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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槐对地球膨胀说的“回采”，一方面反映了当代地球科学要求从更高层次上向着整体性走向统一的趋

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类智力在地球整体性认识上仍然受阻。而利用类圈体存在三种内禀自旋的发现，这

会有助于地壳及岩石圈板块运动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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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利用类圈体存在三种内禀自旋的发现，这会有

助于地壳及岩石圈板块运动的探索。例如 1994 年

第 3 期《大自然探索》杂志上杨槐提出：地壳三维

分离和球面两维漂移构成的“三维与两维之辨”，是

当代地学活动论研究中的新命题。他说：“自然界

中，在两维与三维的物质运动形态之外，不存在任

何第三种形态的可观察的物质空间运动……物质

运动反映在空间判识上，不是两维性质的，便是三

维性质的，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杨槐用“地

球非球对称膨胀”理论向当代地学权威理论“板块

说”提出了挑战。 

杨槐对地球膨胀说的“回采”，一方面反映了当

代地球科学要求从更高层次上向着整体性走向统

一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类智力在地球整体

性认识上仍然受阻，这种状况不只是来源于人们对

地球进行科学观察的不足以及地球本身组成和结

构的复杂性。 

 

【1、判读坐标不是唯一的】 

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是以打破地壳运动以垂

直运动为主，大陆位置固定不变的传统观点，提出

地壳运动以水平运动为主的新观点，震动整个地学

界的。就是说地球演变在 20 世纪初就存在着一种

判读坐标之争：即是球面的径向一维运动？还是球

面的水平二维运动？ 

为了回答大洋和大陆下面的玄武岩太坚硬，根

本不容许大陆花岗岩从它上面漂移开来的责难，支

持魏格纳漂移说的人，不惜模糊这种判读坐标之争，

抬出本是垂直运动为主的地幔对流，用以补充解释

板块水平运动的动力机制。即后板块说已具有三维

运动的性质。 

当然这是有事实依据的；1961 年美国人赫斯

和狄兹根据海洋的地震记录、海洋基底岩石地磁异

常和磁反向，以及海洋地质、海底地貌、海底热流

测量等方面的数据，分别提出了海底扩张说，他们

认为地幔中的熔融物质可能会向上涌，例如，沿着

大西洋全长展延的一些裂缝向上涌，新的海底地壳

就在这里产生。新的海底产生以后，它就逐渐向海

岭的两侧扩散，当到达海沟时，又重新下沉为地幔

所吸收。 

由于这一过程的不断进行，新的海洋地壳不断

地产生，不断地向外扩张，而大陆只是随着海底的

扩张而移动，海底扩张就好象传送带，而大陆则被

传送带移动。这里显然放弃了魏格纳最初考虑大陆

漂移存在有地球自转作用的因素。1965 年加拿大

的威尔逊提出转换断层概念，使板块的划分不再受

海洋和陆地的限制，一个板块可以是大洋地壳或者

大陆地壳，也可以兼有大海和大陆两种不同的地壳；

板块与板块交界的地方，则是地壳比较活动的地带，

这里常有火山、地震活动以及地壳断裂、下沉和挤

压折皱等发生。 

杨槐抓住判读坐标之争是有见地的；他以“壳

体三维分离”为视角，把球面径向的一维运动和球

面水平的两维运动结合起来，不回避地壳的垂直运

动，从而突现了“地球的非球对称膨胀”。 

按三旋理论看来，地球非球对称膨胀运动实属

线旋。当然地球磁场北极出南极进的磁力线转动也

叫线旋，地球自转叫面旋。 

前苏联地质学家奥尔洛娃关于地球象陀螺那

样向一边歪倒过的乾坤颠倒运动，叫体旋。按三旋

判读坐标系，从魏格纳到杨槐才构成一条完整的

“地学革命链”。 

 

【2、体旋之谜】 

魏格纳当初为了说明大陆漂移，还复原了石炭

纪古气候图。该图把地球自转轴画成了“偏轴”状态，

把赤道线画成了相应的扭曲变形的线条，使现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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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圈子内的斯匹次卑尔根地层中存在代表亚热带

