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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千 构 造 因 素 对 某 些 岩 浆 期 后

金 属 矿 体 分 布 的 影 响

姜 齐 节

习 均 巨巫〕离秘 厄动砂峰
‘

图 矿体分布图

火成岩在平面或剖面上的凸部 如上述二个

锡矿床
、

某断辞矿
、

以及某铜矿的某些矿体 图
、

、

火成岩大规模超复于围岩之上时
,

它的陡倾

斜部位 如某拓锌矿的某些矿体 图
。

“

产
别刀叼

己

时月旧内甘山刀口伟洲么
沪了

为了生产矿山增长矿量
,

在岩浆期后矿床的深部

和边椽找矿工作具有愈来愈大的砚实意义
。

热液矿床矿体的生成和裂隙构造联系极为密切
,

不榆是容矿空简或运矿通道均有道接关系
。

构造裂隙

的形成和分布
,

又决定于各种构造因素
,

如火成岩

与围岩的接触带
、

褶敲
、

断层
、

及某些与上述构造无

关的裂隙带等等
。

各种地质构造因素正由此进而影响

矿体的生成
。

为了有效的在矿床深部和边椽进行找矿
,

研究构

造因素对矿体分布的影响
,

就成了重要裸题之一
。

本文拟概略地从构造作用的这个方面来探甜其对

矿化富集的影响
。

但由于所从事工作的局限性
,

文内

仅涉及两种构造因素即火成岩与围岩的接触带及褶敏

对矿体分布的影响尚题
。

就我伊,所兄
,

受火成岩与围岩接触带控制的

矿体
,

其空简位置大豹有三种情况 ①

一
、

矿体斌存于火成岩与围岩的正接触带

二
、

矿体斌存于火成岩与围岩的外接触带

三
、

矿体斌存于火成岩与围岩的内接触带
。

在第一种情况下
,

接触面的形态是影响矿体

分布的首要构造因素
。

赋存于正接触带的矿体
,

在下列部位较常见到

火成岩在平面或剖面上的凹部 如某锡

矿区二个矿床
、

以及某铜矿床的矿体 图
。

某些 “
捕虏体 ”

中的矿化
,

也可划入这一情况
。

压习花自岩【亘口大理岩 刃犷休
图 某胡矿床矿体别面图

① 此处正
、

内
、

外接触带的区分
,

都是对火成岩与围岩的相对位置而言
,

这与从岩石学角度提出的内
、

外接触带有所不

同
。

作者理解正接触带为围岩圣侵入的机械作用力强烈影响的范围
,

外接触带位于其外侧之围岩中
,

内接触带在共内侧之伎入

岩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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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某船锌矿南区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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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某矿区平坑矿体分布图

火成岩正常产由 伏于围岩之下 时
,

接

触面由陡
一

变援的援倾斜部位 如某铜矿的某些矿体

图
,

凹部有利于矿体赋存的原因
,

我们在某铜矿曾

进行过专阴的研究
。

孩区之褶被属吕梁期
,

火成岩

的怪入和成矿 属燕山期
,

在主要侵入 体 生 成 之

后
、

成矿之前
,

简有大量岩墙侵入
。

构造变形是多

期的
,

但握研究征明
,

从火成岩侵入直 至 成 矿 以

后
,

构造应 力大致保持了同一个方位
。

通过对西北

区段外按触带和正接触带的不同部位分别进行的裂

隙扰静表明 表 外接触带发育的裂隙 以

上均与核处之岩层产状保持一定关系
,

而与褶趾后

图 剔岩 刀卉、 找户 , 护

图 某胡矿凹郡刮面图

迭加的岩墙
、

断裂等方向显然不符
,

按 墓里耕娃

的意见
,

应为与褶敏同时生成的裂隙
。

在正接触带火

成岩凸部的围岩中
,

上述类型裂陈的比重有所降低
,

但在正接触带凹部的围岩 中
,

大部裂隙已不和岩层产

状保持一定关系
,

而属于褶姚后迭加的裂隙
。

显然
,

正接触带的火成岩凹部
,

在初挑作川后的某一时期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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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裂陈橄 的相对百分比 裹 百

