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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苏尼特左旗纬向推覆

构造的发现及地质意义
①

李述靖 张维杰
(中国地质大学

,

北京 )

摘 要 内蒙古苏尼特左旗中部吐哈默一哈拉干一交其尔一 线发现有一条呈纬向延

伸达 60 余公里的推覆构造带
。

中晚元古代浅变质 的绿片岩系 自南 向北 以低角度辗掩

于 晚古生代花 岗岩基之上
。

推覆构造上盘变质岩中同斜倒转褶皱发育
,

轴面 向北倾

倒
,

伴有一组 向南倾斜 的叠 瓦式冲断面
; 下盘见有较宽的韧性剪切带

; 还发现有 一系

列 飞来峰与构造窗沿推覆构造 带分布
,

推测推覆距离在 Z O km 以上
。

这一构造 的发现

为纬向挤压构造 带的存在提供 了有力佐证
,

并显示 了本 区古 生代末期以来岩壳沿经

线方 向的巨大缩减
。

关键词 内蒙古 苏尼特左旗 纬向推覆构造 韧性剪切带

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发现的纬 向推覆构造大致与原称为交其尔区域性深断裂的延展 一

致②
。

为便于叙述
,

本文简称为交其尔推覆构造
。

从区域上看
,

推覆构造带向东可能延伸至红格

尔马场一带③ ,

总长度已达 1 40 余公里
,

其规模可与世界著名的阿尔卑斯逆掩断层相媲美 lj[
。

它主要发生在元古代浅变质岩系与晚古生代花岗岩体之间
,

前者属外来岩系
,

是晚古生代末期

以来大陆壳构造的一个突出表现
。

1 推覆构造

交其尔推覆构造西起吐哈默
,

中经哈拉干铁矿
,

东至交其尔以东
,

区内延长 6 6k m 左右
。

平

面上呈舒缓波状
,

吐哈默
、

哈拉干
、

交其尔三处均向北呈舌状突出
,

其间则形成向南凸的缓弧形

(图 1 )
。

在 T M 遥感影像上也有较明显的反映
。

推覆构造上盘主要由中晚元古代浅变质岩系的

绿片岩
、

石英岩
、

大理岩及铁矿层等组成
。

下盘主要为晚古生代二云母二长花岗岩
。

在交其尔西侧横穿构造带的剖面上 (图 2 )
,

浅变质岩系常以石英岩层为核形成一系列同

斜倒转的紧闭褶皱
,

轴面向南倾斜
,

并伴有一系列叠瓦式冲断面
,

二期片理褶皱则较平缓
。

剖面

上还见有石英岩形成相当完美的杆状构造
。

它代表的 b 线理走向近 E W
,

向东或向西呈缓倾

斜
。

变质岩系之下有一套糜棱 (片 )岩
,

片理产状一般为 1 70
。

一 1 80
。

乙 20
。

一 30
。 。

糜棱 (片 )岩之

本文是在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 内蒙区调队 1

苏尼特左旗幅地质图 ( 1
:

20 万 )及说明书
。

红格尔马场幅地质图 ( 1
:

20 万 )及说明书
。

,
5 万区调工作的基础上写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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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交其尔西构造剖面

F i g
.

2 S t r u e t u r a l s e e t i o n i n t h e w e s t o f Ji a o q i e r

石英岩层
; 2

.

糜棱 (片 )岩
; 3

.

花岗岩 (其余图例同图 l)

图 3 推覆体底面 素描 图

F i g
.

3 S k e t e h i n t h e f o o t w a l l o f n a p p e

下为花 岗岩韧性剪切带
,

二者界面清晰
,

可能代表了推覆构造的下界面 (图 3)
。

此处推覆面产

状为 20 5
。

匕 1 5
“ ,

下盘花岗岩韧性剪切带的糜棱面理产状为 1 60
”

