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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构造-岩浆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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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国首创的地洼学说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构造-岩浆活化理论在国内外十分重视与盛行，发展非常迅速并取得了相当的

经验和成就，应用构造-岩浆活化理论找到了大量钨、锡、铂、萤石等矿床，这类矿床同地槽和地台设有任何空间上和时间

上的直接联系。因而不少地质学家（谢格洛夫等，1983；陈国达等，2002；赫英. 1996；周裕藩，1983；陈勤五，1989）一

致强调指出，构造-岩浆活化过程引起的成矿作用的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1  构造-岩浆活化 

五十年代初期，苏联地质学家 B.B.别洛鸟索夫提出“地台活化”概念。1956年，我国学者陈国达提出“活化区” 概念(1959

年又称地洼区)。六十年代后期，在苏联这一概念逐渐演化成“构造-岩浆活化区”。构造-岩浆活化说的代表人物 A.H.谢格洛

夫为构造-岩浆活化下了如下的定义：“构造-岩浆活化是叠加的构造现象和岩浆现象的复杂组合，这些现象在地壳发展的后

地台阶段发生，使地台和褶皱区的构造受到改造。”据此，谢氏将构造-岩浆活化作用作为与地槽褶皱带有别的一类独特或特

殊性地作用划分出来，并把这种不依赖地槽发展阶段的后地台期的构造-岩浆活化区，称为自治活化区。但对构造-岩浆活化

作用性质的解释尚存在相当大的分岐，周裕藩等（1984）在解释“构造-岩浆活化”中就提醒到，构造-岩浆活化作用及构造－

岩浆活化区是一个含义广泛不甚严密的“构造活化”的同义词。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谢格洛夫自称“构造-岩浆活化说是建立在地洼学说之上的”，但实际上，构造-岩浆活化区概念与

地佳区(或活化区)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不等同。它是地佳区概念的一部分，仅只涉及作为后地台阶段的一种新型活

化区－地佳区的部分特征，即构造特征和岩浆特征，而未涉及这个新型活化区的其他特征，如沉积构造、变质建造、构造型

相、地球化学、新构造、地貌、故地理和地球物理、深部构造等。因此，构造-岩浆活化区不能用作地洼区的同义词或代替

词（周裕藩等，1984）。 

2  构造-岩浆活化区成矿学 

2.1  构造-岩浆活化区定义与特点 

构造-岩浆活化区是这样的一种义域:在其地质发展史的早期阶段，经过地槽发展阶段直到变为褶皱完成区或者地台区，

接着在经过完全固结和构造稳定阶段(稳定阶段的时间在各个不同区域是不同的，有时可达几个纪)之后，又遭到本质上新的

构造作用的影响，并且形成一套特殊的构造（构造线方向与其发育的前阶段不同)、沉积建造、岩浆建造和一套特殊类型的

矿床组合（谢格洛夫等，1983），其特征见表 1。 

 

表 1 构造-岩浆活化区特征简表 
 地质时代 岩浆活动顺序 其他 

特征 
费期到中—新生代均出现，强烈活动和矿

产最丰富的主要在中—新生代 

从酸性开始到基性结束，与强烈的

火山活动相伴 

负的重力均衡异常，地震频繁，地壳的玄武岩层

厚度较大，玄武岩的喷发与地慢有关 

 

2.2  意  义 

近些年来在苏联，关于构造-岩浆活化区的学说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方向而定型，而构造-岩浆活化区成矿学问题的

