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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概 述

在岩石形成过程中或以后
,

由 于 岩 石

内部发生差异运动而引起造岩矿物的晶格或

晶形产生一定程度的定向性
,

或使岩石沿某

一方向出现一些褶 曲和断裂等构造
,

这些构

造特征叫做
“ 岩组 ” ,

有时也称为 “ 组 构
” 。

例如花岗岩在冷凝成岩过程中如果 发 生 流

动
,

可以出现由长石斑 晶定向排列形成的流

动构造 石英岩受挤压发生塑性变形时 ,
岩

石里的石英结晶轴〔 〕可以表现出较明显

的定向性
。

又如岩石受外力作用而变形时
,

可 以产生一系列具有一定方位的褶曲或断裂

构造
。

因此
, “ 岩组 ” 或 “组构 ” 包括岩石

内的一切结构和构造特征
,

从微细的晶格排

列到野外所见的大型构造
。

形成组构的每一

种构造单元不论规模大小都叫做组构要素
。

根据组构的成 因
,

组构要素又可以分为原生

的和次生的
。

例如沉积岩中的波痕
、

象形印

模
、

斜层理和岩浆岩中的流动构造等都属于

原生的组构要素 , 而具定向排列的晶轴
、

解

理面
、

双 晶面
、

变形纹以及线理
、

片理
、

劈
理

、

节理等构造则属于次生的组构要素
。

精确地测量岩石中各种组构要 素 的 产

状
,

并进行数理上的统计 , 从而可以分析岩

石的形成条件
,

甚至进一步解决各种构造变

动的成因和发展等问题
。

这种研究岩组的方

法叫做岩组分析
。

例如吴磊伯等 年

分析了青岛海滨砾石长轴的排列方向
,

证明

这种砾石组构主要是受海浪作用的控制
。

总

的来说 ,

岩组分析的研究对象既包括显微镜

下的微观构造
,

也涉及到野外所见的宏观构

造
。

岩组分析一词在国内外还有其 他 的 名

称
,

如 “ 构造岩石 学” 、 “ 岩石 构造学
” 、

“ 岩组 学 ” 和 “ 显橄构 造 分 析 ” 等等
。

本

人认为 “ 显微构造分析 ” 着重研究镜下的显

微构造
,

所以它仅仅是 “ 岩组分析 ” 的部分

内容
,

而不能把 “ 显微构造分析 ” 理解为与
“ 岩组分析 ” 完全相同的名称

。

显微构造分析的任务
,

首先是检验和充

实一般的中小型构造分析的结果
。

例如利用

显微构造分析的方法可以确定岩石内的剪切

面 特别是潜在剪切面
,

也可以确定岩石

中的物质运动方向和主变形轴或主应力轴的

方向等等
。

其次 , 显微构造分析可以提供一

些显微镜下研究的资料
,
如矿物的晶格排列

所反映出先后两期的构造变动
,

这种现象用

肉眼是无法识别的
。

但是显微构造分析是构

造分析的一种辅助手段 , 不能作为一 种独立

的研究方 法
。

本文所涉及的内容只限于显微

构造分析方面的问题
,

至于有 关 节 理
、

线

理
、

劈理和片理等构造的野外和室 内 分 析

方 法可参阅构造地质学教科书
,

这 里 不 拟

讨论
。

显微构造分析一般是在费氏旋转台下大

量地测量定向薄片内某一种组构要 素 的 产

状
。

如果样品内的颗粒太细
,

显微镜下观察

有困难时 , 可采用 一射线法
。

近年来 有 人

建议用测光仪测量石英在正交偏光下的光度

变化 , 从而可以迅速地测算出石英光轴的定

向方位
。

这种方法虽然简便省时 ,

但它只适

用于含石英的而且组构比较简单的岩石 , 所

以测光仪方法目前还不能代替一般的费氏台

法
。

‘

显微构造分析的步骤是 在野外

采集定向标本 , 在定向标本上切制定

向薄片 , 在费氏旋转台下测量定向薄



, ﹁

片内组构要素的产状 , 根据组构要素

产状测量结果编制岩组图 , 分析岩组

图
