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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斐济海盆位于西南太平洋边缘，近半个世纪以来，针对该海盆地质和地球物理

特征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今海盆内活动的构造带主要包括北斐济断裂带以

及北部、中部、斐济西侧３组扩张中心，北斐济断裂带以左行走滑作用为主，扩张中心具有

不稳定性。北斐济海盆形成于约１０Ｍａ，早期主要受控于瓦努阿图岛弧的顺时针旋转，后
期在以近ＮＳ和ＥＷ 向的扩张作用控制下逐渐张开。扩张中心的迁移和多期构造运动的

叠加是造成现今海盆内复杂构造和磁异常特征的主要原因。北斐济海盆扩张活动的深部

动力学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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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缘海盆地是发育于岛弧与大陆或岛弧与岛

弧之间的半深海—深海盆地，目前普遍认为其形成

与板块边缘的汇聚作用有关。全球约７０％～８０％
的边缘海盆地分布于西太平洋边缘［１］。其中西南

太平洋边缘处于太平洋板块与印度—澳大利亚板

块聚敛作用的背景之中，自晚白垩世以来发生了多

期次的洋—洋俯冲、岛弧裂解过程，形成了较之于

西北太平洋边缘更为复杂的沟—弧—盆体系。
北斐济海盆是西南太平洋边缘最大的边缘海

盆之一，面积达１×１０６　ｋｍ２［２］，呈三角形，北界为

维蒂亚兹海沟，是一条消亡的古俯冲带；西为瓦努

阿图岛弧和新赫布里底海沟；南以亨特断裂带为

界，与较老的南斐济海盆相邻；向东绕过斐济群岛

北 侧 与 劳 海 盆 相 连。海 盆 水 深 较 浅，平 均 约３
ｋｍ，热流值较 高，其 内 部 有 现 今 仍 在 活 动 的 扩 张

中心（图１）。大多数成熟边缘海盆（如日本海、西

菲律宾海、南海、珊瑚海、南斐济海、塔斯曼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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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停止了扩张活动，北斐济海盆为现今仅存的

高成熟度活动边缘海盆，因而是研究复杂板块边

界及弧后海槽（如冲绳海槽、马里亚纳海槽、劳—
哈弗海槽等）向宽阔边缘海盆演化的理想场所［２］。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北斐济海盆以扩

ＨＨＳＣ：哈塞尔—霍尔姆扩张中心；ＳＰＲ：南潘多拉海脊；

ＲＲ：Ｒｏｔｕｍａ海脊；ＴＲ：提巴特海脊；

ＷＦＳＣ：斐济西侧扩张中心；ＣＳＣ：中部扩张中心

图１　北斐济海盆水深及构造简图（据文献［２３－２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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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心和 断 裂 带 为 主 的 构 造 体 系 特 征 进 行 了 总

结，并探讨了盆地的构造演化历程。

１　调查研究现状

针对北斐济海盆的专项调查最早可以追溯到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至９０
年代中期，调查活动达到了高潮，多个国家实施并

完成了多项调查计划，如ＯＲＳＴＯＭ（法国海外科

技研究办公室）与ＩＦＲＥＭＥＲ（法国海洋开发研究

所）合作完成的ＳＥＡＰＳＯ计划、ＯＲＳＴＯＭ完成的

ＭＵＬＴＩＰＳＯ计划、日—法—ＳＯＰＡＣ（南太平洋应

用地球科学委员会）合作完成的ＳＴＡＲＭＥＲ计划

以及 ＮＥＷＳＴＡＲＭＥＲ计 划 等。内 容 涵 盖 了 水

深、重磁场、单道地震、水化学、生物、热液活动等，
为北斐济海盆地质、地球物理特征的研究积累了

丰富的资料。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

对北斐济海盆进行了研究。如Ｔａｋａｏ　Ｅｇｕｃｈｉ［１］、

Ｈａｎｂｕｒｇｅｒ［４，５］、Ｌｏｕａｔ［６］等 对 北 斐 济 海 盆 及 周 边

地区的地震构造学特征进行了研究，确定了现今

构造活 动 带 的 分 布 和 运 动 学 特 征；Ａｕｚｅｎｄｅ［７－９］、

Ｓｅｄｗｉｃｋ［１０］、Ｔａｎａｈａｓｈｉ［１１］、Ｊａｒｖｉｓ［１２］、Ｍａｎａｂｕ　Ｔａｎａ－
ｈａｓｈｉ［２］、Ｐｒｉｃｅ［１３］、Ｈｕｃｈｏｎ［３］、Ｍａｓａｔｏ　Ｊｏｓｈｉｍａ［１４］、

