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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质时期岩石圈板块构造运动的力学分析 

㈣ 师范 ．~6,i025) ／ (堰台师范学装·蜒苛一  

运用相 运动的地球动力学理违 ，把 软流圈以上的岩石圈和软流 

幽以 F的地 球内圈，作为 阿个往 的运动 单元采警察它 ¨随地球 自转 

时所发生的变化和各 自的运动状志 。完 整的岩石圈碎裂成岩石圈板块 

之后 ，它 门各自作 为独立的运动 单元 ，在纬 同西漂 JJ、绎 向离极力和洋 

底扩张力联合作 用 l ．产 -相对运 。 

关键词 地 球内圈 经Is1离椒 力 纬 句西漂 柜对运动 

物体之所以产生运动 ．是 由于受到了外 

力作用 外力是物体运动的根本 研究物体的 

运动状态 ．必须从分析物体所受的力入手 在 

经典 力学中，研究物体运动状态与作用在物 

体上的力之闻的关系．是属动力学。岩石圈板 

块 同样也是物体 ．研究岩石圈板块及其驱动 

力之 间的关 系 ．则属于地球 动 力学 的 范畴 

地球动力学问题是地球科学中很难攻克 

的问题之一 ． 世纪以来 ， 多学者对此潜心 

研究．相继提出了地球体积变化说、地球重力 

作用说、地球 自转和 自转变化说 、地幔对流说 

和热 氧说等 ．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重于不 同因 

素．来探讨岩石圈板块运动及其形变机制 尽 

管从识在 断地深八和发展，但至今仍没找 

到一致公认的令人信服屿理论 最近 ．盖保民 

先生提 出 r相对运动的地球动力学机制理 

论 ．无疑是开辟了 一条新的思路．笔者深受启 

迪 我们认为 ，沿着这条思路深人研究．有可 

能解开岩石圈板块运动之谜，打开岩石圈板 

块运动动力学的大 门。 

本文在 前人研 究成果的基础 上．采用力 

学分析方法，来探讨近地质时期岩石圈板块 

构造运动和形变的根源 ，作一次大胆的尝试 ． 

提 出一些新 的 见解 

本 之 1§9i年 j爿，皇到 ，杠镇 毒编 组 

1 有关软流固的形成及地球内郡相对 

运动堕 元 划分 

引起岩石圈板块运动的因素很多 ．概括 

起来．不外乎来 自于地球内部和地球外部两 

个方面 ．而地球内部方面的因素为主导困素。 

为 r深入分析来 自地内方面的困素，须对地 

球内部结构作一简略分析。 

普遍认为 固体地球 的结构状况大致是： 

由铁和镍组成致密的地核 ，外面包着由铁、镁 

硅酸盐类矿物组成的厚厚的地幔圉层 ，最 外 

圈则 是 一层 由硅 、铝 硅 酸盐 类 矿物组 成 的厚 

度较薄 、质地较轻的岩石圈，由外往里可以蜘 

分出岩石圈、软流 圈、地幔圈和地棱 4个固 

层。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是夹在岩石圈与地幔 

圈之间的一层具 有可塑性和流 动性 的软流 

圈。岩石圈板块就是在软流圈之上漂移和运 

动 ．它的存在是岩石圈板块得以运动的先决 

条件 ．所以在探讨岩石圈板块构造运动之前 ． 

需要对软流圈的形成进行分析 

通过地震波的研究，已经查明在深度 60 

～300km 范围内，存在一个厚度大约 lOOkm 

的地震波低速层，被称为软流圈。在全球范围 

内．软流 圈的厚度 以及 所处的深度 ，随着所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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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造环境不同而变化 。软流圈的存在已被 

越来越多的资料所证实 ，由于软 流圈中的物 

质一部分处于熔融状态 ，所以地震渡的波速 

降低。 

贯穿于整个地质发展年代的火山作用和 

大规模熔岩喷发足以证 明．在深部存在着大 

量熔 融物质，这种炽热熔融的物质可以发生 

l 霹 

蟊蛐叫 量 
盏芝 

缓 慢 的 流 动 。那 么 ，为什 么 在 深 度 60～ 

300km的范围内，岩石处于熔融状态?而 由 

此再往深部 ，很厚的地幔物质却依然呈固态? 

