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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研究进展与趋势”专辑特邀主编寄语 

李海兵 

自然资源部深地动力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100037 

摘  要: 构造研究是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最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领域, 是长期经久不衰的学科, 尤其涉及

到解决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时凸显它的重要性, 如青藏高原形成演化过程对资源能源、地表作用及

其环境气候与灾害的影响, 以及地震活动对人类社会的冲击等等。地质学家们经过长期的持续研究, 在地质

学、地球物理学方面, 包括岩石圈流变学、实验岩石学和青藏高原构造变形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与重要认识。《地球学报》集中在 2019 年第 1 期刊发 16 篇文章作为“构造研究进展与趋势”专辑, 专辑

涵盖了四个方向的研究成果: (1)大陆岩石圈流变学; (2)青藏高原形成与构造过程; (3)断裂作用与地震活动; 

(4)地区构造样式与效应等。这些工作主要涉及目前大陆岩石圈流变学的发展现状与前景、青藏高原形成演

化和帕米尔及喀喇昆仑断裂带等重要构造带的研究进展, 以及目前人们关注的与地震活动相关的断裂活

动、岩石记录和物理化学性质变化等方面的研究, 包括 8 篇综述性文章和 8 篇研究性成果。本文将从这 4

个研究方向简要介绍收入本专辑论文的研究工作, 呈现构造研究成果与趋势, 为深入研究和认识地球系统

科学提供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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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 Editor’s Preface to the “Review and Tendency of Structural 
Research” 

LI Hai-bing 

Key Laboratory of Deep-Earth Dynamics of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Institute of G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Abstract: Structural research is the most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in earth system science, and also a long-lasting 

science topic. In particular, it add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in solving the issues critical to 

human society, such as the impact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on energy resources, surface effect, and 

its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and the impact of seismic activity on the population. Based on a 

long-term continuous research, geologists have obtained a series of major achievements and important      

understandings in geology and geophysics, including lithospheric rheology, experimental petrology, and tectonic 

deform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The first Acta Geoscientica Sinica special issue contains 16 papers in the 

"Review and Tendency of Structural Research". This special issue covers the following four subjects:         

(1) continental lithospheric rheology, (2) the formation and tectonic processe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3) faulting 

and seismic activities, and (4) regional structural style and effect. These papers mainly discus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the continental lithospheric rheology,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important tectonic belts such as the Pamir and Karakorum fault 

zones, as well as the current fault activities, rock records, changes in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related to 

seismic activity. This special issue includes 8 review papers and 8 research papers. This introduction aims to 

briefly introduce each study according to the four subjects and to present the achievements and tendenc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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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vide significant basic data for the further study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Earth system science. 

Key words: continental lithosphere; rheology; faulting; seismic activity; Tibetan Plateau  
 

 

 

 

 