Ｇｒａｃｉａ［１５］、Ｒｕｅｌｌａｎ［１６］、Ｌａｇａｂｅｉｅｌｌｅ［１７］、Ｍａｔｓｕｍｏ－
ｔｏ［１８］、Ｇａｒｅｌ［１９］等 对 北 斐 济 海 盆 扩 张 中 心 的 地 貌、
构造、磁异常条带、热液活动、岩性特征等进行了

详细描述，并提出了扩张中心的活动和演化模式；

Ｍｕｓｇｒａｖｅ［２０］、Ｔａｙｌｏｒ［２１］等分别对瓦 努 阿 图 岛 弧 和

斐济台地的旋转进行了研究；Ｓｃｈｅｌｌａｔｒ等［２２］对北

斐济海盆的张开和活动进行了实验模拟。

２　构造特征

对边缘海盆静态构造特征的详细描述是研究

其动态演化的基础。经过多年的调查和研究，目

前对北斐济海盆构造特征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北斐济断裂带和北部、中部、斐济西侧３组扩张中

心组成了现今北斐济海盆主体构造格架（图１）。

２．１　北斐济断裂带（ＮＦＦＺ）

位于斐 济 群 岛 以 北，走 向 近ＥＷ 向，东 起 汤

加海沟北端，向西延伸至中部扩张中心三联点附

近，与斐济西侧扩张中心相交于１６°４０′Ｓ、１７６°１０′
Ｅ。断裂带分段性明显，各段具有不同的地形、构

造和运动学特征（图２、表１）。

图２　北斐济断裂带构造简图（据文献［３，２６］修改）

Ｆｉｇ．２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Ｆｉｊｉ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Ｚｏｎ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３，２６］）

表１　北斐济断裂带分段特征（据文献［３，２６］修改）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Ｆｉｊｉ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Ｚｏｎ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３，２６］）

编号 延　伸 走向 地　形 运 动 学 特 征

ＮＦＦＺ－１　 １７５°～１７５°４５′Ｅ　 Ｎ６０°Ｅ 海脊，轴部水深＜２　０００ｍ 存在近ＥＷ向的扩张作用

ＮＦＦＺ－２　 １７５°４５′～１７６°１０′Ｅ 近ＥＷ 海脊，高出周围海底１　０００ｍ 左旋走滑挤压作用

ＮＦＦＺ－３　 １７６°１０′～１７７°２５′Ｅ 近ＥＷ 亚萨瓦海槽，水深超过４　０００ｍ

ＮＦＦＺ－４　 １７７°２５′Ｅ 近ＮＳ 走滑拉分盆地［６，２７］ 伸展传递区，具有ＥＷ向拉张的特征

ＮＦＦＺ－５　 １７７°３０′～１７８°４０′Ｅ 近ＥＷ 左旋走滑活动

ＮＦＦＺ－６　 １７８°４０′Ｅ 近ＮＳ 走滑拉分盆地 伸展传递区，具有ＥＷ向拉张的特征

ＮＦＦＺ－７　 １７８°４０′Ｅ以东 近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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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斐济断裂带是一条极为复杂的断裂带，以