实验岩石学的研究成果表 明，在岩石发 

生熔融的过程中，水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有足 

够量的水参 与时 ，岩石的熔点可以显著地 降 

低 。 

图 l 在深度 600kin范围内曩相应的压力下榴辉岩固一液相图 

a 千榴辉岩 Ib一台 o．1 水 的榴辉岩 

蝽融段包括两餐舟 ，蛭阴影带表示初发熔融带，重阴影带表示干培肯 ． 线为地媪线(据 Wyl[ie，1§71，略蝗改动) 

由图 1可以看出，从地表往深部 ，地温线 

不是 一直 随深度 增加而于卜高，从 100km往 

下，地温增加得非常缓慢 。压力却随着深度增 

加成比例地加大，因此岩石熔 点温度也会随 

着深度增加和压力不断加大而提高，岩石固 

相线差不多是一条正 比例直线。由图 1a可以 

看出．无水榴辉岩的固相线处在地温线之上 ， 

两者并不相交。这说 明深部地热温度达不到 

干岩石的熔点温度 ，无法使其熔化 当岩石含 
一 定量的水时，情况就大不相同。图 1b表示 

的是含 0．1 水的榴辉岩的 固相 线，可 以看 

出含水榴辉岩的熔 点温度大大降低，在深度 

大约 100～300km 范围内，固相线与地温 线 

有两个相交点，在这个区间内，地热温度高于 

岩石熔点温度 。这就告诉我们，在这个深度范 

围内，只要 岩石 含有 足够 量的水，就 可能熔 

]6 

化，由深度 300km 往下，岩石的固相线就 逐 

渐偏离地温线，这样，即便岩石含水 ，地热温 

度也无法达到岩石的熔点温度 ，岩石也无法 

熔化 。所 以深度 300km 以下的岩石处于 固 

态 

喷出地表的大量熔 岩主要来 自软流圈． 

通过对火 山喷发的直接研究 ，可 得知软流 

圈中物质的成分和状态。火山喷出的气体最 

常见 的是水蒸气 ，此 外还 有 CO 、CO、NH；、 

NH C1、C1。等 火山喷发的熔岩 ，实质上是含 

有气体和挥发组分的高温硅酸盐熔融物质。 

这些都说 明，在软流 圈中含有水分和挥发组 

分 ，它们都是来自地球内部 ，是地球分异演化 

的产物。在地球演化过程中，重力和化学分异 

作用总是在不间断地进行着．地幔中铁 、镍等 

重物质不断地 向地核集中，而地核和地幔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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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轻的硅铝酸盐物质和挥发组分则不断地上 

涌，到达上部，在深度 60～300km的位置上 ， 

就会使那里的岩石由于含水而大大地降低其 

熔点 ，导致岩石熔化 ．形成软流圈这样一个特 

殊的 圈层 

由于软流 圈中聚集着大量炽热 的熔岩 、 

水分和挥发组分 ，使得软流 圈中的岩石具有 

可塑性和流动性 。从地球动力学的观点看 ．软 

流圈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以软流圈 

为界 ，可将固体地球分成两大独立的运动单 

元：软流圈以上的岩石圈为一个单元 ，称之为 

固体地球的外圈；软流圈以下包括软流圈在 

内的地球部分 ，称之为固体地球的 内圈。地球 

的内圈并不均 一，它包括软流圈、地幔 圈、外 

核和内核等几个部分 ，但是 ，地幔圈层占据地 

球 内圈的绝大部分 ，它通过软流圈与岩石圈 

直接接触 ．对岩石圈产生动力作用 ，而外核和 

内核与岩石圈相距遥远 ，对岩石圈产生不了 

什么影响．所以在探讨岩石圈动力机制时，可 

以把地球 内圈看成是一个统一的运动单元 。 

软流圈被看成是地球内圈表面上的一层极薄 

且富有流动性的物质 ，正是 由于它的存在，大 

大地减少 了固体之间相对运动的阻力 因此 

地球 内圈和外圈两个独立的运动单元 ．才有 

可能发生相对运动。地球的质量绝大部分集 

中在地球 内圈，其质量和体积远远大于地球 

外圈(岩石圈)。所以，在岩石圈动力学的机制 

中，地球 内圈是处于主导作用的运动单元，而 

岩石 圈则是从属的、被动的运动单元 

2 岩石 圈均造运动 约受刀分 丰F 

地球 自转是地球的一种最基本的运动形 

式 ，它 自形成 以来 ，就从未停止过 自身的 自转 

运动。与其他旋转物体一样 ．地球的绕轴旋转 

也必须遵循角动量守恒定律，即当旋转物体 

绕轴旋转时 ，如果作用于旋转物体 的外力对 

旋转轴的台力矩为零时 ，则旋转体对旋转轴 

的角动量保持不变 ，其公式如下 ： 

，．一 m，r 一 C 

r一 】 

’