。

本文将简要地介绍有关
、

和 的内容

为了表示组构要素与运动的关系
,

在岩

组分析中常选用组 构轴
,

或称运动轴
,

有时

也称坐标 轴
,

并用
、

和 分别表示三个 方

向上的组构轴
。

组构轴 代表岩石内物 质 的

运动方向 , 组构轴 代表滑动面上垂直 轴的

方向
, 也往往是肉眼容易识别的方向

,

例如

劈理面上的小褶 纹相 当于 轴的 方 向 , 组构

轴 。代表包含 轴和 轴平面之垂线方向
。

前面已经说过
,

岩石内部的差异运动可

以产生一定的组构特征 , 使组构要素具有一

定的方向性
。

如果差异运动是在岩石变形时

产生的
,

这种岩石在显微构造分析中叫做构

造岩
。

例如千枚岩中的绢云母是平行片理排

列的
,
所以这种千枚岩是一种构造岩

。

缺少

内部差异运动的岩石叫做非构造岩 ,

如一般

未经变形的岩石
。

必须指出
,

这里所说的构

造岩与地质力学中的构造岩并不完全相同
,

地质力学的构造岩仅仅指断裂带附近的动力

变质岩
,

如构造角砾岩
、

碎裂岩和 糜 棱 岩

等
。

图 剖面示意图表示赤平极射投影 左半

部 和赤平等积投彩 右半部
。

代表

赤道投影虱

二
、

赤平极射投影和赤平等积投影

在显微构造分析中经常涉及直线和平面

的空间关系
,

用赤平极射投影可以准确地表

示这种关系
。

假定一条直线在空间具有固定

的方位
, 以该直线上的某一点 “ ” 作为 投

影圆球面的球心 , 该直线与圆球的上半球面

相交于 产

点 图
。

同时
,

以圆球面的南

极 “ ” 为发射点
,

引发射线至 尹 , 即图

的 夕线
。

发射线 产与圆球的赤道平面相

交于 尹点 ,
这

尸
点就是直线

户的 赤 平

极射投影
。 尹也叫做直线 尹的极 点

。

同

样道理
,

直线
夕尹

的赤平极射投 影是极 点
、尹 产 , 见图 左半部

。

从图 的左半部还可

以看到
,

凡是垂直圆球赤道平面的直线
,

它的

赤平极射投影都落在投影圆 赤道平面上的

圆 的中心 “ ” 点上
,

例如直 线 的 极

点就是 “ ” 点
。

凡是水平的直线
,

它 的极

点都位于投影圆的圆周上 ,

例如直线 的

极点是 “ ” 点
。

有时也可以把圆球面的北

极作为发射点
,

引发射线至直线与圆球下半

球面的交点
,

发射线与赤道平面的交点也是

该直线的赤平极射投影
。

以圆球面的南极为

发射点所得的赤平极射投影叫做上 丰 球 投

影
, 以北极为发射点所得的投影叫做下丰球

才受影
。

直线的极点还可以代表一个与该直线垂

直之平面的赤平极射投影 , 也就是该平面垂

线 的投影
。

此外 , 通过圆球面中心的平面 ,

在赤道平面上的投影是一条圆弧线 也称大

圆弧
,

圆弧线的弦长等于投影圆直径的长

度 见图
。

使用赤平极射投影网 ,
即 吴 氏 网 图

,

可以迅速测算和绘制直线或平面的投

影
。

吴氏网能准确地表示直线
、

平面的角距

关系
,

但在投影画内的不同部位
,

单位面积

的大小是不相同的
。

在投影圆中心附近的单

位面积要小些 ,

而接近投影回边缘部分的单

位面积则较大些
。

图 的阴影部分表示了这

两种情况
。

基于上述原因 , 在赤平极射投影

回内不能直接统计极点的密度 单位面积内

的极点数目
,

必须改用赤平等曲 积投影
,

也简称赤平等积报影
。

赤平等积投影的投影原理与赤平极射投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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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又氏网
,

