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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是在不断扩张吗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出现在大陆漂移学说之后。五十年代

以来，科学工作者在海洋的洋底发现了地球上最大的连续矿

体，激发了人们对探索洋底的热情。同时，海洋观测技术不

断提高，出现了声纳、深海钻探、海底打捞、同位素地质年

龄测定，以及海洋重力、地磁、地热测量仪等先进的技术设

备，使大规模的海洋国际考察一个接着一个，海底资料迅速

丰富起来，出现了一系列的发现，从而推动了复兴后的大陆

漂移理论的发展。

经过利用放射性元素测定海底岩石的年龄，人们发现，

海底岩石的年龄很轻，一般不超过二亿年。而且海岭 （又叫

大洋中脊）两侧岩石的地质年龄具有规律性的变化，即海岭

上的时代最新，离海岭越远时代越老，在海底两侧海底岩石

的年龄也是对称分布的。１９６０年，美国学者赫斯设想大洋

中的海岭是新地壳不断产生的地带，所以，大洋中脊又叫生

长脊。海岭的高峰被中间谷分成两排峰脊，中间谷是地壳张

裂的结果。地幔物质不断从海岭顶部的张裂处涌出，到达顶

部冷却凝固，形成新的大洋地壳。以后继续涌出的岩浆，又

把早先形成的大洋地壳，以每年几厘米的速度推向两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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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不断更新和扩张，因此产生了大洋中脊两侧岩石年龄的

对称分布。１９６１年，迪茨把这一理论命名为 “海底扩张学

说”。

海底扩张学说认为地壳不仅有垂直运动，而且有更大的

水平运动，位移可达几千公里，大洋中脊两侧向外扩张速度

可以因时因地而不同。例如，大西洋中脊一侧增长速度大约

每年约１－２厘米；太平洋东部中降速度大约为３－８厘米。

海底扩张学说还认为，洋壳不是固定的、永恒不变的，而是

经历着 “新陈代谢”的循环过程。地球的表面积是一个常

数，既然有一部分洋壳不断新生和扩张，那么必然有一部分

洋壳逐渐消亡。原来由大洋中脊上升物质形成的大洋壳，不

断推向两边，当扩张着的大洋地壳遇到大陆地壳时，便俯冲

到它下面的地幔中，受到高温逐渐溶化、混合而消亡。这一

过程约２亿年左右。这就是为什么在大洋地壳中设有发现年

龄比这更古老的岩石的缘故。

在深海钻探中，人们发现海洋中基本没有比中生代更老

的沉积物，说明了海底是在不断更新中。人们又发现，洋底

的基岩和沉积物年龄以及沉积物厚度，都与洋中脊地壳的距

离成正比，这也证明洋中脊是不断产生海洋地壳的场所。洋

底热流量测量发现中脊热流量高，深海沟的热流量低，这也

证明地幔对流和海底扩张的关系。

回声测深技术的应用，精确地测量了海底地貌，发现了

洋中脊、深海沟、断裂带和海底平顶山是被侵蚀平的古火

山，则海底扩张的证明。根据海底平顶山的距离和地质年代



３　　　　

间隔，可以算出海底扩张的速度。

板块构造学说的诞生

板块构造学说，又称新全球构造理论，是本世纪六十年

代末期逐步兴起的新的大地构造理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活

跃和最为盛行的大地构造理论。那么，它是怎样诞生的呢？

这个学说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呢？

１９６８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摩根、英国剑桥大学的

麦肯齐和帕克，以及法国拉蒙特地质观测台的勒皮顺等人，

在大陆漂移学说和海底扩张学说的基础上，概括了最新的洋

底发现，结合各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建立了板块构造学说

的理论。

板块学说认为：漂浮于软流圈之上的地球最外层刚性岩

石圈并非铁板一块，它被各种断裂或构造活动带分割成很多

块体，这就是板块。每个板块都在不停地运动着，边生长、

边运移、边消亡。板块边缘是地球表面最活动的地带，绝大

多数火山、地震都分布在这里。板块运动是形成地表各种构

造活动和形变的根本原因。全球岩石圈划分成六大板块，即

太平洋板块、亚欧板块，印度洋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

和南极洲板块。除太平洋板块几乎完全是海洋外，其余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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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既包括大块陆地，又包括大片海洋。随着研究工作的进