．。I一∑77li?-： 
2 1 

．

‘

． ，』一 1 ·∞ 一 C (1) 

式 中，L——任 一旋转运动单元对其旋转轴 

的角动量 ； ——旋转单元 内各质点的质量； 

r — — 旋转单元 内各质点到旋转轴的距离 ； 

，—— 旋转 单 元 对 其 旋 转 轴 的转 动惯 量 ； 

。——旋转单元的旋转角速度 ；c——常量。 

根据角动量守恒定律，在外力对旋转轴 

的合力矩 为零的情况下 ，角动量 为常量 ，那 

么，由(1)式可以看出，转动惯量与角速度的 

乘积为常量。如果转动物体的转动惯量不变 ， 

那么旋转体的角速度也会保持不变 ，这时 ，旋 

转体匀速转动。如果旋转体的转动惯量发生 

变化 ，旋转角速度就会随着转动惯 量的改变 

而改变，旋转体作变速转动 。由于角动量守 

恒 ，由(1)式可知 ，转动惯量与角速度成反比， 

所以．当旋转体的转动惯量变小时 ，它的角速 

度则会相应地增大 ．旋转体就会作变加速旋 

转 ，转动愈来愈快 

岩石 圈和地球 内圈都 是地球 的组成部 

分 ．它们必然要受到地球 自转的制约 ，在整个 

固体地球 自西 向东不断转动的过程 中，作为 

其组成部分的岩石圈和地球内圈也都共同绕 

轴 自西 向东旋转 假如地球这个旋转体的转 

动惯量一直保持不变 ，那么它转动 的角速度 

就不会改变，地球会一直作匀速转动，岩石圈 

与地球 内圈也都随整个地球 自西向东匀速转 

动，岩石 圈 与地球 内圈会 处于 相对静止状 

态 事实上．在整个地质年代里 ，地球内部的 

物质在不断地分异演化 ，在地球内部热能和 

重力作用下，地球 内圈的铁 、镍等重元素物质 

不断 向地核集中，地球 内圈的质量向旋转轴 

靠近 ，各质点的转动半径缩短，这就必然导致 

地球内圈的转动惯量变小。与地球 内圈相 比， 

岩石 圈的质量和体积是非常微小的 ，它对地 

球 内圈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所 以，地球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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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旋转仍然可以看成是外力对旋转轴的台 

力矩为零 ，则必然遵守角动量守恒定律。当地 

球 内圈的转动惯量变小时 ．它转动的角速度 

就必然变大，其结果是地球 内圈不断地加速 

转动 地球内圈的转动方 向与地球总体 的自 

转方向是一致的 这样 ．在地球整个演化过程 

中，由于地球 内圈的质量不断地向地核集中， 

从而使地球 内圈的转动惯量变小．地球 内圈 

则不断地 自西 向东加速旋转 漂浮于地球内 

圈之上的岩石圈依照 自身的惯性 ．跟 不 地 

球 内圈的加速转动 ，就要受到 一个 与自转方 

向相反 、向西推动的惯 性 力的作用．岩石 圈 

与地球 内圈之 间 产生相对运 动 

在地球内圈不断地 自西向东转动的情况 

下，岩石 圈除 r受到向西推动的惯性 力的作 

甩外 ．还要受到 由两极 向赤道方 向推挤 的离 

心惯性力分 力的作 用，这是固为随着地球 内 

圈的加速转动 ，在地球 内圈之上的岩石圈，受 

到的离心 惯性作 用力，也会不 断加大 (图 2． 

式 2) 

图 2 岩石 圈块体肝受白勺离-●惯性 力图示 

图 2中，4点为漂浮于地球内圈之上的 

某岩石圈块体的质量 中心点，也是该岩石囤 

块体所受的离心惯性作用力 F的作用点。 

F — m · ·r (2) 