走滑运动为主，局部存在拉张分量，这与沿该断裂

带的地震震源机制解相符合［１，４，６，１３，２８］。断裂带北

侧分布有一系列海脊，水深＜１　０００ｍ，岩石组合

和沉积层具有岛弧性质。这些海脊或水下高地是

断裂带不断向南跃迁的过程中，由于局部扩张作

用的存在，依次从斐济台地上裂离出来的［２６］。
北斐济断裂带西端以一条近ＳＥ向的海槽与

海盆中部三联点东北分支裂谷相连。海槽形成时

代较新，可能具有走滑拉分的性质，两侧沉积物厚

度较大，且未遭受构造变形［２６］。北斐济断裂带自

东向西沟通了汤加海沟、劳海盆扩张中心、斐济西

侧扩张中心以及北斐济海盆中部扩张中心，属于

现 今 印—澳 板 块 与 太 平 洋 板 块 边 界 的 一 部

分［６，１３］。断裂带形成于约１Ｍａ以前，对１Ｍａ以

来盆地内重大构造事件及盆地的演化产生了重要

影响［１３］。

２．２　北部扩张中心（ＮＮＦＢＳＣ）

早期认为北斐济海盆北部存在一条统一的海

脊，即南潘多拉海脊，可能是一个活动的慢速扩张

脊，或一条 局 部 包 含 拉 张 分 量 的 走 滑 断 裂 带［９］。

ＮＥＷＳＴＡＲＭＥＲ计划ＮＯＦＩ航次（１９９４）的 调 查

结果显示，１７１°～１７８°Ｅ、１３°～１５°Ｓ之间的区域存

在３条海脊，包括南潘多拉海脊（ＳＰＲ）、提巴特海

脊（ＴＲ）及Ｒｏｔｕｍａ海脊（ＲＲ）［１７，１８］（图１），而调查

区西侧先前被认为具有走滑性质的哈塞尔—霍尔

姆断裂带也被证明是一条活动的扩张中心（ＨＨ－
ＳＣ）［１７，１８，２２］，这 样，在 北 斐 济 海 盆 北 部１３°～１５°Ｓ
之间的区域存在总长度超过１　０００ｋｍ的庞大扩

张体系（图１、３、表２）。

图３　北部扩张中心构造简图（据文献［１７］）

Ｆｉｇ．３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Ｆｉｊｉ

Ｂａｓｉｎ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ｓ（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７］）

表２　北斐济海盆北部扩张中心特征（据文献［１７－１９］修改）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Ｆｉｊｉ　Ｂａｓｉｎ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１７－１９］）

