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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地貌学是地学中一个很活跃的学科
,

它的研究范围在理论上和应用上都在不

断扩大
,

方法也不断完善
,

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概念
,

新的方向
,

也导致对地貌学的研

究对象
,

任务这类重大问题的争论
。

这里着重介绍以下几个方面

一
、

扭体地貌学
。

属地貌学总的理论问题
。

研究地球 最 大 的 形 态
—

陆 地 和 海

洋
—

一直是地貌学家所追求的目标
,

但是只有在对大洋底部的地貌和地球物理研究蓬

勃发展
,

和遥感手段能提供各种不同比例尺的大陆地形遥感图象
,

用来判读大陆结构的

基本规律以后
,

星体地貌的研究才得到应有的发展
。

这种运用遥感手段研究地球的总面

貌被称作是对地球的
“
第二次发现

” 。

它研究地球旋转速度的变化
,

地轴的倾斜度
,

大

地水准面的形态
,

地球在其它行星中的位置
,

并阐明过去所未知的地壳区域构造线
,
环

形结构
,

以及山体走向与其相邻的洼地的相互关系
、

水网的形态特征等
。

对地壳表面的

研究也可作为对其它星体表面进行比较性研究的一个标准
。

星体地貌学的发展提出了有

关大地构造的新理论
,

即岩体板块构造的理论
。

 ! ∀一#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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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希莫夫发表 了一

系列文章
,

划分出地球的主要活动带
—

板块间的接缝带和相对稳定的板块
,

并对大的

地形形态进行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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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诺夫斯基等研究造山作用
,

评价了各种地球

物理观点的大地构造理论 )地球的膨胀说
,

脉动说
,

压缩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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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罗 夫根

据卫星图象判读研究了大陆内部
,

大陆与海洋接缝带及其个别 部分的特征
。

特别重视评

价向斜发展的作用
,

垂直运动与水平运动的相互关系
,

断裂成因作用等
。

一些地貌学家

预言
,

板块构造理论将给地貌学理论的发展
,

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

二
、

构造地映
。

苏联地貌学一直侧重于构造地貌的研究
,

把它看成是地 貌 学 的 核

心
。

近年来构造地貌在理论上
,

方法上
,

区域性问题上都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

其发展的

主要趋势是试图解释形态构造的发展
,

首先是由岩体板块侧向移动
、

地壳块状构造
、

岩石

动力流等因素造成的山地形态构造
。

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各个地区形态构造中古老成分的

研究
,

认为它们对现代地形有很大的作用
。

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  !#年 出 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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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洛连索夫的
“
构造地貌学概要

” ,

它全面阐述了构造地貌学的一些原则性 问题
,

如构造

地貌学的内容
,

地形形成过程的两面性
,

地形与生物圈等
。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在于 地

球表面形态的发展取决于物质与能量循环流
,

也称作是岩体动力流
。

它的意思是
,

在整

个地质历史时期
,

地壳表面的物质
,

即岩石圈的物质
,

吸收了太阳能
,

潜人到地核中
,

吸收了内部能量后
,

受到改造
,

又上升到地球表面
。

从这个观点出发
,

所有内营力的大

地动力过程 )火山运动
,

构造运动等 ∗ 表现岩体动力流的上升部分
,

外营力过程 )剥蚀

和推积 ∗ 是它的下降部分
。

而地表形态则是岩体动力流上升部分和下降部分达到平衡的

反映
。

弗洛连索夫的上述论点得到不少地貌学家的赞赏
。

构造地貌在应用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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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茨曼的 《地 展



地点和山区的形态构造》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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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昌斯卡雅的 《内营力成矿作用分布的形

态构造规律性》 )  # ∗
,
月

%

∋
%

阿里斯塔尔霍娃的 《石油与天然气探矿的地貌研 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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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科夫等的 《乌克兰含石油
,

关然气地区形态构造分析》
。

三
、

断脚道运动
。

近年来发表了不少有关新构造运劫的区域性和理论性 问 题 的 文

章
,
编制了大盆新构造图

,

并利用已有资料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问题
。

在编制 01 万的

《东西伯利亚南部新构造运动图》的工作中 )  # ∗
,

作者在图上主要表示的是反映构

造状况的垂直运动的总振幅
,

他应用了新的计算垂直运动的方法
,

即考虑到海平面的变化

及水溶液再生成因素的复杂影响
。

图上并镶有该地区新构造运动区划和地展区划
。

 !  

