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对岩石圈力学研究的现状

法国科研中心曾召集一些地质学家
、

地球物理

学家
,

就岩石圈力学研究现状
、

有待解决的问题和

今后研究的方向进行了讨论
。

现将讨论结果综述如

下
:

一
、

对现状的认识
“

板块构造
”

说为描述岩石圈板块在全球范围

内的相对运动
,

提出了令人满意的力学框架
。

地震

研究表明
,

大洋岩石圈板块内部无变形
,

而其边界

(俯冲带
、

洋脊 ) 处有重大变形
,

因绝大多数地震

发生在那里
。

自开展震源机制研究以后
,

对板块边

界变形运动已取得较好认识
。

由于已能较为准确地

估算大板块间的相对运动方向
、

平均位移量
,

对板

块边界附近岩石圈变形机制进行定量分析所必需的

某些边界条件亦得到相当认识
。

现对俯冲板块的挠

曲
、

慢速增生洋脊轴谷的形成及沿大型转换断层发

生的剪切变形
,
已建立起一些力学模式

。

建立这类模式
,

实验提供的地壳
、

上地慢典型

岩石的流变数据得到了愈来愈 多 的 应 用
。

一般说

来
,

对构成地慢的橄榄岩和某些超基性岩的高温流

变性质取得了相当的认识
,

但对某些重要地壳矿物

(长石 ) 和岩石 (辉长岩 ) 在这方面的认识就要差

得多
。

目前
,

电子显微技术和位错描述方法的应用

将为推进这方面认识作出贡献
。

在低温脆性变形研究中应用实 验 数 据 还不太

多
。

譬如利用地震数据和实验断裂数据估算圣安德

烈斯断层在发震时的应力降
,

得出了两个不同数值
.

在实验方面
,

对由微小张性裂隙 (通常见于岩石标

本
,

呈雁行状分布 ) 引起的剪切断层的力学不稳定

性尚认识不清
。

此外
,

对可能起重要作用的缓慢脆

性变形 (脆性蠕变 ) 和中温中围压带 (脆性变形和

韧性变形的过渡带 ) 的实验研究还开始不久
。

现已不再怀疑
,

地震前兆是实际存在的
,

且表

现形式很多
,

但测量数据尚不足以用来提出令人满

意的物理解释
。

与板块边界处发生的形变不同
,

板块内部变形

还未得到明确认识
。

此类变形分布范围很广
,

对它

的研究应使用连续介质力学分析方法
,

而非板块方

法
。

连续介质力学分析方法尚处在初始定量阶段
,

还需要从总体上对大陆岩石圈的位移和自然应力场

及其流变特征作更确切的了解
。

二
、

岩石圈力学领域研究黑要解决的几个主要可

问题

1
.

如何确定岩石圈的
“

可变形度
”

极限?极限

值是多少? 各地区的可变形度极限值变化大否 ? 变

化量级是多少 ?

2
.

如何通过定量方法指明大陆岩石 圈和大洋

岩石圈在性质上的差异?

3
.

地壳内的应力量级是多少? 各 构 造区的应

力值变化大否? 是如何变化的? 地壳内的应力状态

是如何随地形和深度而变化的?

4
.

某些高度极大的高原 (西 藏
、

伊 朗
、

北非

等 ) 是怎样形成的 ? 是由热活动造成还是由力学活

动造成 ?

5
.

某些古老山脉 (乌拉尔
,

阿巴拉 契 亚 ) 为

什么至今仍呈现起伏地形 ?

6
.

对造山带内的几个连续的大构造期 (期 1 :

有着
“

扁平
”

劈理的非对 称 造 山 期
;

期 2 :

有着
“

扇形
”

劈理的对称造山期 ; 3 :
以平移断层和正

断层为特征的晚造山期 ) 能否作出定量解释?

7
.

在地壳和岩石圈内是否存在重大 的拆离现

象 ?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

8
.

大陆岩石圈的地慢部分是否易 发 生重力不
,

稳定现象 (假俯冲?)

9
.

在岩石圈范围内
,

地表地震脆性变 形是怎

样过渡为深部塑性变形的 ? 这种变形中
,

非线性冷

变形和非线性粘滞性是否起着主要作用 ?

1 0
.

地壳上部
,

缓慢脆性变形与地震引起的突

然变形哪一个更重要了

1 1
.

能否对陆内大范围古变形和局部古应力作

出精确测量了

12
.

地震前兆的发因是什么 ? 借助地震前兆可

否确立一项地震预测技术 ?

可以期望
,

今后若干年内
,

上述某些问题会得

到解决
。

然而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需不断提高测最

仪器的精度和加强地学各学科 (特别是地质学
、

地

球物理学和地球化学三学 科)

间的密切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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