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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造地貌学已经从经验科学迅速发展为高技术武装的现代科学。本文在分析相关文献的基 

础上，论述了构造地貌学的特点、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回顾了在中国的研究进展，最后提 出了构造 

地貌学今后的研究动向。 

关键词 ：构 造地 貌学 ；研究进展 ；研究动 向 

中 图分类号 ：P512．31 文献标 示码 ：A 文章编号 ：1000—0844(2006)03—0280—05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ectonic Geomorph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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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ctonic geomorphology has been rapidly developed from experiential science to modern 

science with high techniqnes．Based On analysis of relative documents，the characters。contents。 

research methods of this learning branch are presented，and its research progress in China is re— 

viewed and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Finally，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tectonic geomor— 

phology iS discussed． 

Keywords：Tectonic geomorphology；Research progress；Research direction 

O 引言 

构造地貌学是地貌学的主要分支之一 ，是研究 

地球内力作用形成的或直接受地球内力作用控制的 

外力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形态特征及其发生、发展、结 

构和分布规律的科学L1]。构造地貌学最初是为了总 

结构造与地貌的对应关系，即研究地质构造受外力 

剥蚀后形成 的地貌 ，称为静态构造地 貌(Structural 

Geomorphology)或次生构造地貌，如背斜山、向斜 

谷 、向斜山、背斜谷 、单面山等。后来随着新构造运 

动的研究 ，构造地貌学加强 了对 构造运动形成的地 

貌研究。它们的形成和分布与地壳构造运动的方 

向、受力方式有关，比如构造运动隆起形成的山地、 

台地和构造运动凹陷形成的平原、盆地等，或者构造 

运动把已经形成的各种地貌加以改造，或者断层两 

侧块体受断层运动影响而派生的各种地貌等，称为 

动态构造地貌或活动构造地貌L2](Active Tectonic 

Landform)。 

从上世纪末 以来 ，构造地貌学的研究发展很快 ， 

不断引进新技术、新方法，正从传统的经验型学科转 

变为定量和半定量的现代科学领域。本文在分析总 

结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论述了构造地貌学的 

特点、内容、方法 ，回顾了中国构造地貌学 的研究历 

史与进展 ，并对今后的研究方 向进行了展望。 

1 构造地貌学的任务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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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地貌学 的主要研究任务是研究构造地貌 测量、航片与卫片解译 、大地变形测量、地球物理勘 

(包括相关沉积)的形成过程与发育规律，并借此反 探、模拟试验、计算机分析与制图、测年方法的应用、 

推在一定的构造应力场作用下的地壳运动特征，解 实验室分析等。 

决实际应用 中的问题口 。例如在 工程 建设 、资源 有 #羼 

环境 、地震预测和评价等方面构造地貌学有重要 的 。～  

ITI 在解放前就已经有 中外学者对我国的构造地貌 

构造地貌学 的主要研究~-W--q ：①分析 由内力 进行了一些零星的研究 和观察。新 中国成立后 ，我 

作用造成的地貌形态和各种地貌面变形及其反映的 国的构造地貌的研究主要分为五个阶段 ： 

构造活动状况；②研究各种地貌体在构造运动的作 首先建国后至 1957年这一阶段着重研究中国 

用下，在三维空间上有规律地排列组合，这种组合可 地貌的表现、差异、形成、发展以及和新构造运动的 

以反映地壳运动与构造应力场特征；③研究在多期 关系。对新构造类型、新构造和地震的关系等进行 

构造运动的作用下同一地貌体内新老地层之间，或 了初步研究，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中国科学院第一 

者新老地貌体之间的层次组合，这种组合的空间差 次新构造运动座谈会发言记录和中国第四纪委员会 

异再配合年代测定可以揭示构造运动和应力场的变 第一届学术会议有关的新构造运动的论文中。 

化和迁移情况。 从 1958年至 1966年这一阶段结合生产和科研 

2构造地貌的基本研究方法 磊羹 票 嘉 
构造地貌学建立的研究方法 的本质是 ：通过研 造运动特点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进行 了中国地 貌区 

