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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冲绳海槽及其邻域的磁性基底与地壳结构

林长松 王松才 王 英

5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

海底科学重点实验室
,

杭州 6� 77� �8

摘 要 研究区域的基底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

& 9
、

∋ & & 和 ∋ & 向基底大断裂宏观上

构成和控制区域地质构造的基本格架 : ∋ +
、

∋ ∋ 9 和 ∋ 9 向断裂多为张扭性平移断

层
,

它们对基本格架起强烈的分割破坏和错断作用
,

形成和控制次一 级区域差异性的

构造运动和岩浆活动特征
/

东海陆架边缘隆起带磁性基底埋深一般为 6 一 ; < 2
/

基底 由前中新世 变质岩系

及不同时期形成的火成岩类组成
/

地壳厚度为 � ; 一 � = < 2
,

为大陆地壳
/

南冲绳海槽盆地磁性基底埋深一般为 > 一 ? < 2
,

可划分出 ; 个次一级盆地
/

基底

极可能由前中新世 以来海槽张裂运动所形成 的玄武岩层或部分变质岩系组成
,

靠近

陆坡坡脚处可能包括前第三 纪 的老地层
/

地壳厚度为 巧 一 � 7 <2
,

地壳为亚 大洋型
/

关键词 基底断裂 磁性基底 地 壳结构

� 引言

冲绳海槽是一典型的弧后盆地
/

由于它地处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相互作用的过渡带

上
,

具有独特的地质内涵
,

因而受到诸多地学工作者的关注
,

尤其南冲绳海槽 由于是冲绳海槽

构造运动最为剧烈的区域而备受重视
/

国内外一些学者曾基于少部分地震剖面和地磁剖面
,

对南冲绳海槽的沉积建造
、

地壳结构和断裂构造等作了一定程度的研 究 ≅‘一 ; Α
,

但相对于整个

冲绳海槽而言
,

南冲绳海槽的地球物理研究是最为薄弱 的
,

这可能是 由于缺乏详尽全面的资

料
,

因而难以作系统的研讨
,

留下某些空白与不足
/

!7 年代中期
,

我们首次在该区域获得较大

面积
、

详尽系统
、

高精度的海洋地磁和重力资料及地震资料
,

从而为较系统全面的探讨提供了

基础
/

本文拟通过重磁及其位场转换资料
,

并结合其他地质
、

地球物理资料
,

重点对南冲绳海

槽及其邻域的磁性基底埋深与基底断裂系统分布
、

基底性质
、

基底构造特征以及地壳结构等作

更深入的探讨
/

本文于 � ! ! =
一

7 !
一

� = 收到 :修改稿于 �! ! !
一

7 >
一

�� 收到
/

第一作者简介
Β

林长松
,

男
,

>� 岁
,

副研究员
,

从事海洋地质
、

地球物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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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底断裂构造

根据重磁异常区域特征差异的分界线
、

异常梯阶带
、

线性异常带
、

串珠状异常分布以及异

常带被扭曲
、

错断与突变等特征
,

可基本推断基底断裂的分布状况 :此外
,

结合磁异常的化极
、

延拓 5图 �
、

� 8
、

异常的位场转换以及方向导数求取等
,

可直观地反映和确定不同方向断裂的分

布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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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地磁异常【△Ε 一 5
Φ ∃ 8〕图

如图 6 所示
,

该区域断裂非常发育
,

初步确定了各种规模的断裂近 ;7 条
,

依据其走向可分

为两组
Β

一组为 & Γ 5或近 & Γ 8向
、

∋ & & 向及 ∋ & 向
,

另一组为 ∋ +5 或近 ∋ +8 向
、

∋ ∋9 向和

∋9 向
/

前一组为张性正断层
,

沿各构造带的走向展布
,

该组基底大断裂宏观上控制和构成南

冲绳海槽及其邻近海域地质构造的基本格架
/

后一助 多 为张扭性平移断层
,

对测区的基本格

架起分割破坏和错断作用
,

切块分割各构造带
,

形成和控制次一级构造区域各具特色的构造运

动和岩浆活动
/

�
/

� & 9 5或近 & 9 8向
、

∋ & & 向和 ∋ & 向断裂

该组断裂沿区域主构造线方向展布
/

其性质均属正断层
,

其中不同构造带之间的边界断

裂
,

以规模大
、

延伸远
、

落差大为特点
,

并对各构造带的沉积厚度
、

岩浆活动
、

构造发展等起 明显

的控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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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 ∋ 9 向断裂的分割作用
,