当前正处在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旗帜的新地

学革命的时代。地球系统科学就是将地球当作一个

统一的大系统, 研究地球整体运动的规律及各圈层

间的相互作用。构造研究是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的

主线 , 是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领域 , 不仅包含实

验、观察和理论等方面, 还聚焦于多时空维度中演

化 的 地 球 和 行 星 系 统 各 个 部 分 之 间 的 相 互 作 用

(Huntington et al., 2018)。构造研究前景广阔, 不仅

使我们能够通过理解行星的深时空演化, 提高我们

对自然世界的认识 , 而且为人类社会提供关键服

务。目前, 构造研究面临众多的机遇和挑战, 其中

“岩石圈流变学”是认识“地球形成演化”的重要

不可或缺的内容, 也是构造地质学最重要的长期目

标之一 , 重要挑战是对岩石力学性质(即岩石流变

学)的定量化、认识流变学如何通过变形过程控制固

体地球的物理与化学演化; 近 20 年来的全球地震

活动给人来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直接冲击我

们的社会, 使人们意识到认识地震及其断裂作用已

经成为构造地质学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这不仅是

机遇更是挑战; 青藏高原是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俯

冲、碰撞及其持续挤压作用下形成的世界第三极, 

是开展地球与生命演化、圈层相互作用、资源能源

与环境效应、灾害效应及人地关系研究的最佳天然

实验室, 是构造地质学重大理论创新的永恒基地和

机遇。本专辑论文主要涉及到上述相关内容, 因此, 

专辑名称为: 构造研究进展与趋势。 

地质学家们经过长期的持续研究, 在地质学、

地球物理学方面, 包括岩石圈流变学、实验岩石学

和青藏高原构造变形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与重要认识。本期《地球学报》收集了 16 篇关于构

造研究及其相关内容的学术论文, 主要以综述性论

文和地区性研究论文两类形式, 主要内容涉及目前

地学界所研究的热点地区, 如青藏高原, 以及人们

迫切关心的焦点, 如地震活动。当前的专辑涵盖以

下四个主题: (1)大陆岩石圈流变学; (2)青藏高原形

成与构造过程; (3)断裂作用与地震活动; (4)地区构

造样式与效应。以下将对这四方面成果做一简要综

述。 

1  大陆岩石圈流变学 

大陆岩石圈复杂的流变学结构制约着大陆动

力学的理论发展, 因此, 大陆岩石圈流变学研究是

大陆动力学的核心, 成为发展大陆动力、完善板块

构造理论的关键研究领域。本专辑中大陆岩石圈流

变学部分包括 1 篇综述性文章, 大陆岩石圈流变学

研究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张进江等, 2019)。张进江等

(2019)对大陆岩石圈流变学研究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进行综述, 认为目前中国固体地球科学家在大陆流

变学领域需要深入开展研究的核心内容为大陆岩石

圈三维流变学结构、大陆物质流变学性质的控制因

素与机制(流变学本构关系)和大陆流变学特性对大

陆变形与构造演化的影响。我国具有开展大陆流变

学研究的基础和得天独厚的条件, 未来研究中应该

形成常态的多尺度-多手段-多学科-多部门的联合

研究 , 缩小量子力学和岩石 /矿物流变结构研究间

的差距, 并从全球尺度物质流动着手构建以流变学

为基础的大陆动力学模型。开展大陆岩石圈流变学

研究可以推进大陆动力学的发展, 以及推动构造地

质学学科的阶段性发展, 同时大陆岩石圈流变学最

为崇高的科学意义将是在不久的将来“超越板块”

而对地球动力学的贡献。 

2  青藏高原形成与构造过程 

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三极, 其形成与构造过程的

研究对于开展地球与生命演化、圈层相互作用、资

源能源与环境效应、灾害效应及人地关系研究具有

重要的意义。青藏高原形成与构造过程部分共包括

7 篇文章, 其中综述性文章 3 篇, 研究性文章 3 篇。

综述性文章包括: 青藏高原形成和演化的古地磁研

究进展综述(孙知明等, 2019)、帕米尔弧形构造带的

构造过 程与 地貌特 征 (陈 汉林等 , 2019)和 Active 

Tectonics along the Karakorum Fault, Western Tibetan 
Plateau: A Review(Chevalier, 2019)。研究性文章包

括: 龙门山构造带晚新生代剥蚀作用与均衡隆升的

地表过程研究(闫亮等, 2019)、青藏高原东南缘新生

代地壳运动方式的转换(裴军令等, 2019)和龙门山

构造带北段构造变形特征——来自汶川科钻四号孔

的证据(张佳佳等, 2019)。 

青藏高原的形成和演化是当代地球科学最前

缘的研究课题, 涉及到地块间的陆陆碰撞、造山带

的形成与演化等重要的大地构造问题 , 孙知明等

(2019)是以近 30 年来青藏高原古地磁研究为基础, 

通过系统回顾相关研究进展, 试图重建中—新特提

斯洋的演化过程, 进一步探讨青藏高原形成的动力

学背景。中外古地磁学者在青藏高原获得了一大批

古地磁数据, 从构造古地磁角度, 确定了印度-欧亚

万方数据



第一期 李海兵: “构造研究进展与趋势”专辑特邀主编寄语 3 
 

 