1 8 

式 中， —— 岩石圈块体 的质量 ； —— 地球 

内圈旋转的角速度 ；r—— 点到旋转轴的距 

离 。 

由公式 (2)可知 ，惯 陛离心力 F与旋转 

角速度的平方成正 比．随着旋转角速度 的 

增大 ．离心帻性力 ，，呈平方级数增大 由图 

2可以看出，离心 魄性力 F，可以分解 为两个 

分力 ，一个是垂直分力 ^．它与重力的作 用 

方 向相反 ，并为重力所抵消 ；另～个是水平分 

力 (即切 向分力) ，这就是对岩石 圈产生作 

用的离心惯 }生力的有效分力。这个水平分力 

为 ： 

， 一 F ·sin~' (3) 

式中， 图 2中 』4点所在的纬度。 

将 (3)转换 成 

F‘= Fl／sine 

代入 (2)式则得 ： 

，]一m · ·r·sin~o 

又 因 r=R ·COS~O 

式中 R为地球内圈的平均半径 。 

于是 

r — · ·R ·sin~'’cos~' 

一 l／2m · 。·R ·sin2~ (4) 

由式(4)可知 ．离心惯性力水平分力 ，，．在两 

极和赤道处均 为零 在南北纬度 45。处应该 

最大。，，就是推动岩石圈板块作离极运动的 

作用力 ，所以也把它称为经向离极力 。 

综合上述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在地球长 

期演化中，由于地球内圈不断地加速 自转 ，在 

全球范围内，岩 石圈就同时受到沿纬线方向 

由东向西推进的惯性力的作用和沿经线方 向 

由两极向赤道推挤的离心惯 陛力水平分力的 

作用。在它们的联台作用下．岩石圈发生形变 

和 相对于 地球 内圈产生相 对运动 。 

3 近地质 时期 内岩石 骂板 袭构造 运动 

的力学分 析 

全球构造型式是岩石圈板块构造运动和 

形变的产物，从分析全球构造型式 的特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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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岩石圈板块 构造运动与地球 自转 

密切 相关 

在全球大洋洋底构造中，最主要的特征 

是巨大的拉张型和剪切型断裂带广泛发育 ． 

具有全球性规模的洋中脊裂谷带构成洋底断 

裂构造体系的主干；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 

三大洋的中脊裂谷带 ．其主体部分均呈南北 

方 向延伸 ，而横切 中脊裂各的转换断层又大 

都是沿着末西方向展布。北冰洋及其邻区的 

广大 范围内．沿经线和纬线方向茇育 一系列 

构造 ．总体构成大型辐射 同心弧状构造型 

式 ．南极地区的构造特征 与北极地区大体相 

似 许多学者早 已指出，在复杂的大陆构造体 

系中 ．纬 向构造体系和经向构造体系是 最重 

要的两娄构造体系，且纬向构造体系有按 一 

定间距和在一定纬度上发育的趋势 大陆上 

的弧形构造．其弧顶多向赤道方 向凸出或向 

西凸 出 

全球海陆巨型构造带的展布状 况表 明． 

它们的空间展布与地球的经线和纬线有着一 

定的对应关系，受全球统一的应力场制约，与 

地球 的自转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们可 以找到 
一 些旁证 。来证实岩 石圈 自始至终是统一地 

