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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是我国著名科学
家"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新中国地质
事业的主要领导者与开拓者李四光先生诞辰
$’# 周年!本刊特别出版纪念专辑!以缅怀李
四光先生为我国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
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继承和发展李四光先生
的科学精神!探讨"研究和总结李四光先生创
立的地质力学理论的发展现状及相关研究
动向#

李四光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
的!涉及中国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古生物地
层学"冰川地质学"石油地质学"地震地质学
和地热学等多个学科# 他所编著的英文版
$中国地质学%&()*+*,-,./,01)234’是第一
本系统总结我国基本地质特征的学术著作!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 &5,6*7) (*8*39*
:,3;.,<*8/=**>)4<’在阐述中国大地构造
时曾对这部著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这是
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关于中国的地学著作#

李四光先生一直站在世界地质科学的前
沿!勇于创新!他的许多研究都是超越时代
的# 他创建了以力学为基础的现代地质学以
区别传统地质学!地质力学理论以地球自转
速度变化为动力"以构造体系为核心!用力学
观点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规律# 地质力
学将构造体系划分为 ’ 大类!包括东西向
&纬向’构造带"南北向&经向’构造带和各类
扭动构造形式# 其中非线性特征"扭动构造
形式最为复杂!地质力学对扭动构造形态的
描述极为形象!如山字型"多字型"旋卷"歹字
型和入字型等!对这些构造体系形成的力学
成因也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地质力学理论的
建立!使得地质学研究从定性走向了半定量
?定量化# 不仅如此!李四光先生以力学为

基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和思路具有普适性!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后来
的板块构造和大陆构造研究# 地学界关于大
陆构造变形的研究大体始于 "# 世纪 @# 年
代!而李四光先生早在 "# 世纪 "# 年代就已
经开始进行相关研究!不同型式构造体系的
研究就是最好的例证# 李四光 $%"% 年发表
的$东亚一些典型构造型式及其对大陆运动
问题意义%一文!根据大陆构造变形特征建
立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构造体系!其中青藏
(歹)字形构造体系比法国 AB:,-348和 CB
(477,332*8&$%DE’提出的青藏高原东部逃逸
构造理论早了 F# 多年#

近些年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逐渐成熟!

人们甚至认为 "$ 世纪将是地球系统科学的
世纪!李四光先生 "# 世纪 D# 年代初完成的
$天文"地质"古生物%表明!他可能是我国地
学界最早探索和研究地球系统科学的科学家
之一# 其实!地球环境变化早就引起李四光
先生的关注!他于 $%"" 年发表的 $=,;*,3
(849*6,0G*9*3;H9*I49;2,3 23 =B1)234%首次
提出!在太行山东麓及山西大同盆地发现第
四纪冰川遗迹# $%’’ 年发表的 $JK4;*8348/
+-4924;2,3 23 ;)*L43.;M*N4--*/%以及后来一
系列论文显示!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分布范围
很广!也波及到东部山区!并常以冰舌向山麓
平原流溢# $%FF 年!李四光以庐山第四纪冰
川作用为基础!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期由老
到新划分出鄱阳"大姑"庐山 ’ 个冰期# 尽管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活动还存
在很大争议!但第四纪是人类活动的时期!中
国东部第四纪冰川问题的研究一直促使人们
对于人类生存环境变化的思考和研究#

正是由于地球环境的变化!近年来新型



能源受到世人广泛关注# 李四光先生早在
$%"# 年发表的$现代繁华与炭%一文中提出
要注意到蕴藏于(地中的热)# 到他晚年!还
提出要打开地热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
为人类服务#

李四光先生除了潜心于科学前沿问题的
研究!作为新中国地质事业的领导人!他还十
分关注国家需求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如油
气资源勘查与地震预报!以及放射性有矿的
战略性勘查# "# 世纪 E# 年代后期!时任地
质部部长的李四光先生认为!大型陆相盆地
有机质非常丰富!具有形成油田的物质基础#

他利用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第二沉降带
具有很好的找油前景!在理论上突破了陆相
生油的禁区#

本专辑的作者聚集了现今国内构造地质
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和年轻有为的青年构造地
质学家#

任纪舜等的$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观的
基本内涵%提出了一种新的大地构造观点!

