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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地质舜梦篓础如食鲜坐

第一讲 绪 论
武汉地质学院地质力学系 郭文蓉

侧户

一 地质力学的性质
、

任务及其

研究方法
“地质力学 ” 是我国卓越的科学家

、

科

技战线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 —李四光同志

创立的
。

它是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成长起来

的一门自成系统 的介 于地质 学与 物理学之

间的边缘学科
。

它是构造地质学与动力地质

学 之间的 桥梁
。

它是 根据力学 的原理与方

法
,

按照一定的逻辑步骤
,

研究地壳构造和

地壳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
。

李四光同志说
“它的一条腿站在地质学方面

,

另一条腿站

在力学方面
。 ” 这句话通俗形象地说明了这

门学科的性质
。

它的 出现
,

动摇了地质科学

的某些传统观念
,

促使地质科学向新的阶段

发展
。

众所周知
,

地壳的厚度约有一百公里
,

对地球整体而言
,

它仅是一个薄壳
。

和其他

事物一样
,

地壳也是在不停地运动和变化着

的
。

我们观今在不同力学性质的岩石中所见

到的各式各样的构造现象
,

如摺皱
、

断层
、

节理
、

劈理和浅理等
,

都是地壳多次运动遗

留下来的形迹
。

我们可用如下的式子表示其

活动过程

地壳运动 , 不司力学性质的岩石 , 构造

形迹
。

我们现在已无法直接观察过去发生的地

壳运动的过程了
、

正象恩格斯 所 指 出 的

“地质学按其性质来说主要是研究那些不但

我们没有经历过而且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

过程 ” 。

因此
,

地质力学在探索地壳运动规

律时
,

只好采取逆序的办法
。

即首先根据力

学观点鉴定构造形迹的性质
、

空间展布规律

及其发生
、

发展
、

复合
、

转变的过程
,

从而

揭露构造形迹间的勿学本质之内在联系
,

再
进一步查明不同力学性质岩石中有内在联系

的构造形迹组合而成的
、

有一定形态特征的

总体 —构造体系 —所表现的特征及其应
力活动方式 也就是说

,

采取顺藤摸瓜的方
法

,

探索地壳运动的方式
、

方向及引起地壳

运动的动力来沉
。

简言之
,

地质力学就是运用力学的观点

和方法
,

研究地壳构造及其运 动 规 律 的科
学

。

它直接的研究对象是摸得着
、

看得见的

有成生联系的构造形迹组合的总体
。

其目的

在于建立正确的宇宙观
,

探索 地 壳 运 动规

律
,

指导生产实践
,

为社会戈义建设服务
。

地质构造现象产生的原因常具多解性
,

欲达到上述 目的
,

研究沟造现象时必须采取
严格的方法和步骤

。

地质力学
,

从本世纪二

十年代开始至今 经过五十多年的摸索
,

实

践
,

已形成一套独特沟工作方 法 和 逻 辑步

骤
。

这些步骤是
鉴定每一种构造形迹的力学性质

,

辨别构造形迹的序次和等级
,

确定构造体系的存在及其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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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巨型构造带
、

