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朝板块东部以郯庐断裂为边界分为两个地史

经历不同的块体，即华北块体（!"#）与胶辽朝块体

（$%&#）。

’ 块体的基底岩石组成与边界

中朝板块东部两个块体基底的太古宙岩石分

布见图’。据伍家善等研究结果［’］，山东半岛、辽东

半岛、吉林南部及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保存有从( )**+,至- .**+,，即从始太古代至新太

古代的岩石，包括//0岩系、超镁铁质、镁铁质层状

杂岩等（图’中!）；在其以西地区（!"#）以新太古

代岩石为主（图’中"#$），包括大陆岛弧火山岩及

岩浆杂岩与表壳岩（图’中$）。北起河北省东部青龙

县，南至山东济宁县，南北近(** 12为古元古代的前

陆盆地，由变质砾岩，变粒岩、片岩互层（原岩为浊积

岩）组成（图’中%）。大体以郯庐断裂为界，太古宙盆

地向西俯冲，依次出现新太古代岛弧与古元古代前陆

盆地，郯庐断裂大体即这一俯冲带位置。南起合肥，向

北经鲁中，过渤海由沈阳向北东方向（密山—敦化）的

郯庐断裂构成两个块体之间的边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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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华北块体（!"#）与胶辽朝块体（$%&#）是中朝板块东部从震旦纪（5)* +,）开始裂解的两个不同的构造单元。

两个块体的界线称古郯庐断裂（6/%7）。古郯庐断裂位置与现今郯庐断裂（/%7）相吻合，即由合肥向北延伸，过渤海，

经沈阳以东呈!8走向至吉林南部。古郯庐断裂带附近震旦纪碳酸盐岩中的强地震记录及相应的辉绿岩侵位，是中

朝板块内部裂解的基本地质证据，古郯庐断裂带（板内地震带）与元古超大陆9:;<=<,的裂解时期是一致的。

两个块体上，太古宙基底岩石不同；元古宙及古生代的发展历史有别，两个块体于晚石炭世的莫斯科期重新闭

合。朝鲜半岛中部的临津江带曾被认为是大别—胶南造山带的东延部分，但临津江带只是一般性断裂，胶南超高压

带在朝鲜半岛并未发现。朝鲜半岛南部主体与辽东半岛古生界相似，因此，将中朝板块的南界，也是胶辽朝块体的南

界置于朝鲜半岛之南，它与胶南造山带以黄海转换断层（>?/7）联结。

辽宁省瓦房店（旧称复县）与山东省蒙阴含金刚石的金伯利岩分布在郯庐断裂带的东、西两侧，南北方向距离约

..* 12。两地金伯利岩年龄值在.**@A.* +,之间，即中奥陶世末侵位。鉴于两地金伯利岩在岩相学、矿物学与侵位年

龄等某些方面的相似性，又紧邻郯庐断裂两侧，有些地质学家认为二者在侵位时可能相距颇近，属同一岩省，因而将

瓦房店与蒙阴两个金伯利岩岩省之间的距离总是用郯庐断裂的巨大平移来解释。

郯庐断裂为切过岩石圈的深断裂，对比瓦房店与蒙阴两地岩石圈剖面的异同，应是判断郯庐断裂有无巨大平移

的重要依据。通过对金伯利岩中地幔样品的研究，揭示出了两地岩体侵位时所穿越的古岩石圈剖面是很不一致的，

表明二者当时并非连接一起或相距甚近。笔者结合区域地质构造研究的新认识，发现它们实际是分别侵位于中朝板

块的两个不同的构造单元上，两地距离与平移无关，不支持郯庐断裂左行走滑巨大平移的观点。本文期望这种交叉

学科研究所提供的材料能有助于讨论中国东部这一巨型断裂系统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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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胶辽朝块体的南界，也是中朝板块的南界位

