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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深层区域构造格架 
——系列解释之磁场格架 

彭  聪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037 

摘  要: 本文截取全球卫星磁场图、MF6 磁场模型(地壳磁场在地球表面的垂直分量图)、磁性地壳厚度图

和岩石圈磁场图, 获得中国大陆及其邻区岩石圈地球物理场特征。简要探讨了中国大陆深层区域构造格架   

——系列解释之磁场格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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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Tectonic Framework of China’s Mainland: Serial Explanation of 
Magnetic Characteristics 

PENG Cong 
Institute of Mineral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Abstract: Magnetic maps of China’s mainland were cut out from the global magnetic anomaly map, NGDC, 

WMAM, MF6 model of GFZ-Potsdam (vertical component of the lithospheric magnetic field), magnetic crustal 

thickness and significant magnetic anomalies. This paper deals in brief with deep tectonic framework of China’s 

mainland as well as the magnetic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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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大陆卫星磁场特征 

国内学者对卫星磁场理论已经有成熟的探讨

(徐文耀等, 2008; 张昌达, 2008, 2009)。本文主要从
中国大陆深层区域构造格架研究目的出发勾画出中

国大陆卫星磁场格架。 
将地震构造图(Abdolazim, 2001)扣合在卫星磁

场图上, 中国大陆卫星磁场特征大的格架便一目了
然(图 1)。它和地质构造单元具有高度一致性, 至少
能勾画出 3级磁性单元。确定磁性单元边界依据: 沿
断裂连续分布条带状磁场、断裂带将磁场错断和磁

场展布方向的改变。磁性单元的划分依据: 磁场强

度、大面积平缓磁场、磁场展布方向的一致性, 这
些特征基本能反映盆地和造山带地壳磁性基底展布

范围和磁性强度差异。一般来说, 盆地具有强的平
缓磁场, 造山带磁场基本沿构造走向延展。几条明
显的磁条带, 如阿尔金、祁连山柴达木、阴山、秦
岭大别造山带, 隔开了几个有明显磁场强度差异的
磁性单元。中国大陆明显地可以分为东、西两大一

级磁场单元; 中国大陆西部又可划分两大二级磁场
单元: 阿尔泰、天山和塔里木强磁场区和青藏高原、
祁连山柴达木阿拉善弱磁场区 ; 中国大陆东部东
北、华北强磁场区和华南弱磁场区。三级磁性单元

和地质构造单元对应性也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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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大陆及其邻区卫星磁场图(据 Korhonen et al., 2007; 扣合地震构造图据 Abdolazim, 2001 等编制) 
Fig. 1  Satellite magnetic anomaly map of China’s mainland and its adjacent areas 

(modified after Korhonen et al., 2007; seismotectonic map after Abdolazim, 2001; et al.) 
粗白线-板块边界; 细白线-断裂带 

thick white line-plate boundary; thin white line-fault zone 
 

图 1 中国大陆及其邻区卫星磁场图据世界磁
场图截图编制。其中, 卫星磁场编制据 Korhonen et 
al.(2007); 断裂带编制据 Abdolazim(2001); 底图
大地坐标系为 WGS84(World Geocetic System)。源
于地球内核 (金属核 )的地球偶极磁场在赤道为 
35000 nT(nanoTesla, 纳特)至两极达到 70000 nT。
卫星磁场图(The World Digital Magnetic Anomaly 
Map, 缩写 WDMAM)显示了去除地球偶极磁场后, 
由地壳上地幔岩石磁性差异产生的磁场强度的变

化范围: –3700～8300 nT。 

2  中国大陆地壳磁场(MF6 模型)特征 

MF6磁场模型(德国波茨坦地学研究中心)是地
壳磁场在地球表面的垂直分量。垂直磁场强度由地

壳的整体磁性和区域变化引起, 这种长波长磁异常
具有稳定或缓慢变化特征, 磁场源大部发生在地壳
内部。它可以揭示许多地质特性, 如古地盾、沉积
盆地和俯冲带。将断裂带扣合在地壳磁场垂直分量

图(MF6)上和卫星磁场图(图 1)对比, 可以看到地壳
磁性单元和三级大地构造单元有明显的一致性, 使
我们勾画地壳磁性单元更加容易和醒目。如前所说, 
中国大陆磁场大致以东经 105°为界, 明显分为东

西两大一级磁性单元。东部磁场以秦岭大别为界 , 
又可明显看到 , 东北和华北磁场沿北东方向展布 , 
而华南磁场则沿东西方向展布。西部磁场沿北西方

向展布; 以阿尔金为界, 明显看出两侧磁场强弱差
异。具有磁性的古老基底的盆地一般为正磁场, 例
如塔里木、四川盆地。造山带一般对应断续展布的

正磁场带, 如著名的大兴安岭—太行山重力梯级带, 
由两侧断裂带锁定了一个北东向断续展布的正磁场

带, 可能是由于大兴安岭—太行山的磁性火成岩组
成。 

图 2 中国大陆及其邻区地壳磁场垂直分量图由
MF6模型截图编制。其中, MF6磁场模型编制据Maus 
et al.(2008); 海底年龄模型等时线和板块边界编制据
Müller et al.(2008); 断裂带编制据 Abdolazim(2001)。 

3  中国大陆磁性地壳厚度特征 

磁性地壳厚度图, 包括了磁化强度变化、火成
岩地壳的厚度和温度信息。将断裂带扣合在磁性地

壳厚度图上(图 3)和卫星磁场图(图 1)对比, 可以看
到磁性地壳厚度图和二级大地构造单元有可比性。

一般来说, 克拉通和稳定地块, 磁性地壳厚度较大; 
磁性地壳厚度大于地壳厚度 (地震测量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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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大陆及其邻区地壳磁场垂直分量图(据 Maus et al., 2008; Müller et al., 2008; Abdolazim, 2001 等编制) 

Fig. 2  Vertical component of the lithospheric magnetic field of China’s mainland and its adjacent areas 
(modified after Maus et al., 2008; Müller et al., 2008; Abdolazim, 2001; et al.) 