扩张中心 延伸（长度） 走向 轴部地形特征 磁异常特征

ＲＲ　 １７５°３０′Ｅ—Ｒｏｔｕｍａ岛 Ｎ８０°Ｅ
平均 水 深 约 １　０００ ｍ，两 侧 被 深

３　０００ｍ的海槽所限
轴部磁异常为弱且窄的正异 常，被
两侧负异常所限

ＳＰＲ
１７０°５０′～１７５°Ｅ
５００ｋｍ

具有分段性
（ＳＰＲ０－４）

具有分段性
轴部磁异常宽约１５ｋｍ，两侧局部
识别出了３Ａ（７Ｍａ）号磁异常

ＳＰＲ０　 １００ｋｍ　 Ｎ９２°～１００°Ｅ 水深达４　１００ｍ的裂谷

ＳＰＲ１　 １１０ｋｍ　 Ｎ９０°Ｅ　 ２５ｋｍ宽、１　５００ｍ高的海脊

ＳＰＲ２　 １００ｋｍ　 Ｎ９０°Ｅ
１０ｋｍ宽的裂谷，裂谷内有２００～３００
ｍ高的海脊

ＳＰＲ３　 １２０ｋｍ　 Ｎ７５°Ｅ
宽约２０ｋｍ的裂谷，中部为一火山岩
高地

ＳＰＲ４ Ｎ６５°～７５°Ｅ 宽约２０ｋｍ，较浅的裂谷

ＴＲ
１７４°３０′～１７７°３０′Ｅ

３４０ｋｍ
具有分段性
（ＴＲ１－３）

具有分段性
两侧有向 东 尖 灭 的 楔 形 磁 异 常 条
带，说明有向东的前展性

ＴＲ１　 １２０ｋｍ　 Ｎ１０５°Ｅ
两端为裂 谷，中 部 为 火 山 岩 高 地，水
深浅于１　４００ｍ

ＴＲ２　 ７０ｋｍ　 Ｎ１１０°Ｅ　 Ｃａｃａｂａｕ海山

ＴＲ３　 １５０ｋｍ　 Ｎ１１０°Ｅ
两端为裂 谷，中 部 为 火 山 岩 高 地，最
浅处水深小于４５０ｍ

ＨＨＳＣ　 １６８°１０′～１７０°５０′Ｅ　 Ｎ８０°～１００°Ｅ
具有明显的张性地形特征，由一系 列
地堑和 地 垒 组 成，水 深 普 遍＞３　５００
ｍ，最深处达４　５００ｍ

两侧识别出了磁异常条带，可 能 具
有向西的前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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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测 重 力 异 常 特 征 及 相 关 的 计 算 结 果 表

明［１８］，北斐济海盆北部地区地壳平均厚度约为５
～６ｋｍ，沿ＳＰＲ莫 霍 面 起 伏 变 化 不 大，而 沿 ＴＲ
向东逐渐 变 浅。ＳＰＲ西 部 的 布 格 重 力 异 常 低 值