匕 33
。 ,

二者组成了典型 的 S C

组构
,

显示上盘向北偏西方向的辗掩推覆运动
。

在此附近还发现了几个构造窗
,

在糜棱 (片 )岩

之下剥露出了下盘弱变形的花岗岩体
,

而在北侧下盘花岗岩体之上则见有残 留的石英岩层和

上述糜棱 ( 片 )岩
。

交其尔以东 1 1 1 9 高地的绿片岩之上还见有一个由碎裂白云岩块组成的飞来

峰
。

外来岩块平面上呈 N N W 向的卵形
,

前缘扬起如船头
,

也显示 了向北偏西方向的运动
,

这说

明有双重推覆构造存在
。

向西
,

哈拉干东南构造剖面也反映了推覆构造的类似特征 (图 4)
,

而且在这里的推覆体上

盘发现有一系列由含隧石团块白云岩组成的外来岩块
,

它们广泛散布于绿片岩系之上 ( 图 5 )
,

形成了驮负于推覆构造之上的飞来峰群
。

在附近冲沟中见到了它们的底面
,

十分破碎的白云岩

块体平覆于绿片岩片理褶曲之上 (图 6 )
。

这里的绿片岩系褶皱构造非常发育
,

而且岩层相当破

碎
,

其中所夹的大理岩层常以透镜体状或香肠状构造出现
,

网状石英脉也非常广泛
,

这些似岑

都显示了它们发生过远程位移的经历
。

4 6



图 4 哈拉干东南构造剖面

F i g
.

4 S tr ue t ur a l s e e tio n i n th s eo uth a s e to f Ha l a ga n

1
.

石英岩层
; 2

.

厚层白云岩
; 3

.

紫红色砂岩
; 4

.

劈理带
; 5

.

韧性剪切带
; 6 花岗岩 ( 其余图例见图 D

三

扩
德葬荞

0 s m
.. . . . . . . . . . . . . . .

图 5 中元古界厚层 白云岩 飞来峰群地貌素描

( 下伏为绿片岩系 )

F i g
.

5 Geo m o r p h i el a n d s a ep s eh o w ed th ek l i p p en o en s is ti n g o fth eh a ev y
一

b ed d ed

d o l o m i tei n th em id d l eP r o tr o ez o i egr o up

三

图 6 白云岩飞来峰底面素描

F i g
.

6 S k e teh o fth e fo o tw a l l o fd o l o m i ti ek l ip p en

哈拉干铁矿附近地势较高
,

矿区变质岩系向北推掩于 花岗岩区之中
,

形成向北突出的舌

形
。

变质岩系南侧与上古生界亦为断层接触
,

断面北倾
。

这似乎表明哈拉干铁矿的变质岩系很

可能是残存的大规模外来岩片
。

东邻红格尔马场铁矿区似乎也是在类似的地形地质条件下形

成的
。

哈拉干以南大片变质岩分布区中还零散出露了几块晚古生代花岗岩露头
,

很可能也是剥

蚀出的原地岩石形成的构造窗
,

那里距推覆构造北缘 20 余公里
,

二者高差在 1 0 o m 以上
。

据此



推测
,

推覆构造的推覆距离当在 20 k m 以上
。

需要说明
,

本区推覆构造上盘变质岩系中还分布有一些蚀变的基性
一

超基性岩体
,

形 态很

不规则
,

一般多以透镜状或似层状产出
,

并与变质岩系同时发生褶曲变形①
,

s m
一

N d 等时年龄

为 40 9M a ②
。

变质岩系的原岩建造则以砂泥质
、

碳酸盐和火山质为主
,

并含有较多的砂砾岩夹

层
。

变质岩系的时代以中
、

晚元古代为 主
,

R b
一

rS 等时年龄为 1 4 1 3M a ③
,

s m
一
N d 等时年龄为

1 5 l l M a 和 82 5M a ,

K
一

A r
年龄 4 8 o M a 。

显然
,

现有超基性岩年龄远较其围岩年轻
。

这些情况似

乎表明
:

不能排除超基性岩的侵入成因
,

至少现有事实说明它 们是与变质岩系相伴而来的外来

岩系的组成成分
,

并不是在原地产出的
。

2 糜棱 (片 )岩带与韧性剪切带

.2 1 糜棱 (片 )岩带

在推覆面附近见有一套糜棱 (片 )岩带
,

主要出露在交其尔以西约 sk m 的范围内
。

它的产

状较缓
,

与推覆面基本一致
,

厚度不大
,

常被剥蚀而露出下盘的花岗岩形成构造窗
。

据地表观察

为一套灰白色具暗色条纹的糜棱 (片 )岩
,

岩性比较单一
,

片理发育
,

晶粒很细
,

肉眼仅可见到少

量长石残斑
,

原岩成分已难以辨认
,

可能包含有上下盘岩石组分
。

在镜下观察均见有由云母组

成的平行连续条带
,

条带之间由一系列细粒化的长石
、

石英和云母微晶组成
,

亦显平行定向结

构 (图版 I
一 1 )