粗绿线-板块边界; 细绿线-海底年龄模型等时线; 细黑线-断裂带 
thick green line-plate boundary; fine green line-age of the ocean floor; fine black line-fault zone 

 

 
图 3  中国大陆及其邻区磁性地壳厚度图(据 Fox Maule et al., 2005; Abdolazim, 2001 等编制) 

Fig. 3  Magnetic crustal thickness of China’s mainland and its adjacent areas 
(modified after Fox Maule et al., 2005; Abdolazim, 2001; et al.) 

粗蓝线-地壳厚度(MOHO), 单位 km; 细黑线-断裂带 
thick blue line-crust thickness (MOHO), unit: km; fine black line-fault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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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大陆及其邻区岩石圈磁场图(据 Fox Maule et al., 2005; Abdolazim, 2001 等编制) 
Fig. 4   Lithospheric magnetic field of China’s mainland and its adjacent areas 

(modified after Fox Maule et al., 2005; Abdolazim, 2001; et al.) 
细黑线-断裂带 

fine black line-fault zone 
 
MOHO 界面)时, 说明岩石圈地幔顶部也有磁性, 这
种厚磁性地壳类型的地块有华北克拉通、扬子克拉

通、塔里木盆地和四川盆地。造山带磁性地壳厚度

有两种情况: 磁性地壳厚度较小, 中国大陆多数造
山带属于这种类型; 火成岩为主体造山带, 磁性地
壳厚度较大, 例如大兴安岭。 

图 3 中国大陆及其邻区磁性地壳厚度图据全球
磁性地壳厚度图截图编制。其中磁性地壳厚度图编

制 据 Fox Maule et al.(2005); 断 裂 带 编 制 据
Abdolazim(2001)。 

4  中国大陆岩石圈磁场特征 

将断裂带扣合在近地磁场综合模型上(图 4), 和
岩石圈磁场垂直分量图(图 2)对比, 都明显地反映了
岩石圈尺度的磁场变化。受中国大陆周边几个板块

的俯冲作用影响, 近地磁场综合模型 3(见图 4)中正、
负岩石圈磁场沿北东向展布特征更明显。一般来说, 
正岩石圈磁场对应磁性地壳厚度大的克拉通和稳定

地块; 负岩石圈磁场对应造山带。 
图 4 中国大陆及其邻区岩石圈磁场图据全球近

地 磁 场 综 合 模 型 3(Sabaka et al., 2000;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the Near-Earth Magnetic 

Field: Phase 3, 缩写 CMP3, 计算了岩石圈引起的磁
场, 15~42 阶)截图编制。其中岩石圈磁场编制据 Fox 
Maule et al.(2005); 断裂带编制据 Abdolazim(2001)。 

通过上面的探讨, 我们勾画出了中国大陆深层
区域构造格架——系列解释之磁场格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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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科学钻探金属异常验证孔(SP-NLSD-2)             
顺利终孔并通过验收 

 

2012 年 12 月 24 日, 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办公室会同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勘探
技术研究所 , 组织有关专家在江西省于都县盘古山科学钻探现场对南岭科学钻探金属异常验证孔
(SP-NLSD-2)进行了野外验收。专家组在听取了验证孔承担单位钻孔施工汇报并到岩心库、钻探施工现场进
行查验后, 对该钻孔的施工质量等表示满意, 并且对钻孔达到的科学目标给予了充分肯定, 对钻孔中揭露的
厚大矿体和找矿线索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认为是一口高质量的优质孔, 专家组一致同意终孔验收。 

南岭科学钻探金属异常验证孔的选址和设计, 是以成矿系列理论为指导, 参考了“五层楼+地下室”等
理论, 并结合了地质、地球化学、地球物理等多种探测技术方法和多种综合信息。钻孔的施工达到了预期目
标, 初步解决了南岭矿集区存在的科学问题, 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首先该钻孔完成了揭露矿集
区地壳结构的科学目标, 其次还揭露了根据地球物理等综合信息预测的深部隐伏岩体(该隐伏岩体的深部与
深部预测模型推测比较一致), 再次, 该钻孔揭露了隐伏的厚大矿体(视厚度超过 30 m)和新的矿化类型(破碎
蚀变带型矿化和岩体中的石英脉型钼矿), 最后, 该钻孔还在深部揭露新的隐伏矿化线索, 表明该区存在“第
二找矿空间”的可能。南岭科学钻探金属异常验证孔(SP-NLSD-2)的顺利终孔, 标志着南岭地区的深部探测
研究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 

该钻孔于 2012年 2月 8日顺利开钻, 经过近 10个月的钻探施工, 完成钻探进尺 2012.12 m(其中底部无
岩心进尺 6 m), 圆满完成了该钻孔 2000 m的设计孔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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