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犷
,

户专 , 、, 、一子扮 , 甲、 旋卷构造在地壳构

造中
,

特别是在地壳局

部构造中
,

是最普遥的

构造型式
。

据李四光同

志的分析
,

当外力的合

力不通过某岩块的重心

质量中心 时
,

则此

岩块将围绕核 心 部 分

抵柱或旋涡 与周围

岩块发生旋扭运动
,

以

致产生旋卷构造
。

旋卷构造有许多类

型
,

如果我们仅考虑其

平面应力场
,

从其成生

的构造应力场的推导过

程中
,

除 型 和 反 型

构造以及歹字型构造体

系 它们可能与两种构

造运动的联合 作 用 有

关 之外
,

都具有统一

的构造应力场
。

仅因岩

块的物理条件及力学性

质的差异
,

构造型式的

表现不同
。

如果我们把

作用于岩块的外力之合

力当作单纯的 力 矩 作

用
,

并假定周围岩块对

才‘心‘嘴‘嘴‘考乙叮‘考‘叮‘心心碑‘才‘心‘叮‘才‘碑‘碑‘

新疆工学院阁恩德

旋卷构造平面应力场之推导

叮‘矛‘叮‘广

,盏、‘户、‘,奋、,,
‘

奋,‘,含、‘奋,奋、奋、‘户,奋,奋、‘、‘,奋,之,奋、‘,盏、‘、‘子,盏,奋,争、,、‘、好,奋

图 樟 矿区 线接触交代变质作用

与矿化富集的关系

一花岗岩 一矿化富集部位 一 电气石化
一萤石化 一碳酸盐化 一 绿泥石化

出现了交代变质作用与钨矿化相互依存迭加

的现象
。

四
、

结 语 、料
砂
料划囚回

本区寒武纪浅成变质岩系
,

在燕山期花

岗岩侵入后
,

发生了显著的接触变质作用
,

形成了一定的变质晕圈
。

根据变质矿物和岩

石结构构造特点
,

基本上可划分出
,

黑云母

或钙硅酸盐 内 一白云母 中 一绿泥石

外 等三个变质作用同心带
。

相带形状和

范 围 往 往受岩浆性质
、

温度和成分
,

岩体

大小和形态
, 围岩性质和结构等因素制约

。

热变质作用常迭加有交代变质作用
,

既说明

其发生发展可能为同一岩浆来源
,

又可推测

是在相同构造环境下形成的
。

因此
,

在普查隐伏矿体工作中
,

利用热

变质晕圈预测隐伏岩体
,

圈出交代 变 质 范

围
,

结合其它控矿因素探索新矿段
,

较为有

效
。

在本区内尚见有进变质和退变质现象
,

由于资料有限
,
不一一叙述

。

划分接触变质相

带
,

我们仅是初步尝试 ,

有待进一步完善
。

旋扭岩块的压力 或张力 很小 可以不计
,

则这

种力矩作用
,

应是决定旋卷构造的基本因素

关于旋卷构造的平面应力场
,

我国地质力学界

已进行了研究
。

黄庆华同志根据弹性薄板失稳的理

论研究了旋卷构造的应力及应变特征 , 王维襄同志

应用莫尔应力圆理论
,

对旋卷构造的平面应力场进

行了推导
。

这些成果深化了旋卷构造的成生力学因

素研究
。

构造应力场的解法是多种的
,

本文准备按

李四光同志在 《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 》一文中指

出之途径
,

并参照他在解决山字型构造时所提出的

方法与步骤
,

用较简便的解法
,

应用弹性平面应力

理论
,

就旋卷构造的外力作用方式和平面应力场作

一尝试性探讨
,

作为另一种可能解法
,

提供给探讨

旋卷构造应力场时参考
。

为解决旋卷构造
,

在地壳上
,

取一半经 为 的

固定抵柱 , 其 外 围 取一半径为 的薄圆盘 状之岩

块 , 回盘外围尚有固定的岩 块
。

设 有一顺 时 针力

矩 作用于团盘
,

则圆盘必对抵柱及外围 岩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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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

一 ,

几

图

, 二 。

为求最大主应力方向角
,

设 二 , 二 ,

一 二 一 ,

得

则 角的公式为

顺时针旋扭
。

由于瓜柱阳外围岩块对圆盘 的 反 作

用 , 最后达到平衡
。

设砾柱的反作用力矩 为 ,

圆盘外围岩块的反作用力矩为 尸 ,

则圆 盘的 二 边

上实受力矩为 一 , ,

令其为一
、

采用极坐

标解平面应力问题的方法
,

圆盘的坐标及受力情况

如图
。

于是其边界条件为

边 二 , 二

二 竺 二

一 口

二 一 。

在极座标图上
,

均匀取点 木解 , 取点 补

并画出 角
,

经各点联结后
,

子出垠大主应力轨 迹

线
。

依次再画出最小主应力轨迹线和最大韧应力轨

迹线 主应力轨迹线如图
。

兀

二一 二一 坐

,边
,

兀

‘ 二

其平衡方程为

怕一、一

亘业 十

上 己 一

粤 于
其应力方 程为

旦

二

、,护‘︸“、︵一己甲

己 砂

了

⋯
些己 名

己甲

孙
一

’