究各种标志面或标志层的变形和错位来判断它们所 划工作。例如新疆综合考察和青藏高原考察，西部 

反映的地壳变形与错位，以及分析地表起伏形态、外 地区南水北凋的综合考察，云南热带资源综合考察 

动力侵蚀 、堆积强度等 的相应变化作为佐证 ]。具 等。这一时期还编制 了 1／1000万中国新构造图。 

体的研究方法有： 从 1966年至 1980年这一阶段发生了许多地 

(1)研究地貌面(河流阶地以及夷平面)的变形 震。为了配合地震预报工作，在新构造运动的定量 

与错断，包括层状溶洞和岩溶期 的研究 。这些标志 研究 、应力场研究、新构造和深部构造关系等方面以 

性地貌面是研究构造隆升 的重要材料，每一级这样 及全新世活动构造等方面都进行 了研究。二十世纪 

的地貌面都代表一次地壳抬升、外力下切侵蚀的结 80年代以前的中国构造地貌学的发展已由王乃棵 

果。夷平面代表地壳长期处于稳定环境，外力剥蚀 等做了系统阐述L3]，通过在对以前构造地貌研究状 

夷平面使地表达到了准平原的状态。一般最新一级 况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初步将构造地貌学确立为地 

夷平面的时代是山地隆升的下限，其高度大致反映 貌在内动力作用下形成机制的规律性概括，把构造 

隆升幅度 。河流阶地则反映了隆升过程中的一些细 地貌学确立为研究构造与地貌关系的一门地貌学重 

节和特征 ，阶地纵剖面图的变形和错断对构造活动 要分支学科 ]。许多成果在第一次构造地貌学术讨 

有较好 的反映。根据阶地的结构、形态、变形等可以 论会上得到反映。 

推断褶皱构造、断裂构造的活动时代、次数、平均速 第四个阶段是上世纪 80年代以后至 90年代中 

率、间隔时间和幅度等。 期，构造地貌学进展集中体现在依据构造尺度和板 

(2)分析构造活动所引起的沟谷与坡地形态 、 块构造所做的构造地貌划分和构造地貌应用方面的 

沟谷切割深度和河床比降等的变化，分水岭的迁移、 研究，构造地貌学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这一时期国 

水系格局变化，各种外动力、包括坡地过程、喀斯特 家地震局和新疆维吾尔族 自治区地震局还进行了综 

过程等作用强度的变化等。 合专题研究和大比例尺活断层填图 ]。此外在活 

(3)洪积扇的形态与组合。 动断层的活动性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发现断层活动 

(4)研究新地层 的变形 与错位 ，分析新地层 的 有逐渐传递的现象[83。对构造地貌的发育和构造应 

沉积相与厚度。例如河漫滩二元结构面的高度变化 力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地貌对构造应力场有 

研究。 很好的反映 ]。活断层与地貌发育、活动构造地貌 

(5)进行专门的构造地貌制图和形态测量。 模型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组织开展了中 

采用的技术手段主要有野外实测、GPS定位与 国主要活断层习性对 比研究(国际地质对 比计划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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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项 目)，出版 了中国活断层 图集 ，总结 了中国多 

条活断层 的活动习性特征L1 。开展 了有关古地震 

与地震复发与危险性的评估u钉。 

进入九十年代，韩慕康认为构造地貌学是介于 

地貌学、地球动力学和构造地质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 

构造地貌研究对象是由新构造运动直接形成 的动态 

的、积极活跃的地貌Le]。构造地貌学真正地成为了 

地学领域 中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在引用板块 

构造理论 阐述 中国构造地貌的轮廓、形成机理和区 

域分异等方面进行了尝试n 。同时新 构造与构造 

地貌应用于地震预测、工程建设等方面的研究取得 

了新进展_】 。 

第五个阶段是 1994年至今 ，在新技术的应用、 

挤压构造地貌 ，构造与气候关 系等方面有许多新的 

成果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技术的应用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高精度仪器(GPS、VLBI、SLR)在研究中得以应 

