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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独立思考  自主创新(代自序)清代学者叶燮曾说：“唯有识，才能是非明；是非明，才能取舍定。
既不跟古人脚印，亦不跟今人脚印。
”这句箴言如果用在今天来指导科学研究，依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对于前人的理论，要准确地了解清
楚，分清其精华和糟粕，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扬弃，并根据自己观察和实验的结果，独立思考
，自主创新。
它对我一生的科学事业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从青年时期开始，就有喜欢思考、验证的习惯。
对一些认为值得怀疑的学术理论或观点，往往想到先去设法检验，或至少了解其有无充分事实依据，
才愿意相信和接受。
后来从事大地构造研究，正是由于这一习惯使我得到不少益处。
自19世纪后期以来，在地质学中，世界上最流行的有关地壳演化的理论为美国学者赫尔(J．Hall
，1859)、德那(J．D．Dana，1873)以及奥地利学者徐士(E．Suess，1885)相继提出并确定的“地槽一地
台学说”。
百余年来，这种学说一直流行于整个地球科学，被视为不需怀疑的真理。
根据这个学说，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向来被划为地台区，“中国地台”之名久被采用，并被人所深
信不疑。
我根据自己的长期观察与反复研究，结合对前人留下的大量资料的分析发现，这一地区在中生代中期(
两亿年前)之前，虽然经历过“地槽区一地台区”阶段，与槽一台学说的论点无异，但自中生代中期开
始，这个著名的“中国地台”上却先后不一地出现了新的情况：地壳运动转为强烈，尤以水平运动十
分显著为特色，出现了陆内造山作用，断裂、褶皱、逆掩、推覆等构造众多，形成了反差很大的构造
一地貌，高峻山脉与深浚盆地相间，出现盆一岭格局。
同时有大量岩浆活动和变质作用，带来了以富于有色金属为特色的矿产。
以“有色金属之家”著称于世的南岭，其矿产即主要在这一时期形成，其中不乏大至超大型矿床。
这一地区目前新构造运动强烈，地震多见。
有些地方，如黑龙江省五大莲池，200年前还有火山喷发。
所有这些，都不是地台区作为稳定区(克拉通)应有的特征，而显然是活动区(造山带)的典型标志。
这就使得槽一台学说难以解释，阻碍了人们对这一地区大地构造性质的正确认识，也就无法合理利用
、改造自然，有效地寻找地下资源和消减自然灾害。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准确地了解自然、掌握自然规律、服务生产、发展国民经济、为人类谋幸福。
如果能解决中国东部现阶段大地构造性质问题，更全面地认识这一地区的地壳发展史，从而有助于了
解其蕴藏的矿产特点和时空分布规律，更有成效地指导找矿，将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地质学
的发展作出较大贡献。
为此，我在中国各省有关地区进行野外考察及专题研究，收集第一手材料，并在参考前人资料的基础
上，于1954年确定了这一研究题目，结合教学工作开展科学研究。
经过两年时间的进一步补充观察、搜集材料和整理、归纳、对比、分析、推理，第一篇论文于1956年
发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国达全集（1-9卷）>>

内容概要

　　陈国达（1912&mdash;2004）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家一级教授，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国际
著名地质学家、大地构造学家、成矿学家、国际活化构造与成矿理论体系&mdash;&mdash;地洼学说原
创者及其国际性学派创始人、国际地科联（IUGS）矿床成因协会（IAGOD）矿床大地构造委员会
（CTOD）副主席兼构造&mdash;岩浆活化（地洼）学组主席。
 《陈国达全集（套装全9卷）》第一卷地洼学说的孕育&mdash;&mdash;中国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1932&mdash;1955年中英文论著）；第二卷地洼学说（活化构造及成矿理论）的初创
（1956&mdash;1960）；第三卷地洼学说（活化构造及成矿理论）的充实（1960&mdash;1977）；第四
卷地洼学说（活化构造及成矿理论）的拓展（1977&mdash;1992）；第五卷地洼学说的再创
