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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洋 起 源 假 说 简 介

苑 时 清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

大洋起源问题与地球地质发展史问题密切相

关
,

是现代地质学或整个自然科学中最重耍的研

究课题之一
。

关于大洋起源问题
,

目前尚处在学术讨论阶

段
,

有许多不同的概念和假说
。

归纳起来
,

可分以

下几种 :

一
、

大 陆 漂 移 视

大陆漂移比较完整而轰动一时的论述
,

以德

国地球物理学家 AI fr o d 肠
t hcr w

e g e n e r

所提出

的假说最为著名 [1l ]
。

这个假说是以均衡地漂浮在

塑性玄武岩基底 (硅镁壳)上的花岗岩陆块 (硅铝

壳) 的侧向水平迁移
,

来解释地球面貌变化的
。

w eg
o

ne
r

认为
,

所有的古陆约在两亿年前
,

曾聚合

成一个单一的原始古陆(联合古陆 )
。

但在石炭纪

以后的地质年代内
,

由于地球 自转所产生的离心

力影响
,

这个原始古陆便逐渐瓦解
、

破碎成几块
,

在

玄武岩基底上分离漂移
,

造成现今世界上诸大洲

和大洋的配置状况
。

其中
,

美洲陆块脱离了欧洲

与非洲
,

井且相距愈来愈远; 结果
,

在这两块相互

分开的古陆中间
,

逐渐出现 了一个具有现代宽度

的
、

带有玄武岩基底出露的大西洋
。

也就是说
,

他

认为大西洋盆地是形成在原始古陆裂开部分的位

置上
。

美洲陆块在向前漂移过程中
,
由于受到玄

武岩基底的阻力
,

于是古陆前绿被挤压成摺皱
,

结

果产生了安第斯山脉(科迪勒拉山脉 )
。

至于大西

洋海底山脉
,

可以看作是一些以前所存在的陆块

在漂移时被拉掉的残余
。

w
e g e

ne
r

的假说
,

解释

了非洲与南美洲之间大西洋两岸海岸轮廓的吻合

性
、

大地构造和古生物摹的相似匹以及南半球诸

大陆古生代后期的大冰期等问题
。

然而
,

W eg en
e r

的大陆漂移假说
,
存在着不

少弱点
。

它对下列一些重大问题
,

均不能充分地

说明或甚至是矛盾的 :