阴影部分代衷长和宽各占

仃 的面积
。

图 施氏网
,

阴影部乡代表长和宽各占

汀 的面积
。

影很相似
,

只是沿着投影圆半径方向上的间

距必须按等积原理加以调整
。

例 如 倾角
“

的直线
尹在赤平极射投影面上的位置是极

点
, 产 。 、‘点距投影中心 的距离为 尸 见

图 左半部
,

在这里 ,

迎
一

为圆球面的半径
,

为直线 尹的倾角 即
。 。

如果采用赤平等积投影
,

则直线 尹

的极点必须调 整到 ‘
的 位 置

,

而
尹

亿 兰旦贮二逛 ,

与 的含义同上 参

看图 的右半部
,

这时投影圆内各处的单

位面积大小近似相等
,

图 的阴影部分表示

了接近投影圆中心和位于投影圆边缘的单位

面积大小 纵横各占
。 。

目前国内外在岩组分析中多采用赤平等

积投影
。

用赤平等积投影投绘组构要素的极

点时要使用施氏等积投影网
,

简 称 施 氏网

图
。

实际上
,

赤平等积投影也并不是

完全等积的
,

在投影圆边缘还保留着较大的

歪曲
,

也就是沿着半径方向略有压缩
,

沿圆

周方向略有拉长 参看图 的阴影部分
。

三
、

采集定向标本和切制定向薄片

为了确定岩石薄片内的显微构造与野外

的大中型构造之间的关系
, 以便进行全面的

构造分析
, 在显徽构造分析时必须采集定向

的岩石标本并切制定向的薄片
。

在野外采集

定向标本时
,

首先要确定和测量组构轴的
’ 二

状
,

并用油漆或墨水将组构轴绘在定向标木

上
。

如果在野外不能立即确定组构 轴 的 位

置
,

可在标本上选择一个较平整的面
,

如节

理面或人工爆破面等作为参考面
,

准确地测

定这个面的产状并绘上走向和倾斜 的符号
,

注明走向方位和倾角大小
。

例如在图 的定

向标本上
,

参考面的产状是 走向
“ ,

倾向段
,

倾角
。 。

若标本上已定出组构轴的方向
,

可根据

组构轴切制定向薄片
。

在一般情况下
,

尽可

能垂直组构轴切制薄片
,

并 分 别称垂直 轴

的簿片为
一

片
,

垂直 轴 的 为
一

片
,

垂 直

轴的为
一

片
。

正常的显微构造分析应在每一

块标本上同时切制三个互相垂直的 定 向 薄

片
,

以便相互检验和对比
,

至少也要切制 两

片
,

其中又以
一

片最重要
,

因为
一

片往往反

映了较全面的组构特征
。

如果标本具有明显

的面状构造 如劈理
、

片理或断层擦痕面

或线理时
,

应尽可能垂直和平行而状构造等

切制薄片
。

根据参考面切制定向薄片时
,

尽可能使

薄片垂直或平行某一个可见的组构要素
。

薄

片切制以后
,

还要测定标本上切面的产状
,

以便获得定向薄片的产状
。

简易的测定方法

是在标本上直接测盘产状
。

先将标本放在粘

土上
,

如图 所示
,

使参考面恢复到实际的

产状位置上
,

然后用罗盘仪直接测量切面的



索摘田狡示定间标上的参考面
和切片位工

图 在钻土上恢复定殉标本参考面
的实际位皿

图 极点图 图 赤面图 图 用团圈法绘制等密线

产状
。

此外
,

也可以根据切面和参考面的夹

角关系
,

用赤平极射投影的方法测算切面的

产状 具体作法从略
。

定向薄片上要注明组构轴的方 向
。

如果

未确定组构轴
,

则在薄片上用箭头表示切面

与参考面 的交线方向
,

同时也在标本切面上

用箭头表示同一方向 图
。

四
、

岩组图的绘制

岩组图是显微构造分析 的重要图件
,

它

简单扼要地表示组构要素在空间分 布 的 特

征
。

按表示的方法
,

岩 组 图 可分为极点图

图
、

等密图 图 和赤平图 图

三种主要类型
。

极点图是用极点表示 晶体光