。

长石
、

石英虽保留有部分动态重结晶颗粒
,

但多 已明显经过一定的静态恢复
。

作

为残斑的斜长石晶粒还比较完整
,

在边缘见有细粒化现象
,

片状矿物包绕残斑呈不对称分布
,

显示残斑发生过顺时针的旋转运动
,

指明糜棱片理运动方式为右行斜上冲 (图版 卜 2 )
。

.2 2 韧性剪切带

在推覆构造下盘花岗岩中断续发育着一条具有相当规模的韧性剪切带
,

出露宽度不等
,

最

宽处可达 kI m 以上
。

从目前的地表分布看
,

主要见于推覆断层线向南凸出的缓弧形内侧
,

这似

乎是受剥蚀因素影响造成的
。

但它从一个侧面说明
,

推覆构造的前缘大体距哈拉干东西一 线

以北不远
,

韧性剪切作用可能是在推覆体下盘较深部位于花岗岩形成不久的条件下构造运动

派生的产物
。

据糜棱岩中石英包体测温结果 (均一法 )构造形成时温度为 25 扩C ④
,

推测构造发

生深度在 1 k0 m 左右
。

韧性剪切带的糜棱面理总体以向 S S E 倾斜为主
,

而其倾角一般均较推覆

构造面的倾角陡
。

据 40 个测量数据统计结果优势产状为 1 7 60 艺 3 50
,

也显示了推覆体上盘向北

偏西方向的运动
。

从横穿韧性剪切带的剖面观察
,

带内变形程度存在明显强弱相间现象
。

由于花岗岩晶粒较

粗
,

可以根据石英晶粒的压扁拉长程度加以区分
。

肉眼观察
,

带内石英晶粒长宽比一般均在 5

: 1 以上
,

最高可达 20
: 1

。

糜棱面理在宏观上还存在褶曲现象
。

对花岗岩韧性剪切带的岩石进行了显微镜下研究
。

花岗岩的原岩结构基本上已被破坏
,

仅

局部有残留
,

岩石矿物的韧脆性变形十分明显
,

主要发育粗糜棱一糜棱结构
,

一般均具有平行

带状构造和残斑构造
;
岩石 中保存有较多的斜长石残斑

,

残斑中多见有显微破裂
、

机械双晶
、

波

状消光和扭折等现象
,

而且在其边部常见有边缘细粒化和圆化现象
,

使得长石残斑成圆形或眼

① 据内蒙古地矿局勘探资料
。

② 据北京大学 1
: 5 万 区调资料

。

③ 自采
,

由沈 阳地矿所吴家弘测定
。

④ 据徐有华测定
。



球状
,

以至形成旋转碎斑 ( 图版 I 一 3 )
。

石英则普遍发生明显的波状消光
,

出现丝带结构和缝合

线结构
,

且具有显著的动态重结晶现象和 S C 组构 (图版 I
一

4)
。

糜棱岩中的云母含量不多
,

但

黑
、

白云母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

黑云母片较小
,

多呈平行糜棱面理定向分布
,

有时与细粒化石

英等一道构成旋转碎斑的拖尾部分
;
白云母含量少于黑云母而片径较大

,

常表现为 明显的
“
云

母鱼
”

变斑
,

手标本上常见沿糜棱面理有少量白云母片分布
。

总之
,

韧性剪切花岗岩大体以粗糜

棱岩为主
,

对显微构造的运动学分析表明糜棱面理兼有上冲与下滑两种运动方向
,

由于它主要

发育于推覆体下盘且与推覆面存在一个夹角
,

似乎反映出一种书斜运动方式
,

同样显示了推覆

体上盘的右行斜冲运动方向
。

选取糜棱岩中的白云母进行 K
一
A r
法年龄测定

,

获得了 2 47 M a ① 和 1 60 M a ② 的数据
,

从而

为探讨构造发生年代和持续时间提供了一些依据
。

由于下盘花岗岩错石分粒级 U 一 P b 等时年

龄为 2 52 M a ① ,

约略说明花岗岩形成不久推覆构造即 已发动
,

时间大体是三叠纪初期
,

而构造

作用可能一直持续到中侏罗世
,

构造作用持续时间达 80 一 90 M a 。

这一点在下面的构造资料中

也得到了一些印证
。

3
’