提出是意义非凡的。 

（1）学术意义  在构造-岩浆活化区概念提出之后，才最终弄清西欧是一个特殊的区域：它存在一种特殊形式的矿床组

合，表现为银-铅-锌、银-钻-镍、菱铁矿和锰矿石组合，同时还有重晶石、萤石、锑和汞矿床的出现，在此范围内发育着后

地台阶段的内生矿床，矿床的出现与自治活化作用有关。西欧型矿化是活化区极为特征的一种内生矿化。这样就从根本上明

确了该类型矿化的构造状况。 

（2）实际意义  构造-岩浆活化区成矿学问题的提出的实际意义，莫过于在苏联的外贝加尔地区，那个曾被认为是成矿

条件不好的地区，但根据构造-岩浆活化概念进行研究后，发现这里在中－新生代发生了强烈的构造-岩浆活化作用，因此也

就发现了大量的在构造-岩浆活化阶段形成的矿产，为苏联的国民经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由此可见，地壳活化区的问题是现代地质学的一个重大问题，作为非地槽的地壳活动构造的演化和成矿学问题，将越来

越引起研究者们的很大注意，它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正在逐年增长。 

3  构造-岩浆活化区分类、划分阶段及各自的特点 

构造-岩浆活化区分为原则上不同的 2个类型: 

（1）反升构造-岩装活化区  该类型主要产生在地槽坳陷的固结边缘范围内，其构造活动和成矿与相邻地槽内发生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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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有关联，而在这些作用中形成的矿床，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与相邻的褶皱区内出现的矿床是同成因和同时间的。在有些反射

构造-岩浆活化区内，可以找到在相邻地槽区内所未发现的矿床，如与基性岩有关的铜－镍矿床、碱性碳酸岩矿床等。这种

构造-岩浆活化区在离相邻地槽区 20～100 km范围内，沿地槽区边缘呈延长的带状分布。 

（2）自治构造-岩浆活化区（即地洼区）  该类型的活化区的形成与相邻地槽区的发展无关，广泛发育于苏联东及南部、

中亚、西欧、澳大利亚、美洲、中国等地，且形成很大的金属矿床，在自治活化区的发展中，明显地分为 2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通常产生平缓的上叠坳陷，其中堆积陆相火山-碎屑建造。它们的形成与基底大断裂的产生有关，这些构造

和块断构造都奠基在基底之上。与这种构造相联系，出现裂隙型的、常常为次火山的不同成分的侵入体，伴有各种形式的矿

化。侵入具有多岩相的特点，而且它们的形成与火山喷发紧密交织在一起。这个阶段在一些古老地台及其地盾以及中间地块

的活化区中表现得不明显。 

活化第二阶段的特征是，产生“上叠陆屑盆地”，盆地中堆积陆相粗屑含煤沉积，这些盆地的边缘通常是一些大型的、长

期活动的断裂。有时形成一些沿断裂带延伸的、被一些横向隆起隔开的、被基底岩石复杂化了的洼地，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串

珠状的盆地。有时是些等轴状的大型山间坳陷。所述这些构造的共同特征是：上叠的性质，相对于基底构造的发展的独立性；

与断裂构造具有密切联系；充填在盆地中的沉积物具有粗屑性质和相当大的厚度。与第二阶段的构造发展相联系，出现规模

不大成分复杂的基性碱性侵入体，在盆地及其周围的断裂活动结束时期，在一些具体区域内发生相当强烈的玄武岩喷溢。自

治构造－岩浆活化区通常是一些大型的成矿省和成矿区，每个活化阶段都具有其特有的、包含有复杂组分矿石建造的矿床组

合。至于个阶段的物理化学特征、矿产特征等，谢格洛夫等（1983）已很细致的讲解，在此就不妄言。 

4  构造-岩浆活化与成矿关系 

活化区内生、外生成矿作用的多样性和复杂的伴生关系,及其巨大的规模和经济价值，是东亚大陆中－新生代动力学的

重大事件之一（陈国达，1992；陈国达等，1998）。构造研究活化区的主要矿床为金矿床（赫英. 1996）和铀矿床（陈国达等，
2002），如今对在金刚石矿床的应用有所看好，本文以铀矿床为例，浅谈构造-岩浆活化与成矿关系。 