置有着不同的意见。

朝鲜半岛中部临津江带曾被认为（包括本文作

者）是大别胶南造山带的东延部分［!#$］。但临津江带

只是一般性断裂，我国胶南超高压带在朝鲜半岛并

未被发现［%#&］；与胶东、辽东相同的太古宙基底岩石

分布于半岛北部及临津江带之南；华北型奥陶系

分布于朝鲜半岛的沃川带（’()*+’,）及其以北

地区，沃川带是一个早古生代坳陷带。安太庠等［-］

将沃川带南界的河南剪切带（*./01）作为中朝板

块的南界（图2中*34）。考虑到朝鲜半岛南部主体

与辽东半岛古生界的相似性，而沃川带之南出露

白垩系及同时期岩体，并无确切的扬子板块标志

性地质记录，本文采取韩国地质学家［5］及万天丰的

意见，将中朝板块的南界，也是胶辽朝块体的南界

置于朝鲜半岛之南的济州岛附近（图2），它与胶南

造山带以推测的黄海转换断层（6378）联接［5#&］。该

转换断层解释了胶南造山带东段向北的推移。胶

南造山带的超高压岩石向南西方向于第四系之下

断续与大别造山带相连。

! 华北块体与胶辽朝块体的地质对比

华北块体与胶辽朝块体太古宙基底岩石的组成

及时代不同（图2）。元古宙与早古生代也有显著区别

（表2），简要介绍如下：

（2）古元古界在两个块体上均有分布，但岩性及

岩相方面有很大差别。胶辽朝块体呈近+9向分布

的辽河群，其上部的巨厚白云岩及菱镁矿层在华北

块体上近3,方向分布的古元古界中从未发现。

（!）中元古界仅分布于华北块体，在胶辽朝块体

完全缺失。

（:）青白口系（2 """ #&"" ;0）在两 个 块 体 上 均

有分布，华北块体南部有完整的青白口系，华北块

体北部燕山地区的青白口系为上统［2"］。胶辽朝块

体上的青白口系与华北块体北部类似，仅有上统，

并且岩性一致，均为稳定沉积类型的砂岩及泥晶

灰 岩 。 青 白 口 系 是<.=>/>0超 大 陆 上 的 沉 积 或 称

<.=>/>0上的盖层。在两个块体上，青白口系仅在个

别地点发现有地震灾变事件记录，但未构成区域

性的带状分布。

（?）震旦系分布于华北块体的南部边缘，主体部

分缺失。胶辽朝块体是中朝板块震旦系最发育的地

区，广布于山东、辽东、吉林南部及朝鲜半岛北部。华

北块体南东边缘、胶辽朝块体西部及北部边缘震旦

系碳酸盐岩中的强地震记录是最重要的特征@图!A，
这些地震记录表明郯庐断裂于震旦纪开始活动与形

成［$，2"］。与地震事件相伴生的是辉绿岩的侵位［2"#2:］。

（$）下奥陶统在两个块体上区别不大，但在胶辽

朝 块 体 上 尚 未 发 现 下 奥 陶 统 底 部 的 巨 型 泥 晶 丘

（1B= 1.B/=）［2?］。金伯利岩侵位于华北块体东缘及

胶辽朝块体西缘，是奥陶纪最重要的地质事件。

（%）上奥陶统、志留系、泥盆系在朝鲜半岛均有

发现［-，2$］，陆相下石炭统分布于辽宁太子河流域，上

述层位在华北块体完全缺失。晚石炭世早期含CD.E
FBGBH>/IHH0的巴什基尔期海相沉积仅分布于胶辽朝块

体的西缘［2%］及块体东部朝鲜半岛［2$］。

晚石炭世后期海陆交互相含煤沉积遍布两个块

体；二叠纪、三叠纪中朝板块东部也未再显示出沉积

分异。

2 """ ;0是 元 古 宙 超 大 陆<.=>/>0形 成 时 期［22］

（表2）。青白口纪典型的稳定类型沉积岩（石英砂岩、

海绿石石英砂岩、页岩、泥晶灰岩）覆盖了整个中朝

板块东部地区。震旦纪沿现今郯庐断裂位置发生的

强地震记录与辉绿岩侵位标志着中朝板块东部裂解

为华北块体与胶辽朝块体，这种裂解可以看作是

<.=>/>0裂解在中朝板块内部的反映［22］。震旦纪至早

石炭世两个块体沉积分异明显，晚石炭世晚期两个

块体上的沉积分异已不复存在。因此，胶辽朝块体与

华北块体是中朝板块东部震旦纪—晚石世早期的两

个不同的地史单元。

: 郯庐断裂

郯庐断裂是中国东部一个重要的经向断裂，对

其研究的历史很长，精度很高，但对一些重要问题的

认识尚有分岐。

!"# 郯庐断裂发生的时间及性质

几乎所有地质学家认为郯庐断裂发生于中生

代，但具体年代有分岐：三叠纪［25］，侏罗纪［2&，2-］，早白

垩世［!"#!!］。笔者认为：郯庐断裂是一个发展历史很长

的断裂，如表2所示，它始于震旦纪，晚石炭世暂时停

止活动。在这一阶段，华北块体为郯庐断裂的上升

盘，胶辽朝块体为下降盘，导致在胶辽朝块体上有着

相对完整的古生界。作者将这一时期（4J)）的郯庐

断裂称之谓古郯庐带［$，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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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朝板块太古宙基底及构造简图