万。
己 甲

丽确

式中甲为应力函数
。

试选应力函数甲 ,

则

二 ” , ”二 ” ,

二 。一

食一

将边界条件代入解

图 旋卷构造主应力轨迹线图

可能的结构面分布图

一 最小主应力轨迹 张性结构面 、

, 一最大主应力轨迹 压性结构而卜
一 最小扭应力轨迹 扭性结构面 卜

万一 最大扭应力轨迹 扣性结钧面
一 扭裂面两侧的运功方向

砚一应力场内一点的应力状 乙

殆︸



从主应力轨迹线图中
一

可以看出
,

最大主应力轨

迹线与最小主应力轨迹线都呈涡轮状分布 , 而最大

剪应力轨迹线呈同心状及幅射状分布 由于最大主

应力为张性
,

最小主应力为压性
,

因此
,

在长期的

应力作用下
,

如产生结构面时
,

则张性结构而大致

平行最小主应力轨迹线 , 压性结构面大致平行最大

主应力轨迹线 扭性结构面大致平行最大剪应力轨

线
。

如果我们以结构面线代替上图的主 应 力 轨迹

线
,

它就成为一付顺时针旋扭的旋卷构造的变形图

象 , 逆时针旋扭的旋卷构造
,

恰与上图相反
。

值得注意的事实是 当旋扭岩块内结构面成生

后
,

如果岩块继续沿原方向旋扭时
,

结构面将发生

转化 上述岩块变形图象的各结构面可能的转化趋

势为
。

各结构面的方位将沿顺时针向略有偏转 ,

。

张性结构面转化 为 张 性 兼 扭 性 扭动方向如

图 中 处所示 , 压性结构面转化为压性兼扭性

扭动方向如图 中 处所示 , 。

幅射状扭裂面转

化为扭性兼压性 , 同心状扭裂面转化为扭性兼张

性
。

上述 和 的转化趋势
,

系假定周围岩块对旋扭

岩块的压力甚小 可以不计 时的情况
,

如果周围

岩块对旋扭岩块的压力较大时
,

同心状扭裂面则可

能转化为扭性兼张性

值得注意的另一个事实是 任何一个具体的旋

卷构造
,

并不同时包括以上小组结构面
,

这决定于

岩块的力学性质及其所处的物理条件
。

正如李四光

同志所指出的
“

由于岩性和其反映应力作用的条

件不问
,

两组主应力作用面 —亦即与它们相当的

主应变面 —往往只有其中一组比较容易出现 一

且有一组开始出现
,

在应力作用方式继续不变的条

件下
,

那一组应变就会继续加强
,

地应力的作用从

而得以发浅它的威力
,

其他一组因之根本不出现
,

或出现得很微弱
”

综士所述
,

如果我们以涡轮状的张扭性结构面

为第 组 , 涡轮状的压扭性结构面为第 组 , 幅射

状扭性结构面 兼压性或兼张性 为第 组 , 同心

抉扭性结构面 兼张性或兼压性 为第丁组
,

则

第 组或第 组发育
,

其他组不发育
,

就是涡状构

造 , 第 组发育
,

其他组不发育
,

就是幅 射 状 构

造 , 第万组发育
,

其他组不发育
,

就是环状构造或

莲花状构造 至于帝状构造则应是未发育完全的涡

轮状构造
。

上述这些构造型式 , 由于岩块的不均匀

性和不规整形状以及边界力的干扰
,

其结构面往往

参差不齐和断续不连
,

并有结构面的互相迁就与归

件现象
,

所以 ,

旋卷构造的实际变形图象比较复杂
。

本文只是对旋卷构造的成生力学因素做了尝试
的探讨

,

汉供参考
。

鄂东矽卡岩型铁矿矿石类型

划分中
“

磁性率 ” 的应用

武钢 矿 山研 究所 翁汉 源

,

翻‘ 、 , 各边电
、

戈
碑 、

, 匕 』乙 刁匕 召此护 、

戈
、 , 杏 ‘

、

说 心 心月沙 、

沃
沪 ,

口匕 毛 ‘
、

, ‘ 岛
,

, 乙 乙

当矿石全由未经氧化 的 磁 铁 矿 矿 物
。 组成时 ,

它的理论 “磁 性

率 ” 为

如果矿石的氧化程度越高
,

含 “ 红矿 ”

。

即

赤铁矿 越多
, “磁性率 ” 就越大于

图 为氧化程度不同的磁铁矿矿石 磁铁矿

赤铁矿
含量 绍

图

。

切

磁性串曲线

与赤矿铁含量比值不同时 “磁性率 ” 的变

化曲线
。

在鄂东矽卡岩型铁矿的勘 探 工 作

中
,

常常根据矿石 磁性率” 的大小
,

将它

们划为 “ 原生矿 ” 、 ,’混 合 矿 ” 和 “ 氧 化

矿 ” 儿个类型 表
,

并把它作为确定选

矿工艺流程的依据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