干旱气候的石膏层，非洲与印度板块上存在代表极

地气候的冰川遗迹等，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但从魏

格纳到杨槐都没有看出这中间包函的体旋因素；魏

格纳认为这是大陆漂移的结果，杨槐则批驳说：北

美、欧亚板块上，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存在着所谓

旋进挤压地貌，或其构造遗迹以显示“漂移”性质的

板块运动。 

这个问题恰恰也被奥尔洛娃看中，然而她却与

魏格纳和杨槐的想法不同，认为这是地球象陀螺那

样向一边歪倒过的结果。奥尔洛娃对今天在北极地

区考古，发现 2 亿年前的茂密热带森林化石，与此

相反，在今天赤道地区发现弥盖着巨大冰川的事实，

根据地轴躺倒过的观点进行严格地计算，居然发现

和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 

但奥尔洛娃对发生这种地球乾坤颠倒需要的

雷霆万钧之力从何而来，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我们

知道这种乾坤颠倒是体旋；如果再纳入太阳系的三

旋场效应，就不难理解它的“雷霆万钧之力”。 

这可以用自旋磁陀螺的反向倾斜与公转的实

验作出解释；因为这类似磁陀螺绕条形磁铁上端或

下端公转，条形磁铁存在上下浮动使磁陀螺偏倒产

生的情况一样，它反映了不仅微观粒子不可能从整

体的三旋场效应上被真正地分割，而且宏观星球也

不可能从整体的三旋场效应上被真正地分割。地球

是否存在体旋？河南省地质局蔡乃仲也有研究；但

他是把地球体旋称为地旋，把地球作体旋运动偏倒

的地轴称为极移极。蔡乃仲认为北极移区大体处在

环太平洋带偏北极附近；南极移区则相应处在环非

洲带偏南极附近。用球面几何求心法取极移区的近

似中心点，北极移极在太平洋板块的中部，大体是

北纬 20°、西经 160°，即檀香山附近；南极移极在

非洲板块的中部，大体是南纬 20°、东经 20°，即

纳米比亚的格罗特方丹附近。 

他从目前这种粗略的极移极的定位发现，欧亚

板块、印度洋板块、南极板块和美洲板块是环绕着

太平洋板块和非洲板块旋转的。他进一步通过地旋

经纬度和地理经纬度的互换，绘制成《地旋构造体

系略图》，发现这种地旋体系由三大旋带构造组成，

即： 

①北旋带旋涡构造，位于北极圈附近，由太平

洋旋涡板块和环太平洋旋涡板边组成。如沿堪察加、

萨哈林、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伊里安、所

罗门、斐济、土阿莫土、加利福尼亚、亚历山大、

阿留申等岛群和半岛群组成外太平洋岛环系列，这

主要是一系列岛弧、山弧、海沟系列以及俯冲带； 

②南旋带旋核构造，位于南极圈附近，由非洲

核板块和环非洲旋核板边组成。环非洲板边而发育

的是一系列洋脊、裂谷、转换断层系，这是全球规

模最大的环形扩张带。 

③中旋带旋叶构造，位于地旋赤道附近、由欧

亚、印度洋、南极、美洲四大旋叶及其相应的旋叶

边组成。这四大旋叶板块的几何形状都近似于菱形

块体；如果以地旋极定方向，则菱形块体的长轴对

角线呈地旋北东--地旋南西走向展布；这与地球体

旋受再次极移和地球长期面旋制约是相吻合的。 

 