轴或结晶轴的投影
,

还可以表示矿物的双 晶

面
、

变形纹和解理面等垂线的投影
。

极点图

是绘制等密图的基础图件
。

等密图是用等值

线表示极点图内的极点密度分布特点
。

赤平

图是用大圆弧线简明地表示几个面状组构要

素的产状和相互关系
。

下面只介绍等密图的

绘制法
。

因为投影的方法有赤平极射投影和

赤平等积投影两种
,

所以等密图也相应有两

种绘制法
。

用赤平等积投影绘制等密图时
,

首先用

施氏网编制极点图 极点图的作法从略
,

然后在极点图的基础上绘制等密线
。

绘制等

密线最常用的方法有方格法和 圈圈法两种
。

月前构造地质学中的节理等密图大多数是用

方格法绘制的
,

因此有关方格法的内容可参

阅构造地质学教科书
,

这里不再重复
。

图

是用方格法绘制 的等密图
。

当极点的总数不超过 个
,

而且极点集

中的现象不太明显时
,

用圆圈法绘制等密图

比较简便
,

所绘等密线也比较精确
。

圆圈法

的具体操作如下 在极点图上
, 以每一个极

点为团心
,

以一厘米长度为半径
,

用圆规绘

一小圆 要求小圆半径的长度必须是投影圆

半径的十分之一
。

在标准的情况下
,

投影圆

的半径为 匣米
,

所 以 小 圆半径采用 厘

米
。

每一个小圆的面积相当投影画总面积

的百分之一
。

如果极点总 数 是 个
,

每一

个小圆所占面积相当总面积的百分之一
,

两

个小圆重叠的部分相当总面积的 图

的直线部分
,

三个小圆重叠的部分相 当于

图 红的方格部分
,

余此类推
。

图

是用圆圈法绘制的等密图
。

赤平等积投影实际上也不是完全等面积

的 , 特别是在投影圆的边缘附近歪 曲较大
,

因此所绘制的等密图在边缘附近沿半径方向

上的数值被夸大
,

沿 圆 周 方向的数值又偏

低
。

有人建议在统计边缘部分的极 点 数 目

时
,

改用椭圆形的单位面积小圆
,

但作图很

不方便
,

未被采纳
。

若改用赤平极射投影就

可以消除这种歪曲现象
。

在吴氏网内
,

半径



补
中心

图 普罗宁密度计示意图 每邢 ’作
一

个半径为

图 何作霖设计的密度表

小圆半径 为

为
。

的小圆相当于投影圆总面积的百分之

一
。

由于赤平极射投影不是等面积的
,

小圆

的大小也不相同
,

越接近投影中心
,

小圆直径

的实际长度也越小
。

普罗宁设计了一个密度

计
,

用于统计赤平极射投影内单位面积的极

点数 目 图
。

密度计上有许多直径不同

的圆孔 或小圆
,

使用时将密度计放在极

点图上 密度计的长度必须与赤平极射投影

圆的直径相等
,

并使它们的中心重合
。

转

动密度计
,

沿投影圆圆周的方向每 隔 一 定

距离 约 厘米左右
,

分别在
“ 、 “ 、

“ 、 。 、 “

⋯ ⋯
“

的小圆孔内统计极点

的数目
,

将统计结果写在小圆孔的中心位置

上
。

当整个投影圆内每个单位面积的极点数
目统计完毕后

,

按方格法绘制等密线 具体

绘制法可参阅构造地质学教科书
。

何作霖

曾设计一个适用于赤平极射投影的简单密度

计 图 ,

猛用比较方便
。

但是该密度计

的小圆半径为
。 ,

小 圆 的面积超过投影圆

总面积的百分之一
,

因此使用这种密度计所

绘制的等密线
,

其数值略为偏高
,

不能和其

他方法绘制的等密图进行对比
,

是其缺点
。

绘制等密图时
,

根据精度要求的不同
,

可选择适当的绘制方法
。

在目前的岩组分析
中

,

最常用的是赤平等积投影的方格法
,

它

的误差一般可忽略不计
。

一张完整的岩组图应该包括下列内容和

说明 采用的投影方法
,