桂湘赣粤是盆－岭构造活化区热液铀矿类型的主产区。其铀矿床产成矿时代均集中于晚白垩世－早第三纪。成矿与赋矿

围岩间的矿－岩时差可达 713～0 Ma范围。表 2为其中 3个铀矿区成矿地质动力作用的构造－动力环境,反映出深部持续多

期活化热事件高峰阶段(活化剧烈期)与浅部构造反差强烈、局部性挤压（花岗岩侵入定位）抬升和拉张（盆地断陷）沉降相

耦合的构造-动力环境中，幔－壳热流体作用下的改造和再造成矿（陈国达等，2002；赫英，1996）。 

中国中新生代是地洼构造发展最强烈的时期，也是中国最主要的铀成矿时期。古生代亦发育有活化（反射活化）地区，

导致形成古生代铀矿床，这就从理论上用构造活化理论阐明了中国古生代铀矿化年龄存在的原因。 

首先，反射活化区的发育与邻近地槽区的活动性有关。如滨太平洋地槽带与中国东部接触，在中新生代时，是大陆形成

规模巨大的活化区。 

 

表 2  华南 3 个铀矿区成矿动力作用特征 

地区 
成矿构造－动力环境 

成矿流体及成矿年龄/Ma 资料来源 
花岗岩活动时代/Ma 沉积盆地时代 

诸广山 

434，414（中基性岩脉）；252，219（T3）

157，155，122（J3-K1）；105(煌斑岩、

辉绿岩脉)（K1） 

东部、南部 K2-E1断陷沉积

盆地（如南雄等），产出有

玄武岩 

δ
13

C（PDB）: -7.17~5.24； 

84±1（K2）, 48±1（E2）(花岗岩

中脉状矿物) 

李献华（1990，

1999） 

贵东 
429，434，430，228，210（T3）；198，

188，179（J1）及石英斑岩脉 

K-E断陷盆地（不整合与

J3-J1花岗岩之上） 

δ
13

C（PDB）: -9.23~6.83；85（K2）, 

51（E2）(盆地南侧花岗岩及寒武

系中脉状矿物) 

胡瑞忠（1993） 

摩天岭 760 
北部沿切割岩体断裂产生

K断陷盆地 

δ
13

C（PDB）:-8.1~7.99；47（E2）, 

(产于花岗岩内的脉状矿体) 
姚振凯等（1998） 

注：该表引自陈国达等（2002）。 

 

再者，不同时期的活化区，不是沿该时期稳定地块周边分布，而是呈块状、带状不均匀分布，可有多个相对较强的活化

中心。从空间分布上来说，由产铀活化区对比来看，活化程度愈强，铀矿化愈发育。如古生代甘肃南部阿拉善地区，比四宝

－从江地区活化强度大，前者是古生代最重要的铀成矿区。 

对于产铀活化区，历史上最强活化期，往往与该地区铀的主成矿期吻合，这个特征是与铀的地球化学性质有关。铀是一

个易聚易散的元素，对构造运动敏感，在活化构造发育时，往往发生铀的迁移，因此，一个地区地质发育历史上最强烈活化

期，特别是按顺序和强度对比上，最新一次的强活化期，往往是铀成矿的重要时期。但具体矿化时间，往往不是与最强活化

期的激烈期（阶段）一致，而大部分是与活化的中晚期（阶段）吻合。这时的地壳构造往往处于拉张状态，中基性脉岩及断

陷红盆比较发育，中国东南部地洼区白至－第三纪中基性脉岩和断陷红盆相当发育，该时期也是最重要的成矿期。这个特点

与铀的“动中喜静”的成矿特性分不开的，往往是在活动期向稳定期过渡的阶段成矿（王木清等，1983）。 

构造-岩浆活化理论创立几十年来，虽然学者普片认为构造-岩浆活化是一种深部过程，是不同于地槽和地台型的独立发

展类型，但在不少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如构造-岩浆活化区与地槽褶皱带结束期如何鉴别；构造-岩浆活化与地台型岩浆活动

如何区别等等，因此对于这一理论还有待研究，以便指出大地构造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途径，同时对于查明矿床的形成条件和

分布也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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