鉴 定构造型式
,

分析联合和复合的构造体系
,

探讨岩石力学性质及各种类 型构造体

系的应力活动方式
,

模拟实验
。

以上七个工作步骤
,

第一步是基础
,

第

三步是核心和主要课题
。

就工作性质而言
,

可以概括为地质调查
‘

力学分析和模拟实验

三个方面
。

二 地质力学的基本观点

为了系统地了解地质力学
,

我们把其荃

本观点归纳如下
以运动的观点研究地质构造现象

,

认

为地质构造的研究是探索地壳运动规律的主

要途径
。

我们知道
,

宇宙中 一 叨物质都在不停地

运动着
。

正如 毛兰席指出为 “ 除了运动约

物质以外
,

世界上什么也没有
,

而物质的运

动则必取 一定的形式
。 ” 物贡运动的形式可

以分为饥诫运动和高圾运动两种
。

高级运动

是一种复杂的运动形式
,

如声
、

热
、

电磁
、

光
、

化学反应
、

生命现象等等
。

地震是地壳

运动的一种表现
,

属于机械运动的范畴
。

震

后在地表可留下各种构造形迹 地震前后发

生地电场
、

地磁场
、

地热场
、

重力场
、

声
、

光等物质的变化
,

我们可 民据这些异常变化

去予测地震发生均讨间 和池点
。

可见
,

物质

变化与机城运动有着密 叨的佚系
,

各种构造

形迹为产生
,

与 队诫邑动育着直接为关系
,

地质力学强周叽诫运动是矛盾运动 沟主要方

面
。

影响地壳运动为因素很多
,

表现也是多

方面的
,

因北研 亿均途径也不 一 洋
。

但是
,

不论从哪 个途崖去深索地壳运功为 园元
,

只

要所依据 匀资牌是客观约
,

主要沦点是正确

的
,

都 立令人信服也说羽也贡沟造观象
,

即

地壳形成和衫变的起元
,

达 列珠途司归为效

果
。

如上听述
,

一场 也尧孟动可以引起地滋

场
、

地电场等为变化
、

通过仪器则 量这些变

化
,

藉以了解地壳运劝为规津
,

李困光司志

称这是间接为办法
。

直接的办法是对地壳运

动产生的最直观的构造形迹的观察与研究
。

这些构造形迹在地壳上的展布
、

排列是有规

律的
,

如东西向构造
,

南北向构造
,

山字型
、

多字型及旋卷构造等等
,

这都与地壳运动的

方式
、

方向有着成生联系
,

不沦传统大地构

造学派所划分的 “ 地槽 ” 也好
, “地台 ” 也

好
,

地质力学把这些都视为一种构造形迹
。

问题不在于描述它们的特点
,

重要的是说明
‘

已们为什么在地壳特定位置
、

沿一定方向出

现
,

及这种构造形态产生的原因
。

地质力学认为
,

只有牢牢地抓住构造形

迹规律性的研究
,

才能有效地伐出地壳运动
的规律

。

所以
,

它是探索地壳运动规律的主

妥途径
。

以全局的
、

本质的
、

联系的观点研究

构造形迹
,

揭露其本质
,

从而 了解其内在联

系
。

地质力学认为
,

地壳上每个地质构造现

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

在其发生
、

发展过程
中 必然有联系在一起的伴 侣

,

组 成 相互依

存
、

有一定形态待征的总体 —构造体系
。

在研究构造形迹时
,

不仅要正确认识它的形

态特征
,

而且 “ 一进门 ” 就要鉴定其力学本

质
。

尽管式样纷繁
,

一定的构造运动必然会

产生一定的构造形迹
,

因为它是在统一的应

力场 作用 下形成的一幅应变图象
,

其间必然

有着内在联系
。

我们的研究步骤是从单一的

构造形迹 —结 沟面人手
,

从中伐出组合规

律及 成生联系
,

再 上升 到全局 来认识构造

现象的总体
。

因此
,

只有从一盘棋的
、

本质

的
、

联系的观点去研究构造形变
,

才能从单

纯的形态描述和归纳中解脱 出来
。

以发生
、

发展
、

复合
、

转变的观点研

究构造形变
,

构造形变是地质构造的主要矛

盾方面
。

形成 与形变
、

建造 与坟遗
,

是互相影响

和 互相钊约的
。

建造是沉 识吻均形成和岩浆

活动均产物
,

改造是从宏观到微观岩石的形

变
、

位变与相变 如 摺皱
、

断裂
、

变质及矿

物 旧变等等
。

没有建造无从改造
,

没有改

造 也无从形成建造
。

例如
,

多数 褶皱是 由沉

积着层组成
,

而沉 积岩层又多数是在地壳大

型嗜皱 长期发展过程巾形成的
。

可见建造与

改造是矛盾的两个方面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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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 “ 矛盾着的两方面中
,

必有

一方面是主要的
,

他方面是次要的
。

其主要的

方面
,

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而
。

事物

的陀质
,

主要地是田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

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 ” 建造与改造哪方面起

主导作用呢 构造地质学中长期存在着一种

倾向
,

认为建造是主要 的
,

认为从建造的观

点 出发
,

才是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研究地壳运

动
。

地质力学则相反
,

它认为地壳运动的产

生离不开力的作用
,

力作用于地壳就会发生

相应的变形
,

并对地球表面形象进行不断的

改造
。

只有这种不断改造
,

才可能使 ,’日岩

层不断毁坏和新岩层不断 形 成 的 系列
。 ”

恩格斯 由此可见
,

是改造支配建造
,

而

不是建造支配改造
。

地质力学认为
,

构造形

变是决定地质构造的主要矛盾方面
,

绝非是助

放弃或忽视建造的作用与研究
,

只是强调要产
辩证地藉杖两者的关系罢了

。

正如李四光同

志所说 ,’也表基盘的改造
,

可能提供它表

层建造的条件
,

反过来表层的建造也可能影

响地表基盘的改造
。 ”

用对立统一的法则指导地壳运动问题

的研究
。

毛主席说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
,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 。