【3、极地线旋】 

我国地质学家陈年提出的大陆起源，也类似

“地球非球对称膨胀”的假说，但他选择的“快速膨

胀区”不是在靠近赤道而是在极地。 

陈年是从世界大陆轮廓图和普通的半釉陶器

图案相似而萌发出该假说的；他认为地球表面是无

所谓海陆的，后来地球内部熔融的物质，经北极地

区源源涌出，按一定方式沿地球原始地表自北而南

地流动，并逐渐冷却固结为最初的大陆地壳，才造

成最初的大洋。 

同时，这不仅是构成大陆的物质在熔融状态下

有着由北面南运动的经历，而且当它们冷却固结之

后，仍然有着自北而南运动的趋势。这可以从目前

大陆位置看出端倪：地表所有陆地簇拥在北冰洋外

侧，呈放射性向南展布，而且离北极越远陆地面积

越少，各陆地均以倒置三角形的面貌出露在大洋水

体上，而南极则是到终点的陆地。 

陈年认为他的理论不但能解释其它的构造理

论能解释的问题，而且也能解释其它构造理论不能

解释的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北半球陆地多而南

半球陆地少？他举出美国航空和航天局用激光和

射电望远镜测得到地球上各大陆漂移的数据，说明

全球大陆仍存在普遍向南移的情况，这是板块学说

所不能解释的。但为什么大陆会表现出大规模的自

北往南地运动，陈年也感到回答不出这是什么力？ 

其实这也是类似线旋；从微观和宏观来看，线

旋以及面旋、体旋是物质内禀的一种空间性质。这

三旋是从类圈的形象引进来的，在建立起三旋的概

念之后，类圈的形象其实也不需要了。其明显的例

子就是地球，它不是一个类圈体而是一个球体，但

也存在三旋： 

地球自转是面旋，地球极轴倾倒的运动是体旋，

地球磁场的转动是线旋。物质存在向自己内部作运

动的空间属性，是三旋存在的本体论，它在微观量

子身上是一种基本的象性。正象很多宏观量子现象

是微观量子现象的反映一样，微观量子线旋也必然

会在一些宏观物体上反映出来，地球的磁场线旋就

如此。陈年提出大陆最初起源的极地非球对称膨胀

的线旋，也可以看成是这种宏观量子线旋的反映。 

 

【4、地球板块与三旋转座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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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地球看成是一个“三旋体”，它的板块就是转