 

大陆碰撞时限 , 重建了拉萨块体-羌塘块体的碰撞

过程及班公湖—怒江洋演化 , 探讨了印度-欧亚大

陆碰撞后所造成的青藏高原陆内构造缩短量和青藏

高原东南缘新生代侧向挤出运动模式。孙知明等

(2019)认为青藏高原古地磁研究需要在空间上扩大

取样区域并在时间上扩大取样地层年代, 加强有精

确同位素年代控制的火山岩古地磁研究, 注重沉积

岩中磁倾角偏低的评估和矫正, 并加强岩石磁学分

析和岩石矿物学研究等。 

作为印度—欧亚板块碰撞变形最强烈的地区之

一, 帕米尔弧形构造带是研究构造过程、地貌演化

以及气候变化及其相互作用的理想对象。陈汉林等

(2019)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系统综述了帕米

尔弧形构造带的构造过程, 即主要构造单元的活动

起止时间、活动量和活动速率等; 阐述了帕米尔弧

形构造带现今的地貌特征, 即水系和冰川的分布特

征。陈汉林等(2019)认为关于帕米尔弧形构造带形

成的动力学模型有走滑模型、径向逆冲模型、马蹄

形弯曲模型、径向逆冲与右旋走滑复合模型、同造

山模型和先存弧形模型 6 种, 并提出了帕米尔弧形

构造带晚新生代构造研究的三个重要的科学问题: 

精细厘定构造带内部的不同断裂带运动学特征和相

互关系; 深部地质过程与浅部响应相结合, 探讨构

造带形成的深部地质过程控制; 将构造过程、气候

特征与地貌演化作为一个耦合系统开展研究。 

喀喇昆仑断裂(KF)位于青藏高原西缘, 确定其

滑移速率历史以及它随时间和/或空间的变化规律

对于了解喀喇昆仑断裂现今的运动学特征及其与喜

马拉雅—青藏高原陆内碰撞造山带的关系是极其重

要的。Chevalier(2019)对喀喇昆仑断裂各段的分布

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 阐述了获得晚第四纪以来走

滑速率的方法 , 回顾了喀喇昆仑断裂在大地测量

学、晚第四纪以及地质学等不同时间尺度的走滑速

率 , 并重点讨论了晚第四纪以来断裂的走滑速率 , 

确定了喀喇昆仑断裂北端的精确位置, 讨论了其运

动学意义和地震灾害效应等。喀喇昆仑断裂具有长

期的活动历史、规模巨大、运动速率较高的特点, 

Chevalier(2019)认为板块模型依然可以很好的解释

由于印度-亚洲板块碰撞造成的喜马拉雅北部的岩

石圈变形, 喀喇昆仑断裂、阿尔金断裂、昆仑断裂

及龙木措—郭扎错断裂等青藏高原周缘的主要走滑

断裂对青藏高原向东的挤出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为了更好的研究青藏高原东缘龙门山构造带

的山脉隆升机制, 闫亮等(2019)对青藏高原东缘龙

门山区域进行条带状剖面分析、古地形面(残余面)