(i) 力学问题 : W e g e n e r

认为
,

在原始古陆

解体后
,

所分裂的某些陆块
,

个别地向不同的方向

运动与漂移 : “

美洲和格凌兰向西
,

南极洲向南
,

印度向东北
,

澳大利亚向东”。

地球自转所产生的

离心力影响
,

是否有可能迫使上述陆块以如此奇

怪的方式
、

大规模地沿玄武岩基底 自由漂移 ? 何

况许多物理学家曹通过计算
,

认为在地球自转力

影响下
,

不可能产生地壳的水平移动
。

如顾登堡

指出
,
w

e g e
ne

r

所假定的使陆块漂移的原动力是

不够的
。

(2 ) ;梁源地震问题: w eg
e

ne
:
的假说

,

把地

壳的发展看作是地壳各部分移动的结果
,

而几乎

同地球深处所发生的作用毫无联系
。

但地震学的

发展很快就证明
,

不能把地壳和地球内部的东西

分割开来
。

如在太平洋边沿地区的堪察加
、

鄂霍

茨克海
、

日本海及其西部的亚洲大陆
、

马利亚纳摹

岛
、

菲律宾
、

粪他摹岛
、

伸士麦摹岛南部
、

克马德

克
一

汤加摹岛等地附近以及南美西部等地范围内
,

均可发现有深达 2 50 一7 00 公里的深源地震
。

这些

深源地震
,

其地下震动过程和浅源地震是一样的
。

深源破坏性地震的存在
,
反映出环太平洋构造断

裂线确实奠基于很深的地方
。

表明了在这个深度

上存在着断裂破坏作用和地球至少在 700 公里深

处的壳下物质 (地慢)
,

仍处在可以积累大量弹性

应力的状态
。

深震现象
,

正是趁些具有弹性的地

球固体物质积累的可以导致岩体破裂的构造应力

的释放
。

也就是说
,

深源地震的存在
,
证明地球深

处岩层呈不易流动的状态
,

井与硅招壳之间有着

最紧密的联系
,

同时证明了整个岩石圈是统一地

连结在一起的
。

因而
,

硅绍壳的陆块
,

不可能象

W eg
e n e r

所推想的那样
,

会从硅镁壳截然地分裂

开来
,

井沿着它自由漂移
。

〔3 ) 科迪勒拉山脉 安第斯山脉的形成问题 :

W eg en er 以美洲大陆块前缘在漂移过程中所受到

的挤压来解释褶皱作用和产生科迪勒拉山脉与安

第斯山脉的说法
,

是极不科学的
。

因为如果玄武

岩基底比在它上面漂移的大陆块软
,

那末
,

被挤压

成褶皱的
,

应当是软的基底而不是大陆块
。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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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比陆块硬
,

那末
,

就难以设想陆块会产生漂移

作用
。

(4 ) 大西洋海底山脉的性质问题 : 把大西洋

海底山脉
,

看作是硅招壳陆块在漂移时被拉掉的

残余这一说法
,

亦是和近代实际材料矛盾的
。

如

按 C
·

B
·

O ffie e r , M
·

A
·

E w in g 等报导
,

地壳

厚度等于 巧 到 2 2 公里的中大西洋山脉
,

主耍由

玄武岩或与之相联系的岩石构成
。

Ba th Mar ku
s

(1 9 6 。) 亦表明
,

在冰岛的地壳构造分为三层
,

第

一层由熔岩和火山凝灰岩构成
,

其他两层是由不

同成分的玄武岩所构成 (纵波在第一层的传播速

度为 3
.

69 士 0
.

。斗,

在第二层为 6
.

7 1 士 。
.

02
,

在第

三层为 7
.

38 士 0
.

02 公里 /秒 )
。

也就是说
,

大西洋

海底的这些山脉的性质
,

仍属大洋型地壳
。

因而

不可能是残余的硅招壳陆块
。

除上述 w eg
e

fle
r

所提出的假说以外
,

可归属

大陆漂移说 范畴的或 与之相关 的某些 中}可胜派

别
,
尚有下列数种 :

(l) 月球分出锐 G
.

H
.

D ar w in 和 w
.

H
.

P ick
e r ing 曹提出论据川

,

认为太平洋是月球脱离

时留下的创伤或遗迹的说法
。

由于在太平洋
,

硅

招层有一亘大的缺 口 ,

他们推测
,

地壳这一部分硅

招层的剥离
,

发生在前地质时期
。

当时
,

地球自转

速度是每昼夜 3一4 个小时
。

硅铝层剥离部分的

物质
,

乃造成月球
。

也就是在太平洋的位置
,

由地

球分出月球
。

它剥离后在地球所留下的创痕
,

乃

暴露出地壳的硅镁圈部分
,

井造成太平洋
。

当太

平洋失掉花岗岩层以后
,

其余的 硅招 质大陆块
,

乃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地沿下伏的硅镁层作侧向漂

移
。

但是
, H a r o ld Je ffr e y s

(1 9 2 9 年)亦提 出许多

计算 [1 0] ,

证明上述说法是不现实的
。

他的计算指

出 ,

构成月球的物质在大气压力下其密度为 3. 2 9

克/ 厘米
3 ,

亦郎具有橄榄岩圈的密度
。

而与硅招

圈的密度 (2
.