把地球作为一个活的天体放在宇宙系统之
中!更多地考虑地球深部壳?幔?核之间的相
互作用!考虑地外天体对地球运动的作用和
影响# 张岳桥等的$晚中生代东亚多板块汇
聚与大陆构造体系的发展%!总结了东亚大
陆晚中生代构造变形和构造岩浆事件的新近
研究成果!简述了东亚多板块汇聚产生的 ’

个陆缘汇聚构造系统"陆内汇聚构造变形体
系和大陆伸展构造体系!在此基础上重新构
建了东亚多板块汇聚大陆构造岩浆演化的时
间框架# 李三忠等的$太平洋板块中*新生
代构造演化及板块重建%基于最新的板块重
建结果!分析了板块运动学过程!揭示太平洋
板块形成与演化机制# 关于中国大地构造研
究成果!李锦轶等的 $中国地壳结构构造与
形成过程+来自构造变形的约束%分析和总
结了我国主要大地构造单元的构造变形特征

与地壳结构构造!对一些构造单元的划分提
出了新的观点和认识!根据不同时代构造变
形特征!对主要陆块基底结构和形成时代以
及古生代至三叠纪中国大陆主体聚合过程"

侏罗纪以来中国东部构造变形对已有构造的
叠加改造和现今中国地壳结构构造最终形成
进行了讨论# 郑文俊等的$中国大陆活动构
造基本特征及其对区域动力过程的控制%!

总结了中国大陆活动构造的基本特征及其对
区域动力过程的控制作用!以及不同构造单
元活动构造的基本特征"几何图像"运动特征
及对地震的控制作用!认为中国大陆特殊的
构造位置造就了复杂的构造格局!由于不同
方向板块运动的影响!现今活动构造的运动
性质差异明显#

翟明国的 $华北克拉通构造演化%将华
北克拉通的构造演化分为 @ 个大的阶段+陆
核形成阶段"陆壳巨量生长阶段"微陆块拼合
与克拉通化"古元古代大氧化事件与地球环
境剧变"古元古代活动带构造与高级麻粒岩
相变质作用"中*新元古代多期裂谷与地球
中年调整期"古生代边缘造山"中生代构造转
折与去克拉通化阶段等!指出华北克拉通的
构造演化有其特点!也具有全球意义# 张国
伟等的$关于秦岭造山带%一文!主要从大陆
复合造山及其动力学角度!概括了秦岭造山
带基本属性与特质!即中小多板块多期洋?

陆俯冲造山*陆?陆板块俯冲碰撞造山的板
块复合造山!并又强烈叠加复合陆内造山!造
成复杂组成与结构!形成立交桥式四维流变
学分层的多层非耦合动态演化的大陆复合造
山带模型# 董云鹏等的$中国大陆(十字构
造)形成演化及其大陆动力学意义%!系统论
述了我国东西向中央造山系和南北向贺兰*

川滇南北构造带的构造特征和构造意义!提
出以(十字构造)为坐标系!中国大陆 F 个象
限的地质"地球物理结构"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及人文经济等都存在明显差异# 王国灿等
的$东天山新元古代*古生代大地构造格架
与演化新认识%!对涉及东天山新元古代*

古生代大地构造演化格局存在争议或认识模
糊的准噶尔*吐哈地块"北天山洋盆和康古
尔洋盆的属性及相互时空关联进行了重新界
定!重新构建了东天山地区新元古代*古生
代构造演化模型# 赵越等的$青藏滇缅印尼
歹字型构造再认识%指出!青藏滇缅印尼歹
字型构造自中新世中期澳大利亚板块与东南
亚大陆开始碰撞时逐渐形成!上新世早期演
化成为具有统一形变"运动和动力体系的构
造!其与澳大利亚以及西南太平洋地区的连
环式旋卷构造是一个构造整体!可以归入一
个构造体系# 这一巨型构造体系与青藏高原
构造地貌的演变"全球大洋温盐环流的重大
调整密切相关!其导致了区域乃至影响了全
球的气候环境剧变# 王宗秀等的$川东*武
陵地区构造格局及其演化%建立了川东*武
陵地区显生宙构造格局!提出川东*武陵地
区显生宙时期主要经历了 E 期构造演化!新
生代晚期受印度与欧亚大陆汇聚作用的影
响!区内断裂带走滑方向发生反转!早期构造
被强烈改造# 刘源等的$基于离散元方法对
走滑拉分盆地演化及次级断裂扩展过程研
究%一文!基于离散元的颗粒流方法!揭示纯
走滑拉分盆地发育过程中的断裂扩展和连接
过程!为拉分盆地演化机理和断裂扩展提供
新的研究方法!根据主走滑断层与块体运动
方向的夹角不同!建立不同的张扭性拉分盆
地模型!系统研究了张扭性盆地的断裂扩展
和演化机理#

陈群策等的$雪峰山深孔水压致裂地应
力测量及其意义%一文!报道了在孔深 $D#O
"#"$ <范围内获得 $& 个测段的有效地应力
测量数据!是国内首次利用水压致裂法获得
的孔深超过 "### <原地应力测量成果# 基

于这个实测数据!结合钻孔成像测试和井温
测试结果!对测点应力状态进行了综合分析#

谭成轩等的$原位地应力测量与实时监测在
地震预报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梳理了地
应力在地震预报研究中的作用和认识!通过
"##F A48P02*-> *48;)QK4P*钻孔应变监测结果
分析研究!指出原位地应力测量与实时监测
是地震预报的有效方法之一#