（右侧为含金刚石金伯利岩侵位的元古宇和下古生界剖面）

%&’( $ )*+,-.&+ /0*,+1 234 -5 ,1* 67+1*3. 83/*2*., -5 ,1* 9&.-:;-7*3. 83/*2*.,
（,1* 7&’1, /&<* &/ ,1* =7-,*7->-&+ 3.< ?-@*7 =3A*->-&+ /*+,&-. -5 <&32-.<&5*7-B/ 0&28*7A&,* *24A3+*2*.,）

9;=—中朝板块；)?%（=)?%）—郯庐断裂;$（古郯庐断裂C—D$）；EDF—华北块体；

G?;F—胶辽朝块体；HC=—扬子板块；H9)%—黄海转换断层

$—太古宙地块（始太古界，古太古界，中太古界，新太古界）；!—新太古界地块，包有中太古界及始太古界岩块；I—新太古代地块；

#—新太古代岛弧；J—早元古代前陆盆地；K—块体边界；L—板块大陆边缘；M—含金刚石金伯利岩岩省位置；"—下寒武统萨布

哈沉积；$N—震旦系—下寒武统中地震灾变记录；$$—青白口系砾岩（造山后沉积）；$!—古元古界辽河群浅变质岩

古郯庐断裂于中生代重新活动，其基本特征是

由地垒及地堑组成的裂谷［$M，!#］（表$），裂谷活动一直

延伸至现代。

对郯庐断裂在中生代期间的历史演化，近年来

万天丰、王小凤等均有详细的研究，但很少注意到古

生代及新元古代期间的郯庐断裂。郯庐断裂是一条

太古宙以来长期发展的地壳破裂带，至今仍在活动

的地震带［!#］。从震旦纪地震带分布及古生代沉积史

比较，郯庐断裂始于震旦纪，更符合已有的客观地质

记录。

!"# 郯庐断裂发生过巨大平移吗

郯庐断裂左行走滑巨大平移的概念由徐嘉炜提

出，之后他与其研究集体对郯庐断裂带巨大走滑进

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平移距离L#NOLNN 02，最大错移

在鲁西与辽北之间，走滑年代为早白垩世［!NO!!，!JO!K］。

巨大平移的观点得到相当多地质学家的认可，影响

着一代地质学家的思维，也有力地促进了对中国东

部基础地质的研究。

作者依据多年对郯庐断裂带两侧新元古界及下

古生界精细地层研究，一直对郯庐断裂的巨大平移

持怀疑态度［$N，!LO!M］。

在过去讨论郯庐断裂有无大平移距离时，无论

是支持平移或者质疑大平移观点的地质学家，主要

是根据断层两侧晚侏罗世或早白垩世之前的地表出

露的地质体或地质界线，如地层、岩相带、早期构造

线等的错位而确定的。由于对同一地表地质体的认

识与对比不同，影响到对问题的共识。郯庐断裂是切

过岩石圈的深断裂，对比断裂两侧岩石圈剖面是否

存在巨大错位，应是解决郯庐断裂有无巨大平移的

有力依据。

地幔捕虏晶（粗晶）：金伯利岩与其他陆上幔源

火山岩总含有多种地幔源岩的捕虏体，从而提供了

乔秀夫等：华北块体、胶辽朝块体与郯庐断裂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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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古郯庐断裂带中震旦系灰岩中的地震记录

#$%& ! ’($)*$+ ,(+-,.) -/ ’$0$10 +1,2-013() $0 34( 516(-781069 #1963 :-0(
1—地震形成的液化泥晶脉与层内断层;箭头所示<，兴民村组，大连市金州区金石滩海岸；2—潮道中的液化碳酸盐岩脉，