卜资泛 一 加 正 接 触 带 坑下

裂 一 区 外 接 触 带 地表 —

—
隙

一
火 成 岩 凹 部 火 成 岩 凸 部

性 点 一 川

—
——

——
一

二一一二夔一 一二 一生 匕兰止
一

生 兰土全
吸 ” · 。

匕竺一

平行层面 。 。 。 , , 。 。

垂面层面
,

华行岩层走间 韶

垂厦层面
,

垂直宕层走间 魂 玉

垂厦层曲
,

斜交岩层走向 】 】

从上四粗总爵 ” ‘ ‘ ” ‘ “ ⋯
, 交层面 ” “ , ”

⋯
‘。。 ‘

⋯“

特别有利于裂隙发育
,

从而构成了对成矿有利的特殊 井且与侵人体生成后的岩墙和断裂方向也不相同 图

条件
。

此外
,

对火成岩凹部的裂隙与本区外接触带褶
。

火成岩凹部的裂隙方位极其散漫不规则
,

与火

披后迭加裂隙方向所作的比较表明
,

二者井不相同
,

成岩侵入后的构造应力方向无关
。

因此可以认为
,

在

图 正接触带围岩中各裂障杖针点

各裂陇粗方位
图 岩绮方位之扶针 条

等密较
, , ,

了 , , , ,

,井,

图 花尚岩中裂隙方位的枕针

次浏

等密挂
, , ,

图 外接触带围岩中 地表 各枕针点

摺鼓后迭加的各裂陇祖方位的等密

狡等密往
, , , ,

夕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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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带既决定 了火成岩形状的突山
,