展，又有人进一步在大板块中划分出许多小板块。如美洲板

块分为北美和南美板块；印度洋板块分为印度板块和澳大利

亚板块；东太平洋单独划分为一个板块；亚欧板块中分出东

南亚板块以及菲律宾、阿拉伯、土耳其、爱琴等小板块。这

些板块驮在上地幔顶部的软流层之上，随着地幔的对流而不

停漂移。

在板块的内部一般是比较稳定的，而板块与板块交界的

地方，则是地壳比较活跃的地带。这里常有火山、地震活

动，以及挤压褶皱、断裂、地热增温、岩浆上升和板块俯冲

等。地震几乎全部分布在板块的分界线附近，火山分布在分

界线上也特别多。

板块构造说阐明了地球基本面貌的形成与发展，这是由

于板块相对移动而发生的彼此碰撞或张裂造成的。在板块张

裂地区，常形成裂谷或海洋。例如，大西洋就是美洲板块与

亚欧板块、非洲板块张裂位移而形成的，大西洋不断地扩

大，太平洋不断的缩小。再如，东非大裂谷，这是非洲大陆

开始张裂，正处于产生新地壳，而两旁陆壳将外移的前夕，

正在孕育着新的大洋。据估计，如果扩张率以每年５厘米

计，最多经过一亿年即可造成一个新的 “大西洋”，当大洋

板块向两侧移动，遇到大陆板块彼此碰撞时，由于大洋板块

密度较大，位置较低，便俯冲到大陆板块之下，这一俯冲部

分的板块叫俯冲带。俯冲带向下进入地幔，被地幔的高温熔

化，以至完全消失，所以也叫板块消亡带。在板块的俯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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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往往形成深海沟，是海洋中最深的地方。如太平洋板块

为深度七、八千米到１１，０００多米的海沟所环绕，其中西太

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１１，０３３米，是世界最深的海沟。

当大陆板块受到大洋板块挤压时，则上拱隆起，形成岛弧与

海岸山脉，如东亚的岛弧链，美洲西部的科迪勒拉山系等。

当两块大陆板块相碰撞时，则形成巨大的山脉，原来分离的

两块大陆缝合起来，其接触线露于地表时，称为地缝合线，

如亚欧大陆与印巴次大陆之间，原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由

于印度洋板块向亚欧板块的南缘俯冲，部分古地中海槽被挤

压成全球最高的喜马拉雅山。两个板块愈合起来，沿雅鲁藏

布江留下了二者之间的地缝合线。目前印度洋板块仍继续北

移，穿过喜马拉雅山根，插入西藏地下。据测量，７０００万

年以来，南亚次大陆向北漂移了５－７千公里，平均每年６

－１２厘米。至今印度板块仍以每年５厘米的速度北移，喜

马拉雅山每年以０．３３－１．２７厘米的速度上升。

板块构造学说是综合了许多学科的最新成果而建立起来

的有关地球海陆形成和变迁的学说，是现代地学的最重要的

理论成就，并被认为是地球科学的又一次革命。大陆漂移和

海底扩张理论给人类描绘了大陆有分有合，大洋有生有灭的

图景，开创了人类对地球史认识的新阶段。板块构造理论给

人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全球构造运动模式，这个模式比其他

模式能解释更多的地质、地理和地球物理现象，能容纳更多

的概念或原理，展示了统一各种大地构造理论的前景。板块

构造学说在当今地学界虽然占有统治地位，但它并非尽善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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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例如，移动板块的动力是什

么？二、三亿年以前的大陆漂移形式是什么？等等。现今用

来解释地壳运动的还有很多其他学说，如膨胀说、地槽地台

说和地质力学等多种学派，反对板块学说的人也大有人在。

这些争论和反对意见并不是坏事，人类社会的很多真理

就是在争论中产生的，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和人类

的进步。

什么力量驱动板块运动

我们知道，任何物质产生运动必须要有力的作用，这是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有些同学也一定会提出这样

的问题：“是什么力量驱动地球上又重又大的板块作大幅度、

持续的运动呢？”

地球上板块在什么力的作用下产生运动的问题已有多种

见解，并且争论了多年，但至今没有定论。

自从海底扩张理论问世以后，有人提出了地幔对流的假

说，认为地球好像是一个未煮熟的鸡蛋，地壳就是鸡蛋壳，

地幔就是蛋清，正是地幔物质提供了大陆漂移的动力。由于

上地幔物质内部，热量的不均匀分布和物质密度的不同，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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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导致对流运动的产生。什么又是对流呢？举个例子来说

