这些海槽中堆积了从早震旦世

到晚奥陶世厚层的碎屑岩（迪口组）、碎屑岩—碳酸盐

岩（龙北溪组）和1万至2万米厚度的寒武纪—奥陶纪浊

积岩，其中发育不少同斜褶皱。志留系在赣南中南和闽

北区域缺失。这些沉积区的分布表明，自825Ma开始，

华夏地块已经被解体。

此外，扬子板块的主体部分长时间保持稳定的浅海

沉积环境或形成了一些局部的古陆。根据这些半深海沉

积的分布规律可以看出，扬子与南华板块（华夏地块）

之间已明显分开（王天丰等，1990）。

（2）祁连期构造事件

资料表明，华夏板块在420～400Ma前后经历过一次

强烈的构造—热事件，即祁连期期构造事件。其突出变

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震旦纪—下古生界的褶皱与韧性

剪切变形；第二，区域角度不整合。

①强烈构造变形

华夏板块内，整个浙赣线铁路以南地区，所有震旦

纪和早古生代的沉积物都卷入了强烈的褶皱变形，发生

区域低绿片岩相变质作用和中—深地壳层次的韧滑流

变。万天丰等（1990）根据区域1∶20万区调图幅内的

384个褶皱产状资料的统计结果表明此期褶皱在南华板块

（华夏地块）上明显地表现为相当强烈的近东西向水平

挤压作用，并将早古生代末期华南东南部大面积的强烈

构造变形、岩浆—变质作用称之为华夏板块形成统一结

晶基底的时期（王天丰，2011）。

②区域角度不整合

祁连期构造事件在华夏板块内部表现最表现就是普

遍发生低绿片岩相变质作用和构造变形的寒武—奥陶系

与上覆的中、上泥盆统沉积盖层均形成角度不整合接触

（如图3）。据舒良树等（2006）研究表面早古生代晚

期的区域性构造活动具有由南向北的迁移演化规律。在

赣南和粤北，晚志留世砾岩角度不整合在褶皱变形、低

绿片岩相变质的寒武纪或奥陶纪复理石与细碎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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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盆纪石英质砾岩与晚志留世复成分砾岩呈平行不整合

接触；在赣中，泥盆纪花岗质砾岩不整合在奥陶纪板岩

化浊积岩之上；在闽北宁化县上村采石场，泥盆纪天岽

组（D3t）砾岩和石英砂岩不整合覆盖于奥陶纪浅变质之

上，缺失志留系。

图3　福建顺昌县大历口—上际扬子和加里东旋回构造剖面图（福建省
地质志，1983）

③强烈构造变形

华夏板块内，整个浙赣线铁路以南区域，所有震旦

纪和早古生代的沉积物都发生强烈的褶皱变形，发生

区域中—深地壳层次的韧滑流变。万天丰等（1990）根

据区域1∶20万区调图幅内的384个褶皱产状资料的统计

结果表明此期褶皱在南华板块（华夏地块）上明显地表

现为相当强烈的近东西向水平挤压作用，并将早古生代

末期华南东南部大面积的强烈构造变形、岩浆—变质作

用称之为华夏板块形成统一结晶基底的时期（王天丰，

2011）。

三、问题讨论

1.早古生代蛇绿岩

舒良树等（2006）通过对原定“加里东期”蛇绿

岩、火山岩的定年再研究发现，不少以前描述的地质现

象可能与现实情况不一致，或者测年值相差较大。比如

定南县鹤子乡超镁铁岩，早先认为其岩石是橄榄辉石

岩，经调查发现该地岩石为细粒辉长辉绿岩侵入岩。经

地质调查和新测定资料显示，调查区的前泥盆纪火山岩

和蛇绿岩均形成于前南华纪，而不是以前的“早古生代

火山岩”和“加里东蛇绿岩套”。

2.华夏板块祁连期板内变形的动力来源

根据前文所述，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华夏板

块存在祁连期的洋壳俯冲碰撞的产物。但是不可否认的

事实是华夏板块早古生代巨厚的沉积物在400Ma左右由

于构造作用发生强烈的褶皱变形、中—深地壳层次的韧

滑流变以及区域低绿片岩相变质作用，而相邻的江南地

区震旦系—下古生界几乎没有变质，仅发生碎裂流变和

薄皮褶皱（舒良树等，2006）。王天丰等（1990）早就

注意到南华板块（华夏板块）与湘桂微板块（南扬子板

块）在变形、变质方面的明显差异，其根据区域资料研

究表明这两个板块在祁连期受到的应力特征完全不同，

前者主要受到近东西的缩短作用，而后者则是近南北向

的缩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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