受 由东向西推动的惯性力和 由两极向赤道推 

护的离心惯 陆力水平分力的作用。有人根据 

珊瑚 的生长线推 断出 在泥盆纪 1年 有 402 

天 ．石发纪 1年有 3 96天．三叠纪 1年有 385 

天 ．而现今 1年有 365天 1年 的天 数很 明显 

与地球的公转和 自转有关．地球绕太 阳转动 

的轨 道 是 比较 稳 定的 ．所 以 地球 公转 l周 所 

用的时间是固定的 ，在地质时期内 1年的天 

数有逐渐减少的趋势．说明岩石圈是 由于受 

到了与地球 自转方 向相反的惯性力的推 动． 

所以它跟随地球 自转 的速度才不断减慢 ，此 

外 ．地球 不是一个 圆球体．而是一个两极 凹 

进 、赤道 凸出的椭球体 ．由现代精确的测量可 

知 ．地球的赤道半径 为 6378，l 64kin一地球 

的极半径 b为 6356．779kin一扁平率 FIa b／ 

“一l／298 地球所具有的扁平的形态，是由于 

整个岩石圈长期受到 由两极 向赤遭方 向推挤 

的离 心力水平分力的作用．逐渐发生形变的 

结果 。 

基 于 上述 ．本文 对 近地 质 时 期 内岩 石 圈 

板块构造运动的受力状况 ．作一些具体分析 

我们把所谈论的近地质时期的起点，确定在 

兰叠 纪的 末期 。这 时北半球 的 劳亚 古陆和 南 

半球 的 冈瓦纳 古 陆部 分相 联 ．基 本上 形 成 了 

统 的联 合古 夫陆，岩石 圈也可 以被看成是 
一 个完整的岩石圈．它尚未破裂或许 多岩石 

圈板块 岩石圈统 一地受到纬向西漂力和经 

向离极力的作用．在它们的作用 F．发生形变 

和相 对于地 球 内圈声生相 对运 动 。三叠纪 之 

后 ．在长期的地质演化中，随着地球 内圈不断 

地加速转动．完整 的岩石圈受到 的离心 力水 

平分力作用不断增大 ．在这种南北向挤压力 

的持续作用下．岩石圈发生形变 ．直至最后破 

裂 ．形成一系列 南北同的张裂带 洋中脊裂谷 

就是在这些张裂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 

洋 中脊裂谷不仅具有南北向延伸 的特 点，而 

且在展布的格局 也有其重要的特征。我们 

发现 ，它们有对 应出现在同一个经线圈上的 

趋势 太平洋中脊裂谷的主体部分分布在西 

经 ¨o～12o。的范 围内，而印度洋中脊裂谷 

的主体 则分布在 东经 70～60韵 范 围内。太 

平洋中脊裂谷 与印旺洋中脊裂谷基本上是对 

应地分布在同一个经 线圈上；大西洋中脊裂 

谷 带分 布在西经 20～40。的范 围内．在末经 

]60。附近 ，虽找不到大型的中脊裂谷 与之对 

应．但在东经 1 60。附近能找到使新西兰 岛与 

澳大利亚大陆分裂的小型裂谷 ．在东经 14o。 

附近 ．在菲律宾群 岛与马里亚纳群岛之间的 

海盆中．也能找到小型的裂谷(图 3) 大洋中 

脊裂谷的这种分布格局也并非偶然，它进 一 

步证实 。中脊裂谷是岩石圈由于长期受到南 

北 向挤压力的作用．产生张裂而形成的。 

完整的岩石圈破碎形成了一系列南北 向 

的张裂带 ，它们就是大洋中脊裂谷的雏形。由 

于这些张裂带的产生。岩 石圈受力的边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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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发生了变化 ，岩石圈继续受力 ，张裂带将不 