座子。在类圈体表面用经线和纬线画出网块，即把

类圈体分成环段，再把环段分成格，做成一种象魔

方那样能转动的魔环器；这种网块就是转座子，任

取一网块都能在类圈体面上沿体内中心圈线平行

作面旋，绕体内中心圈线作线旋，或随同类圈体整

体作体旋，并且这三旋还可两者、三者交叉组合运

动。其次，转座子还可在圈面局部地区作圆周运动。 

例如，勒比雄等在研究东南太平洋洋底扩张速

度分布，确定出板块扩张极，并绘制出麦卡托投影

图时，发现洋脊两侧的板块就是围绕扩张极旋转的。

当然，地球上板块与此对应要复杂得多，它们还可

以碰撞、破裂、俯冲、拖曳、倾斜、摩擦、隆起、

弯折、褶皱、畸变、断层、熔化、喷发、沉积、侵

蚀、聚合、张开、闭合、拼合、旋回等，但主要特

征是漂移。虽然地球内部的放射性元素释放热，驱

动地球内深处岩浆房的线旋对流流动，能使板块以

每年几厘米的速度在地表移动，但板块运动主要还

是受地球多层次的三旋综合效应的驱动作用。 

因此可以说，全球构造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三

旋构造圈。 

这里可提到李四光类似魏格纳的一些工作；在

20 年代初期，李四光在华北作煤矿地质调查，发现

蜓科化石，进而研究石炭二叠纪地层，从中发现中

国南北地层海相陆相差异的异常事实。联系到海水

全球性进退运动规律，又联系到大陆整体运动方向，

联系到地球自转速率变化的周期性，把矿产地质、

古生物学、沉积学、构造地质、力学等联系起来综

合分析，他大胆地假设，地壳运动起源于地球自转

速度变化引起的地球运动的力学原理，从而把中国

地层特点和海水运动、地球自转统一起来；这实质

是把地球表面板块或一些转座子，与地球三旋中的

面旋相联系进行的研究。 

而陈国达的地洼学说，则是提示了地球三旋的

多阶段性运动。但在这之前，关于地壳演化及运动

的大地构造学仅停留在“非槽即台、非台即槽”的

“地槽--地台学说”局限上。陈国达在 1959 年则提

出，继地槽--地台阶段之后，还有造山型的强烈地

壳运动，它不是地槽历史的重演。其标志是它里面

没有海槽而具有特殊的以陆相为主的盆地，叫做

“地洼”，故又叫它为“地洼型造山运动”。 

这与造山运动，是地球板块受三旋多次相互作

用结果的认识是一致的。而自学成材的农民天文学

家职颖法，还近乎意识到三旋是揭示宇宙演变力源

宏谜的钥匙。因为他称之为力源的“非见物”，实质

是一种三旋效应，他则形象地比喻为是转体两极纳

新的攻心力造成赤道膨胀吐故的离心力。他以此画

成的图可清楚地看出这是两个线旋的耦合，我们在

研究生物全息腔时，将类此情况称之为双单元对流

线旋。 

职颖法还比杨槐走得更远，他认为太阳非球对

称膨胀，即日曝多次分娩抛射物质还形成太阳系，

其中有七次日曝冲击地球，使之放出月球的光环，

使地球岩浆喷发、放射性元素增加、生物灭绝、地

磁倒转、金刚石形成，地热耗散、气象变冷甚至出

现冰期。 

另一位自学成材的工人天文学家栾巨庆，接近

坚持把地球的三旋与太阳系的三旋相联系。他提出

的行星对应区假说，根据法拉弟的场论琢磨，推论

宇宙间充满电磁场，行星在这个大磁场中都会被磁

化；当金星或水星运行到日、地之间时，这两颗星

就有了比太阳还大的磁力来影响地球，从而大大增

强了对地球相应纬度的磁感应力。 

这种磁感受应力可能吸引大量云团，因为云团

水珠带有阴电和阳电，电能生磁，从而影响大气环

境，造成区域性的气候异常，行星集中对应的纬度

就可能大量降雨。 

 

【5、地外地内因素对膨胀的作用】 

与栾巨庆看重地外因素不同，杨槐更多的是着

眼地内因素，并且是从地球演化开始的。他认为地

球系从原先的高密、高压、高能的存在环境，进入

向低密态演化的物质态变，岩石圈下部物质蓄热而

呈熔融态，“软流圈”必然要向具有束缚性的高层位

刚化岩石圈夺取空间，从而导致岩石圈的胀裂，发

生相应的地壳变动和构造事件。 

然而有人认为地外因素对地球膨胀也有影响，

例如，日本科学家认为，大气压力的改变有可能在

日本太平洋沿岸诱发大地震。他们报告说：从公元

648 年到 1946 年日本发生的所有 13 次大地震都发

生在秋季和冬季，这个时候大气压力最大。 

而中国学者宁维铎出版的《地球奇遇演化新说》

一书，还认为地月相撞，由此对地球地貌成因、地

质成因和海洋起源以及地球生命的起源等也有影

响。再说地内，也还有学者认为与向地外膨胀相反，

有向地核“反向膨胀”的下地幔层运动。道理是：地

幔下部的主要成分是硅酸镁和硅酸铁，这些矿物质

呈钙钛矿型晶体结构，地幔下部岩浆和钙钛矿物质

的密度基本相同；由于地球内部岩浆含铁量多，重

于钙钛矿结构的矿物质，因此当地幔下部熔化成岩

浆时，岩浆可能不是上升而是向地球深部沉降。就

是说地幔上部产生的岩浆形成火山从地表中喷出，

与此相似，地幔下部形成的岩浆可能向地核和地幔

交界处下沉，因而被称为“反火山”。 

 

【6、再论地幔对流佯谬】 

我们有必要再一次用线旋概念探讨地幔对流、

海底扩张、非地球对称膨胀、火山爆发、地震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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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象；为了形象地说明线旋，我们把它的基本模