恢复以及弹性挠曲模拟等研究, 发现晚新生代以来

龙门山的地表剥蚀量介于 0.74×105~1.14×105 km3 之

间, 大量的地表剥蚀作用驱动了青藏高原东缘龙门

山的地壳均衡反弹, 使龙门山隆升了近 2 km。龙门

山地区晚新生代以来在不同分段内具有差异化的构

造地貌形态及与剥蚀-隆升相关的地表过程 , 其隆

升是多期、多种隆升机制叠加的产物, 并且具有历

史性和复合性的特征。闫亮等(2019)认为均衡隆升

和剥蚀作用在相似的时间尺度上和空间尺度上控制

着龙门山地貌的形成, 约束了青藏高原东缘龙门山

的隆升机制。 

目前, 青藏高原东南缘保山地体东部夹于畹町

断裂和南汀河断裂带之间的区域上新世地壳运动学

特征的认识不足, 制约了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碰撞

背景下青藏高原东南缘保山地体旋转变形作用的构

造演化过程的研究。裴军令等(2019)在保山地体东

部夹于畹町断裂带和南汀河断裂带之间的凤庆上新

世营盘组玄武岩地层开展了详细的构造古地磁学研

究 。 剖 面 Fisherian 平 均 方 向 在 地 层 校 正 前 为

Dg=166.2º, Ig= –19.4º, k=13.3, a95=9.3º, N=22(采点), 

地 层 校 正 后 为 Ds=166.5º, Is= –19.3º, k=41.9, 

a95=5.1º。结合保山地体和腾冲地体内部新生代古地

磁数据及地体边界构造带活动性质的综合分析, 该

研究指出青藏高原东南缘腾冲地块和保山地体的地

壳运动方式在渐新世末期至早中新世时期, 以及上

新世早期分别发生了转换。而保山地体地壳的运动

学方式直接控制了地体边界和内部走滑断裂的构造

演化过程, 如南汀河走滑断裂带上新世时期走滑性

质的转变。 

为了进一步理解龙门山构造带的形成过程和

区域地震的发震背景, 张佳佳等(2019)以位于龙门

山映秀—北川断裂带北段的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

探四号孔(WFSD-4)岩心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 并结

合地表构造变形研究, 分析了 WFSD-4 的岩心变形

特征和龙门山构造带北段的构造变形序列。该研究

共发现了 4 个变形期: (1)D1 变形期以岩心和地表早

期面理 S1 顺成份层发育为特征, 多被同时期长英

质脉体填充, 显示伸展机制下的韧性变形, 推测为

轿子顶穹隆构造的形成时期, 可能发生于中—晚三

叠世(240—200 Ma)。(2)D2 变形期为区域主导性面

理 S2 的形成时期, 岩心中劈理面上可见绢云母等

矿物, 石香肠构造指示 NW–SE 的韧性挤压变形特

征; 该其构造引起了松潘—甘孜地体东缘的韧性形

变和侏罗纪时期龙门山山前一系列飞来峰的就位。

(3)D3 变形期以 NW–SE 向挤压冲断为主, 对应于龙

门山构造带北段的喜山期构造运动, 褶皱强化, 推

覆强烈 , 也是唐王寨向斜的最终成型时期。(4)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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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期主要特征为岩心和地表均可见面理 S2 膝折

的构造现象, 为局部地表抬升过程中因重力垮塌作

用所形成, 属于脆性变形。 

3  断裂作用与地震活动 

长期以来, 地震所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是惨重的,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认识地震和地震发生