赤平极射投影

或赤平等积投影 上半球投影或下半球

投影 , 组构要素的名称 , 组构要素

测定的次数 , 等值线的数值
。

表示等值

线数值的方式有很多种
,

最简单和最常用的

方式是用文字说明 ,

例如 “ 每 面积的

等值线为 一 一 一 ” ,
,

这 表 示 每

单位面积内的极点密度分布情况共有

五种
,

即 以下
,

至
,

至
,

至
,

和 以上 , 投影

圆的产状
。

表示产状的方法有多种
,

例如用

组构轴表示产状 图 或用地理方位表示

产状 图 和
。

有时也可以直接用产状

符号表示投影圆的走向和倾斜 图
。

在

图 内
,

横线和箭头表示投影圆的 走 向 为
“ ,

短线和
。

表示倾 角为
“

并 句

倾斜 当倾向为 倾角 仍 为
“

时
,

则将

倾角写成
。 ,

表示投影圆朝着观察者的前方

倾斜
。

标本或薄片的编号和采集地点
。

五
、

岩组 图的分析

岩组图的分析包括下列 内容 确定极密

一一 一 一 州州

卜卜州州

日一 科加叫旧钧
卜 匆和 为对称

。
口

丫

单翻对称月栩
。

为对称百 曰扣 习翻对称组称 无对称困



的类型
,

确定构造岩岩组的类型
,

确定岩组

的对称性以及确定主应力轴的方位
。

极点集中的方位叫做极密
。

根据组构要

素最大密度方位的分布特点
,

极密可以分为

点极 密
、

大 团环带极 密和 小 圈环带极密三种

基本类型
。

组构的极点方位集中在一个点附

近时叫做点极密
,

如图
。

一般的说
,

由微
观的面状组构要素构成的点极密代表一个宏

观的面状构造
,

例如云母解理面极点构成的

点极密往往代表一个劈理构造 即点极密代

表劈理面垂线的方向
。

微观的线状组构要

素的点极密代表一个宏观的线理构造
。

如果面状组构要素的垂线或线状组构要

素主要是集中在一个平面内
,

在岩组图上极

点将呈现一个平行大圆弧的环带
,

因此称为

大圈环带极密
,

或简称 大国环 带
。

由微观的

面状组构要素垂线形成的大圆环带极密往往

反映了一个宏观的线理构造
,

环带的轴 即

大圆弧的圆心 代表该线理的方向 , 由微观

的线状组构要素形成的大圆环带极密反映了

一个宏观的面状构造
。

环带轴有时可以代表

该面状构造垂线的方向
。

如果面状组构要素的垂线或线状组构要

素集中在一个双圆锥面上
,

在岩组图上极点

将表现为一个小圆弧 小圆弧的弦小于投影

圆的直径 或表现为一个完整的小圆 小圆

的直径小于投影圆的直径
,

因此叫做 小 团

环带极密或简称小 团环 带
。

小圆环带极密代

表一个宏观的线理构造或面状构造
。

小圆环
、

带的轴 即小圆弧或完整小圆的圆心 有时

可以代表该线理构造的方向或该面状构造垂

线的方向
。

以上三种基本的极密类型可以互相组合

而构成较复杂的极密
。

例如在一个大圈环带

内可以同时存在着一个点极密
,

如图
。

图

是一个小圆环带极密和一个位于 环 带 轴

即组构轴 附近的点极密
。

图 是一个

小圆环带极密和三个位于环带上的 点 极 密

另外还有几个密级较低的点极密
。

桑德尔将构造岩岩组分为
一

构造 岩
、

构造岩和
一

构造岩
。

凡具有一组明显的面状

构造而缺少线理构造的构造岩叫
一

构造岩
,

它在岩组图上表现为一个明显的点极密
。

例

如二个具有片理的千枚岩
,

在岩组图上绢云

母解理面的极点常形成一个点极密
。

断层擦

痕面上的石英光轴有时在岩组图上也表现为

一个点极密
,

这也是一个 构 造 岩
。 一

构

造岩往往是压扁作用或滑动作用造成的
,

一

它

被铁锤敲打时常成板状或片状的碎块
。

一构造岩往往具有明显的线理构 造
