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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等大的实验资料和分离出的基拉韦厄
·

伊基玻璃
,

的铁 /镁比值资料后推断得出的
。

杰克逊用同一地热计计算得出斯提 尔沃特杂岩的铬铁岩带的平衡结晶温 度 介于 900

℃至 1 40 0 ℃之间 ( 大部分为 1 100 ℃到
3 00 ℃ )

。

郎奈等人对加利福尼亚布罗山的阿尔卑

斯型橄榄岩得出类似的数值 ( 10 98 ℃至 13 35 ℃ )
。

梅 达 里斯对俄勒岗西南部高压橄榄岩

得出的数值稍高 ( x Z 0 0 0C 至 1 4 l o aC )
。

需指出
,

杰克逊的方程式 目前还不能用来计算获得大陆火山铬铁矿 的形成温度
。

其

不成功的原因大致有如下一种或数种情况
:

( 1 ) 尖晶石高铁和亚铁计算的不定性
;

( 2 ) 火 山铬铁矿含 T I O
:

高
,

这样在方

程式推导 中不可避免的应考虑 T I O
Z

( 或汰 晶石 ) 的活度
;

( 3 ) 杰克逊的温 度计算 方

法的缺陷 ( 公式推导上的某些可能的不足
,

在杰克逊的著作中已有讨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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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运用地质力学

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第三研究室地质力学一组

第四讲 鉴定构造体系

前面我们讲了地质力学野外工作方法的基础一
一
构造形迹 ( 结构面 ) 的力学性质鉴

定和辨别构造形迹的序次和转化
。

下面接着介绍确定构造体系的仆在和它们的范围
,

以

及划分巨型构造带和鉴定构造型式
。



( 一 ) 构造体系的概念

毛主席教导我们
: “

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
” 。

地质构

造现象也不例外
。

地质力学工作
,

在长期实践中
,

逐渐认识到组成地壳的各种岩层
、

岩

体 ( 包括各种形态的矿体 ) 中的每项构造形迹
,

都有和它相伴而生的一群 构 造 形 迹
,

它们互相联系
,

其分布是有规律可寻的
。

因此
,

研究地质构造
,

不能孤立地看单个构造现

象
,

而应从构造形迹的相互关系及其发生发展上去研究分析问题
,

从总体上去探讨一个

地区地质构造 的内在联系和固有的规律性
。

每一群构造形迹和其它有成生联系的构造形

迹
,

往往各别形成构造带
。

构造带之间
,

有时存在着构造形迹不甚显著的地 块
,

和围绕

它们的或半围绕它们的构造带
,

形成一个整体
,

构成统一的构造体系
。

简要地说
,

构造

体系是许多不 同形态
、

不同力学性质
、

不同等级和不同序次
,

但具有成生联系的构造形

迹群所组成的构造带以及它们之间所夹的岩块或地块组合而成的总体
,

它是一定方式的

区域构造运动 ( 即地壳的“ 个组成部分运动 ) 的结果
。

一个复杂 的
,

特别是大型的构造体系
,

往往可包含许多较小的次 一级构造体系
。

这

种次一级的构造体系
,

又可以由更小的构造体系组成
.

各体系之间
,

可以是 同序次的
,

也可以是派生的
,

但都具有成生联系的
.

这里必须指 出
,

若果较小的构造体系是被包容

在较大的构造体系中
,

由于两者不具成生联系
,

则它们不属于同一构造体系
。

一个构造体系
,

可以跨越不同岩石
、

地层建造分布的地区
.

由于岩石力 学 性 质 不

同
,

在相 同应力作用下
,

可 以产生外表形象不同
,

而力学成因本质相 同的构造形迹
.

如

在压应力作用下
,

塑性岩层较易形成褶皱
,

而脆硬岩层往往形成挤压破碎带
、

压性断裂

等
。

因此
,

一个构造体系 的各个组成部分
,

或者互相穿插
、

互相连接或者彼此分离
,

甚

至有时相隔很远 ; 它们的构成形式不一定相同 .排列的方位和展布的形状也不一致
。

但是

若从区域地质构造各个方面
,

包括有关地 区沉积作用
、

、

变质作用
、

岩浆活动和它们所经

历的运动时期等方而的考虑
,

获得确实的证据证明那些构造形迹确有成生联系
,

那么就

可 以确定它们属于 同一构造体系
,

而不能把它们孤立的
、

片面的分割开来
,

而当做不 同

的构造体系来处理
。

( 二 ) 研究构造体系的目的和意义

对构 造体系的研究
,

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

而且在生产实践方面
,

也有着重要的宇旨导

意义
。

l
、

运用构造体系的概念
,

在实际工作 中
,

可以帮助我们增强预 见性
,

减 少
’

日 目

性
.