8 克 /厘米
3
) 全不相符

。

(2 ) 流星下降歌 1 9 弓5 年
,

法国学者 G
·

De 二 or tie
r

以炎变论的观点提出 [8l
,

太平洋是由

于前阿尔卑斯期的流星 (看来是地球卫星
,

它的

值径几乎大于月球两倍 )坠落地球
,

冲开了当地大

陆的硅招外壳
,

穿进硅镁层而造成的
。

同时
,

由于

流星深入地球内核
,

井引起了地球强烈的膨胀与

收缩
,

大西洋
,

可以看作是由于地球总膨肤时陆块

岩壳破裂张开而在这里所形成的裂缝
。

而 H
.

B
.

K叩
H

朋
o B

(1 9 , 8 年 )认为I斗] ,

引起

硅貂壳移动的地球的膨胀
,

并不是由于流星下降
,

而是由于宇宙射线射入地球内圈
,

被放射性元素

吸收后所引起
。

在一定时期 (可能是上泥盆纪一

石炭纪和上白婴纪 )地球增大得很快
,

并引起整个

硅招壳破裂张开
,

个别的作侧向移动了的硅铝层

地段
,

乃成为陆地
。

而在破裂带露出硅镁层的地

方
,

就成了现代{
z
每盆

。

但总的看来
,

这些假说的根据
,

都是不够充分

的
。

(3 ) 热对流锐 最近
, A r‘h u r H o l

‘n e s ,

D
·

T
.

G r ig g s ,

5
.

K
.

R u n e o r n ,

以及 J
·

T
·

W IIso n

等
,

在热对流的基础上
,

提出了一种新的大陆漂移说
。

他们认为
,

地球内部存在着一种极其缓慢的热对

流
。

同贯开水时所呈现的状况类似
,

热流从地球

内部通过地慢与地壳流向地面
,

当两股热流上升

到近地表处然后分向两侧流动时
,

乃使地壳破裂

井向两边作侧向漂移
,

而破裂带乃被地慢物质及

内部喷出的熔岩流所填充
。

这个过程继续下去
,

随耀蒙大陆岩壳向两边不断地水平移动
,

逐渐地乃

在其间开拓出大洋
。

但是
,

我们知道
,

要直接观测到地球深处的热

对流
, 目前还是相当困难的

。

二
、

次 生 观

这种假说认为
,

大洋是靠大陆倾没与破坏而

重新形成的
。

属于次生说范畴的有下列几种 :

(1) 大陆沉降靓 这种学说认为
,

海洋是

年青的
、

次生的
。

是由于互大完整的大陆块分裂

或地壳大陷落而形成与扩大的
。

如 r
.

M二
a
鲡oB 叭

(1 9 55) 认为 [61
,

太平洋在地质历史上
,

曹是一个亘

大的古老的大陆
,

联结着美洲
、

西伯利亚
、

中国和

大洋洲
,

井具有坚硬的陆台构造
。

在第三纪
,

这个

大陆遭受到许多大断裂的破坏
,

与 中国
、

西伯利亚

大陆分离 而沉陷成为大洋
。

五
.

H a

ug 亦曹指出
,

关于太平洋
,

推测是发生在沉没了的
“
巴切非克

”

大陆的位借上
。

与此类似的
,

井有
“

大西洋曾被现

已破裂下沉的大陆所占据
”
[;]

。 “

北极盆地中有一

个下沉很深的陆台
” , “

印度洋是联结非洲
、

印度
、

澳大利亚
、

南极的统一的贡瓦纳古陆块分割
、

破

裂
、

解体后所沉陷的部分
”

等等[3]
。

这个假说是同许多实际材料抵触的
。

现代国

际考察成果表明
,

地球硅招圈是不相连续的
。

大

洋岩石圈同大陆岩石圈是有显著差别的
。

在大洋

底部
,

缺少大陆地壳所特有的花岗岩壳
,

井且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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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较大的硅镁壳组成的
。

如 B
.

中
.

B o H、K
韶

-

c1’浦 指出 [2]
,

在大陆上
,

瑞雷波传播速度 V r

二 2
.