型比喻成象锅中沸水心液体向四周分开的那种情

况。 

但锅中煮粥，有时升腾起的液柱并不发生向四

周分开，而是象克莱因瓶那样向一侧倒下的瞬间收

敛的特异情况。由于这是从线旋引伸，故称为“收

敛线旋”。继之，把锅里煮粥，心液体既不发生向

四周分开，也不发生向一侧倒下，而是象罗素发现

孤粒子波的那种旋起的液柱，久久不落下只形成一

个水包上下涨落的情况，称之为“孤立线旋”。联系

上述地质现象，可以把未发生地壳大爆裂的地震，

看成是孤立线旋；把岩浆冲出形成火柱的火山爆发，

看成是收敛线旋。 

由于它们都不是属于全球性的运动，这类特异

线旋属于转座子层次的三旋。此外，如果产生这类

特异线旋的岩浆房不是同一个，还称它们为“多重

线旋”或“多重线旋耦合”。联系这类线旋相对烈度

的大小，象杨槐提出的非球对称膨胀，赫斯和狄兹

提出的地幔对流海底扩张，陈年提出的地球内部熔

融物质经北极沿地表自北而南地流动，岩浆外溢似

乎要平静得多，但产生它们的岩浆房却大得多。 

杨槐认为在地壳大圆上所造成的初始深大断

裂带，总是呈南北方向展布；当最初只有一个“快

速膨胀区”----“太平洋初始裂谷带”在地表出现时，

由于全球其它地区均为束缚力较大的完整陆相地

壳所包裹，故态变层反映在第三维上的对膨胀空间

的争夺，只能较多地表现为所谓洋盆的“睁眼珠式”

扩张方式。而当“快速膨胀区”出现增多，洋盆因地

球膨胀所发生的扩张，便从迫使一狭小地域大陆缓

缓后退的“陆退式”，而为从全球巨型岩石圈断裂的

“洋脊”处快速分张的“脊张式”；可想这种“快速膨

胀区”已是成岩浆房三旋简并之势。 

这里的岩浆房类似杨槐提到的“对流腔”。他的

理由是： 

①产生于同一对流腔中的对流物质，因对流的

循环运动其物质的物理特性应趋于匀一化。但地球

内部“圈层重叠”、“界面遥比”、“温度有别”、“密度

各异”且各圈层间层位稳定，并没有一处显示物质

因对流运动的相互混淆，以至界面模糊趋于匀一化

的迹象。 

②试问深达幔核边界且时以数亿年计的地幔

对流循环运动，怎能始终保持物理特性各异的圈层

存在形态，且不破坏其相互清晰而稳定的间隔界面？ 

③地幔对流潜没的逻辑路线应出现渐向东弯

曲、旋进，从而使其洋盆东缘洋壳也具有向东旋进

弯曲、斜插地幔的“贝尼奥夫带入潜趋向的一致性”；

然在太平洋，观察告知的洋盆东西两缘贝尼奥夫带

插入地幔的实际几何形态，总体格局则呈现大“八”