该组断裂在不同的次一级构造 区块展布方向有所不 同
,

大致以近 ∋ + 走向的仲 神断裂 5延 向 日本仲神岛
,

断裂编号 � � 为界
,

其 西为一组  ! ∀或近
 # � 向断裂

,

往东至走 向为 ∃ ! 向的宫古断裂带 ∀断裂编号% �之 间
,

断裂走向为 ∃   向 &宫

古断裂带东北
,

断裂走 向则为 ∃  向
∋

∀ (� 区域性基底大断裂主要有陆架边缘隆起带西北缘边界断裂∀断裂编号 ) �
、

陆架边缘隆起

带东南缘边界断裂 ∀断裂编号∗ �和南冲绳海槽东南缘断裂∀断裂编号+
、

% �
∋

它们两侧的重
、

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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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貌
、

特征异常组构截然不同
,

两侧的地壳结构
、

基底构造特征亦不同
,

属 区域性基底大断裂
/

它们分别控制了陆架边缘隆起带
、

冲绳海槽和琉球岛弧的发育
/

后面拟作进一步阐述
/

5�8 其他二级和三级断裂主要分布在南冲绳海槽区域和陆架边缘隆起带上
,

尤其在海槽区

非常发育
/

它们的规格均较 小
,

一般延伸数十千米至上百千米
/

磁异常经上 延 �7 <2 5见图

�8
,

它们的构造形迹一般趋于消失
,

可见它们的作用是有限的
/

它们的形成时代一般较晚
,

且

仅局部区域性地控制基底构造运动
/

�
/

� ∋ + 5或近 ∋ + 8向
、

∋ ∋ 9 向和 ∋9 向断裂

该组断裂在区内发育和分布广泛
,

在重
、

磁异常图及其转换异常图上均有明显反映
,

其中

许多断裂在磁异常向上延拓 �7 < 2 之后
,

仍有明显显示
,

且往往延伸 �77 一 �77 <2 或更长
,

可

见其影响之深远
/

它 们多属张扭性平移断层
,

以东北盘或东盘北移
、

西南盘或西盘南移滑动的

左旋平移断层为主
/

它们对东海陆架边缘构造带和南冲绳海槽构造带的东西分块和差异性运

动起 明显的控制作用
,

其中最醒目的断裂为宫古断裂带5断裂编号% �
,

它也是东海一条十分重

要的 ∃ # 向断裂
∋

结合邻区资料〔,〕发现
,

它向东南方向切割了琉球沟 一弧系
,

向西北直抵东海

陆架盆地西缘断裂
,

延伸达数百千米
,

是东海微板块
“

南北分块
”

的重要断裂之一
根据重

、

磁场的区域分布特征
、

基底组成
、

盖层发育
、

构造运动
、

断裂分布和岩浆活动的区

域性特点及其差异
,

拟将该研究区划分为东海陆架边缘隆起带
、

南冲绳海槽盆地和南琉球岛弧

隆起带 − 大区域地质构造单元 ∀见图 − �
,

后面拟作进一步阐述
∋

− 磁性基底埋深分布与基底性质

根据地磁 △. 异常转换得到 △/ ( 异常 ∀见图 0�
,

在此基础上计算了研究区的磁性基底埋

深值
,

其埋深分布状况如图 1 所示
∋

磁性基底界面通常反映基底变质岩系或火成岩系顶面起

(/2 ∋  
/3 ∋

∃ 咬咬咬咬咬 (((

氮氮
必必

444444444 54

壑壑壑壑
55555555 0 6 6 二 杯杯

娜娜脚脚
丫丫卜卜卜卜) 脚脚 特 龟龟 77777

8888888移 二9 9

一一
口口口口

6666666666666666666

扩
,,,,

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

七七七七七二88888888888
((((((((( (志(((((((((((

钾钾钾钾
仪 刁刁刁刁 ·

鲍鲍
游游游游游游游游

图 1 基底断裂分布及构造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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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变化的状况
/