的机制已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断裂作

用与地震活动的研究对于认识地震和地震发生机制

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部分共有 7 篇文章, 其中综述

性文章 4 篇, 研究性文章 3 篇。综述性文章包括: 地

震研究进展与趋势——全球地震科学钻探研究综述

(李海兵等, 2019)、断裂带中古地震滑动的岩石记录

(王焕和李海兵, 2019)、断裂岩岩石磁学研究进展

(张蕾等, 2019)和断层泥自生伊利石年龄分析及其

在龙门山断裂带的应用(郑勇等, 2019)。研究性文章

包括: 汶川、芦山地震前龙门山断裂带地壳形变特

征对比分析(赵静等, 2019)、龙门山逆冲带假玄武玻

璃在其形成及后期抬升过程中的化学变化(王焕等, 

2019)和西藏米林 6.9 级地震发震断层判定及其构造

属性讨论(唐方头等, 2019)。 

近年来大地震频繁发生, 认识地震和地震发生

机制已成为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共同的奋斗目

标。然而, 由于缺乏关于地震时地下断层力学过程

的认识 , 人们还没有取得对地震进一步的深入认

识。科学钻探是获取地下深部物质、了解深部信息

的最直接、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 因此, 科学钻

探是认识和揭示地震断裂作用的最佳手段。李海兵

等(2019)介绍了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地震科学钻探计

划, 包括位于太平洋地震带的日本野岛(Nojima)断

层 科 学 钻 探 计 划 、 台 湾 车 笼 埔 断 裂 钻 探 计 划

(TCDP) 、 圣 安 德 列 斯 断 裂 深 部 观 测 钻 探 计 划

(SAFOD)、新西兰深部断层钻探计划(DFDP)、日本

南海海槽发震带实验钻探计划(NanTroSEIZE)、日本

海沟地震快速钻探计划(JFAST)和大陆内部地震的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计划(WFSD), 概括介绍