年出版了 0 11 万的 《苏联及其邻近地区最新地质构造图》
,  # 1年出版了同样比例尺的

《南亚及其邻近地区最新地质构造图》
。

两幅图上都镶有新构造区划图和新构造运动发

生时间区划图
。

划分出 ∗ 地壳呈 上升趋势的大陆类型 , 2 ∗ 地壳呈下降趋势的海洋

类型 , # ∗ 地壳具有鲜明的上升和下降运动的过渡类型
。

在苏联及其邻近地区最新地质

构造图上还表示出构造成因类型
,

它决定着新的发展阶段地壳变化的方向
。

在所有上述

图上都反映出不同等级的断裂系统
,

表明各种动力类型的断裂在大陆地壳和海洋地壳内

都十分发育
。

止述各方面的资料的取得使地貌学家们得以 ∗ 用统一的方法说明宏观的新构造

运动特征
,

2 ∗ 解释大陆和洋底的主要新构造运动的单元
, 3 ∗ 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

。

研究新构造运动的成就还促使产生了一些新的分支学科 区域新构造运动
,

构造与形态

的新构造运动
,

历史新构造运动和研究地壳的现代运动的现实构造运动
。

研究地壳活动性的区域特征对确定地震运动的规律性和地震预报
,

解决较精确的测

里任务
,

理解古地理
,

全球气候形成的规律性及其演化
,

正确认识最新沉积物层和与之

柑联系的矿产
,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新构造运动图对于解决现代地形的形成和地貌