计算磁性基底埋深时
,

往往对异常采取适当的滤波处理
,

以消除一些孤立的
、

局部的磁性体异常的影响
,

但仍会有一些贯入基底或盖层
,

以区域性磁场相差较大的
“

剩余
”

异

常存在
,

这样
,

在一些区域
,

特别是火成活动区
,

这些残留下来的
“

基底 内效应
”

仍会反映到磁性

基底图上
/

研究区磁性基底埋深分布具有 明显的分区
、

分带的区域性特征
/

各区带内的不同区块 磁

性基底分布又有一定的差异
,

这种差异显然与上述的基底断裂 的控制作用密切相关
/

全区磁

性基底埋深最深可达 ! <2
,

最浅处仅约 6 <2
/

磁性基底的起伏变化总体上展现为由西北向东

南方向逐渐趋于加深的趋势
/

6
/

� 东海陆架边缘隆起带

磁性基底埋深较浅
,

一般为 6 一 ; <2
,

局部达 ;
/

> <2 :该带 向南冲绳海槽方 向逐步趋于加

深
/

该带的钓鱼岛以西区域
,

磁性基底埋深由北部的 6 一 ; < 2 向南部的冲绳海槽方 向以梯阶

带迅速趋于加深至约 ! <2
/

该带的中
、

北部区域磁性基底起伏变化相对平缓
,

磁性基底埋深

为 6
/

7 一 ;
/

> < 2
/

该带的第三纪变形褶皱基底起伏较大
,

波速为 6
/

 一 ;
/

; <2 Χ Λ
的中新统厚度变化大 57 一 ;

<2 8≅1 〕
/

据该带地质
、

地球物理资料
’8

,

该带基底由老第三 系
、

中生界和古生界变质岩 系组成
/

磁异常特征表明
,

该带是一个强烈的岩浆活动带
,

因此
,

磁性基底展现的应是前 中新世变质岩

系及不同时期形成的火成岩类所组成的磁性界面
/

6
/

� 南冲绳海槽坳陷区

磁性基底埋藏相对较深
,

一般为 > 一 ? <2
,

局部为 6 一 ; <2
,

为基底 的小型凸起
,

主要分布

于海槽的西部
、

东部以及南部边缘
,

还有一些  一 = <2 的基底凹陷
,

主要分布在海槽的轴部和

西部的一些区块
/

总体而言
,

海槽磁性基底较平坦
/

该区内的局部基底凸起
,

对照磁异常图
,

与强磁异常相对应
,

应是沿断裂贯入基底或盖层

的中基性岩体的反映
,

有些 已喷出海底形成海山
、

海丘的火成岩体
/

中新世特别晚中新世 以

来
,

海槽的构造运动和岩浆作用均十分强烈〔6〕
/

该区一些基底局部凹陷主要分布在东海陆架边缘隆起带与海槽的交接部位或海槽轴部
/

对照磁异常图
,

它们所对应的磁异常往往是变化较为宽缓的异常
,

或经化极处理展现为较大范

围的异常
/

可见磁性基底的磁性较弱
,

埋藏较深
,

如钓鱼岛以西陆坡坡脚
,

也获得了低值重力

异常
,

反映 了低密度沉积较厚的特征
/

据地震资料≅�.  Α
,

南冲绳海槽的声波基底的地震波速度为 >
/

= 一  
/

� <2 Χ Λ ,

接近玄武岩的

速度
,

其上为速度 ;
/

 一;
/

! 及 �
/

7 <2 八 的地层
/

声波基底的深度 5离水面 8约有 > <2
,

但声波

基底之上的沉积物与其下伏基底之间缺失清晰的接触面川
,

这可能为沉积物变质所致
/

冲绳

海槽平均热流密度高达 �?7 2 Γ Χ 2 Μ ,

海槽南部更高〔? Α
,

因此
,

声波基底的变质作用显然与高温

或与侵入基底和沉积层的岩浆岩体引起的接触变质作用有关
/

据以上分析可认为海槽区的磁性基底大部分相 当于声波基底 5变质基底 8
,

它们极可能为

海槽张裂运动所产生的玄武岩层或部分变质岩系所组成
/

基底 时代为前 中新世
,

其上 为中新

世以来的沉积
/

部分基底埋深较大的区域
,

可能与基底分布有弱磁性的浅变质岩系或沉积层

.8 王桥先等
/

东海陆架外缘隆起带地质构造特征演化及与东海陆架油气关系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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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厚有关
/

