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积岩层中原生构造原始方位校正器及其使用方法

胡 火 炎

在沉积岩层
、

特另是在砰屑沉 积 岩 层

中
,

常保存着丰富的只有定向意义 的此生构

造标志
,

如波痕
、

水蚀注坑
、

斜层理
、

定向

砾石
、

定向生物化石 以及与水动力作用直接

或间接有关的各类象形印棋
,

等等
。

系统地

测定和分析这些标志 的原始方位
,

是沉积岩

相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

它可以衍助我们了

解当时的古地理环境和沉积斗刀的 分布规律
,

从而指导找矿勘探 」习乍
。

原生构造标志原始方位的测定方法
,

如

所周知
,

若在水平层或近似水平层 岩层倾

角小于 一
。

户进行
,

那是 作常简单的
,

用

普通地质罗盘仪便可直接测得
,

因为这些标
志的现有方位

,

也就代表了其原始方位
。

但

如果是在受构造变动过 的顺斜或倒转岩层中

进行这种测定
,

则必须将普通地质罗盘仪所

测得 的结果进行校正以后
,

才能求得所需要

的原始方位要素
。

这种佼正工作
,

可根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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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况
,

采用室内或野外校正方法
。

凡是能

在野外进行校正者
,

苞
、

要比室内校正的效果

好些
,

因为它有利于及时地发现野外测量和

乞 校正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偶然误差
,

同时也

可大大减轻室 内整理的工作显
。

为此
,

前人

创造了一些专供野外进行校正测星用的仪器

或工具
,

如古谢夫罗盘仪 ’ 、

倾斜补 偿 罗
, 盘仪

。 、

倾斜补偿器
”

和丁字尺
‘

等
、

这些仪器和
一
卜 飞

,

固然有它们 各自的优点 ,

但总的来说
,

都还不能满足多快好 省的全面

要求
, 因 在实际 工作中难以得到 普 遍 应

用
。

为了能史好地满足野外工作对这方面的
,

要求
, 笔者通过近年来的实践 , 制作了一种

简单的工具 —原始方位校正器
。

它是一种

借助于 普通地质罗盘仪的配合 ,
用于野外校

正测量原生构造标志原始方位的工具
。

从近
,

年来部分同志 的试用 清况来 石 , 效果是满意

的
,
它具有制作苗单

,

彭鹜
,

李和 使 方便
, 以

, 及适应性较广 的特点
。

使用它 , 确能大大地

提高野外的工作效率
。

为此
,

现提供给同志

们参考试用 ,

希能得到指正
。

二 使用方法

一 原始方位校正 器的构造

原始方位校止器是 山一个团形度盘和一

根装有水准器的标尺所组成 图
。

度盘 为一直径 一 匣米 以能夹入

野外记录本为宜 的圆盘
,

周边划有。一
“

的刻度线
,

共内标有内
、

外两圈角度读数
,

从
’