新&mdash;&mdash;历史&mdash;因果论壳体大地构造学（1992&mdash;2005）；第六卷地洼学
说&mdash;&mdash;活化构造及成矿理论体系概论（中、英文版合卷）Diwa Theory&mdash;Outline on
Activated Tectonics and Metallogenic Theoretic System；第七卷活化构造成矿学；第八卷Works on Activated
（Diwa）Tectonics and Metallogeny Written in Foreign Language〔活化（地洼）构造及成矿理论的外文论
著（1956&mdash;2005）〕；第九卷科学思想与方法，科普作品与诗词（1933&mdash;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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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国达，比较著名的有中科院院士、地质学和大地构造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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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广东郁南、云浮两县地质考查纪略地质系四年级生于日前乘春假之便，由该系教授助教等率领，前往
郁南、云浮一带野外实习，现经返校，闻该员生等此次野外考察，期共六天，所至区域，有郁南连滩
墟附近及云浮乌石岭至县城一带。
前者为广东境内下志留统笔石层最初发现地点，亦即中国南部古生代下部地层发育最完整之处，在地
质学研究史上，负有不朽盛名。
后者为第三纪后期铁矿层及可供炼铁之石炭纪及二叠纪石灰岩出露地带：本省当局为钢铁厂原料供给
问题，对之极为重视。
连滩墟所在地点，为一广阔之间山平原，广约45km，长约倍之，作南北伸长，连滩适在南端，握罗定
江人平原之口。
此平原南与罗定红盆地相距甚近，或即为西北边缘之一部：两者之间，至今尚有若干处红色岩露头可
为其昔曾相连之遗迹也。
平原四周，均环以龙山系岩层所成高山，高度多在二三百米以上。
境内则除少数红色岩系所成低丘以外，尽属平坦之近代冲积层。
因此平原土壤之肥美，遂有大量谷类之出产。
惟以人口稠密之故，粮食尚需仰给外来。
罗定江自罗定北流入境，再北行30km而会西江，沿江除若干间山平原外，余皆高山丛岭，故富于弯曲
萦回，峭崖狭谷之美景。
但水急滩多，地形演进，尚在少年时期，是以流水虽四时不竭，仍少航行之利，从南江口至连滩间，
仅可行走极小之船艇而已。
每年七月至九月雨季期内，江水骤涨，当最高时，不独连滩墟感受其患，即平原边缘部分之山麓梯田
，亦有波及，其泛滥之高度，。
可想而知。
连滩平原之造成，当必以泛滥时沉积之沙泥为主要原料。
至缭水之后，流水复浅，且将一部分沉积物切割而去，造成高1-2 m之梯地。
“连滩笔石页岩”出露于连滩墟西文头山东麓一小谷中，为深灰色之薄层页岩，内含笔石化石甚丰，
而以单笔石为最，如Spirograptus spiralis Geiuits，Spirograptus tufticulatus Barr，Monograptus gregarius
Lapw．等，皆其主要者也。
自此等化石发现之后，龙山系之年代问题，已略有解决途径，盖发育于西江与连滩墟间之龙山系地层
，依岩石性质之不同，原可分为三部，下部为变质颇深之砂岩页岩，盛见于南江口以至逍遥口之间，
中部为出露于龙岩一带之变质石灰岩，上部为灰色至灰黑色薄层页岩，此即文头山所见之笔石页岩也
。
据本校前地质系主任张席裎先生对此等笔石种属鉴定结果，龙山系上部诚可归诸志留纪前期，与英国
之Valentian上部相当。
至于中下二部，则因未见可供鉴定之化石，未能确定，惟据其对笔石页岩之层位关系，中部似可与中
国中北部之奥陶纪石灰岩相比较，下部则疑为寒武纪之产物。
文头山一带山岭，呈NE-SW向延长，略与龙山系岩层之大致走向相合。
谓其为岩层走向影响之结果，实无不可。
岩层倾角不大，多在35～37度间，向南65度东倾斜，自文头山起，北至龙岩一带，大致均属如是，造
成一倾向SE之单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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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达全集(套装全9卷)》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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