了全球地震科学钻探所取得的与地震研究相关的重

要进展与贡献, 探讨了未来地震研究趋势, 并且展

望了我国地震科学钻探发展的未来。 

隐藏在地下岩石中的古地震记录可以提供特

定地区地史时期古地震活动的长周期记录, 可以为

恢复区域构造演化过程、确定古断裂发生时间与活

动历史提供依据。Cowan(1999)将断层快速滑动摩擦

使得断层面岩石熔融产生的假玄武玻璃作为断层中

记录地震滑动的唯一可靠的标识。王焕和李海兵

(2019)等总结了近年来对假玄武玻璃的研究及其他

快速滑动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 认为断层发生地震

滑动造成的多种构造产物均可记录其滑动的信息, 

如碳酸岩和含水硅酸岩的脱挥发份作用、微量元素

迁移特征、成熟有机质、断层镜面构造、液化粒状

流、碎屑-皮层集合体、同震晶体塑性变形以及非晶

质物质等, 有利于认识断层活动以及地震发生机制

和规律。同时, 与地震破裂传播有关的、在极端瞬

态应力条件下形成的, 如注入脉、碎粉化作用等特

征也可以作为地震发生的岩石记录。综上, 王焕和

李海兵(2019)认为假玄武玻璃不再是地震破裂的唯

一指示物, 认识自然界及实验中的地震特征及其断

层弱化过程中的作用, 可以为研究断裂带地震发生

机制和规律提供重要信息。 

断裂岩的岩石磁学研究可以揭示地震断裂作

用的物理和化学环境, 对于地震断裂作用机制具有

重要作用。大量研究发现断层泥和假玄武玻璃通常

具有磁化率值或剩磁强度异常特征(Hirono et al., 

2006a, b; Ikehara et al., 2007; Mishima et al., 2009)。

顺磁性矿物在摩擦热或流体作用下形成新的铁磁性

矿物是断层泥和假玄武玻璃高磁化率值或高剩磁强

度的主要原因(Nakamura et al., 2002; Fukuchi et al., 

2005; Mishima et al., 2006; Ferré et al., 2012)。Zhang 

et al.(2018)发现地震断裂摩擦熔融作用中形成的单

质铁是假玄武玻璃中高磁化率值或高剩磁强度异常

的另一个原因。蠕滑断裂和出露于浅地表的断裂带

中可见一些具有低磁化率值异常的断层泥, 原因可

能是断裂带未经历高温摩擦热或者是流体作用(Liu 

et al., 2014; Yang et al., 2013, 2016; 何祥丽等 , 

2018)。张蕾等(2019)认为断裂岩的岩石磁学研究为

地震断裂带的应力应变、形成温度、摩擦热效应、

流体作用、形成深度和氧化还原特征等提供重要的

信息 , 可用于分析地震断裂的孕震环境和发震环

境。 

同位素技术可以对断裂带的活动年龄及其相

关的隆升/剥蚀速率进行直接测定和计算。郑勇等

(2019)以来自于青藏高原东缘龙门山断裂带的假玄

武玻璃样品及其山前飞来峰的断层泥样品的分析过

程为例, 介绍了自生伊利石的生成过程、定年的理

论 基 础 、 样 品 前 期 化 学 处 理 流 程 , 并 通 过

NEWMOD、WILDFIRE 和 Profex 三款 X 射线衍射

图谱模拟软件定量研究了样品的碎屑伊利石含量, 

报道了龙门山飞来峰断层和假玄武玻璃的自生伊利

石同位素定年的最新进展。结合断层泥中伊利石

XRD 和 K-Ar/Ar-Ar 同位素体系分析, 可以准确限

定近地表断层的同位素年龄。XRD 分析可以具体确

定伊利石自生和碎屑组分的比例, 而同位素分析可

以对微米级组分进行定年。该方法的开发和利用将

会极大地丰富近地表条件下地壳变形的时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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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推动地壳演化和区域构造方面的研究。此外, 

