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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赣南地臀格造周题的几点意 晃

魏 秀 桔

在工作实跳中 ,

深感对箱南地臀揍造简题了解的

太少
,

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地臀工作的发展
。

这次乘

整理瓷料的机会
,

翻阴了一些脊料
,

得到一些启发
,

根据个人体会及对助南地臂情况的一点了解
,

对粉南

地臂撰造简题
,

粽合出如下几点韶激与同志们商时
,

希能得到大家的指正
。

关于租南地臀搏造的研究
,

是属于大地摧造研究

之范畴的
。

当前对大地裤造一地亮运动的观点
,

主耍

有雨涯 一派主耍是从地臀力学观点川发
,

豁为搏造

变动之产生
,

是由于一种扭应力作用的桔果
,

其现象

是地壳表部的平面变形
。

如压应力一水平作用力造成

摺翻
,

扭应力及强应力造成断裂
。

这一派可以李四光

为代表
。 另一派员吐如 洛扁素夫

,

豁为地亮变动是垂

直作用力 ,

其现象是隆起和坎陷
,

是由于地壳深部玄

武袋桨的分具作用以及放射性元素分解的桔果
,

使内

部温压产生不乎衡而引起的
。

隆起垃陷活动的精果 ,

伴生有摺触及断裂
,

是一种次生变形的产物
。

可以想象
,

在我们现有的学歉水平上肯定雨派的

学戏是有困难的
。

但是当具体到一定范困内的地臂梢

造周题时
, 通过几年来的实际工作是有些粗斑的体会

的
。

特别是对摺粉及断裂的简题
,

我仍豁为
,

应用应

力及应变学豁似校适宜
。

李四光在其中国地贾学一害

中曹指出 「考虑摧造简题时应注意时即 空 简 之 关

系
,

大 , 礴造要通体考察
,

井适合力学原理
,

根据现

有的雄造式求出作用力之方向一
一

楼造成因等 」
。

这

些括显然可以作为我们分析地臂摧造时的基本方法
。

至于力的来源
, 可能如李四光氏所挽是地球自缚引起

的
,

也可能如别洛扁索夫的解释
,

是隆起本身扩强而

引起的
。

现在就以力的存在岁阶台合分析雄造的方法为

基础
,

具体的来研究一下欲南摧造简题
。

根据巳知资料
,

可以将助南彬造分为墓底裤造及

校新地层裤造雨部分来进行研究
。

粉南的基底揍造 基底楼造是指泥盆耙前之

前委且祀变臂岩系之裤造而言
。

徐克勤曹指出 ,

这是

一种急剧摺撇的裤造
,

轴向北北西为主
,

近于南北
。

我们雨年来的工作
,

除征实这种桔果外
,

并可补充如

下事实 , 即变臀岩系摺撇轴向也有北北东而近于南北

者
,

摺触急陡 ,

有的同斜倒林
,

井很可能是复式的娜

造
。

徐氏又曹指出
,

这种搏造式不只在珊南
,

在案徽

中部亦督兑到
。

这样看来
,

近于南北向的彬造撇
,

很

可能分布范圆很大
,
具有华南陆台的普湿意义

。

基底岩系的次生稍造
,

今天晃到的主要是节理
。

我们挑舒桔果 , 节理主要是走向 及 者
,

倾

向甚陡
,

一般省在
“

以上
, 倾向南或北

。

另一扭走

向近南北
,

倾角也在
。

以 卜,

候向东或西 , 而以前

者最发育
,

多为含搞石英呱所充填
。

这种节理