再严格地沿南北方向延伸，而渐渐地环绕着 

澳大利亚大 陆和非洲大陆发展延伸 ，张裂带 

与张裂带相互趋于联结 ，这样就形成 了全球 

洋中脊裂谷体 系。 

图 3 西太平洋菲律 宾海盆主的裂备 

1一 扩 张脊 ；2-- 惰 边 界 ；3一 硅 留孤 

在完整的岩石圈破碎成许多岩石圈板块 

之后 ，中脊裂谷带成了大型岩石圈板块 的分 

离型边界 ．中脊裂备带进一步张裂 ，岩石圈被 

拉开，炽热的熔岩就 由软流圈沿着中脊裂谷 

上涌 ，冷却形成洋底．熔岩不 断上涌，洋底 由 

中脊裂谷带 向两侧不断扩张。在这种情况下， 

岩石圈板块除了统一地受到纬 向西漂力和经 

向离极力 的作用外，还要受到洋底扩张力的 

作用 在纬向西漂力的作用下 ，各大型岩石圈 

板块相对于地球 内圈普遍发生 向西运动，但 

运动的速度有所不同 ．可以出现 3种情况 ；① 

当中脊裂谷带处在岩石圈板块的西部边界 

也就是处在板块向西运动的前缘 ．那 么作 用 

在板块上的纬向西漂力与洋底扩张力的作用 

方 向相 反，纬 向西漂力就要被洋底扩张力所 

削减 ，岩石圈板块相对于地球 内圈向西 滑行 

的速度就大大地减慢。② 当中脊裂谷带处在 

岩石 圈板块 向西运动的后缘，作用在板块上 

的纬 向西漂力与洋底 扩张力方向一致 两者 

2O 

造加．作用力加大 ，那么岩石圈板块相对于地 

球内圈向西滑行的速度 ，就会加快 。③当岩石 

圈板块的前缘和后缘都 中脊裂谷带为界 

时，岩石圈板块 从两侧受到洋底扩张力的作 

用 ，作用在岩石圈板块上的洋底扩张力，大小 

近于相等 ，方向相反 ，商者相互抵消。这 时，岩 

石圈板块就 只在纬 向西漂力的作用下，相对 

于地球 内圈向西滑行 ，其滑行的速度介于第 

一 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之 间，即比第一种情 

况要快，比第二种情况要慢 

岩石圈板块在经向离极力 的作用下，相 

对于地球 内圈也要产生相对运动 ，处在北半 

球的岩石圈板块 ，由北 向南滑动；处在南半球 

的岩石圈板块．由南向北滑动 ；若在板块的前 

缘或后缘 ，存在中脊裂谷带时 ，洋底扩张力同 

样也对板块产生作 用．离极 力洋底张力相互 

作用的情况，与上述的纬向西漂力相似 ，这里 

不再赘述 

由于各岩石 圈板块所处 的地理位 置不 

同、构造环境有别、板块大小、质量和结构各 

异以及它们的受力状况也各不相同，所以，岩 

石圈板块运动的步调不一致 ，它们各 自具有 

不 同的运动方向和速度，这就必然导致岩石 

圉板块的相互挤压、碰撞 ，在板块的接触边界 

上 ，形成一系列全球性的挤压裙皱带 

下面我们对各大型岩石圈板块的边界条 

件、受力状况和在力的作用下发生的相对运 

动 ，进行具体的分析。 

非洲板块总体跨 居地球的赤道地带 ，非 

洲大陆基本上位于非洲板块的中部 。在非洲 

大陆的东 、西 、南三面 ，均 由宽度大致相 同的 

洋底与非洲大陆一起构成非洲板块，非洲板 

块 的西部边界为大西洋中脊裂谷 ，其表部边 

界为印度洋中脊裂谷 ．南部也是以洋中脊裂 

谷与南极洲板块为界。非洲板块的东、西、南 

三面边界，全是大洋中脊裂谷 唯独北部与欧 

亚大陆相邻，没有洋中脊裂谷 。非洲板块所处 

的特定环境 ，决定了非洲板块 的运动和形变 

有其 自身的特点。沿着东西方向，非洲板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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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受到洋底扩张力的作用 ，两者相互抵 消． 