在野外工作中
,

如发现某些构造形迹及 由它们所组成的构造带
,

按一定 的形式和规

律出现
,

当它们被肯定是属于某个构造体系 的成分时
,

就可以根 据其来顶测那些尚未找

到的部分
,

如果没有其它构造体系的干扰
,

它们必然在一定的地带
,

以一定的形式和一

定的方位出现
。

5分



忿
、

对构造体系的研究
,

为解决地壳运动的方式和方向提供了依据
,

是解决地壳运

` 动间题的现实的必经之途
。

通过构造体系的研究
,

还能追索一个地区区域地应力场的特

点
,

了解区域构造运动的方式和方向
。

3
、

对揭示地壳运动规律在矿产普查勘探和工程水文地质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指导

作用乒这些工作的进展
,

反过来又加深对构造体系的认识
。

我 们知道地壳 中 蕴 藏 的矿

户
,

是盗欢重条件控制的
,

即成矿条件和控矿条件 (或者叫做物质和构造的两个条件 )
。

前者
, ~

主要决定于岩性及其成生时的环境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

后者
,

一 部 分 和 成生条

祥有关
,

但主要的是构造体系的控制
。

不待说
,

构造体系也有时影响成生的条件
.

为了

决定普查物探的方向
,

并决定个别矿区的勘探设计
,

我们必须首先就大规模构造体系布

置一切战略性的普查
,

跟着又必须按照 中
、

小型构造体系来进行战术性的具体勘探施工

设计
。

’

( 三 ) 怎样确定构造体系

确定构造体系
,

就是对一个地区错综复杂的构造形迹
,

在野外进行结构面力学性质

的鉴定 ( 有时辅助以室内鉴定 ) 并对构造形迹的序次
、

级别
、

演化予 以辨别的基础上
,

通过综合研究分析
,

找出其中具有成生联系的构造形迹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形式
,

从而

确定它们是在怎样的区域应力场中
,

在什么方式的应力作用下产生的
,

这样就能查明这

个地区的地质构造特征
,

从总体上揭示其内生规律
。

地质力学与构造力学
、

构造物理学等学科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它有构造体系的概念
。

而后者虽然用力学原理研究构造现象
,

但它们并 不涉及构造体系
,

甚至根本漠视这个客

观规律事物的存在
。

因此
,

从地质力学这门学科的特点和工作要求来说
,

研究和确定构造体系及其类型

是地质力学最重要的基 本概念
,

或者说是地质力学的
“

核心
” 。

怎样认识和确定那些不同性质
、

不同大小
、

不同方向
、

不同形态的互相联结
,

或者

彼此分离不同构成形式
、

不同排列方位 和展布方向的构造形迹
,

是属于同一 构 造 体 系

呢 ? 关键的
,

是要抓住这些构造形迹成生联系的研究
,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

l
、

同一类型 的构造
,

在地球上各处经常出现
。

如多字型 ( 或雁行 ) 排列
、

山字型

排列等等
。

李四光同志十分强调这一点
。

2
、

从力学方面
,

能够说明造成它的各个组 成部分的应力 作用方式的统一性
。

3
、

用模拟实验方法
,

能够做出类似 的构造型式
。

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中
,

第一方面是主要的
,

因为各种构造体系 主要是根据组成

它们的各项构造形迹在地壳上的组合
、

排列 和展布特点
,

以及它们 的形成 时期而 鉴 定

的构造体系的形态特征
,

不是各不相同
,

而是有些构造形象彼此近似
,

大致符合于这一

种或那一种标准型式
。

每一形态
,

多次在不同的地域出现为依据的
。

建立一个新型的构造类型
,

要求就更加严格
一

了
。

几 十年来
,

地质力学的实践积累了

一些经验
,

墓本上肯定了若干重要类型构造体系 的普遍存在
。

但是
,

对它们的认识
,

并



非处处达到了严格的要求
。

还需要对各个类型的组成成分和组合形式等等特点
,

作更详

尽 的调查研究
。

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
,

乃至全球范围内
,

明确那些 已知的类型的构造体

系
,

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地质时代的分布情况
,

以及它们之间的复合关系
; 还需要注意发

现新的
、

独特的构造类型
.

诸如此类的间题还多
,

即使在现在的水平 上
,

还需要做大量

的工 作
。

一个构造体系的建立
,

不能草率行事
。

根据儿群构造单元组合体的共同特点和它们

的排列方位等
,

试图建立一个独特的构造体系
,

只能作为认识的第一阶段
。

在此基础上
,

还需要经过广泛的实践
,

认识
、

再认识二再实践
、

再认识的反复多次才能完成
。

确定构造体系应注意以下 问题
:

l
、

不能只依据一
、

两个方向的结构面就下结论
,

而应该找到它的一套在力学成因

上有联系的结构面才行
。

2
、

由于岩石力学性质不同
,

在一个构造带的某个地段
,

表 现以压性 构造形 迹 为

主
,

而在另一个地段却 可以主要由一系列张裂面或两组交叉扭裂面表现出来
,

这三者现

象虽然 不同
,

但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

因此仍做为升个统一的构造带看待
。

3
、

同一方式的构 造运动
,

由于边界条件不同
, ·

可以形成不同类型的构造体系
。

4
、

一个构造体系
,

有固定的形象
,

应从它的整体来全面考虑
,

不能单就某一个构

造带展布的方 向就下结论
,

否则就往往容易造成错误
`

。

遨里有九种情况
:

( l ) 方 向虽然相 同
,

但形成时期不同
,

它们不` 定是一个构造体系的组分
。

( 2 ) 方向虽然相同
,

但扭动的方式不同
,

说明它们不是同一应力场的产物
,

不属

同一构造体系
。

( 3 ) 对于有多解性的某些构造带或构造成分扩主作要特别慎重
,

不可忽视
.