,

在花

尚岩体内也有
,

而以内接能带最发育
。

徐克勤也有同

样的扰舒桔果 ,

井指出这二姐节理总的走向 ,

偏差不

超过
“ 。

仅有少数地区如大吉山等地
,

主要节理走

向为北北西 ,

且为含搞石英呱所充斌
。

根据以上脊料
,

显然应力是近东西向的
,

因而产

生近南北向的摺撇 ,

近东西向的眼力节理及近南北向

的 是剪力节理的一粗 扭力或剪力节理 如图
。

奋

这些节理裂隙 ,

对

后来的雄造式
, 都

起着控 制 性 的 作

用
。

可以想象
,

在

这些裂隙发育的基

础上
,

一定也伴有

断层
。

但到目前为

止
,

一直浚有发现

类似实际青料
。

口轴全鉴

张荀玉里

扫的理

幼勘理

其中龟舫育

轴向北北琅日拨育示意曲

较新地层横造 较新地层是指 卜古生代及中

生代雨大时期的沉积物
。

今天所兑到的这些地层的搏

造现象
,

主要是代表燕山运动的桔果
,

因之
,

我们就

称之为燕山搏造系抗
。

效仅就其系就的各种变动 , 扼

要的分析如下

燕山举造系抗的主耍摧造现象
,

是摺曲及断裂
。

摺曲一般呈平援的波袱
。

但在个别地层内 ,

表现为舒

多小摺缈
,

甚而硕良急二剧
。

其特点是各地层都可有独自

摺翻
,

但不相重合
,

且这种捞造与基底无关
。

摺粉的

走向很乱
,

根我护压掌握到的脊料
,

有的走向南北
,

有

的走向北东及北西
,

很难我出这些捞造生成的总应力

方向
。

当然这也可能由于我仍工作地区雾星 ,

粽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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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不多缺乏代表性
。

徐克勤曾对釉南的泥盆系有校

全面的杭靛 , 泥盆耙地层走向以北东东至近东西为主 ,

也有不少近南北的
。

泥盆系岩性校硬
,

沉积较厚
,

位

置在锗新地层之最底部
,

且直接与基底相接触
。

我们

韶为这个赘料校为可靠
,

且有代表性
。

这样看来
,

燕山布蜷造系杭应力方向主要是南东一

北西的
。

前人学者多数脊料
,

持有同样晃解
。

李四光

韶为是西北大陆与太平洋基底相对作用的桔果 ,

黄汲

清韶为是东南古陆向西北生是发展的桔果
。

徐克勤食利用这个方向的压应力
,

将箱南划出了

若干个北东至北东东向的燕山复式褶拙带
。

根据我们

的实际瓷料靓实
,

这个桔果是有阴题的
。

从理谕 卜也

可以想象 , 这个方向的压应力 , 作用于近南北向的精迭

基庄
,

若不改变原来搏造形态 岩石变铃加深
,

物

臀重新排列以及破坏原来楼造粽等
, 必然表现为

断裂位移 ,
以平衡这粗应力的作用

。

在侧四不多的零

易的资料里 , 精合徐克勤提出的青料来看 逆掩断层

及逆断层
,

艳大多数走向北东至近东西
,

指向北
,

少

数指向南或西
。

共他类型断层
,

走向近南北为主
,

而

北西或近东西者亦各不少
。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徐克勤提出不少的逆断层及逆掩断层
,