起
,

外圈读数依顺时针方向增 内圈
二 读数依反时针方 向增加

。

度盘内做成两个近
,

似半圆形的空洞
,

在保留部分的北段标一箭屯

头
, 以示

。

位置
。

度盘 的材料可选用 硬 纸

板
、

塑料板或金属板等
。

标尺 为一根 长度与度盘直径相等的划

有中线的厘米尺 , 在 尺 中 问的一侧 , 装上

嵌入 一个小型水准器
。

尺的材料最好选

用无色透明的有机玻璃板
。

将标尺置于度盘之上
,

在两者的中心点

上用铆钉铆合 , 并让标尺能灵活地在度盘上

转动
。

一 原生构造标志原始方位角的

校正 测盆

使川原始方位校正器测量原生构造标志

的原始方位角
, 必须在岩层露头的层面上进

行 , 这对产于岩层顶
、

底面上的原生构造标

志来说
,

是非常方便的
。

但对那些产于岩层

内的原生构造标志 如定向砾石
、

斜层理

来说
,

婆七原始方位角的测量
,

则必须先将这

些标志面的原始倾向投影于层 而上
,

然后按

测量层面上原生构造标志原始方位角的方法

进行测量
。

在层面上测量原生构造标志原始方位角
的方法和步骤是

正确判定岩层 的顶
、

底面 ,

即原生构

造标志产 出的层 面是岩层的顶面还是底面 ,

用 普通地质罗盘仪侧量出岩 层 的 走

向
,

并记住 观测者而对层面时的 左方或

右方的一个方位角 ,

将校正器上的标尺转至度盘上相应于

岩层走向方位角的位置 上 在岩层 项 面上测

量时
,

用度盘的蜂圈读数 , 在岩层底面上侧
盘时

,

用度盘的 内圈读数
。

这一原则与岩层

产状的正常或倒转无关 ,

妇 将校正器贴放于层面的适当位置上 ,

并让标尺与岩层 的走向平行一致
,

即标尺两

端在度盘上所指的方位角与岩层走向左
、

右
两方的方位角一致 据标尺上的水 准 器 可

、知 , 然后用一手将度盘固定在层面上
,

不
声再移动 ,

另一手转动标尺 , 使之与待测标志的

方 向平行
,

此时读得标尺在度盘上所指示的

方位角 同样按上述原则 ,

在岩层顶 面上侧

量时 , 取度盘的冲圈读数厂 在岩层底 面 上测

量时
,

取度盘的 内圈读数 , 这就是经过校

正 了的所测标志的原始方位兔
‘

举例说明如下

例 在岩层顶面上测量原生构造标志

的原始方位角 图 , 层面上的箭头可代

表不对称波痕的陡坡倾向
、

斜层理或砾石扁



翻

图 在岩层顶面 」二测里原生构造原始
方仁艺角的方法

箭头示原始构造标志所指示的方位

平面的倾向的层面投影
,

以及其他凡具有单

一定向性的原生构造标志或生物化 石 的 指

向
。

岩层的走向为
,

、 。 ,

测箭头所表示

的原始方位角
。

测量的方法和步骤

将校正器的标尺对正度盘外圈 卖数的

东
。 ,

不再移动标尺

幻 将校正 器贴放在层面上
,

通过移动校

正器来使标尺与岩层走向平行一致 即左端
“ ,

右端
。 ,

这时用一只手将度盘紧按

在层面上
,

并不再移动 ,

另一只手转动标尺 , 史之与 箭 头 平

行
,

‘

此时读得标尺在度盘外圈读数上所指示

的角度为
。 ,

而箭头的指向则为
“ ,

这就是箭头所代表的原生构造标志的原始方

位角
。

如果所侧标志只有一个
,

芝向方位 如波

液的波脊走向
、

砾石的长轴方向以及某些无

单一方向性的植物杆化石 的排列方向等
,

期擂读出标尺两端所指的方位角
。

例 在岩层底面上测量原生构造标志

的原始方位角 图 ,

底面上的箭头可代

表舌状或鳞状象形 印模阴扩大端指向
、

波痕

印模的缓坡倾向 即下 代层面波痕的陡坡倾

向 等
。

岩层 的走向为
“ ,

测箭头所

表示的原始方位角
。

视」量的方法和步骤

功将校正器上的标尺对正度盘内圈读数

的
“

位置 上
,

不 再移动标尺 ,

将校正器贴放在宕层底面上
,

通过移

动校正器来使标尺与岩层走向平行一致 即

左端
。 ,

右端
。 ,

这时用一个手将度

盘紧按在岩层底面上
,

并不再移动 ,

岩层 面

卜示 标志 面倾 向的层 面投 彩

图 在宕层面上测原生构造标志原始倾角的方法

, 司卜 翔,

图 在岩层底面上测址原生构造原始方位角的方法
箭头示原生构造标志所指示的方位

另一只手转动标尺
,

使之与 箭 头 平

行
,

此时读得标尺在度盘内圈读数上所指示

的角度为
。 ,

而 箭 头 的 指 向则为
“ ,

这就是箭头所代表的原生构造标志的

原始方位角
。

如果所测标志也是只有一个走 向 方 位

如单一方向不明显的各种条状象形印模的

延仲方向等
,

同样需读出标尺两端所指的

方位角
。

二 原生构造标志原始倾角的洲

在具有定向意义 的原生构造标志中
,

凡

是标志面 如波痕的陡坡和缓坡面
、

斜层理

的斜薄层 面
、

砾石的扁平面等 与层面不平



行的 ,
均具有原始倾角的测定问题

。

所谓原

生构造标志 的原始倾角
, 就是指其标志面与

层面间的夹角
。

这是一个与岩层产状无关的

角度
。

对它的测量 ,

可根据它们的产状和露

头情况 ,

分为在岩层层面上进行测量和在岩

层剖面上进行测量两种方法
,

现分述如下

在层面上测量原生构造标志原始倾角

的方法

选定待测的标志面以后 ,
一手用一个辅

助面 常用野外记录本 顺该标志面延伸出

层面 ,
另一手持校正器

,

使之垂直于标志面

辅助面 与层面 的交线情况下和这两个面

相接触 , 并取其中的一个接触点是度盘的 。。

位置
,

这时便可立即读 出另一接触点的锐角

度数 无论是度盘的内圈 或 外 圈 读 数 均

可
, 此锐角就是所测标志面的原始倾角

。

如图 , 测得原生构造标志面 的原始倾角为
。 。

当层面很不平坦时 ,