赵圩组，江苏省铜山县赵圩镇；+—液化泥晶脉在层面及垂直层面的表现，呈板状体，张渠组，安徽省灵壁县张渠村；

.—地震液化泥晶脉及代表间震时的硅结壳层;铅笔所示层<；(—液化卷曲变形，不典型的枕状构造，兴民村组，

大连市金州区金石滩海岸；/—地震津浪丘状层，又为液化泥晶脉所切穿，兴民村组，金石滩海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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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华北块体与胶辽朝块体地质对比

!"#$% & ’()*(+,*(-% .%/$/.(,"$ ,0"1",*%1()*(,) /2 *0% 3/1*0 40(+" 5$/,6 "+7 8("/9:("/9;/1%" 5$/,6

乔秀夫等：华北块体、胶辽朝块体与郯庐断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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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凤竹，刘希光，张广诚，等#我国金伯利岩岩石矿物特征及其与相似岩石的区别，$%&"#
" 庄德厚#辽宁复县金刚石原生矿床地质研究报告，辽宁省地质矿产局，$%&!#

图’ 蒙阴瓦房店奥陶纪古岩石圈剖面［’(］

)*+# ’ ,-./*01 ./ 231 4-5.6*7*89 0*23.:;31-1
<191823 =19+>*9 895 ?8/89+5*89

$—低@8方辉橄榄岩；!—@8方辉橄榄岩；’—二辉橄榄岩；

A—低@-；B—异剥橄榄岩

直接研究大陆下岩石圈地幔的样品。它们包括橄

榄岩—辉石岩套，榴辉岩和榴辉蓝晶岩、含钾镁碱

闪 石 和 金 云 母 的 交 代 橄 榄 岩 以 及 金 云 母 岩 等 ，其

中橄榄岩 （亏损度不同的二辉橄榄岩和方辉橄榄

岩）占最主导地位。然而，这种幔源岩石的捕虏体

在金伯利岩中颇为稀少，而由幔源岩石离解、被金

伯利岩捕获并带到地表的地幔捕虏晶 （又称为粗

晶）却要常见得多。最常见的是橄榄岩（主要是石

榴石和尖晶石二辉橄榄岩及少量的石榴石方辉橄

榄岩）离解后被金伯利岩捕获并携带到地表的镁

铝榴石和铬尖晶石粗晶。有的金伯利岩含有较多

的由榴辉岩源岩离解后被捕获的镁铝—铁铝榴石

等榴辉岩型粗晶。

由于金伯利岩岩浆来源深度不同，岩浆侵位时

所穿过的岩石圈剖面岩石组成各异，反映在粗晶的

组合，数量以及粗晶的地球化学（包括主元素和痕量

元素地球化学）特征亦不同!"［!%C’’］。通过地幔捕虏晶

的研究，可以获得岩石圈组成的重要信息。

辽宁省瓦房店（旧称复县）与山东省蒙阴含金

刚石金伯利岩分布于郯庐断裂带的东、西两侧，南

北方向距离BB" DE（图$）。采用金云母F<GH-法与钙

钛矿IG,<法获得蒙阴与瓦房店金伯利岩年龄分别

为A(B=8与AJ$#(KA#&=8，近!"个年龄测定值在AB"C
B""=8之间，岩体应是在中奥陶世末期，中朝板块总

体隆升的构造背景下侵位的［!%］。

不少研究者有鉴于蒙阴、瓦房店金伯利岩的

岩相学、矿物学特征和侵位年龄等方面的相似性，

地理位置又紧邻郯庐断裂带两侧，对于这一断裂

带系中生代左行巨大平移走滑的观点总是易予接

受。虽然他们也发现两地金伯利岩中粗晶组合有

所不同，两者的基底亦有着不同的发展史，但仍认

为两个金伯利岩岩省的产出与“左行平移走滑”有

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认为它们在侵位时至少是相

距颇近的［!%，’A］。

粗晶组合：蒙阴与瓦房店金伯利岩中的粗晶包

括含铬镁铝榴石、铬尖晶石、铬透辉石、镁钛铁矿、金

红石、锆石、碳硅石、金刚石等矿物。但蒙阴金伯利岩

岩省中的红旗!(号岩墙、胜利$号岩管和红旗$号岩

墙中含有沂蒙矿（0*95:01>*21）和蒙山矿（E823*8:*21），