字形。在呈南北向展布的大西洋，观察告知的地磁

等时线实际记录，其幅宽，在洋脊东、西两侧既相

同，又严格对称，并未见“地磁条带记录非对称性”。 

杨槐为此认为地幔对流乃子虚乌有，“海底扩

张”、“大陆漂移”、“威尔逊旋回”等，都是建立在“沙

滩”上的。 

然而理清这团乱麻并不难，按前所述，大陆漂

移并不是单纯的面旋或线旋，而是地球三旋多层面

的综合效应。这首先是：大陆漂移客观存在，不是

子虚乌有。1994 年 12 月 7 日新华社华盛顿电还报

道：美国全球定位系统卫星提供的数据显示，澳州

大陆正在经每年 5 至 8 厘米的速度朝着北部偏东

的方向缓缓移动。该全球定位系统由 25 颗与地球

表面保持相对静止状态的卫星组成，能够利用无线

电信号向船只、飞机、车辆、人员等提供精确坐标。

其次在探寻世界上贵重矿石新产地中，从古代熔岩

验证岩浆房的对流确实存在，并且还被用来解释美

国、津巴布韦及世界上一些粗粒岩石层中发现的铬

和白金矿藏。 

1986 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特纳和剑桥大学

的赫珀特及斯帕克斯一起，仔细地研究了流体动力

学理论，他们以科马蒂岩的组成作为例子，计算形

成这种岩石的流动程度是否足以产生对流，计算结

果表明对流会产生，对流在三旋中属线旋，岩浆房

的对流，与地球磁场北极出南极进的线旋相比，再

多的岩浆房三旋简并，也形成不了这么大的一个单

单元对流线旋体。 

再说磁力线作为一种微观物质可以穿透地核，

而岩浆则不可能，这也决定了岩浆房不能以地球作

为一个单元对流线旋体，而只是能产生多个岩浆房

形成多重线旋，太阳物理学利用太阳震荡来研究太

阳内部结构，地球物理学也可以利用地球自由震荡

和地震波来研究地球内部的多重线旋。类似太阳表

面为米粒组织的震荡，地球的自由震荡也可以理解

为是束缚在地球内部的岩浆房多重线旋形成的一

种共振现象。地球内部有极大的密度梯度，从而形

成地震波的反射面，由外向内非径向传播的地震波

受到反射，又向由内向外传播。 

在一个球体内来回反射的声波会形成驻波，在

地球内部形成的驻波，就是地球震波的本征模式，

对于一个给定参数的本征模式，其频率和径向波函

数取决于地球内部结构的径向分布，联系岩浆房线

旋在“软流圈”、“过渡带”及“上地幔”剩余部分各层

的排列分布，在地幔内部，各层的岩浆房线旋并不

受地球整体自转的影响，因此一些相继竖立排列的

岩浆房线旋，可以形成径向的多重岩浆房线旋；只

有这类岩浆溢出增生新地表面时，才更多地受地球

自转的影响，例如，呈大“八”字形的洋盆东、西两

缘格局，就是外溢的岩浆受到地球自转的作用所致。

其次，不同类型的岩浆房线旋的分野，也形成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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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海底扩张、地球非球对称膨胀等不同类型的

区别，而且，它们之间还会有多种交叉，例如，上

述洋盆格局，能说不会是非球对称膨胀在先，地幔

对流海底扩张在后的交叉？ 

类圈体的转座子能向北、向南、向西、向东移

动；地球板块漂移，由于地球不停自转，可以说它

的面旋作用常在；但地球的线旋、体旋却难见，这

防碍了对板块漂移、分布的多样性寻找多样性的动

力学机制的解释。其次，即使地球触发线旋、体旋，

也不是连续的，因此板块联系这类作用极不明显。

然而地球触发线旋、体旋震荡，却又比地球辐径增

长运动明显。因此即使 46 亿年来地球半径增长一

倍以上，在单位时间区段内仍是不明显的，并且线

旋应用于实际模型的时候，通常也是把径向这一维

运动自然包括进去。例如，锅心沸水翻滚的线旋膨

胀、地球磁场转动的线旋膨胀，必然有径上的增长

运动。因此，三旋对地球壳体的三维分离是能够阐

明的。 

 

【7、结束语】 

事情也正是这样，现在地球物理学家已提出了

分别称之为“全地幔”对流和“层状地幔”对流的两

种地幔流动模型。全地幔模型允许热量从熔化的地

心直接传到地表，这可看作是单单元线旋对流；而

在分层模型中，热传递的效力小得多，它类似多重

线旋对流。 

研究的多种证据表明地幔是在一个分层模型

中对流，同时还发现两层流动间的界面随着时间推

移而变得混乱，一些含有两种混合流体的小块沿着

界面不断扩大而成为“渗漏层”。 

1993 年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人员，用计

算机模拟出了在地幔顶层和底层之间的边界层中，

矿物质被转换时产生的体积上和热量上的变化，该

变化说明地幔顶层的物质有停滞在过渡带的趋势。 

即使采用全地幔对流，停滞的地幔顶层岩石也

在过渡带聚集，然后周期性地倾泻到地幔底层中去。

目前的计算还显示，即使地幔最初是由单一物质构

成的，然而矿物质转换使得流动不太容易通过过渡

带，也会破裂而成一个层状模式，这与岩浆房多重

线旋和线旋简并会有交叉的结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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