多是发育在其

所韶为的大向斜的翼部
。

这种大向斜
,

根据我们工作

过的
,

都恰是我们豁实为地堑 —垃陷部分
。

其中如

厂池江复向斜 」之北翼
,

我卿发现有一宽而交的矽化

带
,

是大断裂的靓据
,

其南冀也有类似情况
。

义 「表

现复向斜 」之南
,

也有一东西向的断层
,

郎 表 现断

层
。

「峡山弧 」及零都赤盆地
,

根据我 们 掌 握 的脊

料
,

可肯定是断裂下陷的精果
。

根据 上述这些林造式桔合起来
,

正
一

与黄汲清所解

释的陆台性的基底摺盘的意义是一致的
。

校新地层的

摺靛是一种沿不整合面滑动而成的表皮褶撇的形式
,

井在原始彬造裂隙的基础 卜,

形成地堑 —地虽式的

断块彬造形态
。

新地层摺叛较乱
,

可从雨方面解释
。

即一方面在燕山运动前
, 几个地亮运动刘

·

其发生的影

响 另一方面郎同一彬造作用
,

山于岩石性贾不同 ,

可以形成截然不同形态的摺曲
。

拉尔钦柯教授愈指出
,

赣南地区主要是地收一地

堑式的搏造
。

这个观点与 目前青料接近一致
,

但腮为这

种榷造是重力作用引起的垂直运动的桔果是值得商榷

的
。

恰恰相反 ,

我们韶为是水平应力作用的精果
,

是
陆台性基底摺魏的一种类理

。

因为从 匕亏生代至中生

代
, 总的沉积之厚也不超过 公尺

,

且根据地史
发育过程

,

沉积环境不稳定
,

沉积瑞层普
二

遍而厚度均
匀 ,

这币榨事实
,

使重力作用的观点难以理解
,

井且也

忽砚了粉南普遍发育的表皮褶撇这一实际现象
。

因此
,

总桔一下我们的观点
,

可以归耙出如下四点忽澈

赣南地箕排造的燕山彬造系就
,

是在东南一

北酉一粗压应力作用下
,

基底上部的校新地层 , 发生了

沿不整合面滑动的表皮摺歇 ,
而基底则沿原始裂隙发

育断裂位移
,
主要为垂道活动 ,表现为地外一背斜和地

堑一向斜的楼造形式
。

也郎地貌学 卜所称之大褶歇
。

与此同时
,

在校新地层内也发育了断裂彬造
,

但这炸

彬造不受基底按制
,

因而其裂障可不通入筑底
。

应力作用不可避免影响原始褚迭
。

如图 诉

形拼
尹

九桥遗变形之压应力
九

,

九挂应力待出之扭应力

喇白裂株

决劣作朋
,

之变形

示
,

若 , 相当大时
,

原始裂济 可能因力偶

之作用 ,

而 改 变 其 方

位
,

如叨
。

这可以瀚南

主要大断
‘

裂 方 向为 北

东至北东东为佐靓
。

若

大时
,

主要变动是

水平位移
,

如峡山好一
罗屋断层郎为一例

。

显然
,

若
, 发生于东南 ,则断层

应向西北逆掩
,

反之
,

主要向南逆掩
。

当然
,
这只

是理输上的分析
,

实际
一

卜井不耘对是这样
,

且其型式

也耍复杂得多
。

应力作用是立休性 ①的
,

在受力的空洲内 ,

各个部分不一定平衡 主要是物理性臂不同 ,

这样

就必然产生力之差提现象 ②双及诱导作用 ,

除了沿已

有裂障造成蛟大断裂外
,

也一定同时产生与本身相应

的大小不一的断层
。

这就可能是今天所兑到的产多不

同系扰的断裂
。

燕山裤造系就内 , 如海酉
、 印文等运动 , 必然

对校新地层及墓底楼造发生影响
。

但已如前述 , 这些作

用的痕肺
,

皆被强烈的燕山彬迭所压倒
。

因之
,

这祖

应力发生于何时及其演变情祝不得而知
。

但最强烈作

用时期是中生代的燕山运动
,

这可山乐平煤系及侏罗

煤平保存在地堑一向斜中得到豁明
。

这次力的作用 ,
除

造成大小断裂外
,

还使原始发育的大部分节理形态加

剧
,

发生复合及复活作用
,

而形成一种又深义宽又狡

的 「复合节理 」。

这些大断裂及节理裂隙
,

既拾花尚

岩的侵入造成良好通路
, 又抬瑞踢矿造成 有 利 的 空

阴
,

而生成重要矿床
。

耗守 立体 性 —指作用力仅向中挤压
, 而

无上下压力
。

胜父 差提现象 —
力作用都有选探性

,
向反抗

力小的方向偏搏
, 当基底不平衡时

,

受力作用即不一

致
,

这样就必然产生力的偏移现象
,

也包括了力之大
小不一

,

故各差提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