区规模明显小于东部地区以及ＴＲ地区，因此，在

ＳＰＲ东部和ＴＲ地区可能存在更为强烈的岩浆和

热液活动。地壳均衡特征研究表明，ＳＰＲ岩石圈

形成时代较早，强度较大，而ＴＲ的岩石圈相对较

弱，因 而 较 之 于ＳＰＲ更 具 有 活 动 扩 张 中 心 的 特

征。北斐济海盆北部扩张的动力学机制尚存在争

议，可能是受走滑拉张应力场的影响［６］，或由地幔

柱活动引起［２９］。

２．３　斐济西侧扩张中心（ＷＦＳＣ）

位于斐济群岛西侧、１７６°Ｅ附近，总体走向近

Ｎ１５°Ｅ，表现为一条清晰的浅源地震带［６］。北端与

ＮＦＦＺ相交并终止于１６°４０′Ｓ、１７６°１０′Ｅ附近，南端

位于１９°Ｓ附近。扩张轴分为南、北２段，在１７°１０′
～１８°Ｓ之间形成叠接扩展中心。北段识别出了轴

部磁异常和Ｊ号磁异常［３，７］，具有向南的前展性，顶
点位于１７°４０′～１７°５０′Ｓ之间［３，９］（图１）。

ＷＦＳＣ形成于约０．９８Ｍａ以前，与ＮＦＦＺ同时

形成。北段扩张轴的扩张速率约为４～５ｃｍ／ａ，属

中—慢速扩张中心。扩张脊上缺 乏 沉 积 物 覆 盖，
中央出露新鲜玄武岩，地球化学成分与大洋中脊

玄武岩类似，深部海水中有较微弱的溶解甲烷异

常，可能存在热液活动［１３］。

２．４　中部扩张中心（ＣＮＦＢＳＣ）

位于北斐济海盆中部，１７３°～１７４°Ｅ、１４°３０′～
２１°５５′Ｓ之间的区域。自北向南分别被三联点、前
展式扩张轴、断裂带分为４个部分：Ｎ１６０°Ｅ扩张

中心、Ｎ１５°Ｅ扩 张 中 心、ＮＳ扩 张 中 心、南 部 扩 张

中心（图４），具有不同的走向、地貌、构造、磁异常

等特征。

２．４．１　Ｎ１６０°Ｅ扩张中心

走向Ｎ１６０°Ｅ，自１７°Ｓ附近的三 联 点 向 北 延

伸至１４°３０′Ｓ附 近。地 形 较 为 复 杂，轴 部 由 多 条

雁列状 的 裂 谷 组 成，自 南 向 北 可 划 分 为３部

分［２，８］：
（１）１５°３０′～１６°５０′Ｓ之 间 存 在２条 裂 谷，二

者于１６°１０′Ｓ附 近 形 成 叠 接 扩 展 中 心，北 侧 裂 谷

向东偏移了约４ｋｍ，重叠长度达２０ｋｍ。裂谷平

均宽度约为８ｋｍ，深４　０００～４　５００ｍ，切割了两

侧的楔形火成岩高地，高地水深仅有１　７００ｍ，南

部靠近三联点处 宽 度 达１００ｋｍ，向 北 逐 渐 变 窄，
至１５°３０′Ｓ处尖灭。

图４　中部扩张中心分段特征（据文献［３，８，１５］修改）

Ｆｉｇ．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３，８，１５］）

（２）１４°５０′～１５°３０′Ｓ之间，扩张轴向东偏移

了约４０ｋｍ，由数条较短的雁列状裂谷组成，水深

＞４　０００ｍ。
（３）１４°５０′Ｓ以 北 分 为２支，南 侧 分 支 呈

Ｎ１２０°Ｅ方向，为一宽４ｋｍ、深４ｋｍ的裂谷，北侧

分支呈Ｎ１４０°Ｅ方向，为一水深２　４００ｍ的海脊，

１４°５０′Ｓ处可能存在１个三联点。
该扩张中心的扩张速率约为３～５ｃｍ／ａ［３，８］，

属于慢 速 扩 张 中 心，与 地 形 特 征 相 一 致［２，８］。磁

异常条带特征显示，裂谷形成于１Ｍａ以来，晚于

大火成岩高地的形成。扩张中心之外的地形和构

造线走向ＮＳ，形成于３．５～１Ｍａ之间［３，７］。深潜

器调查在 扩 张 轴 南 部 并 没 有 发 现 活 动 的 热 液 喷

口，但诸多迹象表明该区存在或曾经存在热液活

动，如广泛分布的热液沉积物、底层海水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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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以及零星分布的海底温度异常等［１５］，说明该