南琉球岛坡区域
,

在地形和重力异常上均有显示的仅为测区的东南角和西南角
/

与低缓

变化的磁异常相对应
,

磁性基底埋深为 ;
/

 一  
/

7 < 2
,

但这里的水深小于 � 777 2
,

最浅处约为

� 7 7 2
/

由磁异常特征分析可知
,

西南角磁异常低值而变化平滑表明
,

水下岩体可能为弱磁性

的浅变质岩或中酸性火成岩体
/

东南角区域
,

有一些低值而变化较缓的磁异常发育
,

结合邻区

航磁资料 ≅=Α
,

其东南侧为在 7 Φ ∃ 附近低
、

缓变化的负异常
,

其所处的构造位置在宫古 凹陷之

内
,

因此
,

磁性基底较深是可以理解的
/

至于对浅水岩体推测也可能为弱磁性的浅变质岩或中

酸性火成岩体
/

; 构造区划和地壳结构

如前所述
,

南冲绳海槽及其邻域的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

岩浆活动十分强烈
,

基底构造十分

复杂
,

特别是冲绳海槽区
,

由于海槽的张裂运动
,

地慢物质上涌
,

构造运动更强烈
/

强烈的构造

运动
,

使该区域地壳结构变得十分复杂
,

区域差异十分明显
,

分述如下
/

;
/

� 东海陆架边缘隆起带 5∗8

该带为 由其西北缘大断裂5断裂编号) �及其东南边缘大断裂∀断裂编号% �所夹的基底隆

起带
∋

受范围所限
,

在 ) 号断裂仅探测到其西南段
,

结合邻区地球物理资料
,

推测它的中
、

东北

段几近沿该区西北侧边缘通过
∋

结合邻 区资料: ;
、

‘“〕
,

该带北东端沿 ∃  一 ∃ ∃  方向延 向五岛

列岛
,

西端则可延向台湾岛西北部棉花屿诸岛附近
∋

由于受 ∃ ! 向大断裂吐噶喇断裂带和宫

古凹 陷断裂带的分割作用
,

各段的重
、

磁场特征有明显差异
,

故通常将其区分为三段比
;