又造成了对成矿

的有利条件
。

因此
,

矿体也粗常能沿早期的脆必引侍发

育
,

从而延人 围岩
,

不受接触面所局限
。

上述四种对成矿有利的部位
,

手月卜在任何条件下

都同等有利
。

在某一情况下某种部位具有 首要意义的

原因
,

以及它们相互简配合的影响
,

尚待迸一 步查明
。

在第二种情况 —矿体斌存于外接 触 带 的 条件

下
,

影响矿体分布的首要构造因素只是田 兴的构造
。

就我们所兄
,

这些情况是有利的
。

不同物理性质或化学性质的岩层界而或夹

层与接触面的交截
。

在这种情况下常形成 沿 层 发 育

的
,

但不局限于正接触带的矿体
。

这种情况之所以有

利是容易理解的
。

由于物理性质不同
,

在构造活动 中

极易促使层圈破碎产生 或因化学性质不同
,

极易促

进沿层的矽卡岩化
,

这些都有利于矿体生成
。

下乍为沿

不同岩层界面生成矿体的例子
,

如某纪矿
、

某茹纤矿

中区 等的某些矿体
。

作为沿夹层矿化的例子
,

如

某踢矿矿床的某些矿体
。

大断层 有时其位冠被大岩墙占据
一

与接

触面的大角度交截 如中南扮锌矿
、

辽宁某纲矿
‘ 、

吉

林某拓辫矿 大断层位置被大岩墙占据 等的某些矿

体 图
。

介
月 十入、
十 拭 、趁刁

、、、

粼
、

呱
叱乐十城十

声

、丫喊减

朋 部发育的裂隙拜非火成岩侵入后的构造 运 动 所 迭

加的
,

很可能与岩浆本身侵入和冷精时的机械作用有

泣接关系
。

凹部的围岩被火成岩包围
,

在岩浆侵入和

冷凝时
,

应力状态比较复杂
,

有多种方向的挤压
、

剪

切
、

或引张存在
,

这可能就是促进裂隙发育的原因
。

此外
,

火成岩常是难渗透和不活泼的岩石
,

被火成岩

包围的凹部
,

较之其他部位封阴更为良好
,

有利于促

进矿液交代
,

这也是有利成矿的一个原因
。

火成岩的陡倾斜超复部有利于矿体赋存
,

除超复

的火成岩对矿液可能产生屏蔽作用之外
,

此种部位有

利于破裂的发育也是重要原因
。

在火成岩超复产出的

条件下
,

岩浆上升对接触带的机械作用主要表现为平

行接触面的剪切
。

如果把陡倾斜与援倾斜的接触面相

比较 图
,

前者由于加入 了围岩重力 的影

响
,

与 粗成了使接触带围岩破碎的力偶
,

因

而促进 了破裂发育
。

祥扣的解释借助于 柯西

金对盐丘重力断层的分析
,

此处从略
。

在援倾斜的

接触带情况则有所不同
,

重力 未参加上述作用
。

在火成岩正常产出的条件下
,

接触面由陡变援处

的援倾斜部位
,

有利于成矿的现象
,

拟 作如 下解

释 接触面由陡变援的部位相当于火成岩在剖面上的

四部 图
。

如前所述
,

在岩浆侵入 时
,

这种情况

是有利于裂隙发育的
。

此外
,

在岩浆冷凝时
,

由于体

积收柑达
,

势必产生大量收栩裂桂
,

在岩体

边脉
,

裂健的大部分平行于岩浆凝固时的等温面 —
接触面 据 中 沃尔弗 燕 和 皿 鲁 金

。

接 触

面的被倾斜部分
,

下伏援倾斜裂趋的存在将使上复围

岩因白重而发生引张和剪切作用
,

从而促进接触带围

岩的破碎
, ,

但在接触面呈陡倾斜的部位
,

冷掀裂隙也

主要呈陡硕斜产出
,

对围岩的机械作用影响蚁小
。

侵

人的挤压和收精的引张两个过程影响的桔合
,

可能就

是在由陡变援处的援嘎斜接触面上矿化富集的原因
。

在上述三种情况下兄到的矿体
,

形状和规模都有

很大的变化
,

而且是极其复杂的
,

但它们常沿接触面

发育
,

少有较大的偏离
。

火成岩凸部发育的矿休具有不同的特点
。

就它们

的分布来砚局限于接触面上的矿体并不多
,

或可在接

触面附近的围岩中粗成平行或交叉的复杂矿脉
,

或者

也赋存于火成岩与灰岩的接触面上
,

向上或向下延伸

到围岩内
,

形成脉状
、

筒状或囊状矿体
。

由此看来
,

火成岩凸部矿体的发育
,

可能与凸部所在位置所反映

的火成岩侵入前构造脆弱带的存在有关
。

早期的构造

“ “ “
‘

屯
、

区习压回 巨刃 团还 巨刃

图 某粉辞矿矿体分布图

一花尚朋长岩 一大理岩 一百岩

一管状及囊状矿体 一逆断层

这种矿体多分布于大断层和接触而构成的 二角形

隅角地区之内
,

以筒状或光状
、

透视状形体 砚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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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都很发育
。