扩张轴的活动性可能正在逐渐减弱。

２．４．２　Ｎ１５°Ｅ扩张中心

走向Ｎ１５°～２０°Ｅ，自１７°Ｓ延 伸 至１８°３０′Ｓ。
该扩张中心具有快速扩张的特征：轴部为宽阔平

坦的 隆 起 地 形，北 端 靠 近 三 联 点 处 水 深 约

１　９００ｍ，向南逐渐加深，南部水深约２　６００ｍ；隆

起之上的中央裂谷较浅、窄，裂谷内发育枕状玄武

岩、熔岩流、熔岩湖等；沉积物较薄，局部缺失；发

现了许多活动的热液喷口和停止活动的古热液烟

囱。
该段扩 张 形 成 于 约１Ｍａ前，与 三 联 点 的 形

成同期［８］，平均扩张速率大于５ｃｍ／ａ［３，１５］，属中速

扩张中心。扩 张 轴 区 地 形 及 磁 异 常 走 向 以 Ｎ１５°
～２０°Ｅ向为主，而轴区以外地形及磁异常走向变

为ＮＳ向［２，７］。
靠近扩张中心南端１８°～１８°３０′Ｓ之间为一长

６０ｋｍ，高约３００ｍ的向西突出的弧形海脊，与东

侧ＮＳ向海 脊 的 北 端 重 叠［１７］，ＮＳ向 海 脊 的 北 端

具有向北的前展性（图４）。

２．４．３　ＮＳ向扩张中心

位于１８°１０′～２１°Ｓ之间，呈近ＮＳ向沿１７３°３０′
Ｅ延伸。地 形 相 对 简 单，具 有 快 速 扩 张 中 心 的 特

征，轴部隆起宽约８ｋｍ，平均水深２　８００ｍ，裂谷几

乎不发育。扩张中心具有不连续性，存在多处叠接

和跃迁。由中心向两侧依次识别出了１、Ｊ、２号磁

异常条带，局部发育２Ａ号（３．５Ｍａ）磁异常［７］。不

同地 段 的 全 扩 张 速 率 不 同，具 有 向 北 减 缓 的 趋

势［３，１６］；不同时 代 的 全 扩 张 速 率 也 存 在 差 异，如Ｊ
号磁异常形成时发生了明显的加速［３，２３］。

深潜器调查在扩张中心轴部发现了极为新鲜

的玄武岩，热液活动以众多分散的低温热液喷口

为主，支撑了庞大的热液生物群落［２］，此外还发现

了许多古热液烟囱，但没有发现活动的高温热泉。
折射地 震 资 料 显 示［１１］，在１８°５０′Ｓ、１７３°３０′Ｅ附

近，沿Ｎ—Ｓ向扩张轴地壳极薄，海底与莫霍面之

间的地壳总厚度 为２．９～３．４ｋｍ，莫 霍 面 附 近 纵

波波速为７．７～７．９ｋｍ，表 明 沿 该 扩 张 中 心 可 能

存在异常上地幔［１５］。
扩张中心南端２０°２５′～２１°０５′Ｓ之间存在 Ｖ

形的地形和磁异常区，具有向南的前展性，前展速

率约为３．７ｃｍ／ａ［１４］；北 端 也 存 在 Ｖ形 构 造 和 磁

异常区，具有向北的前展性［３，１５］，顶点位于１８°１０′
Ｓ附近。

２．４．４　南部扩张中心

位于２０°３０′～２１°４５′之间，呈近ＮＳ向沿１７４°
Ｅ延伸，长约１５０～２００ｋｍ。相对于西侧的ＮＳ向

扩张中心，被Ｎ４５°Ｅ向的让—查科特断裂带向东

错移了８０ｋｍ。扩张中心轴部裂谷宽４ｋｍ，深约

５００ｍ，轴 部 磁 异 常 条 带 清 晰 可 辨，宽 约 ４３
ｋｍ［２３］，而两侧磁异常呈向北开口的扇形，顶点位

于２１°５５′Ｓ、１７４°０５′Ｅ处，表明该扩张中心可能具

有向南的前展性［２］。相对于北部 扩 张 中 心，南 部

扩张中心的 扩 张 速 率 较 慢［３］。Ｍａｉｌｌｅｔ等［２３］认 为

南部扩张中心的南端通过一系列转换断层和小型

扩张系统与新赫布里底海沟相连，二者之间存在

地球动力学联系（图４）。
北斐济海盆是一个较年轻的边缘海 盆，具 有

非刚性的特征［２］，热流值较高，存 在 异 常 上 地 幔。
在约１×１０６　ｋｍ２的面积内，活动扩张中心的长度

达２　５００ｋｍ，是全球活动扩张中心面密度最大的

海域，相 当 于 太 平 洋 的２０倍［２５］。扩 张 中 心 不 稳

定，存在强烈的分段性，段与段之间多以扩张轴的

叠接、转换、错位、前展等相联系，衔接性较弱，存

在一系列三联点，轴部地形变化剧烈，高差大。这

些复杂的结构和构造特征是扩张体系随着外部环

境的变化不断调整的结果，也是海盆形成和演化

过程中复杂地球动力学过程的表现［８］。

３　构造演化

对磁异常和构造特征进行综合解释是反演盆

地形成 和 演 化 过 程 的 有 效 手 段。航 磁 异 常 资 料

（ＮＯＡＡ）显 示，海 盆 西 北 部 存 在 扇 形 磁 异 常，中

南部磁 异 常 以 ＮＳ向 为 主，东 北 部 磁 异 常 呈 近

ＥＷ 向。Ａｕｚｅｎｄｅ等［３０］结 合ＳｅａｐｓｏⅢ航 次 调 查

成果，对航磁资料进行了重新解释，将北斐济海盆

的形成和演化划分为４个阶段。之后的调查成果

提供了更加精确的磁异常条带展布和海底年代学

特征（图５）。迄今对北斐济海盆构造演化取得了

以下共识：①北斐济海盆的张开是瓦努阿图弧后

扩张作用的结果，新赫布里底海沟的形成与俯冲

极性的反转有关；②海盆早期的扩张伴随着瓦努

阿 图 岛 弧 的 顺 时 针 旋 转 和 斐 济 台 地 的 逆 时 针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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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北斐济海盆海底年龄分区（据文献［２０，２２］修改）

Ｆｉｇ．５　Ｓｅａｆｌｏｏｒ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Ｆｉｊｉ　Ｂａｓｉ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２］）