花岗岩体内的有关构造

在推覆构造系统中
,

花岗岩属原地系统岩石
。

花岗岩体本身亦呈 E W 向的长条形分布
,

在

布伽重力异常图上表现为一个较完整的负异常带
,

说明花岗岩的形成也是受纬向构造带制约

的
。

花岗岩体内除南部边缘有纬 向波形分布的韧性剪切带以外
,

还见有两组断裂构造和相应的

节理系统
。

一组为 N E E 向略呈 S 状的压剪性逆断层
;
一组是 N WW 向平直的张剪性断裂带

,

二者可能是在原始共扼裂隙系统上发展起来的
。

前者以白音宝力道南侧的 N E E 向断层为代

表
,

据煤矿区的勘探资料③ ,

花岗岩以 45
。

左右的倾角向西北逆冲于中下侏罗统煤系地层之上

(图 7 )
。

该断层向东北的延伸线附近
,

发育有一个较宽大的同方向韧性剪切带
,

糜棱面理亦向

东南方向倾斜
。

后者表现为一组平直斜列分布的脆性断裂带
,

一般延长均可达 10 余公里
。

沿

这组断裂带常见有晚期白云母伟晶岩脉 ( K
一

A r
年龄为 2 18

.

SM a 和 22 3
.

3M a) ④ 和含石榴石白

云母二长花岗岩岩株 ( K
一
A r
年龄为 1 80 M a ②和 1 99 M a ④ )侵入

。

花岗岩体中这两组裂隙普遍发育
,

并可见相应的细粒二云母二长花 岗岩脉呈网状分布
,

其

中尤以 N WW 向脉岩更为发育
。

由此可以看出
,

花岗岩块形成以后
,

在遭受近 S N 向挤压的情况下
,

可能还兼有南侧相对

向西的右行扭动
,

才使 N E E 向断裂发生逆冲
,

N WW 向裂隙普遍拉开
。

从构造波及的地层时代

和充填其中的岩石年龄测定结果看
,

运动时期大体从三叠纪中期开始一直持续到中侏罗世
。

这

种运动方式与前述推覆运动方式似乎具有连续性
。

运动发生时间也与前述资料可以互相印证
。

此外
,

在花岗岩体北侧
,

白音宝力道之东的 巴彦布拉格附近还有一组以 S N 走向略偏西的

岩脉群形式表现出来的张裂带
。

岩脉群宽近百米
,

延长近 sk m
,

穿过晚古生代晚期花岗岩体
,

显然亦形成于晚古生代末期以后
,

同样反映了这一时期地块受 S N 向挤压
、

E W 向拉张的构造

应力场特征
。

① 自采
,

沈 阳地矿所吴家弘测定
。

② 据北京大学 1 :
5 万 区调资料

。

③ 据内蒙古地矿局 10 9 队勘探资料
。

④ 据沈 阳地矿所吴家弘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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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 e o log i e m a p o f t h e B a i y i n b a o l id a o e o a l d is t r i e t

1
.

下
、

中侏罗统煤系
; 2

.

海西期花岗岩
; 3

.

逆断层及倾角
; 4

.

地层产状

4 区域构造分析

本区位于我国北方晚古生代地槽区的南部边缘
,

一般认为晚古生代末期已经结束了地槽

发展过程进入造山期后构造阶段图
。

十几年来的板块构造研究认为
,

本区处于西伯利亚与华北

两个大陆板块对接带的南侧
,

华北北缘早古生代增生褶带之内
,

晚古生代时期南北大陆块已经

实现了对接
,

其后亦已进入大陆板块内部构造发展阶段陈
` 、

5〕
。

近年来
,

愈来愈多的学者注意到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地块之间还存在着中亚褶皱带和蒙

古褶皱带两大块体 (或称微大陆 )
,

华北板块北侧紧邻的并非西伯利亚板块
,

而是蒙古褶皱带
,

再北还有中亚褶皱带
。

本区构造发展存在着许多独有的特征
,

很难与现有的板块对接模式机械

对比〔 6〕
。

从马醒华等 ( 1 9 9 2) 依据古地磁研究结果所做的古欧亚大陆重建图上看
,

晚二叠世上述

三个块体已经拼接在一起
,

而西伯利亚板块此时还远在几千公里以外川
,

至少华北地块与蒙古

褶皱带有着更为亲近的血缘关系
。

本次调查发现
:

区内有两套区域变质岩系
。

一套是角闪岩相混合岩化片麻岩
、

变粒岩夹石

英岩
、

大理岩系
。

它主要分布在本区北部
,

采用 R b
一

s r
等时线法测得其变质年龄为 1 7 o g M a ① ,

变质地层可暂归属于早元古代
。

这套中深变质岩系总体构造表现为走向近 E W 向北倾斜的同

斜倒转褶带
。

作者将其与华北地区的早前寒武纪变质基底相对比
,

从而显示出本区可能就是华

北古老地块的一部分
。

另一套为绿片岩相的绢云绿泥片岩夹石英岩
、

大理岩及含铁石英岩 (铁

矿层 )
,

并见有较多变质砾岩层及安山玄武岩层
。

前已述及
,

已取得的同位素测年资料表明其时

代以中晚元古代为主
,

可能含部分下古生界下部地层
。

它们主要分布在南部地区
。

交其尔纬向推覆构造就出现在下元古界变质岩块以南的古生代中酸性侵入体南侧
。

原地

① 王瑜博士论文
,

中国东部内蒙
、

燕 山地区晚古生代晚期到 中生代的造山作用过程
。

中国地质科学院
,

1 9 9 4
。

5 O



系统为晚古生代花岗岩
,

外来系统则 主要是中
、

晚元古代浅变质岩系
。

推覆构造发生于中生代

早期
,

彼时南北两侧均属大陆壳岩石
,

显系大陆块内部构造
,

有可能就是上述三个块体聚合拼

接过程中发生的
。

上述资料表明
,

本区此时发生了近 S N 向的强烈挤压和南侧相对向西的区域扭动
。

如果考

虑到郑亚东等有关中蒙边境 (雅干附近 )地区发现大型推覆构造 s[]
,

以及其它有关阴山北缘存

在纬向推覆构造的众多报导阁
,

这类构造的分布就涉及了北纬 4 1
“

一 4 40 之 间
,

从东经 1 0 20 至

1 1 50 的广大地域
,

东西延展逾千公里
。

从而说明在阴山北缘大陆壳内存在着巨大规模的推覆构

造带
。

它们是阴山纬向构造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地质意义极堪注意 l0[ 〕
。

自三叠纪至早
、

中侏

罗世时期古地磁资料所反映的上述三个地块加上华南地块的聚合作用川与肯特山
、

阴山
、

秦岭

等同期纬 向挤压构造带存在的地质事实是吻合的
,

从而也导致了现今中国大陆块的逐步形成

与发展
。

自此以后
,

统一的中国大陆块东连太平洋板块
,

南接印度地块 (发生稍晚 )
,

先后进入了

濒太平洋构造和喜马拉雅构造强烈活动的构造新时期
。

这一转变时期大体发生于中侏罗世末

期是较为合理的解释 l0[ 〕①
。

众所周知
,

在上述强烈挤压作用发生时期
,

位于较低纬度的古特提斯带仍处于强烈扩张的

拉张环境闭
,

不同纬度地带的这种相反相成
,

互相呼应
,

不应视为偶然
。

它们受某种与地球自转

有关的全球构造动力学系统的制 约也许是不能排除的
。

参 考 文 献

1 郑亚东
,

中国地质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 99 0
。

2 黄汲清
、

任纪舜等
,

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 98 0

。

3 李春显等
,

亚洲大地构造演化
。

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报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 9 84

,

(4 )
。

4 王荃等
,

中国华夏与安加拉古陆间的板块构造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 9 9 1
。

5 唐克东等
,

中朝板块北侧褶皱带构造演化及成矿规律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 9 9 2
。

6 邵济安
,

中朝板块北缘中段地壳演化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 9 9 1

。

7 马醒华等
,

鄂尔多斯盆地晚古生代以来古地磁研究
。

北京
:

地震出版社
,

1 9 9 2
。

8 郑亚东等
,

中蒙边界区新发现的特大型推覆构造及伸展变质核杂岩
。

中国科学
,

B 辑
,

1 99 。 ,

( 12 )
。

9 内蒙古地矿局编
,

内蒙古地质志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 9 9 1

。

10 李四光
,

地质力学概论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 9 7 4
。

n 赵越等
,

东亚大地构造发展的重要转折
。

地质科学
。

1 9 94
,

29 (2 )
。

T H E L A T I T U D I N A L N A P P E S T R U C T U R E I N T H E

S U N I T E Z U O Q I O F I N N E R M O N G O L I A

L i S h u ji n Z h a n g W
e i iie

(hC i n a U n i v e r s iyt of G e o s c i e n c e s ,

召 e

ilj 元g )

A b s t r a e t A l o n g t h e l i n e e o n n e e t i n g T u h a m o h a l a g a n a n d J i a o q i e r ,

i n t h e e e n t r a l

B a n n e r o f t h e In n e r M o n g o l i a A u t o n o m o u s R e g i o n ,
t h e a u t h o r s h a v e f o u n d a

l e f t S u n i t e

l a t i t u d i n a l

① 王瑜博士论文
,

中国东部内蒙
、

燕山地 区晚古生代晚期到中生代的造 山作用过程
。

中国地质科学院
,

19 9 4
。



n apP e zo n e e x t e n d i n g f o r s o me 6 0km
.