两个区段外接触带裂隙抗靛桔果的对

比显示了一个极有趣的现象 表
。

在西北区
,

各种裂滋数 的相对百分比 裹

西 北 区
地表 ’ 东 南 区 地表

, ‘
,

一
,

瞬巴厂限厂一中

时沿断层本身也有规模不大的矿体
。

两种构法的交截

和两次 或两种 构造作用 侵人作用和断层运动

的重迭
,

促进了隅角地区裂隙和破碎的发育
,

是矿化

富集的构造原因
。

此外
,

有时断层之一侧为不活泼岩

石
,

与佼入体共同包围了易于交代的岩石
,

形成了封

阴良好的隅角
,

也是其中矿体发育的良好条件之一
。

一定规模的褶教与接触面的交截 如辽宁

某铜矿的某些矿体 图
。

这种情况下矿体的生成大多在褶墩轴部附近
,

由

接触面向外分布
,

矿液沿接触面上升
,

沿褶敏轴附近

的裂隙沉淀
,

矿体常为不规 之囊状
。

第三种情况 —矿体斌存于内接触 带
,

这 类 矿

体 很 少 晃 到
。

吉林某铂辞矿的某些矿体可作为一个

例子
。

此种矿体呈脉状
,

产状与矿区内较发育的一粗

平行层面的

垂直层面
,

平行
岩层走向的

垂道层面
,

垂直
岩层走向的

垂道层面斜交岩
层走向的

以上四种合箭

引

,

斜交层面的

不网琳

⋯
。

⋯
。

⋯
。

⋯
。

, ,。,

⋯⋯
。

⋯
妞

。 一

环石舀

圈 口砂者 者播 霭 奥 寰臀霎 嘉
图 某胡矿背斜纵剐面图

断裂方向相符
。

其分布的具体控制囚素尚不甚明了
。

由上述可晃
,

分布与接触带有关的矿体按照对接

触面的相对位置而有所不同
,

其控制因素有明显的差

别
。

弄清这三种矿体每一种的发育条件
,

对确定正确

的找矿方向是极为重要的
。

但是我例的工作尚处于最

初步的探索阶段
。

我俏曾在辽宁某铜矿探索过正接触带和外接触带

矿体相对发育的条件
。

鼓矿的西北区段正接触带的矿

体极为发育
,

而东南区段 是正接触带和外接触带的

明 以上的裂隙都与层面保 持 一 定 关

系
,

属于与褶教同时生成的裂隙
,

后期

迭加的裂隙不发育
。

在东南区
,

大部裂

隙均不与层面保持一定关系
,

其产状

与侵入体生成后发育的岩墙
、

断裂方向

相合 图
,

显然
,

后期迭加的裂隙

相当发育
。

在进行了多方面比救之后
,

认为裂隙发育情况的差别很可能是两个

区段矿体斌存情况不同的原因
。

东南区

褶撇后迭加的裂隙发育
,

因此在正接触

带外也易于有矿液通道和容 矿 空 固 存

在
,

外接触带的矿体因而大量发育
。

西

北区则不同
,

褶鼓后迭加的 节 理 不 发

育
,

正接触带由岩浆橙入和冷凝产生的

裂隙的作用
,

相形之下显得极为重要
,

矿体也多在此处发现
。

这个枯输可能具

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

在吉林某纷辞矿
,

矿体主要斌存于

花尚内长岩和 “ 丙长斑岩
”

交截部的隅角内
,

内接触

带的矿体 分布于花尚丙长岩中
。

从最近 的 工 作 看

来
,

矿化与 “ 阴长斑岩 ” 时周上最接近
,

空简上的富

集情况也与 “
因长斑岩

”

最密切
,

但目前 尚 不 刃了
“ 朋长斑岩 ” 与花尚阴长岩在成因上是否同源

。

据推

测
,

在内接触带有矿体赋存的侵入体
,

很可能与矿化

并无成因上的联系
,

或二者简至少应有一定的时圈阴

隔存在
。



若干构造因素对某些岩浆期后金属矿体分布的影响

褶撤对矿体分布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
,

大体上可

以区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

矿体主要受褶搬生成后的其他构造

因素控制
,

但褶敏中的某些弱化带影响了后期裂隙和

破碎的发育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矿 化 带 的 位

置
,

褶皱本身的若干特征 与矿化情况不常有密切联

系
。

江西的某些鹤矿
、

及前述与褶敏有关的接触带矿

体是一些例子
,

本文不拟祥棚甜输
。

第二种情况
,

矿体主要受教褶控制
,

褶搬的位置

和褶数木身的若干特性对矿体分布和矿化特征都具有

极其重大的影响
。

就我俏所见
,

至少包括下述三类矿

体

褶墩轴部的鞍状矿体 某锡矿二个矿床
,

某

铜矿床等的某些矿体可以作为例子 图
、 。

这

种矿体的特点是

’

囚
’