、

‘“〕
∋

本

区所展现的为其西南段
,

这里仍称之为东海陆架边缘隆起带
∋

在本区
,

该带宽约为 /< 一 ,< => 0 ,

北东宽
、

西窄
∋

构造走向由西 向东为近  # ? ∃   ? ∃  ,

呈弧形展布
∋

重力异常亦展现 为高重力异常带
∋

据重力资料推算
,

该带地壳厚度为 /1 一 /≅
=Α

,

为大陆型地壳
∋

据浮标声纳探测资料
,

该带 的基底下部广泛分布着 ,
∋

2 一 2
∋

≅ = Α Β Χ
的速度层

∋

据台湾岛

西部平原钻井揭示
‘� ,

中新统之下的白垄系变质岩速度为 ,
∋

2 一 ,
∋

≅ = Α Β ,
∋

琉球岛弧及台湾岛

均分布有晚古生界和中生界岩石〔”
一 ’−〕

∋

因此
,

推测该隆起带基底下部可能由中生界和古生界

及高密度
、

高速度的火成岩系组成
,

其上为厚达 (一 1 =Α 的基底 中部层
,

其速度为 1
∋

≅ 一 ,
∋

1

=Α Β Δ ,

该层可能属前第三纪岩石及火成岩系
∋

其上为速度 −
∋

1一 1
∋

1 =Α Β Δ
的层

,

应与老第三系

和部分早中新世沉积相 当
,

该层在边缘隆起带的一些 区段缺失
∋

其上为速度 /
∋

< 一 −
∋

1 =ΑΒ
Δ

层
,

为晚中新世及第四纪沉积
,

厚度为 (一 − = Α
∋

我 们的资料表明
,

全新世 以来的地层扰动较

为强烈 ∀见图 , �
∋

不难看出
,

该带基底属前老第三纪发育的基底隆起带
∋

该带中生代以来的构

造运动活跃
, ∃  向和 ∃ # 向断列作用强烈

,

与之相伴发生的岩浆作用长期而剧烈
,

有各个时

期的岩浆侵入和喷发活动
,

从而形成东海地 区醒 目的岩浆活动带
∋

根据重
、

磁场分布特征分

析
,

该带大致以宫古断裂带和仲神断裂为界分为西
、

中
、

东北 − 段
,

它们之间的基底构成有一定

差异
,

特别是岩浆作用特点有较明显的差异
∋

1
∋

/ 南冲绳海槽盆地 ∀ Ε �

由于同样受 ∃ ! 向大断裂吐噶喇断裂带和宫古凹陷断裂带的分割作用
,

与琉球沟 一 弧系

和东海陆架边缘隆起带一起
,

冲绳海槽也被其分割成北
、

中
、

南 − 段
,

它们之 间在地球物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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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

Ν
/

电八了卜八门丫
。/

一
,

卜
/

军八会启
·

,白
‘/

车念�等�仁广 裕!
�

恤
扎知色。脚甲
�

洲“、飞∀⋯#
,

声
∃今勺自妞

图 % 穿越东海陆架 &
∋
(和 南冲绳海槽 & )( 单道地震剖面

征
、

构造活动性等均存在明显差异
�

本研究区基本涵盖了冲绳海槽的南段
,

这里称之为南冲绳

海槽盆地
�

南冲绳海槽盆地西北侧以东海陆架东南边缘大断裂为界
,

与陆架边缘隆起带相邻 ∗ 南侧以

冲绳海槽东南缘大断裂&断裂编号 +
、

Φ �为界
,

将其与南琉球岛弧分隔开
,

因受范围所限
,

该断

裂未能得到充分反映
∋

南冲绳海槽盆地构造走向
,

基本上与陆架边缘隆起带及南琉球岛弧相平行
,

由西 向东为

 ! 一 ∃   一 ∃  向
,

呈弧形展布
∋

该盆地约宽 ≅ < 一 ((< =Α
,

西部略窄
∋

南冲绳海槽盆地布格重力异常值极高
,

达 ≅< Γ (< 一 , 一 (2 < Γ 0< ’ Δ Α Β ,/ ,

最高值在海槽的中

轴部
,

达 /<< Γ 0Η 一 Δ Α Β护
∋

据重力资料推算
,

该盆地莫霍面埋深仅约 (, 一 /< =Α
,

最浅处在海槽

轴部
,

不足 (, =Α
,

与地震折射地壳测深资料相近
∋

由此可见
,

由于海槽中央地堑张裂
,

地慢物

质上涌
,

使该盆地上地慢普遍抬升
,

同时标志着海槽为亚大洋型地壳
∋

结合地震反射和折射资料〔/〕
,

已基本能描绘出该盆地的地壳结构
∋

最上部的低速层 ∀ (
∋

3

一−
∋

/ =Α Β Δ �约厚 (
∋

− =Α
,

为第四纪上新世或晚中新世沉积
∋

我们的单道地震资料表 明
,

该层

除在海槽中心
、

西部区域和宫古凹陷区域受正断层作用地层被扰动外
,

其他地方大部分分层很

好
,

受扰动少 ∀图 , �
∋

其下由不整合面分开
,

为倾斜断块的褶皱 ∀层中速度为 1
∋

; =Α Β Δ �
,

约厚

/
∋

( =Α
,

为中新世地层
∋

其下层速度为 1
∋

≅ =Α ΒΔ
,

约厚 −
∋

/ = Α
, Ι ϑ ϑ

等 :/ Κ推测该层为相对年轻

的玄武岩层
∋

该层之下为厚达 3 = Α 的
“

主地壳层
” ,

其平均速度为 2
∋

, = Α Β Χ ,

推测与辉长岩相

关〔’1 〕
∋

上述结果表明
,

中新世以来的沉积厚度约为 −
∋

1 = Α
,

其下可能分布有前中新统和不同

年龄的火成岩系组成的声波基底
∋

在南冲绳海槽盆地区一个海山处拖到了前第三纪的砂岩
∋

该盆地中新世以来张裂运动强烈
,

沿海槽轴方向形成一系列高角度正断层
,

以及 ∃ #
、

∃ Χ

向张扭性断层
∋

与此相伴随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中酸性
、

中基性岩浆侵入和喷发
,

在海底形成

一些海山
∋

据磁异常分析
,

南冲绳海槽盆地主要有两个磁性层
4

其一为前中新世变质岩系和火成岩系

组成的基底磁性层
,

其二为穿刺入浅层地层或喷出海底形成海底 山的火成岩所组成的浅层磁

性层
∋

盆地区磁性基底埋深一般为 ,一 3 = Α
,

最深为 ≅ 一 ; =Α
,

海槽轴部为 , 一 2 = Α
,

局部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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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2
,