,

在岩组图上表现为一个完整或不完整的大圆

环带
,

环带轴往往是组构 轴
。

如 果 一 构

造岩具有明显的外部旋转运动时称 一构 造

岩
。

在 一构造岩的岩组图上
,

面状 组构要

素 如云母片的解理面 呈完整的大圆环带

极密
,

而线状组构要素 如角闪石的〔 〕

则表现为点极密
。

标本被敲打时
,

一构 造

岩常成透镜状碎块
,

一构造岩则成杆状碎

块
。

详细观察岩组图
,

可以发现每一个岩组

图都表现出一定的对称性
。

岩组的对称性是

与产生这种对称的运动性质有密切关系
。

岩

组的对称至少有四种类型
,

即轴对称
、

斜方

对称
、

单斜对称和三斜对称
。

轴对称组构在

岩组图上表现为一个点极密
,

·

并具有无限个

对称面 图
。

轴对称组构相当于滴落在

地面上的水向四面八方流失的运 动
。

一构

造岩常具轴对称
。

斜方对称组构在岩组图上具有三个相互

垂直的对称面
,

如图 的
、

和
,

并

相当于注入水槽内的水朝着水槽两端流失的

运动
。

具有两组剪切面的 一构造岩或具 有

一组明显线理的片岩往往表现为斜方对称
。

单斜对称组构在岩组图上只有一个对称面和

一个垂直对称面的二重对称轴 图
,

这

种组构相当于注入倾斜水槽内的水朝着水槽

的一端流失的运动 , 也就是简单的 流 水 运

动
。

片岩中的片理具有不对称的小褶纹时
,

如图
,

往往代表一种单斜对称 , 在岩组图

上缺少对称轴和对称面的组构属于 三 斜 对

称
,

如图
。

三斜对称相 当于具有旋涡的流

水运动
。

因此这种组构往往是两期构造变动



图 标本中的单翻对称
。

片理具不对功司
、
栩比

图 ” 标本中的三澎对利‘

片理具小相牡和 组斜向的

翻理 时

叠加而成的
。

例如具小褶纹的片理上还叠加

着一组斜交的线理 早期的或晚期的
,

见

图
。

在分析组构的对称性时
,

不要过多地考

虑一些细节
,

因为岩组图的图案往径是 比较

不规则的
,

不像结晶学中的对称性那样清楚

和严密
。

岩组的对称性很重要
,

它往往反映

了运动的性质
。

轴对称代表简单的单轴伸张

或缩短运动
。

斜方对称代表三轴变形中的压

扁运动
,

‘

也是一种非旋转运动
。

单斜对称反

映了一种剪切运动或旋转运动
。

三斜对称则

代表一种复杂的运动
,

可能是几个不同方向

的迭加运动
。

因此在显微构造分析中应特别

重视组构对称性的分析
。

为了确定构造岩中的应力状态
,

在现代

显微构造分析中还进行单个矿物和岩石的人

赤 巧股影

图 单个方解石晶体内的双晶面
, 与主应力轴的关系

。 。 主

压应力轴
, 吼 主张应力轴

,

方解石光轴
,

解理面

和 一 。

图 根据方解石双晶面 推导合拄
由左力袖仇岩组图

。

经人工压缩实验之

方解石胶结砂岩
。

下半球赤平等积投影
个主压应力轴

。

每 。面积的等值

线乒了 一 一 一 呱 最大极密
。

投

彩中心为施加 压力的方向
。

图 翻匕摹刁 区闪长宕宕组田
。

电长石 解理面 次测定
。

上半球赤平等积投影
。

每 面

积的等值线为 一 一 一

一

圈 翻币某 山硅化石英砂岩岩组图
。

早期石英的光轴
。

次侧定
。

上半球赤
平等积投践 每 亩积的等值线为

。 , 一 一履一
‘

。

最夭极密 另
。

图 湖南某刁
‘

山硅化粉砂质页岩

岩组图
。

脉状石英光轴
, 。。次测定

。

上半球赤平等积投影
。

每 丈 西面积

的等值线为 一 一 一 纬
。 ‘轴产

状为 乞 场”, ’轴产状为
乙 。、

·

’轴 ’‘ ’。

图 湖南茅翔
‘