吧。当一锅水沸腾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中心

部位的水向上流动，然后再流向四周，而四周的水在底部又

向中心部位涌来，如此循环，形成了锅中水的对流。所以，

简单地说，对流就是物质的一种循环流动。与此相仿，处于

高温溶融状态的地幔物质也是这样，大洋中脊开裂处就是地

幔物质的出口处。前面已经讲述过，当熔融岩流从开口处涌

出之后，低温海水使它冷却凝结成新洋壳，然后又推动老洋

壳运动，遇到大陆地壳阻挡时，便俯冲下去，重新熔为岩

浆。大洋中脊是地幔流的上升流部位，深海沟是地幔流下降

部位，中脊与海沟之间为平流运动区，这就是地幔对流的模

型。这一现象在大陆地壳底也同样发生。当然，板块运动十

分复杂，影响因素很多。目前尚未有直接的证据说明这种对

流的存在，仅是一种推断的理想模式。

但是，也有些科学家对地幔对流在理论上是否存在表示

怀疑。他们认为，地幔是固体，不能产生热对流，而热只能

靠传导来传递，就像对铁加热一样，不可能产生对流。因

此，用地幔热对流解释板块驱动力存在一定困难。也有些科

学家认为，既然大洋中脊和上升岩流是相互依存，洋中脊是

上升岩流的出口，有上升岩流的地方才有洋中脊，那么洋中

脊应该是连续分布的。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地质学家发现

洋中脊并不是连续分布，而是形成阶梯的形状，因此，就产

生了这样的疑问：上升岩流怎么可能严格地随阶梯形的洋中

脊转向呢？此外，洋中脊也不是固定在上升岩流位置，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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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移动着。比如，非洲板块几乎被洋中脊包围，由于海

底不断扩张，使得非洲板块不断增大，两侧洋脊的距离正在

变大。科学家们还发现北太平洋的阿留申海沟，洋壳的岩石

年龄越来越小，这与传统的热对流模型背道而驰，这又做如

何解释呢？

七十年代以来，关于板块驱动力的问题又有了新的进

展，其中最重要三点是强调了重力作用。

热点———地幔柱系统被认为是七十年代板块构造学说驱

动力理论的新进展，它是由普林斯顿大学的地球学家摩尔首

先提出来的。这一理论认为，在地幔中形成许多 “热点”和
“热柱”，把岩石圈拱起，形成圆丘，圆丘相连成为大洋中

脊，使岩石圈板块由洋脊向海沟倾斜，在重力作用下产生滑

动，推动板块与板块碰撞，发生俯冲。

哈帕认为，板块是由洋中脊向两侧滑动，是由板块前缘

冷却、加重、下沉引起的。据他计算，下沉拖拉力比中脊的

推挤力大７倍。

福赛思和只田诚也认为，板块运动是八种力综合作用的

结果，其中主要是当板块俯冲时，板块向下的拉力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板块运动的动力之谜，至今尚未完全揭开，相信总会有

一天，人类一定会解开这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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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个巨大的热库

在严寒的冬季，大地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当你在雪地行

走时，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走着走着，雪层逐渐变薄，

甚至消失，并传来了潺潺的流水声。仔细一看，原来有几股

冒着热气的水流从地缝中涌出，向低处流去。水面上热雾弥

漫，流水两侧长满绿色的野草，显现出一副 “雪地绿洲”的

动人景色。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温泉。

地下为什么会有温泉，是谁给它加热了呢？原来这是大

自然赐给人类的恩惠。

经过人们多年的观测和研究，发现地球是个巨大的热

库，它蕴藏着无穷的地热，它是火山、温泉、地震和地壳运

动的主要能源。有人曾做过这样的估计：如果把地球上储存

的全部煤炭燃烧时放出的热量作为１００，那么石油为煤的

３％，目前能利用的核燃料为煤的１５％，而地下热能的总量

则是煤的１．７亿倍！地球内部的巨大能量来源地哪里呢？

关于这个问题，在科学界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目前一般认

为，地热是地球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地球演化

发展的能量，既有外来能，也有地球本身的内能，但是起主

导作用的是地球的内能。地球内部含有许多放射性元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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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放射性物质在蜕变时发生核反应而释放出能量。地球内部