转；③海盆内扩张中心不稳定，不断发生迁移和重

组，从 而 形 成 了 现 今 盆 地 内 复 杂 的 磁 异 常 特 征；

④海盆内一系列重大构造事件的发生是太平洋板

块与印—澳板块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约１２～１０Ｍａ之前，北斐济海盆尚未开始

扩张，印—澳与太平洋板块之间的边界沿 现 今 维

蒂亚兹—汤加海 沟 一 带 分 布，呈 ＮＥ向 凸 出 的 弧

形单一 沟—弧 系 统（图６ａ）。太 平 洋 板 块 向 西 俯

冲，北 部 为 近ＮＷ向 的 维 蒂 亚 兹 海 沟 和 瓦 努 阿

图—维蒂亚兹弧，南 部 为 近 ＮＳ向 的 汤 加 海 沟 及

汤加—劳弧，斐济位于该弧的最 北 端。需 要 指 出

的是，由于后期岛弧增生作用的存在，当时的瓦努

阿图弧的规模可能比现今小的多，地层资料表明

其与斐济 之 间 并 无 直 接 的 联 系［２１］。由 于 维 蒂 亚

兹海沟与太平洋板块运动方向交角较大，因此，可
能存在斜向俯冲，东部甚至有可能具有转换断层

的性质［２１］。

１０Ｍａ左 右，斐 济 微 板 块 开 始 发 生 逆 时 针 旋

转，这一旋转运动一直持续到约３Ｍａ，累积旋转角

度达１３５°［２１］。斐济微板块旋转最初可能由随太平

洋板块一同向西运动的海山的撞击作用引起［２１］，
同时可能产生了局部俯冲极性的反转，在斐济西侧

和南侧形成俯冲方向与旋转运动方向相反的海沟，
在斐济东北侧形成微型扩张中心，推动了斐济微板

块的持续旋转（图６ｂ）。Ｖｉｔｉ　Ｌｅｖｕ岛上岩石的古地

磁学特征表明，斐济微板块的旋转并没有在其内部

形成强烈的构造变形，其旋转运动几乎完全依靠周

边的消减带和转换断层调节［２１］。

１０～８Ｍａ，翁通—爪哇海台以及众多海山与

印—澳板块边缘的碰撞阻碍了太平洋板块沿维蒂

亚兹海沟的俯冲，发生了俯冲极性的反转和海沟

的跃迁，新赫布里底海沟在瓦努阿图—维 蒂 亚 兹

岛 弧的西侧形成，弧后扩张作用引起了北斐济海

图６　北斐济海盆的构造演化简图（据文献［２１，３０］修改）

Ｆｉｇ．６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Ｆｉｊｉ　Ｂａｓｉ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２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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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的打开和瓦努阿图岛弧的顺时针旋转（图６ｂ）。
另外，斐济微板块的旋转对其北侧的洋壳产生冲