画 困 淤团
叫因 区三 团 团 巨二旧

一黑云母片麻岩 一石榴石阳起石黑云母片麻袋

一角肉斜长片麻岩 一矿体 一环称岩脉 一
长石斑岩脉 一倒嘛背斜 一成矿后正斜断层

一成矿后平推断层 一性质不明断层

不同物理性质岩石的互层带常有利于矿体

鞍状矿体上下盘围岩的性质

图 某胡矿地质图

地 点 上 下 盘 匕 吕 烧 失 量

夹

裂 胜奈 度
条 米

某踢矿矿床 矿体
八曰月性八曰八二︻了甘八曰︸八目

⋯
八

某踢矿 穿

某踢矿 寸 巷矿体

上盘

下盘

上盘

下盘

上盘

下盘
。

。

。

。

。

。

。 。

。

。

。

吐

。

一

一 弓

斌存
。

但矿体上下盘紧邻岩石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成分

却可以没有差别
。

在有差别存在时
,

脆性岩石也可在

上盘
,

也可在下盘 表
。

因此
,

容矿的刺离构造

的形成
,

很难按 别克所提出的
,

以褶皱作用之

后
,

下伏弹性岩石的下滑来解释
。

刹离的形成很可能

仍是祖墩时岩层逐层向上相对滑动的枯果
,

围岩层理

的发育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

这一点是以后甜输构造

因素对矿体影响的原因的出发点
。

矿体多在背斜轴部出现
,

向斜轴部很少晃

到
。

向斜轴部的鞍状矿体山现时
,

多 与脉 状 矿 体 共

生
,

且后者的极济意义常救大
。

矿体多在脊棋倾斜的背斜中出现
,

特别是

在有撇闻斜度较大的部分
。

褶鼓的曲率半径对矿体生成有重大影响
,

过大是不利的
,

过小 影响矿体规模
。

在某踢矿的某矿床
,

部分褶敏之轴部附近
,

尚有

沿层发育的管状矿体存在
,

可能是此类矿体的一个变

种
。

此外
,

在此一地区还有受北北西向正断层及北东

东向层固裂隙交叉控制的管状矿体存在
。

褶搬轴部的脉状或网脉状矿体 某踢矿区的

某些矿体可以作为例子 图 魂 。

这类矿 体 的 特 点

是

多赋存于向余轴部
。

在背斜
,

山税 寸
,

背

斜多褶敲剧烈
,

两翼岩层呈陡峻至倒林产山
。

岩层褶

数中常至平援的背斜
,

极少见到工业矿化
。

多斌存于脊撇倾斜的向斜之中
。

褶披翼部的层圈脉状矿体 某踢矿矿床及某

些铜矿的某些矿体可以作为例子 图
。

这类矿
‘

体

的特点是

多斌存于剧烈褶曲
、

两冀岩层陡峻至倒帖

产出的褶教中
。

多在褶敲两翼岩层的横向小扭曲发育部
。

在叙述了这些类型矿体受某些构造囚素的影响之

后
,

下面准备进一步甜输这些囚素起作川的原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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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水压力下
,

无纹拱的稳定条件来看待
。

根据 金尼克对拱的稳定性的研究
,

当拱的载

荷 此处为上复岩石的自重 大于临界力之时
,

拱即

丧失承载能力 刻离孔隙不能保存
。

影响拱的临

界力数值的因素有 材料的抗弯刚度
、

曲 率 半 径

或跨度
、

矢高
。

临界力数值的大小在不同情况

下分别与曲率半径或其平方
、

立方成反比
。

因此
,

曲率半径影响层简刻离的原因主要表现

在这些方面 ①曲率半径的大小反映了岩层变形的

程度
,

曲率半径小
,

靓明挤压力大
、

层固剪切和滑

动愈剧烈
,

产生 离孔隙的可能性愈大
。

④在相同

的矢高 即剥离高度相同 的条件下曲 率 半 径 愈

大
,

拱的临界力愈小
,

刹离孔隙保存的 可 能 性 愈

小
。

这大概就是具有过大的曲率半径的褶鼓对成矿

不利的原因
。

褶敏脊技的倾斜度
。

脊技倾斜度对背斜朝部鞍

状矿体的影响
,

当然也是通过对层简刹离孔隙的影

响来实现的
。

图 所示
,

在脊技倾斜的褶被中如

图 某矿区剧面图

褶鼓的曲率半径
。

曲率半径对背斜轴部的鞍状矿

体有重要影响
,

科罗列夫等曾很早就正确地指出

过这一点
。

为了阴明这种影响的原因
,

有必要甜揣决

定层简刺离形成的一些重要作用
。

层简剁离的形成及

其规模
,

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 ①褶敲作用时的压力

及由此导生的层简剪切应力
。

这种力是促使层固刹离

生成的
。

层简剥离发生之后
,

在剥离点 之简
,

油于岩块自重的影响
,

立即产生了向下的剪切应力和

弯矩 图
,

这种力是抵抗层阴刹离生成的
。

剥离

忍么 刹禹孔隙

图 层固剧离孔陈保存条件示惫图

褶嫩的横剖面

孔隙保存的条件正是要上复岩石能握受住由自重产生

的剪 切应力和弯矩
。

我侧可以把这种情况筒化为均布

匕公 层 剥禹子乙隙

图 层同绷离孔陈保存条件示惫图

褶搬的纵剖面

果友生了层固刹离
,

抵抗层简剥离的力量
, 只

是岩块 自重 的一个分力
,

的大小与脊撇

倾斜度 协 有关
,

协 愈大
,

愈小
,

剁离

愈易于保存
。

青移倾斜度与脉状及网脉状矿体发育的联系
,

则

可能与褶敏形成时的应力状态有关
。

褶敏脊钱不呈水

平延伸而呈倾斜状态
,

反映了褶擞走向延伸方向有阻

力存在
,

褶敏脊换倾斜度的大小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阻力的大小
。

因此
,

在褶搬脊概倾斜的部位
,

特别

是在倾斜度较大的部位
,

应力状态可能比脊技水平延

伸的部位复杂得多
,

从而有利于裂隙和破碎带的发育
。

褶鼓剧烈程度对前述第二和第三类矿体的重大影

响是容易理解的
。

褶教愈剧烈
,

两冀岩层 倾 角 愈 陡

峻
,

甚至呈倒棘状态
,

岩层在轴和翼的厚度变化也

下接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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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