学的总的问题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四
、

古地貌
。

近年来着重研究现代地表在新第三纪一第四纪发展阶段的地形状况
,

改造古老地质年代的古地形
,

评价古地形对沉积物堆积过程和与之相联系的 矿 产 的 影

响
。

这类研究在普查铝土矿
,

砂矿
,

石油与天然气沉积矿床和其它矿产的工作中都取得

了良好的结果
。
《苏联古地貌图集》 的编制是这项研究工作的转折点

。

图中表示出各个

地质历史阶段地形发展和构造的主要特征
,

评价了地形对古大陆地层形成过程及与之相

联系的矿产的影响
。

古地貌图集更深刻地揭示了苏联领土上现代地形的形成历史
。

古地貌研究的成果大大扩大了传统的地貌分析方法在地学中 )古地理
,

岩石学
,

构

造运动学等 ∗ 的运用范围
。

它们表明
,

地貌分析可用来解决理论的或实际的问题
,

如利

用地貌分析阐述地球发展的构造论观点
。

再如运用地貌分析可改变过去古地理研究主要

依赖于海洋沉积物的研究这一状况
。

五
、

外 , 力作用
。

对现代和过去的外营力过程及其造成的地形形态的研 究 日 益 发

展
,

扩大了研究项 目
,

对个别的外营力过程 )沟蚀
、

坡蚀
、

泥 石 流
、

滑坡
、

重 力
、

风

力
,

冰成
,

海岸动力等等 ∗ 及它们综合的作用进行了大里研究
。

改善传统的方法并注意

采用定性的
,

定4 的
,

野外的
,

试验的
,

制图的
,

航空航天等新方法
。

对这些自然过程

的研究和监视紧紧围绕着对它们的预报
,

防止和减弱它们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危害
。

近年

来还特别着重研究自然过程和人为过程间的关系
。

有关  5  一  !5 年的研究成果汇集在



 ! !年全苏科技情报所出版的 《学术总结》 )动力地貌学问题 ∗ 中
。

对外营力各种过程

的研究要求有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方法
,

为此曾召集过几次全苏性的会议进行专门研究
。

研究外营力作用的区域性研究中心有莫斯科
,

卡赞
,

伊尔库茨克
,
高加索

,
中亚

,

远东

等
。

各地的地貌学家致力于研究对外营力过程的模拟
,

预报和控钵 以及它们的历史发

展过程
,

出版了大批专著
,

如 《外营力地形形成问题》 )  了5 ∗
,
《侵蚀学 的 理 论 基

础》 ) # ∗
,

《苏联工程地质学》
,

后者曾获得  # 2年的列宁奖金
。

总的说来苏联外营力过程的研究现状是处在加强积累新的实际资料
,

修 改 一 些 旧

的理论概念
,

制定多方面的研究方法这一阶段
。

这些研究都和国民经济中的实际问题紧

密联系
。

当前则致力于统一观测方法和资料整理加工的方法
,

深人研究外营力形态成因

的理论基础
。

六
、

应 用地貌
。

前面已有所述
,

苏联的应用地貌研究遍及地貌学的各个方面
,

各个

部门
,

近年来特别着重在探矿
,

评价水利设施的建设条件
,

土壤改良
,

土地 的 农 业 利

用
,

地震区划和预报等方面
。

关于河谷地貌
,

冰川地貌
,

海洋地貌研究的发展情况就不一一介绍了
。

七
、

关于地貌学内容的讨论
。

 ! 5一  # 年地貌学杂志组织了关于地貌学的对象和

形态构造分析的讨论
。

这次讨论的动因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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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耶夫写的 《地貌学的对象和主 要

任务》一文引起
,

实际上是由地貌学在蓬勃发展阶段所产生的一些混乱所引起
。

讨论澄

清了使地貌学地质化
,

气候化的两种偏向
,

进一步确定了以格拉希莫夫为代表的
、

地貌

学以形态构造分析为核心的论点
。

它归纳如下 现代地貌学是一个学科体系
,

它在同等

程度上既是地质的
,

又是地理的
。

现代地貌学发展的主要特征是用形态构造的方法研究

现代和古代的地形形态
,

它们的成因
,

产生的时代和演变规律
。

地形一词并 不 等 于 地

貌
,

地形是个一般的
,

广义的
,

有时甚至是几何上的概念
,

它不包括成因上的含义
。

地

形应等于形态构造 )大地形形态 ∗ 6 形态雕刻 ),7
、
地形形态 ∗

。

而形态构造一词必须包

括形态的和构造的两方面的意思
。

它表明地形形态是在地壳的构造运动和剥蚀与堆积过

程相互作用下构成的
。

并且作为内营力的地壳构造运动推进和控制着作为外营力的剥蚀
、

堆积过程
。

地貌学的任务就是要把地形的形态特征和底层的岩石和构造特征联成一个有

机的整体全面研究地表形态
。

地貌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史表明
,

无论是出现新的观点
,

新的方法
,

新的信息来源
,

新的途径
,

都没有否定台维斯和彭克所奠定的理论基础
,

它们都不过是对经典理论的补

充
,

修正和发展
。

西德部分地貌学家认 为气侯地貌学是地貌学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

它可

以取代台维斯和彭克所奠定的经典理论
,

看来是站不住脚的
。

近年来地貌学家们不仅重

视地形发展阶段的研究
,

同时也致力于研究它们的急剧的
,

革命性的变化
,

边际状况
,

极端过程和条件
。

地貌学的内容 日益广泛和丰富
。

它要求有新的综合性理论
,

来概括地

貌学各方面的研究成就
。

如何建立这种综合性的新地貌学理论
,

有待地貌学家进一步去

探索
,

去创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