7

一2
.

9 公里 /秒
。

而在大洋底部
, v ,

~ 3
.

7 公里 /

秒
。

这样
,

大洋底部地震波传播速度就超过它们

在大陆上传播速度的 27 %
。

Ll
.

H
,

KP ofl oT
K o H

报

导
,

震波传播速度是因地体密度而不同的
,

震波

传播速度在横过大西洋与太平洋时
,

约高于大陆

上的 2 0 %
。

此外
, K p o n o T K H H

(1 9 5 6 年 ) 和 10
.

M
.

山
e雀IM a H (19 5 5 )亦指田 [ 5 ] ,

在所有大洋 4 0 0 0一
‘。。。米深度上

,

以正重力异常占优势 (由 十 2。。到

十 朽。毫伽)
,

而缺乏为大陆所特有的
、

亘大的负

重力异常
。

上述所有这些差别表明
,

大洋底部的

物质成分
,

同大陆物质成分是有深RlJ 而原则的差

别的
。

而大陆沉降说却不 能很好地解释这些差

另日
。

(2 ) 玄武岩化锐 目前一些学者认为
, “

地

球体积缩小
,

是和地球内部高压下的物理和化学

作用有关
”

(B
.

r
.

中 ec e H‘。B
)
。 “

地心核形 成中

的物理过程
,

使地球体积普遍缩小” (B
.

10
.

月 e -

B: : 。
)
。 “

地球内部受压变密是地球半径缩小的原

因
”

(
、 p o n o T K。。

)
。

等等
。 B

.

B
.

B e月 o ye o B

亦曹

指出
,

大洋的形成
,

是地球不平衡发展的普遍收缩

过程的表现 ;而在大洋底部大洋型地壳的形成
,

则

是由于花岗岩质地壳随着大陆沉陷加深趁程所产

生的
“

玄武岩化
”