5
、

在一个地 区
,

在漫长的地质时期中
,

往往可经历若干次不同式的区域构造运动

的影响
,

因此野外单一的构造体系是不多的
,

而复合和联合的现象是常见的
。

因此
,

不

能认为同一区域中
,

存在的一切构造形迹
,

都一定属于 同一构造体系
。

6
、

构造体系有大小之别
,

序次之分
。

对于不同序次的构造体系
,

也应 该划 分 出

来
。

因为低序次的构造体系
,

往往是重要的控矿与储矿构造
。

但也不能把同一体系内不

同序次的构造形迹误认为不同体系
,

或者相反
。

这对找矿及工程地质等工作都有指导意

义
,

不能笼统把各种构造形迹归在一个大体系就算完事
。

对于一个具体的构造体系的确定
,

要全面地收集和研究哪些资料呢 ? 对它的描述应

该突出什么 ? 这里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

1
、 一

沟造体系的位置及展布范围 ( 包括地理位置
、

经纬度 )
;

2
、

构造体系的主要特点
;

3
、

组成构造体系的组分
。

包括褶皱
、

断裂
、

岩体和火山岩
、

地层
、

盆地等
、 _

4
、

构造体系对沉积槽地
、

盆地的展布的控制作用 ( 对形成的控 制 )
;

5
、

对火成岩侵入和喷发的控制作用
;

6
、

对变质带展布的控制作用
;

7
、

对某些矿产分布的控制作用
;

3
.

构造体系 的发生时期
、

发展过程 和主要完成时期
;



9
、

与其它构造体系的复合或联合的关系
;

1。
、

构造应力场的间题 ( 活动方式 )
.

( 四 ) 构造体系的时期的确定

大家知道
,

鉴定构造运动时期问题
,

是研究地质构造问题中最复杂的课题之一 李

四光同志指 出
: “

一套构造体系是一定方式的一场构造运动或几次同一方式的构造运动

所形成的
。

而那些多次运动之中
,

大多总有一次 (往往是最后的一次 )是造成那一套体系

的各个组成部分
,

大都是一次构造运动的产物
” 。

应用这一原则
,

可根据邻近地区的某

些已知年代的构造形迹
,

按一定构造型式 的形态规律联系起来
,

确定构造体系的大致时

期
.

一般说来
,

愈老的构造体系愈不容易鉴定
。

对古构造的研究
,

以 往做的 工作还 不

多
,

很多工作还有待今后去完成
。

确定构造体系的时期
,

通常采用下列办法
;

1
、

研究沉积不整合或构造不整合
。

如不整合面截断了某断裂
,

则说明这个断裂发

生于不整合之前
。

2
、

根据构造复合关系
,

确定相对成生时间关系
,

被切穿的构造成分要老一些
.

3
、

测定应变矿物年龄
。

如测定断裂带中为绿泥石的年龄等
。

4
、

根据断裂带中充填岩体的年代
。

5
、

根据断裂所切割的最新地区的时代
.

6
、

构造体系或构造带所控制的构造盆地和断陷盆地
,

根据沉积物的时代
,

沉积建

造在空间上的分布和变化规律
。

.、夕尹、声
`

. 尸、 ” ~
、

产
尹

声、
尸、 尸气

`

国 外 地 质
、 ` 尸、 洲 、

尹、 . 洲 、 曰产、 口 沪 .

了几
、

了、
-

国外菱铁矿床概述

菱铁矿矿床
,

大部分是由菱铁矿与赤铁矿 ( 镜铁矿 )— 褐铁矿及磁铁矿组成的混

合型铁矿床
,

有少部分为由菱铁矿或以菱铁矿为主的单一型铁矿床
.

其地表部分极易氧

化成褐铁矿
。

长期以来
,

这一类型铁矿
,

在世界铁矿类型中只占次要地位
.

一般认为沉

积菱铁矿在世界上分布广泛
,

但矿层很薄
,

稳定性较差
,

品位很低
,

不具工业价值
,

只

有在铁矿资源贫乏的德国
、

英国才进行开采
;
在内生作用过程中

,

菱铁矿主要产于岩浆

期后低温热液及火山作用后期
,

其储量和开采量多不被人们重视
。

事实上世界许多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