W i t h i n t h e b e lt , t h e m id
一

l a t e P r o t e r o z o ie ( e P im e t a m o r -

p h i e ) g r e e n 一 s e h i s t s w e r e o v e t h r u s t f r o m s o u t h t o n o r t h o n t o t h e l a t e P a l e o z o i c g r a n i t i e

b a t h o l i t h a t a l o w a n g l e
.

O n t h e h a n g i n g w a l l o f t h e n a p p e ( t h r u s t )
,

i s o e l i n a l f o l d s a r e d e v e l
-

o p e d w i t h t h e a x i a l p l a n e s i n e l i n e d t o t h e n o r t h i n a s s o e i a t i o n w i t h im b r ie a t e d t h r u s t s d i p p i n g

t o t h e s o u t h
.

I n t h e f o o t w a l l
,
t h e r e e x i s t r a t h e r w id e d u e t i l e s h e a r z o n e s

.

A l s o , a s e t o f s t r u e -

t u r a l w i n d o w s a n d k l i p p e n a r e d i s t r ib u t e d a l o n g t h e z o n e
.

T h e d i s t a n e e o f t h e d i s lp a e e m e n t 15

e s t i rn a t e d a t a b o u t m
o r e t h a n ZOk m

.

T h is d is e o v e r y p r o v id e s s t r o n g e v id e n e e f o r t h e e x i s t e n e e

o f a l a t i t u d i n a l e o m p r e s s e d b e l t
, a n d s h o w s a e o n s id e r a b l e s h o r t e n i n g o f t h e e r u s t i n t h e

m e r id i o n a l d i r e e t i o n s i n e e t h e e n d o f P a l e o z o i e
.

K e y w o r d s I n n e r M o n g o l i a
,

S u n i t e l e f t B a n n e r , n a p p e ,

d u e t i l e s h e a r z o n e s

第一作者简介

李述靖
,

男
,

1 9 3 6 年生
,

地质力学及区域地质专业研究员
。

通讯地址
: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29

号中国地质大学
。

邮政编码
:
1 0 0 0 83

。

、
, 户沙户护户

、

, 户吩户
、
, 户

、
, 户

、
, 户

、

夕洛沙户
、

公户
、
, 户

、

, 户 ` `盏 、
, 户

、
护户

、
公户

、

公户` 产
、 ` 产

、

夕户 ` 户 ` 户` 户 ` 产
、` 户 、

, 户 ` 产 ` 产丫州
` ` 产` 户` 户 ` 产` 户

、
公户` 产

、
公户 ` 产 又̀ 产父奋小

、

公户 、夕户

·

学会简讯
·

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力学专业委员会换届

1 9 9 4 年 12 月 1一 5 日《第五届全国地质力学学术讨论会 》期间
,

地质力学专业委员会完成

了换届工作
。

按照中国地质学会的精神
,

这次换届贯彻 了年轻化的原则
,

注意扩大代表面
,

以团

结更多的地质力学工作者
。

这次新任委员都是长期从事地质力学或相关学科研究的科技工作

者
,

历来热心支持学会工作
。

根据要求遴选 40 名委员
,

推出了主任 1 名
、

副主任 9 人
,

并已得到

中国地质学会批准
。

新一届委员会名单如下
:

主 任 吴淦国

副主任 崔盛芹 马宗晋 赵国光 李东旭 孙家聪

张福礼 邓乃恭 周济元 谭 琦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

马宗晋 王 胜 王成金 王建平 邓乃恭 叶定衡 刘光勋 刘泽容

刘瑞殉 石耀林 孙 叶 孙 岩 孙家聪 许 兵 乐光禹 吴学益

吴珍汉 吴淦国 李 明 李方全 李东旭 李述靖 李贵书 邵济安

郑俊庆 苗培实 张义勋 张福礼 杨明桂 周济元 赵国光 赵剑畏

高庆华 袁洪亮 康玉柱 崔盛芹 董树文 曾佐勋 谭 琦 熊成云

秘书长 王建平

地质力学专业委 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