用n ；空间测量精度提高为测量断层 的位移提供 了 

高精度的测量数据 ；利用现代雷达干涉技术获得 

区域性 的运动位移场数据[1 ；利用数字化 的地震记 

录，来得到几秒至几分钟 内的包括断层位移在内地 

面位移数据 ；利用电阻率扫描技术研究活动断 

层[1 ；使用仪器对活动断层进行三维观测[1 。另 

外，可视化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网络技术的应用促 

进了构造地貌学的应用、传播和成果共享[1 。 

(2)河流地貌和构造运动关系的研究 ：这一研 

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其中河流阶地与构造的关系 

研究的非常多，主要表现为研究阶地变形与构造活 

动的关系和恢复河流发育历史等方面[2 。如对黄 

河[2 、长江[9 以及其他干旱区流域[zz-z3]河流阶地 

的研究为这些 区域的构造活动提供 了重要 的证据 。 

此外河流纵剖面 、沉积物和洪积扇也是重要的研究 

内容。对贺兰山冲积扇的研究表明，冲积扇的形态、 

规模、地貌、结构等不仅受流域特征、山地起伏、气候 

的影响，而且受新构造等的影响[2 ，同时确定了被 

构造和侵蚀基准面下降控制的洪积扇在长宽比、展 

开的角度等方面的不同特点[2 。断层活动引起的 

河流累计偏移也被用来恢复活动构造区的构造发育 

历史 。另外水系密度分析法被用于研究渭河盆 

地隐伏基底构造的最新活动特征 。 

(3)构造地貌发育的模式和模型研究：对挤压 

构造地 貌 形成 机 制和 演化模 式 方面 有 了很 多研 

究[1]，例如建立 了挤压隆起 山地边缘不对称地堑发 

育模式等 。另外在四维地貌模型方面也进行了 

研究[2 ，即对地貌的三维空间形态随时间维演化 的 

模拟。 

(4)年代学方面：出现了根据砾石风化圈厚度 

估算地貌年龄[3 ，以及宇宙核素测年[3妇等新的方 

法 。在黄土高原区可以利用覆盖在地貌体或沉积物 

之上的黄土古土壤序列 ，间接地确定某些地貌沉积 

体的形成年代 。另外出现 了构造气候旋 回年代 

学拟合方法，即在假定河流阶地所在地区最高一级 

阶地形成以来以稳定速率抬升的基本前提下确定河 

流阶地形成时间的上 限，然后在反映气候变化的深 

海钻孔氧同位素变化曲线选取对应的时段，并按照 

阶地级序和拔河高度与 6 。反映气候变暖的峰值 

年代进行线性拟合，选取相关系数最高的年代为阶 

地下切的年代，获得不同阶地 的形成时代与阶地拔 

河高度的统计关系[3 。 

(5)海岸区的构造地貌：综合考虑新构造运动 

和全球海面变化与海岸带地区地貌发育的关系 ，然 

后根据现代地貌面、海岸线和相关沉积等所反映的 

海面变化与全球海 面变化的对 比，可以推算沿海地 

区的新构造抬升速率 。 

(6)活动断层和活动褶皱 方面：利用土壤气体 

组成成分来作为研究工具，结合野外调查对 比利牛 

斯山脉一处的活动断层进行了研究[：I ，开辟了新的 

研究方法。我国主要是对西北地区的一些活动断层 

进行了研究 ，查明了它们的活动规律。活动褶皱 

方面对北天山的活动褶皱和地震方面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3 ，获得了这些褶皱的变形特点与活动规律。 

(7)构造分期和构造与气候关系方面：对亚洲 

形变与全球变冷关系的探索研究认为新生代晚期亚 

洲形变强烈与全球气候变冷可能有关 系[3引。3 Ma 

以来的新构造运动被分为三个主幕、七个亚幕和 四 

个旋回、八个亚旋 回，将气 候变化共分 为八 个旋 回 

组，并将气候一构造旋回分为八个旋回组 。同时 

发现火 山活动与 构造 活动相关 ，多 数发 生在 间冰 

期 。 

(8)应用方面的研究：除了传统的找矿、工程建 

设、地震预测等方面的应用，近几年逐渐扩展到了对 

新构造对土壤的形成 、分布及特征 、水土流失 的影 

响 卜 J和新构造运动对水资源环境的运移，分布， 

水文地球化学性质等 的影响方面。 

(9)青藏高原方面：在利用精密水准复测资料 

定量计算现代青藏高原上升速率 等方面作了有 

益的尝试，这使构造地貌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前进 

了一步。夷平面的特征、形成方式和形成所需 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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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等基本问题被系统总结 ，认为夷平面是确定高原 