所以非洲板块只是在纬 向西漂力的作用下 ， 

向西滑动。沿着南北方向，由南向北作用的经 

向离极力与洋底扩张力方 向一致 ．则作用力 

加大，所以，非洲板块除了向西滑动外，还 向 

北快速滑动 ，最终与 向南推进 的欧亚板块相 

撞．在板块 的边界上形成阿特拉期 山和阿 尔 

卑斯山挤压褶皱带。由于非洲板块的东、西、 

南三 面为中脊带所环绕，均受洋底 扩张力的 

作用，而北部又受到欧亚板块的推挤 ．可以说 

非洲板块 四面八方受力，力从板块的边部 向 

中心汇聚．长期持续的作用．就会使非洲这块 

完整而刚性较强的大陆，逐渐抬升起来 ，上升 

为非洲 高原 

欧亚板块大部分是 由大陆构成 ．板块 的 

东部和东南部与太平洋板块相邻 ，板块的西 

部边界是 ￡大西洋中脊裂谷带。欧亚板块受 

到的纬向西漂力与洋底扩张力方 向相反，纬 

向西 漂力 被削 减 ，所 以漂 浮于软 流 圈之 上 的 

欧亚板块 ．相对于地球内圈．虽向西滑行 ．但 

非常缓慢，滑行速度应当说比非洲板块还慢 

欧亚板块的北部是 以北冰洋 中脊裂谷(南森 

中脊裂谷)为界，欧医板块在经向离极力和洋 

底扩张力的共同作用下 ，由北 同南推进．最终 

与向北运动的非洲板块、印澳板块相撞 ，形成 

了阿尔卑斯 喜马拉雅巨大 的褶皱山系，它 

是板块之间长期挤压碰撞的产均 。 

太平洋板块是垒球唯 一的仅包括大洋型 

地壳的大型岩石圈板块 它跨越赤道 ，是全球 

规模最大的 个板块 太平洋板块的东部边 

界是东太平洋洋隆 ．西部边界是亚洲大陆。由 

于中脊裂各带是处在太平洋板块 的后缘．所 

以太平洋板块受到纬向西漂力与洋 睫扩张力 

的方 向 一致 ．太平洋板块向西滑行 啦速度较 

快 ，而欧亚板块 向西滑动的速度较慢 ，太平洋 

板块的前缘必然要与欧亚板块的后缘相撞 。 

美洲板块包括南、北 美洲大陆和部分 洋 

底 ．作为独立的运动单元 ，其总体方向是向西 

推进 的，美洲板块 的后缘 (即东部边界)是大 

西洋中脊裂各 ，美洲板块所受 的纬向西漂力 

与洋底扩张力方向一致，所以美洲板块 向西 

滑动的速度很快 ，其前缘必然要与纳兹卡洋 

底板块和可可洋底板块相撞(图 3)，形成挤 

压俯冲带和巨大的科迪勒拉褶皱山系 。由于 

美洲板块受到向西的作用力大，向西推进的 

速度快，就使得与它接触的洋底板块较快地 

沿着俯冲带 向下俯冲消亡 ．并部分参与 了褶 

皱 山系的组成 ，所以可可板块和纳兹卡板块 

被吞掉了很大一部分 +使得东太平洋洋隆两 

侧洋底板块的规模极不对称 。 

印澳板块受到的纬向西漂力和经向离极 

力的联合作用，总体向西北方向运动；由于印 

澳板块 的南部边界是南极一澳大利亚 中脊裂 

各 ．作用在 印澳板块上的经 向离极力与洋底 

扩张力方向一致．作用力加大，印澳板块 向北 

漂移的速度较快，最终与向南推进 的欧亚板 

块发生强烈的挤压碰撞 ，形成了喜马拉雅、兴 

都库什等巨大的褶皱 山系 。 

4 结 语 

1．岩石圈板块运动的动力主要来 自地球 

内部 ，涉及到多种 因素，其中地球 自转和地球 

内部物质不断分异 ，是两个极为重要的囤素。 

2．软流圈的存在是岩石圈板块产生运动 

的重要前提 ，没有软流圈的存在．岩石圈板块 

就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水平运动 

3．在分析岩石圈板块运动时 ．把软流圈 

以上的岩石圈和软流 圈 下的地球内圈．作 

为两个独立的运动单元，来考察它们随地球 

自转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相互之间的作用和 

各 自的运动状态 ，是分析研究岩石圈板块运 

动的核心 所谓岩石 圈板块运动就是岩石圈 

板块漂浮在软流圈之上 ，相对于地球 内圈产 

生 的相对 运动 

4．地球 内圈是主导运动单元+而岩石圈 

是被动运动单元 在地球的地质演化过程中． 

由于地球内圈的物质不断分异 ，物质向地心 

方 向集 中，导致地球内圈的转动惯量不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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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为保持有动量守恒 ，地球 内圈就必须加速 

由西 向东转动 ，而漂浮于软流圈之上 的岩石 

圈却跟不上地球内圈的加速运转 ，根据惯性 

定律．岩石圈板块就要不断地 受到惯性的力 

和离心力水平分力的作用．而发生普遍不均 
一 的纬 向西漂运动和经向离极运动。 

5．在以三叠 纪末 为起点的近地质时期 

内．漂浮于软流圈之上的完整岩石圈．由于长 

期经受经 向离极力的挤压作 用而发生形变， 

最终导致沿经线方向产生一系列南北向张性 

断裂带 ，逐渐发展成全球中脊裂谷体系．把完 

整的岩石圈碎裂成许多岩石圈板块 这些岩 

石圈板块 各 自作 为独立的运动单元 ，在纬向 

西漂力、经向离极力和洋底扩张力的联合作 

用 F，相对 于地球 内圈，沿着 一定的方 向运 

动 。由于这些岩石圈板块所处的位置不同．边 

界条件和受力状况不同．所以它们的运动方 

向和速度也 不一样 ．相互之间必然要发生挤 

压和碰撞 ．在板块的接触边界上 ，形成不同类 

型的挤压褶皱构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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