基本相当于声波基底埋深
,

局部则可能包含了部分前中新世的浅变质岩系
/

根据重
、

磁场分布特征和磁性基底分布特征差异
,

在南冲绳海槽盆地区又可划分出 ; 个次

一级构造
,

简述如下
Β

5�8 陆架前缘凹陷位于海槽西部北侧的陆架前缘
,

该凹陷基底埋深达 = 一 ! <2
,

推测基底

之上除中新世和上新世以来的固结或半固结及未 固结的沉积之外
,

可能还含有部分前第三系

甚至更老的固结或浅变质岩系
/

5�8 南冲绳海槽中央坳陷位于海槽的轴部区域
,

约宽 67 一  7 < 2
,

基底埋深 为 ;
/

> 一  
/

>

< 2
/

我们的地震资料表明
,

沿坳陷的 中轴部断裂十分发育
,

且多为正断层
,

倾向为 ∋9 和 +&

两组
,

形成一宽近 �> < 2 的地堑
/

轴部第四系厚度可达 � ; 77 2
/

局部发现由火成岩体引起的

强反射
/

因此可认为
,

在该区域可能发生了最新时期 5−
/

; Ο �7 “Π 以来 8的张裂运动及其引发的

岩浆活动
/

56 8北部中央凹陷位于海槽北部的宫古凹陷内
,

约宽 ; 7 <2
,

往南延伸
,

受阻于宫古断裂

带
/

其基底埋深为 ;
/

> 一 >
/

> <2
/

凹陷内岩浆活动相对微弱
,

但浅层的晚中新世以来的地层受

到较强烈的扰动
/

5;8 南琉球岛弧坡前 凹陷位于南冲绳海槽东南侧
,

为南琉球弧坡前的凹陷
/

该凹陷沿岛

弧坡前延伸
,

贯通东西
/

基底埋深为 6
/

; 一 ;
/

> <2
/

凹陷内岩浆活动相对强烈
/

;
/

6 南琉球岛弧隆起带 5Θ .8

测区仅涉及岛坡的局部 区域
/

据地震资料 ≅6Α
,

波速 6
/

 ? 一 ;
/

>! <2 Χ Λ
的中新统 5八重山

群 8以及更老的岩石 5;
/

?� 一  
/

?� <2 Χ Λ 8常组成岛坡 的主体
,

直接出露于海底
,

因涉及 区域小
,

故不拟作进一步阐述
/

> 结论

>
/

� 南冲绳海槽及其邻域的基底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

& 9
、

∋ & & 和 ∋ & 向基底大断裂宏观上

构成和控制该区域地质构造的基本格架
/

∋ +
、

∋ ∋ 9 和 ∋ 9 向断裂多为张扭性平移断裂
,

它们

对基本构造格架起了强烈的分割
、

破坏和错断作用
,

形成和控制次一级 区域的差异性构造运动

和岩浆活动特征
,

其 中的宫古断裂带和仲神断裂对各主构造带基底的分割作用最明显
/

>
/

� 东海陆架边缘磁性基底埋深一般为 6 一 ; <2
/

基底 由前中新世变质岩系和火成岩类组

成
,

为一基底隆起带和强烈岩浆活动带
/

地壳厚度为 �; 一 �= <2
,

为大陆型地壳
/

>
/

6 南冲绳海槽盆地磁性基底埋深一般为 > 一 ? < 2
,

可划分 出 ; 个次一级盆地
/

基底极可能

由前中新世以来海槽张裂运动所形成的玄武岩层或部分变质岩系组成
,

靠近陆架坡脚处
,

可能

包含前第三纪的老地层
/

盆地为一基底坳陷带和岩浆强烈活动区
/

地壳厚度为 巧一 �7 < 2
,

属

亚大洋型过渡性地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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