隆升的时间和幅度的相对可靠的根据 。 。青藏 

高原的隆起对大气环流产生巨大影响 ，认为在第 

三纪末期青藏高原以高原面计算海拔不过 l ooo m 

左右，只是在第三纪末和第四纪初高原强烈上升，高 

原上升到 2 000 m 以上 ，是东亚季风稳定形成的时 

期 ，强大的西伯利亚 一蒙古高气压在冬春季节驱动 

强劲的西北风，以黄土高原南的边沿山脉为屏 障接 

纳了来 自戈壁荒漠的黄土粉尘堆积。最能说明高原 

隆起的是兰州附近的黄河阶地。近年的研究表 明， 

黄河是 1．6 Ma才 首次 于兰州盆地 出现的，在 1．1 

Ma在上游切穿积石峡 ，在下游切穿三门峡，终于完 

成了黄河的上下贯通，这次地壳运动被称为黄河运 

动[4 。这是青藏高原在早更新世 的又一 次强烈隆 

升，黄土高原则开始了离石黄土堆积，表明环境的又 

一 次巨变 。这一类研究把地貌演化与岩石圈运动和 

大气环流变化联系起来，是构造地貌研究的重要发 

展。 

(10)理论方面主要进展如下 ：新构造应力场的 

作用。不同性质的应力作用可以形成相应的构造地 

貌格局，在多期应力场的作用下，可见不同力学性质 

的构造地貌形成或叠 加在 同一地 区。深部构造、包 

括基底构造的差异活动、地壳厚度的显著变化 ，上地 

幔隆起等的作用。它们控制着大型或巨型地貌的形 

成。地壳介质物理力学性质的差异作用。同样的压 

应力作用下，塑性介质地区将形成长轴与主压应力 

方向直交的隆起高地与断、凹陷盆地构成的各种弧 

线型地貌格局 ；而刚性介质区形成升降断块相间的 

棋盘格形或菱形格局，在刚塑性介质混合地区，则形 

成复杂地貌。 

4 研究动向 

可以看 出构造地貌学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正在从经验科学发展为高技术武装的现代科学 。今 

后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 ： 

(1)地表与 地下 深处研究相结合 ，与石油勘探 

和地震研究等部门相联合，将地表构造地貌与地下 

深部构造以及地球物理反映相联系，讨论它们之间 

的关系。 

(2)由定性 到定量 ，应用数学方法(概率统计、 

分形等)、测年方法和野外调查方法获取定量数据 ， 

提高构造运动的幅度、速率、周期等精度。另外应用 

GPS等技术可以获得精度较高的地壳形变的速率 、 

幅度等资料 。 

(3)由静态向动态发展 ，由三维到 四维研究构 

造地貌的演化和发展特别是地貌突变部位和在活动 

断裂和构造升降应力集 中点的表现 ，以及对构造 地 

貌的动态模拟等。 

(4)野外观察测绘与实 验模 拟都应 进一步 加 

强 。 

(5)加强构造分期的研究。与气候序列的研究 

相 比建立构造分期序列的研究显得薄弱 ，特别是无 

法进行大范围对 比。 

(6)活动断层 与构造地貌的关系研究 比较 多， 

而与活动褶皱有关的构造地貌有待深入研究。 

(7)与气候变化、环境变化、全球变化相结合的 

研究 ，以及 自然灾害、资源等方面应用研究是今后一 

个重要的研究趋势。 

(8)重视新技术 、新方法的应用。加强 3S技术 

在构造地貌研究中的应用，同时应该大力学习考古、 

测量、地球物理和地质等学科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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