作用而转化形成的
。

也就是说
,

他认为
,

花岗岩层的聚积是一个可逆过程
,

当海洋

低地下沉的时候
,

花岗岩层郎被破坏
,

井逐渐熔化

到横亘在它下面的玄武岩层里去
。

他井推断
,

太

平洋中央部分
,

一定曾经有过和地台条件相应的

花岗岩层
。

后来
,

这些花岗岩层被断裂所破坏
,

井

被大量玄武岩脉所贯穿
,

重新被玄武岩流所掩盖
,

最后
,

它的残余便完全沉浚而熔化到玄武岩层里

去了
。

最近 (1 9 6 0 )
, B即

o ye o B

对上述这个观点有了

进一步发展
,

他认为 [3]
,

地球的构造发展史可分

花岗岩阶段与玄武岩阶段
。

在花岗岩阶段
,

主耍

是地槽的形成与发育
。

而玄武岩阶段
,

自叶也球发

展的后一阶段
,

它在地球表面的不同部分
,

可开始

于不同时间 (从古生代末到新
、

老第三纪 )
,

在这个

阶段中
,

由于地慢较深层的熔化
,

由于榴辉岩向玄

武岩过渡时密度的减少和玄武岩中挥发组分的析

出
,

过热的玄武岩乃沿壳圈断裂系从很深的地方

大规模地上升到地表
,

这时
,

大陆地壳在深威侵

入玄武岩的高温影响下郎熔化
,

最终乃使花岗岩

壳破坏和大洋化
。

由于大陆地壳熔化时水和易挥

发组分的析出
,

在大陆地壳熔化地点和其下冷却

后保存下来的固体物质平均密度的增大
,

乃引起

地球 表面 的沉降 和海盆地或大洋盆地 的形成
。

B即
。yco B 认为

,

上述这些变化井未破坏地壳的均

衡条件 : 代替厚的花岗岩
一

玄武岩大陆壳的是形

成薄的水
一

玄武岩大洋壳
。

在这种情况下
,

水层同

壳圈的固体一样
,

保证了地壳的均衡状态
。

此外
,

B e二yco B

井列举了许多事实来作为大洋和深海晚

期生成和进一步发展与加深的证据
。

他认为
,

无
一

论是大洋或海的开始发展
,

不会早于中生代
,

而在

很多情况下
,

还要晚得多
。

决二yc oB 继续发展了大洋次生性的观点和大

洋在地质上极为年青 (中生代和新生代) 的观点
,

同时
,

也发展了大洋 目前仍靠大陆的破坏而继续

扩大的观点
。

但是
, B即oy co

B

上述的
“

玄武岩化说
” ,

也有

不少地方是值得怀疑的
,

如 :

1
.

反Jlo yc oB 认为
,

地慢是厉史上大量析出玄

武岩的源泉
,

地慢上层具有玄武岩成分
,
由于亘大

压力
,

这些玄武岩处于榴辉岩状态
。

按 H
.

fl
.

瓦

西里科夫斯基(1 9 ‘2夕指出
,

地慢的真正成分
,

迄今

不明
。

但根据地球物理资料
,

榴辉岩的密度 (3
.

6

一3
.

9 )却比壳下地慢物 质的密度 (3
.

3一3
.

5) 大

得多
。

2
.

B e月。yco
B

断言
,

汹涌着无边浪涛的大洋盆

地的形成
,

不会早于中生代
,

在许多情况下还耍晚

得多
,

而大陆花岗岩地壳转变成大洋
“

玄武质” 地

壳的玄武岩化阶段
,

也似乎主要完成于中生代
,

井

一道延续到现代
。

可以认为
,

在只 占整个地壳存在和发展时间

二十分之一的中生代和新生代
,

在如此短暂的时

间内
,

能完满地充分完成上述这些不同地壳类型

的转化
,

以及产生全部或大部分大洋水体的问题
,

是令人怀疑的
。

何况
,

连 B即
。
yc oB 本人也承认

,

过热的玄武岩交替或熔化花岗岩壳的化学性或可

能性问题
,

至今亦尚未完全弄清楚
。

例如
, B

.

B.

吉洪米诺夫就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

他认为花岗岩

壳的再熔化是不大可能的
。

因此
,

他以来 自地慢

的铁镁溶液对花岗岩类岩石交代作用的影响
,

来

解释基性岩化
。

三
、

原 生 观

这种海洋原生说的观点
,

实质上亦是承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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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假说认为
,

典型的大洋从来就不是大陆
。

洋盆可看作是宇宙状态的地球残迹
。

而大陆是从

覆盖全球的大洋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生长出

来的
。

也就是说
,

这种假说认为
,

海洋是古老的
。

硅镁质的
“
原生

”

海洋由于遭受地槽化的作用
,

可

逐渐被吞蚀和改造
,

井经过地震
、

火山活动及褶皱

作用后
,

可生戍完整发育的硅铭质陆块或形成稳

定的陆台
。

除了上述诸点有关大洋形成的概念以外
,

至

于填充大洋盆地的水体来源问题
,

w
.

w
.

R u b e y

愈认为
,

大洋水主耍是在地壳花岗岩层形成时的

结晶分异过程所值接析出的
。

而 B e
沁yc叩 认为

,

在地球发展的最后阶段 (玄武岩阶段 )
,

在过热玄

武岩流从深部大规模上升并使硅招质陆壳熔化的

过程中
,

可能析出更大量的水体
。

不过
,

有关这个

问题
,

尚待深入探讨
。

就一般说来
, 目前学者们多

把大洋水说成是深部成因的
。

因为物质分异作用

是决定地球发展深处的基本作用
,

因此
,

水圈的形

成
,

正是逐渐和长期的物质分异作用的结果
。

也

就是说
,

水的来源只能从地球深处去找
。

大部分

水体的析出
,

是由地球深处物质受到某种作用而

引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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