的放射性元素常见的铀、钍、钾等。在整个的地球历史中，

放射性元素已释放出巨大的热量。

我们知道，地球表层温度通常是随着外界温度而变化，

但到达一定深度，其温度不再变化，这一深度叫常温层。常

温层的深度因地而不同，大致是中纬度比赤道和两极深，内

陆比沿海深。在常温层以下，地温随着深度逐渐增高，平均

每深１００米，温度增高３℃。但在地壳１５公里以下，地热

增温率就逐渐减小。据测算，在地表以下１００公里深处，温

度可达１，４００℃－１５００℃。因此可以说，地球内部是个温

暖、炎热的世界。冬天到过黑龙江省的人，无不对那里千里

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最冷的时

候，气温能下降到零下四、五十度。但是就在这样严寒的季

节里，鹤岗煤矿的工人在３００多米深的井下作业，不需要任

何取暖设备，也不必穿棉衣，因为井下温度始终维持在

２０℃以上，美国有一个金矿，人们发现，随着开采深度的增

加，地下的温度越来越高。当矿井达６００米深时，井下温度

上升到４２℃。

地热释放的一种最经常的形式，是地热通过传导从深度

向地表放散。虽然这种流量很小，平均每平方厘米每秒只有

１．４４微卡 （１微卡即百万分之一卡），不易被人察觉，但整

个全球地表一年热流总量相当于燃烧３００亿吨煤放出的热

量。当地表水下渗受热，或是地下水与炽热的岩体相接触，

就变成了地下热水或蒸汽。如果地下热水沿着断层或裂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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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地表，则形成多种形态的温泉、热泉、间歇泉、沸泉、

热水湖等。

地壳中地热分布是不均匀的。从已发现的高温地热区

看，绝大多数分布在板块的边缘地带。例如喜马拉雅地热带

是环球性地热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大陆上发现比较晚

的第三纪构造带。这个地带地壳不稳定，地壳内部的热能易

于从这些薄弱地带传到地表，因而地热能比较丰富。这个地

带测有水热爆炸１０处，高温间歇泉３处，沸泉３０多处以及

众多热泉，其中著名的半八井地热田就位于这个地带。半八

井位于拉萨西北９０多公里，念青唐古拉山南麓的狭长盆地

中，是我著名的地热田。这个热田的面积为６．８平方公里，

主要热储埋深２００米之内，温度１４０℃－１６０℃，最高达

１７１℃，喷高达３０米，地表有成千上万的热水泉眼，整个热

田发电潜力约为８万千瓦。喜马拉雅地热带是我国大陆上勘

探开发地热能源最有远景的地区。除此以外，我国的东南沿

海和云南也是地热丰富的地区。

地热，作为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一种能源，在今日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人类对地热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发展很

快，在地热能的合理开发利用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尤其是

在能源日趋紧张的今天，地热是一种取之不尽的能源，又是

一种清洁的能源。它对于发展生产，改变能源结构，减少城

市公害等，都有重要意义。

地热发电具有成本低、清洁、消耗燃料少的优点，受到

了世界许多国家的重视。目前，在美国、俄罗斯、日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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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意大利、墨西哥、冰岛等十几个国家都建立了地热电

站。我国近二十年来，地热发电也取得一些进展。１９７０年，

我国在广东丰顺县建立了第一座地热电站，功率为１００千

瓦；１９７７年，在西藏羊八井建成了功率为１，０００千瓦的地

热电站；二十多年来，我国还先后在河北怀来、江西宜春、

湖南宁乡、山东招远、辽宁熊岳等地，先后建成了试验性地

热发电站。

利用地下热能采暖，可以为农业和建筑物提供取暖热

水，冰岛在此方面收到较大效益。冰岛全国７０％的人口利

用地热采暖，首都雷克雅未克全部利用地热采暖，市内空气

清洁，素有 “无烟城市”的美称。冰岛人民在温室中种植蔬

菜、水果、花卉、尽管冰岛接近北极圈，人们也可以吃到自

己种植的热带水果。

此外，利用地下热水采矿、医疗等，也有重要意义。因

此，利用地热为人类服务具有广阔的前景。

重见天日的庞贝城

公元７９年８月２４日下午１点多钟，南欧意大利首都罗

马东南方的维苏威火山突然大爆发。山顶喷发出滚滚浓烟、

火山灰和无数火星，同时喷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温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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