称为LM=N组矿物的端元矿物，在红旗!(号岩墙中高

可达% """ + O E’（G!P"#B EE）（任喜荣，私人通信，

$%%J）。Q8++1-2>等［’B］认为LM=N矿物是金伯利岩熔体

上升至$"" DE深处与那里存在的含大阳离子亲石元

素（LML）R8GSG@8GH-GT8的轻稀土难熔钛酸盐的交

代体发生交代作用形成的。因而把LM=N这种十分罕

见的矿物当作是地幔交代作用的矿物标志。U.<<:
等［!%］认为蒙阴金伯利岩所含LM=N矿物是它的下面

存在交代橄榄岩幔源岩的证据。然而，这种LM=N矿

物在瓦房店金伯利岩中从未被发现，表明瓦房店金

伯利岩所穿切的岩石圈剖面与蒙阴的不同。

石 榴 石 粗 晶 形 成 温 度 与 岩 石 圈 地 层 剖 面 ：

V-*//*9和F>89采 用 痕 量 元 素 和 主 元 素 微 区 分 析 技

术，建立和发展了单矿物地质温度计［’J］、石榴石地

温 曲 线 、岩 石 圈 地 层 等 多 种 方 法 ，用 于“岩 石 圈 填

图”［’(］。

张安棣曾与V-*//*9等’&］合作，获得蒙阴与瓦房店

两地金伯利岩中石榴石粗晶地温曲线。依据石榴石

古地温曲线为基础，可建立起上地幔岩石圈柱状图。

在图’中给出了蒙阴和瓦房店的岩石圈剖面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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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两地地幔源岩石类型相同，虽然都是以二辉橄

榄岩居多，然而随着深度加深，方辉橄榄岩的含量两

地却很不相同，瓦房店较亏损的方辉橄榄岩明显地

变的多起来，蒙阴的方辉橄榄岩集中分布在$%&’$"&
()深处，占剖面的*&+，向更深处则反而减少了。而

瓦房店金伯利岩以下的古岩石圈剖面，方辉橄榄岩

在$,& ()深处，数量仅!&+，直到$"&’!&& ()岩石圈

底部的深处，则激增到-&+以上。另外，异剥橄榄岩

在瓦房店剖面上占重要位置，蒙阴剖面则仅分布在

浅处，且数量稀少。

金刚石及金刚石包体特征：金刚石也是金伯利

岩中的一种地幔粗晶，在金伯利岩中有两种产状，即

粗晶和微晶，微晶有可能是在金伯利岩岩浆中晶出

的，而粗晶则是捕虏晶。

金刚石含有同生矿物包体，主要的有橄榄石、石

榴石、辉石、尖晶石和硫化物。通过痕量元素与主元素

分析途径，首次获得了蒙阴与瓦房店金伯利岩中金刚

石包体石榴石形成温度分布（图#）［%.］。图#所示两地金

刚石同生包体石榴石形成温度很不相同，蒙阴高于瓦

房店，前者最高达$ *&&/，瓦房店不高于$ !&&/。图

#直方图所示两地包体石榴石的形成温度分布迥然

不同，表明金伯利岩源区早在金伯利岩形成前，两地

太古宙的地质环境就不一致，证明两地金伯利岩是

独立的岩省，它们不曾相聚也非同源岩浆产物。

# 结 论

从山东蒙阴与辽宁瓦房店金伯利岩中地幔样品

研究，揭示了两地岩石圈剖面地幔岩的组成比例不

同（图%）；包体与粗晶石榴石形成的温度不一致，表

明两地金伯利岩在早古生代爆发侵位时，并不在相

近位置。如图$所示，郯庐断裂两侧为两个不同块体：

华 北 块 体（012）与 胶 辽 朝 块 体（3452），蒙 阴 与 瓦

房 店 金 伯 利 岩 分 别 侵 位 于 上 述 不 同 块 体 边 缘 ，穿

过 不 同 组 分 比 例 的 地 幔 岩（图%）及 时 代 与 厚 度 不

同的盖层（图$右图）。瓦房店与蒙阴金伯利岩岩筒

两地相距**& ()与平移无关。深部地幔地质学记录

与表层地质记录［$&，!.］结论是一致的，均不支持郯庐

断裂巨大平移,#& ()的观点。地幔地质学提供的资

料，解释了岩石圈古地幔、前白垩纪地质体在郯庐断

裂两侧的不相连接是两个不同块体（图$中012及

3452）基底岩石组成、构造性质及板块盖层发展差

异造成的，而非平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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