磁铁矿
、

数跌矿
,

随后是橄榄石
、

辉石等硅酸盐

矿物
,

与此同时粗成超基性类
。

这些早期拮品出来的

硅酸盐矿物不含有铂族元素
。

在硅酸盐矿物桔晶之后
,

是底部硫化物的晶出
,

这时品出的矿物有 搽黄跌矿
、

磁黄铁矿
、

黄铁矿
、

黄铜矿等
。

接着又分出紫硫跌镍矿
。

大量 的 铂 族 元

素是在这硫化物阶段晶出的
。

施 聂 尔 汗

在 年在南非铂矿的研究时也确认

大量的铂族元素是在硫化物阶段晶出的
,

与本区有相

似的成矿特点
。

在这个阶段铂族元素随同大量的挥发

物一起进入硫化物熔浆中
。

通过矿石矿物的矿相学研究 。余 块 光 片 研

究
,

可将本区硫化物生成阶段划为早期硫化物阶段

和晚期硫化物阶段
。

早期硫化物阶段以磁黄铁矿一黄

铜矿一镍黄铁矿一黄铁矿共生粗合为代表
,

为转浆晚

期的产物
。

粕族元素表现强烈的亲跌性和亲硫性
,

主

要参加到硫化物的枯晶格架中
。

因此规黄跌矿
、

黄铁

矿
、

黄铜矿都含有很高的
,

只有磁黄跌矿含 最较

低
,

而以镍黄铁矿含 量最高
。

这与施孤尔汗研究

南非铂矿所得出的情况是相反的
。

他认为纹黄铁矿含

僵 最低 可能是由于矿石中合有磁黄跌 矿 蛟少的

原因
。

在早期硫化物向晚期硫化物过渡阶段
,

硫化物浓

液具有氧化和热液阶段的性质
。

以大量的紫硫铁踉矿

代替镍黄铁矿为特征
。

在柴硫铁族矿寿品乙山来稍晚的

时侯
,

矿液中硫
、

铁
、

纹含量诚少
,

而砷和铂则相对

的富集
,

这就抬砷铂矿的形成构成了先决条件
,

勿族

元素就以砷铂矿的形式出现
。

晚期硫化物阶段
,

已完全凤于热液的性质
,

以 自

铁矿一黄铜矿一针镍矿共生扭合为代表
,

这时角族尤

素的活动已进尾声
,

硫化物中含 很低
。

磁铁矿
一

往往沿硫化物解理充琪
。

在磁跌矿形成以后是碳酸盐

脉的活动
,

这时已不含有铂族元素
。

上接 真

愈显著
,

这当然利于大规模的翼部的层简剪切带和轴

部的挤压破碎带发生
。

相反
,

在平援褶教的条件下
,

仅能发生翼部岩层微弱的层简滑动和轴部岩层由弯曲

而导生的微弱的张裂
,

不利于大规模的破裂发育
。

向斜和背斜对矿体生成的影响的差别
,

也可能与

各自形成时应力状态的特点有关
。

地壳表层的岩层褶

教为背斜
,

各岩层向上的弯曲和向上的滑动
,

由于没

参 考

基里豁娃 褶教形成构式的若千简题

地质出版社 年

柯西金 含油区大地构造 上册

、 真 石油工业出版社 年

毕令斯 构造地质学 真 地质出

版社 年
。 豆。刀 皿 皿 两 叹 倪 一

杖 八, 。 应 二 、 ‘仄 。丘 真
、

真

有上复的强大阻力存在
,

多少是比校 自由的
。

向斜的

形成则有所不同
,

各岩层向下的弯曲和向下的滑动
,

却受到了地壳的抵抗
,

大概会困难得多
,

受力也复杂

得多
。

这可能是鞍状矿体在背斜中救常兄到
,

而脉状

和网脉状矿体较常在向斜中见到的原因
。

本文涉及到一些矿体的构迭分类
,

只是为了便于

叙述某些构造因素对矿体分布的影响
。

而不是专 提

出有关矿体的全面的构造分类阴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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