伊利石的 K-Ar/Ar-Ar 定年还可以给出物源区碎屑

组分的冷却年龄, 可以进一步为研究沉积物源及其

隆升冷却历史提供参考。 

汶川地震前, 龙门山断裂带中北段处于强闭锁

状态、断层面应力应变积累水平很高; 而西南段闭

锁较弱, 变形速率明显高于中北段, 也可以积累应

力应变(赵静等, 2019)。汶川地震自初始破裂点沿龙

门山断裂带向北东方向单侧破裂, 而震中西南方向

断层并没有发生破裂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汶川地

震震源位于闭锁相对弱的部位; 汶川地震引起龙门

山断裂带西南段应力应变积累速率加快、断层闭锁

程度增强、闭锁面积增大,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震源

位于强闭锁和弱闭锁的高梯度过渡部位的芦山地

震。赵静等(2019)认为芦山地震只释放量了龙门山断

裂带西南段有限的应变能, 因此, 仍需要持续关注

汶川和芦山地震之间的地震空段以及芦山地震西南

方向的地震空段。此外, 多次 6~9 级地震前地壳变形

演化特征结果也显示地震成核于闭锁高梯度带区域, 

并且随着震级升高闭锁断层面的长度也在增大。 

地震断层摩擦滑动过程中的物理化学行为是

认识地震机制和孕震环境的重要内容(Zoback et al., 

2007; Okamoto et al., 2007; Brodsky et al., 2009)。王

焕和李海兵(2019)认为假玄武玻璃是断层中记录地

震滑动的重要标识, 是认识断层带形成过程及其活

动历史的重要物质组成。最新的研究表明龙门山断

裂 带 出 露 的 假 玄 武 玻 璃 形 成 深 度 为 10~         

15 km(Zheng et al., 2016; 王焕等, 2018), 接近震源

区, 因此, 假玄武玻璃可以为地震断层带地震破裂

提供重要的信息。王焕等(2019)对龙门山断裂带映

秀—北川断裂带虹口八角庙地表和汶川地震断裂带

科学钻探(WFSD)岩心中发育的假玄武玻璃的化学

组成进行对比研究, 发现这些假玄武玻璃为地震断

层快速滑动摩擦熔融的产物, 熔融物形成于高温还

原环境下, 其化学性质以高 Fe、Ti、K 值, 低 Si 值

为特征, 并具高磁化率值的物理性质。而地表假玄

武玻璃经受表生流体作用, 化学性质发生明显变化, 

以低 K、Ti 值和出现含 Ca 元素的新生矿物为特征。

同时, 该研究发现大气水和地表水已沿断层带侵入

到了 585 m 以下或更深部位。王焕等(2019)认为在

应用假玄武玻璃对地震断层瞬时滑动环境进行判断

时需谨慎, 应考虑其后期化学成分变化等造成的各

种影响。 

西藏米林 6.9 级地震是 1950 年察隅 MS8.6 级以

来东构造结地区发生的第一个 6 级以上地震, 唐方

头等(2019)在区域地震构造环境分析的基础上, 结

合米林地震应急考察资料、林芝流动地震观测台网

记录到的余震条带状分布、震源机制解、地震烈度

长轴方位、台阵观测和 GPS 等资料等, 认为米林地

震的发震断层为 NW 向排龙—帮辛断裂, 逆冲性质, 

为新生 NW 向边坝—达木断裂带中段组成部分。近

年来 GPS 监测资料显示发生米林地震的南迦巴瓦

构造结顶端附近的嘉黎断裂和排龙—帮辛断裂均处

于闭锁阶段, 唐方头等(2019)认为米林地震的发生

预示东构造结地区地震活动强度加强, 未来该地区

发生 7 级以上地震危险性不容忽视。 

4  地区构造样式与效应 

地区的地质结构、构造样式与效应对于探讨陆

内构造变形机制、剖析地震活动以及油气勘探具有

重要意义。本部分共有 2 篇研究性文章, 分别研究

了鄂尔多斯盆地西缘马家滩地区的构造样式与圈闭

分布规律(何登发等, 2019)和浙西下寒武统大陈岭

组地震液化脉微量元素特征(严兆彬等, 2019)。 

确定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冲断带的地质结构与

构造样式对于探讨陆内构造变形机制、剖析地震活

动与开展油气勘探具有重要意义。马家滩地区及邻

区主要发育伸展-聚敛旋回制约的反转构造系统、陆

内造山变形制约的扩展式前陆变形系统和后陆造山

后伸展变形系统等 3 种构造变形系统; 前缘过渡带

上部构造系统经历印支晚期、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

三期变形, 形成不同期次、不同方向的叠加构造(何

登发等, 2019)。马家滩地区发育断层传播褶皱、双

重构造、叠瓦构造、构造楔、和反冲断裂组合(冲隆

构造)等构造样式, 形成断背斜、断鼻及断块等油气

圈闭类型 , 圈闭分布受断层控制呈带展布(何登发

等, 2019)。马家滩地区构造圈闭发育, 为西缘油气

勘探的有利远景目标区。 

地震液化脉是地震作用引起的软沉积变形的

重要构造之一, 可以为地震环境提供重要的信息。

严兆彬等(2019)对开化裴岭脚剖面地震事件沉积的

液化脉的脉体和围岩进行微量元素分析, 发现液化

脉体表现为氧化环境 , 含脉体围岩为偏还原环境 , 

且脉体和围岩均具有淡水作用特点。早寒武世大陈

岭期白云质灰岩沉积过程中有蚀源区陆源碎屑物的

补入; 地震过程中单位体积内碳酸盐沉积含量低于

围岩 , 脉体中更富陆源物质 ; 软沉积层属潮上带 , 

地震液化泄水后期至成岩期, 受后期陆源物的再补

给及大气降水淋滤蚀变作用影响, 表现为古气候和

古盐度异常, 为浙西大陈岭组浅水相沉积提供了地

球化学的证据。 

5  结论 

本专辑发表的 16 篇文章, 涉及大陆岩石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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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学、青藏高原形成与构造过程、断裂作用与地震

活动, 以及其他地区构造样式与效应等研究方向与

内容, 主要系统总结了目前的研究进展、研究方法

和相关的研究趋势。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的简要介绍

有助于读者了解这批文献关于构造地质学研究的部

分最新进展。总之, 构造地质学研究不仅包含着众

多的不同学科内容, 而且是一个长期研究的过程。 

 
致谢: 本专辑得到许多构造地质学家们的帮助与
支持,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郑勇在专辑的组
织过程中付出了努力, 张蕾为专辑的总结提供了宝
贵数据和建议 ,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 , 
感谢本专辑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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