王强的$天津*河北沿海钻孔地层中的
末次盛冰期下切河谷%认为!天津*河北沿
海河流沉积虽然在末次盛冰期受到全球寒冷
气候下低海面的影响形成下切河谷!但其深
度规模皆不如面对开放海的长江# 张珂的
$浅谈地貌筛分与复原***李四光学术思想
的传承与创新%一文以地貌学时间维作主
线!以华南沿海地区宏观地貌为例!通过对新
老嵌合的复合地貌以及地貌形成的内"外动
力作用的筛分!恢复不同阶段地形原貌发展
历史!探讨地貌发展规律"机理和大地构造
因素#

王涛等的$花岗岩大地构造研究的若干
重要问题%提出花岗岩大地构造是从花岗岩
角度探索解决大地构造问题!基本研究内容
包括物理特性&构造’"物质组成&岩石地化’

和年代学 ’ 大方面!文章还阐述了若干研究
方面的进展"存在问题和发展方向# 张拴宏
等的$大火成岩省与大规模黑色页岩沉积的
成因联系及其意义%!通过对全球哥伦比亚
&奴那’超大陆中约 $’R@ 亿年全球性大火成
岩省及黑色页岩沉积时空分布的研究!发现
它们的分布有明显的规律,通过大火成岩省
与黑色页岩内火山灰&斑脱岩’年龄的对比!

进一步提出约 $’R@ 亿年存在一次与全球性
大火成岩省有关的大洋缺氧事件!以此期大
火成岩省与黑色页岩为代表的全球性地质事
件为中元古代盖层系与延展系提供了精确的
界限年龄为 $’@’ :4# 李政林等的$桂西南



凭祥火山岩年代学"地球化学及 S0同位素研
究***对古特提斯洋最晚北向俯冲事件的启
示%对凭祥地区三叠系北泗组英安岩进行了
同位素年代学"地球化学及锆石 S0同位素研
究!揭示了凭祥北泗组英安岩与华南陆块的
亲缘性!其结晶年龄限定了华南与印支陆块
之间的古特提斯洋俯冲结束"陆?陆开始碰
撞的最晚时限为中*晚三叠纪#

学术评论栏目 F 篇文章中!赵文津的
$发展李四光学术思想!开创新时代的地质
事业%一文!详细分析总结了李四光先生的
科学品德"爱国精神以及他对中国地质事业
的重大贡献,王二七的 $中国现代地质学的
奠基人李四光***-地质力学.读书笔记%!

深刻分析了李四光创建的地质力学理论对地
质科学的贡献!认为李四光先生是中国地质
学的奠基人之一!创建了以力学为基础的现
代地质学以区别传统地质学!地质学研究从
而从定性走向了半定量?定量化,吕古贤的
$构造动力成岩成矿和构造物理化学研究%

详细介绍了地质力学分支学科(动力成岩成
矿)以及后来的(构造物理化学)的形成与发
展过程!介绍了其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并总结了相关成功的研究成果,李东旭等的
$旋扭构造研究的进展%一文!对旋扭构造研
究过程及现状进行了详细论述!多种模拟仿
真新方法试验及力学解析丰富了旋扭构造的
研究内容!深化了对旋扭构造几何学"运动学
特征与动力学机制的认识!文章总结了旋扭
构造是螺旋运动结果!认为旋扭构造的形成
很可能与地球旋转动力问题有关#

总之!我们在努力使这个专辑反映目前

我国构造地质学的研究现状!努力探讨和总
结地质力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和现状# 科学研
究的发展是具有阶段性的!从 "# 世纪 "# 年
代初起!李四光先生一直站在科学的前沿!不
断创新!在许多学科领域为中国现代地质学
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以独特的科学
思维方式和科学创新精神!在国际上率先开
展地壳及大陆构造变形研究!以力学研究方
法使中国现代地质学走向半定量?定量发展
的阶段,前瞻性地将地质学的研究引入地球
系统科学研究的范畴!第一次将天文"地质"

古生物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在地质调查
与研究过程中!创新性地提出中国东部存在
第四纪冰川作用!并对第四纪冰期进行了划
分!指出人类就是在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过
程中发展成长起来的# 李四光先生对中国地
质事业的贡献还在于他对油气勘探"放射性
矿产资源和热能勘察和地震预报等工作做出
的战略性决策等#

李四光先生对中国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
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纪念他!更重要的
是要传承他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爱国热
情,继承和发展他提出的科学理论!学习他的
创新精神,追随他所强调的地质学基本功的
培养!以及野外观察和实践能力的提高!第一
手调查"研究资料的积累永远是地质工作者
的本分# 进入新时代!更需要我们传承李四
光精神!始终站在国际地学前沿!不断创新!

兼容并蓄!创新发展地质力学#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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