击，也促进了新扩张中心的形成，进而推动了瓦努

阿图—维蒂亚兹岛弧自南向北的开裂和瓦努阿图

岛弧的旋转［３１］。
瓦努阿图 岛 弧 不 同 部 分 开 始 旋 转 的 时 代 不

同，中段约开始于１０～８Ｍａ之间［３２］，形成了现今

盆地内ＮＷ 向的磁异常，该时期海盆扩张作用有

限。７～２．５Ｍａ，海盆内发生了以近ＮＳ向为主的

扩张作 用，形 成 了 近 ＥＷ 向 的 磁 异 常 条 带（图

６ｃ）。扩张活动逐渐向北蔓延，于４．３Ｍａ引起岛

弧北端恩德岛的旋转［２０］。
在３Ｍａ左右（３．５～２．５Ｍａ），受周边板块和

俯冲带一系列构造活动的影响［３０］，北斐济海盆中

部开始出现近ＮＳ向的扩张中心（图６ｄ）。在３～
１Ｍａ，该扩张中心的活动形成了两侧近 ＮＳ向的

地形和磁异常条带。
在１Ｍａ左右，伴随着北斐济断裂带的形成，

北斐济海盆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构造事件，斐济

西侧扩张中心形成，中部近 ＮＳ向扩张中心局 部

发生跃迁，１７４°Ｅ、１７°Ｓ三 联 点 形 成。自１Ｍａ至

今，上述扩张中心和断裂带的活动叠加在早期形

成的构造之上，形成了北斐济海盆现今的地形和

构造格局（图６ｅ）。

４　讨论

与一般弧 后 盆 地 扩 张 中 心 平 行 于 俯 冲 带 不

同，北斐 济 海 盆 北 部 发 育 有 近 ＥＷ 向 的 扩 张 系

统，与新赫布里底俯冲带近乎垂直。基于上述磁

异常条带特征以及盆地构造演化的研究可见，近

ＮＳ向的扩张作 用 在 盆 地 演 化 过 程 中（７～３Ｍａ）
一度占主要 地 位，其 时，海 盆 南 部 近ＥＷ 向 的 扩

张作用较微弱。据此，笔者认为，在翁通—爪哇海

台与印—澳板块边界碰撞、新赫布里底俯 冲 带 形

成之后，沿维蒂亚兹海沟的俯冲作用显著减慢但

并未完全终止。约７～３Ｍａ，部分海 山 或 海 台 与

瓦努阿图岛弧西侧发生碰撞，使得沿新赫布里底

俯冲带的 消 减 活 动 显 著 减 慢 甚 至 发 生 短 暂 的 间

歇。此时发生俯冲极性的反转，维迪亚兹俯冲带

活化，在海盆北部诱发局部上地幔对流，产生了近

ＮＳ向的扩张作用。３Ｍａ左右，太平洋板块部分

海山与北斐济海盆北缘的碰撞阻碍了沿维蒂亚兹

海沟的俯冲作用，俯冲极性再次反转，印—澳板块

沿新赫布里底海沟向东快速俯冲，导致北斐济海

盆中部 扩 张 中 心 形 成。上 述 假 设 仍 需 进 一 步 验

证。

５　结论

（１）现今北斐济海盆内部主要的构造活动带

包括北斐济断裂带和北部、中部、斐济西侧３组扩

张中心。北斐济断裂带是一条以左旋走滑运动为

主的复杂断裂带，自西向东沟通了汤加海沟、劳海

盆扩张中心北端以及北斐济海盆内部的斐济西侧

扩张中心和中部扩张中心。该断裂带是现今印—
澳与太平洋板块边界的一部分，１Ｍａ以来对北斐

济海盆的构造活动和构造演化起到了重要的控制

和调节作用。北斐济海盆扩张中心最大的特征是

具有不连续性，沿扩张轴走向方向，地形、热液活

动、扩张速率、成熟度等都存在较大差异，是扩张

系统不稳定性的表现。
（２）北 斐 济 海 盆 的 扩 张 开 始 于 约１０Ｍａ前，

由板块边缘俯冲极性的反转以及斐济微板块的旋

转引发。早 期 以 瓦 努 阿 图 岛 弧 的 顺 时 针 旋 转 为

主，形成了盆地西部的近ＮＷ 向磁异常条带。后

期以近ＮＳ和ＥＷ 向的扩 张 作 用 为 主，受 周 边 板

块相对运动的影响，扩张中心不断发生重组和跃

迁，因此，现今盆地复杂的构造和磁异常特征是多

期构造运动叠加的结果。
（３）现今板块俯冲的弧后扩张作用已转移至

瓦努阿图岛弧西侧弧后海槽附近，对北斐济海盆

大部分扩张活动的影响已经十分微弱。结合扩张

中心的构造、岩浆和热液活动特征来看，北斐济海

盆处于演化的末期，活动性正逐渐减弱，现今的扩

张活动主要由残存的上地幔对流引起，但也有学

者认为北斐济海盆现今的扩张活动是受控于地幔

柱活动［２９］或北 斐 济 断 裂 带 走 滑 活 动 引 起 的 软 流

圈被动上涌［６］，因此，对于海盆扩张活动的深部动

力学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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