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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 3.1.4. 地壳和地壳变动1.地球的内部圈层。（1）地

球内部圈层的划分依据。人们把地球内部划分为地壳、地幔

和地核三个圈层。（2）地壳内部圈层的主要特征。1）地壳

。地壳是指地面以下莫霍面以上很薄的一层固体外壳，它主

要由各种岩石组成。地壳的厚度不均，其平均厚度为17千米

，大陆地壳平均厚度为33千米，海洋地壳平均厚度为6千米

。2）地幔。地幔位于莫霍面以下至古登堡面以上。地幔为固

体物质，主要成分是铁镁的硅酸盐类。地幔又有上地幔和下

地幔之分。上地幔比较复杂，上地幔顶部由岩石组成，而上

地幔上部存在一个软流层（圈），一般认为这里是岩浆发源

地之一。地壳和上地幔顶部（软流层以上），是由岩石组成

的，合称为岩石圈。3）地核。从古登堡面至地球的核心是地

核。地核又可分成外核和内核两个部分。地下2 900千米～5

000千米深处为外核。外核的物质接近液体，横波不能通过

。5 000千米以下的深部是内核，内核的物质为固态。据推测

，地核的物质成分以铁镍为主，并含少量较轻元素。2.地壳

的结构和物质组成。（1）地壳的化学组成。地壳中有90多种

自然存在的化学元素，其中氧、硅、铝、铁、钙、钠、钾、

镁等元素的含量，约占地壳总重量的97.13%。地壳中含量最

多的元素是氧，约占地壳总含量的一半.其次是硅，约占四分

之一强。（2）地壳的结构。地壳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叫硅铝

层，下层叫硅镁层。硅铝层的成分主要是硅、铝，这层的化



学成分及某些物理性质与花岗岩极为相似，所以又叫花岗岩

层。硅镁层中的硅、铝成分相对减少，镁、铁成分增多，这

层的化学成分及某些物理性质与玄武岩相似，所以又叫玄武

岩层。硅铝层在大洋地壳中很薄，甚至缺失，硅镁层则普遍

存在。地壳厚度的不均和硅铝层的不连续分布状态，是地壳

结构的主要特点。（3）矿物。地壳中化学元素，在一定的地

质条件下，结合成具有一定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质的单质或化

合物，就是矿物。（4）岩石。由一种矿物或几种矿物组成的

集合体，叫做岩石。岩石按其成因可以分为岩浆岩、沉积岩

和变质岩。（5）矿产和矿床。在岩石形成过程中，一些有用

矿物在地壳中或地表富集起来，达到工农业利用的要求，就

是矿产。在一定地质作用下，矿产的富集地段，称为矿床。

矿床按成因可分为内生矿床、外生矿床、变质矿床三大类。

（6）地壳物质的循环。地壳内部的岩浆，经过冷却凝固形成

岩浆岩。岩浆岩受到流水、风、冰川、海浪等侵蚀、搬运、

堆积作用，形成沉积岩。同时，这些已生成的岩石，在一定

温度和压力等作用下发生变质，形成变质岩。各类岩石在地

壳深处或地壳以下发生重熔再生作用，又成为新的岩浆。从

岩浆到形成各种岩石，又到新岩浆的产生，这个变化过程称

为地壳物质的循环过程。3.地壳运动。（1）地壳的变化和地

质作用。地壳自形成以来，本身的物质与能量不断地发生循

环和转化，使地壳结构及其表面形态也不断地发生变化。我

们今天所见到的地表形态，仅是地壳漫长发展历史中的一个

镜头。地球上由于自然界的原因，引起地壳的表面形态、组

成物质和内部结构发生变化的作用，称为地质作用。地质作

用按其能量来源，可以分为内力作用和外力作用。内外力作



用的比较见表913。表913 内外力作用的比较 分类能量来源主

要表现形式对地表形态的影响内外力作用的关系内力作用来

自地球本身，主要是放射性元素衰变产生的热能地壳运动、

岩浆活动、变质作用和地震等形成高山或盆地，使地表变得

高低不平。一般说来，内力作用对地壳的发展变化起主导作

用。内力作用与外力作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它们总是同

时从相反“方向”改变着地表形态。今天的地表形态，是内

外力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力作用来自地球外部，主要是

太阳辐射能，其次是重力能风化作用、侵蚀作用、搬运作用

、沉积作用和固结成岩作用等把高处削低，把低处填平。使

起伏不平的地表趋于平坦。 （2）地壳的水平运动和升降运

动。地壳运动是内力作用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地壳运动按

性质和方向，可以分为水平运动和升降运动（表914）。 

表914 水平运动和升降运动的比较 分类岩层运动方向对地表

形态的影响水平运动岩层沿平行于地球表面方向运动使岩层

发生水平位移或弯曲变形，常常造成巨大的褶皱山系。升降

运动岩层作垂直于地球表面方向运动使岩层表现为隆起或拗

陷，从而引起地势的高低起伏和海陆变迁。（2）地壳的水平

运动和升降运动。地壳运动是内力作用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地壳运动按性质和方向，可以分为水平运动和升降运动（

表914）。表914 水平运动和升降运动的比较 分类岩层运动方

向对地表形态的影响水平运动岩层沿平行于地球表面方向运

动使岩层发生水平位移或弯曲变形，常常造成巨大的褶皱山

系。（北京安 通学校提供）升降运动岩层作垂直于地球表面

方向运动使岩层表现为隆起或拗陷，从而引起地势的高低起

伏和海陆变迁。（3）地质构造。由地壳运动引起的地壳变形



、变位，称为地质构造。它是研究地壳运动的性质和方式的

依据。地质构造的基本类型有褶皱和断层。1）褶皱。岩层受

力发生弯曲变形，一个弯曲叫褶曲，一系列褶曲即波状弯曲

变形，叫做褶皱。褶曲有两种基本形态，即背斜与向斜（

表915）。 表915 背斜与向斜比较表 褶曲类型岩层形态岩层新

老关系地形（构造与地形一致）地形（地形倒置）背斜一般

是岩层向上拱起中心部分岸层较老，两翼岩层较新成山岭成

谷地向斜一般是岩层向下弯曲中心部分岩层较新，两翼岩层

较老成谷地成山岭2）断层。岩石受力破裂，并沿断裂面有明

显相对位移的断裂构造，称为断层。在自然界，断层的分布

不是孤立的，在一个地区常出现多个断层，并以一定的形式

组合起来，比较常见的组合类型有地垒和地堑（表916）。

表916 地垒和地堑比较表 类型含义地表形态举例地垒两条或

两条以上性质相似的断层大致平行分布，中间的岩块相对上

升，两侧的岩块相对下降，相对上升的岩块称为地垒。常形

成块状山地我国的庐山、泰山等地堑两条或两条以上性质相

似的断层大致平行分布，中间的岩块相对下降，两侧的岩块

相对上升，相对下降的岩块称为地堑。常形成狭长的凹陷地

带东非大裂谷、我国陕西的渭河平原和山西的汾河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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