山硅化粉砂岩岩组图
。

细脉石英光轴
。

上半球赤平等积投影
。

次测忘 每 面积的割酬伪
一 一 另

。

投影面产状 走向 ’ ,

倾向邻
,

倾角
’ 。



工变形试验
。

根据试验结果找出岩石组构和

主应力轴的关系
,

从而可以推测天然岩石变

形时的主应力轴方向
。

例如已经知道方解石

的光轴 〔 〕
、

双 晶 面 毛 与 主 压

应力轴 的关系
,

如图 所示
。

如果大量测

定变形岩石中每一个方解石晶体的 组 构 要

素
,

推导 出每一个晶体主压 应 力 轴 。 的方

位
,

并编制成岩组图 如图
,

就可以推

测该岩石在变形时的作用力方向
。

图 是 由

方解石胶结的砂岩经人工压缩试验后根据方

解石双晶面 推导出 个 主压 力 轴

的岩组图
。

在图中最高的点极密

代表了推导的主压应力轴 的平均方位
,

它

很接近试验时施加压力的方向 即投影图的

中心
。

这个试验的结果表明
,

我们有可能

分析含方解石之天然岩石变形后的 应 力 状

态
。

应力分析对于变形轻微的构造岩具有重

大的意义
,

因为这种构造岩的组构对称性不

太明显
,

在显微构造分析中往往容易被忽略

掉
,

而应力分析有时可以弥补这个缺陷
。

但

是 目前对其他矿物的变形机理还 了 解 得 很

差
,

而岩石的组构又往往是多次变形迭加而

成的
,

因此在显微构造分析中进行应力分析

还受到很大的限制
。

六
、

显微构造分析实例

湖北某铁矿区内花岗岩与闪长岩的成因

问题 曾有争论
。

有人认为两者是同源的
,

闪

长岩是花岗岩的边缘相 , 而有人认为它们是

前后两期侵入的岩体
。

野外调查表明闪长岩

曾遭受北北东向应力的作用
。

室内显微构造

分析也表明闪长岩具有定向的组构
。

闪长岩

的中长石解理面 毛 在岩 组图上 呈一个

不完整的大圈环带极密以及三个在环带内的

点极密 图
。

宏观和微观构造分析都证

明闪长岩属同构造侵入 或前构造侵入
。

但是花岗岩的石英光轴呈均质组构
,

在岩组

图上没有明显的定向方位
,

说明花岗岩未受

到差异运动的影响 , 应属 “ 后构造侵入 ” ,

因此该矿区的闪长岩和花岗岩应该是不同期

的侵入体
。

湖南某矿山的大断层表现了多次活动
。

对该断层带内和远离断层的石英砂岩
、

粉砂

岩和粉砂质页岩等进行了显微构造分析
。

详

细分析了硅化作用以前和硅化作用以后的岩

石组构
,

初步确定了该断层的两次 活 动 性

质
。

断层带内硅化石英砂岩的早期石英光轴

在岩组图上表现为一个小圆环带极密
,

环带

半径约
。 ,

环带轴 相当于组构轴 近于直

立
,

反映了一次水平方向的运动
。

在环带轴

附近还有一个很强的点极密 图
,

可能代

表另外一次上下的位移
。

位于断层 内的硅化

粉砂质页岩具有细小的石英细脉
,

细脉的石

英光轴也呈一个小圆环带极密
,

环带半径也

是
。

左右
,

但环带轴是水平的 见图
,

它反映了一次沿着上下方向的运动
。

同时也
分析了运离断层带的硅化粉砂岩的 石 英 细
脉

,

细脉的石英光轴呈均质组构
,

见图
。

显微构造分析的结果表明
,

该断层早期 硅

化作用以前 可能发生水平的位移运动 组

构轴 为直立
,

硅化作用以后则可能 遭 受

上下方向的运动 组构轴 尸为水平产状
,

而

远离断层带的岩石在硅化作用以后未受到构

造变动的影响 该岩石之早期石英 颗 粒 太

细
,

无法分析
,

因此硅化作用以前的情况不

能确定
。

以上系本人学习岩组分析的点滴体会
,

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