为了验证层面接触

点是否正确可靠
,

可将标尺的一端转至该点

接触 ,

这时的标尺如果垂直层面说明该接触

点是准确的
,

否则 , 应调整层面上 的 接 触

点
。

在岩层刘面上测量原生构造标志原始

倾角的方法

在岩层露头剖面上测量标志面原始倾角

的方法
,

是比较简单的
,

把校正器作为一个

全圆最角器来使用就是了
。

但这时所是得的

标志面与层而间的夹角是否是标志面的原始

真倾角
,

则决定子岩层露头剖面的原始方向

与标志而倾向的关系 , 当露头剖面的方向与

标志面 的原始倾向一致时 ,
这时所测量的结

果便是标志面 的原始真倾角
。

但这种情况是

不多的
。

而大多数情况下
, 两者 的方向是不

一致的
。

也就是说
,

在多数情况下
,

需根据

真
、

视倾角的关系换算成原始真倾角
。

三八
‘

几点说 明

从上述可知 ,
使用原始方位校正器测

量原生构造标志的原始方位角时 ,

标尺上的

水准器全要是起着控制标尺平行岩层走向的

作用
。

如果我们在川 普通地质罗盘仪测量岩

层走向的同时 , 能在层面上划上一条岩层 的

走向线 , 那末 ,
标尺上的水准器便可 省去

。

此外
,

标尺上的厘米尺 , 主要是用以量度各

种原生构造标志的大小的
,

如果另取其他厘

米尺代替
, 或将厘米尺改附在度盘 的背面的

话 , 这样一来
,

校正器上的标尺就可完全用

一根小竹签或一根硬性的金属线来代替 , 于

是便可进一步简化了校器 的构造
。

但从使用

的方便来说 ,

简化了的校正器是远不及前者

的
。

使用原始方位校正器
,

虽然能解决有

关的各种原生构造标志的原始方位问题 ,

但

最为方便的 ,
还是以解决产于岩层顶

、

底面

上的各种原生构造标志的原始方位问题
。

对

那些主要是产于岩层内的原生构造 标 志 来
说 , 特别是加上露头情况比较复杂时 ,

采用

先统计其与岩层 的现有产状后
,

在室内再用

吴氏网校正其原始方位的方法
,

仍然是必要

的
。

原生构造标志原始方位角的测量
,

是
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的前提基础上的 , 即岩

层从其原始的水平状态 不考虑其 原 始
’

倾

斜 变为倾斜或倒转的状态时
,

它始终是以

其走向线为旋转轴进行旋转的结果
,

而不考

虑其沿水平方向有旋转的现象
。

这是因为岩

层在构造变动过程中的水平旋角在大多数情

况下可以认为是次要的
,

而且确实也难以查

明
,

所以未给予考虑
。

了日六某些洁况下
, 兴

层 昌水平方向旋转的分量相 当明显时
,

则应

予考虑其沿水平方向的校正问题
,

这时采用

室内吴氏网 的校正方法是比较简便 的
。

例如

倾伏褶曲
,

在靠近倾伏端附近 的两翼岩层 的

水平旋转分员对 其 原生构迭标志原始方位

的影响
,

则需根摒岩层
、

原生构浩标志和褶

曲枢纽三者 的产状要 索来挑行校正
。

又如旋
转断层

,

旋转盘上的岩层水平旋转分量对其

上的原生构造标志原始方位 的影响
,

则需根

据断层
、

两盘岩层以及旋转盘上的原生构造

标志 的产状要进行校正 木文从略
。

但在

一般情况下
,

除遇上述一些特殊情况外
,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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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理统计方法求小块样品体重
这一回归直线的斜率川瓜为回归系数

。

在

上式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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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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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艺

小块样品体重值的准确与否
,

直接影响

着储最数字的精度
。

由于岩石孔隙度和取样

位置等种种原因 , 小样体重往往不能代表整

个矿床的矿石体重
。

如用大样来校正小样体

重值
,
则因大样体重测定工作量多 ,

误差在

所难免
,

它的代表性仍然是有限的
。

我们在冀

东铁矿应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汾析了小样体重

值后
,

发现可溶铁 品位 与小样体重值

的关系可用 对 的回归直线方程来 表示

丁二
艺 ‘

口 一 “

卜艺

了 艺 一 少
, ‘ 一

在计算时 , 可将数据列戎下 丧 表
。

表

‘

之

了 七

舀 〕

序 号
‘‘ ,

。 。
·

。。 ⋯ 。 ,,

召召召 了了
。

三三
。

一 之之

艺艺艺 一 ‘‘

了 七

舀

〕 了了
一一一一一一一

层中原生构造标志原始方位的水平旋转分量

的校正问题 ,
可不予考虑

。

受构造变动过的层状岩浆岩的原生构

造原始方位的测量 , 可按上述同详原理 , 进

行校正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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