在地质

力学看来
,

她壳运动的方式
、

方向
、 ‘

起沉和

动力来沉
,

是互不榨同的概念
,

但又互相依

赖
、

互相联系
、

互相验证
。

对这种运动的研

究
,

必频遵循对立统一的法则
。

地质力学根据全球构造体系的分析和现

今地应力的恻量
,

证明地壳运动是以水平运

动为主导的
,

垂直运动是次要 的
、

派生的
。

水平运动可分为经 向水平运动和纬向水平运

动
,

这就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
。

导致这种

方式地壳运动的起沃是重力控制下的地球自

转离心惯性力
。

地球自转离心惯性力来沉于

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
。

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变

化的原因可能很多
,

但主要是地球内部物质
的运动

。

这种自转速度的变化符合角动量守

恒原则
,

即若地球内部物质集中
,

自转速度

变快 若地球内部物质向上部扩散
,

则 自转速

度变慢
。

由此可贝
,

·

地壳的构造运动是控制

地球自转速度变化的自动机制
。

也就是说
。

地球自转加快
,

就孕育着使它变慢的因素 ,

自转减慢
,

同样包含着加快的柞用
。

正如恩

格斯所指 出的 “这种矛盾的连续的产生及

其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 ”

三 地质力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中的作用

‘理论的基础是实践
,

又转过来为实践

服务
。 几

” 我们伟大的祖国
,

疆城辽阔
,

领海

广大
,

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沉
。

它们的

赋存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

怎样才能多快好省

地找到各种急需的矿产
,

使其为早 日实现四

个现代化服务
,

同样存在着不同的指导思想

和工作方法
。

地质力学认为
,

无论是内生矿产还是外

生矿产
,

其分布均受构造休系的控制
。

因此
。

查明构造体系与矿产分布间的关系
,

就是找
矿探勘的关键

。

这不仅有战略意义
,

而且有

战术意义
。

解放以来很 多运用地质力学成功
予测矿产的实例

,

充分说明它对提高找矿予

见性的重要作用
。

关千指导石油的普查与勘探
李四光同志根据我国构造体系的分析

,

认为我国东部新华夏系的巨型沉降带是生油

和储油的有利地带
。

这些地带 的 一 系 列盆
地

、

浅海盆地 如松辽平原一华北平原一江

汉平原 , 呼伦贝尔一 巴音私硕一陕甘宁盆地

一四川盆地等 者厂是含触地区
。

这些大型凹

地中的低级别枚造
,

控制着触田和储油场所
。

近年来
,

石抽的普查斟探实践证明 ,

上
述认识是有予见性的

。

大庆
、

大港
、

胜利等

抽 田的杯继发现和开发
,

从根本上扭转了我
国石油工业 的落后面貌

,

粉碎了苏美两霸制

造的 “ 中国贫油 ” 的谬论
。

这是毛泽东思想

的伟大胜利
,

这是对她质力学理论的一次很

好的检验
。

关于内生金属与非金属矿珠的找矿勘

探
矿产的分布规律除与成生条件有关外

,

主要是受构造体系的控制
。

地质力学认为
,

大型或巨型构造休系 或构造带 对矿床的

分布具有区域性控制的意义 ,

于氏级别构造具

有局氰性控制意义
。

近年来
, 通过广大地质

工作者的实践
,

·

进一步总结了多级控矿
、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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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控矿
、

构造等距性
、

不同力学性质结构面

与矿床矿体的关系等一 系列经验
,

对矿床予

取得了显著效果
。

一

例如 , 赣南是举世闻名的 “牡都 ” ,

过

去一度生搬硬套外国的成矿理论
,

找矿勘探

收效甚微
。

曾经有人认为这里是洞老山空
,

找矿勘探没搞头了
。

江西九 八
、

九 九等

地质队以毛主瓜的哲俘思想为指导
,

运用地

质力学的方君
,

不仅在深部成劝地予侧了钨

矿
,

而且还发现了新型希土
、

希有金属和其

他多金属的大型富矿
。

再如 山东 的 金 刚 石

矿
、

予西的隐伏金属矿
、

云南某地的铁矿等

等
,

都是应用地质力学的方法取得了显著成

果
,

使找矿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

关于骡 田及其他沉积矿床的找矿勘探

煤田及其他沉积型矿
一

床的成生与分布
,

不仅受海水进退
、

古气候
、

沉积环境等因素

的控制
,

同样也受构造体系的控制
。

东北某

煤 田地质队在一个已经评价过的地区 , 用地

质力学观点重新分析和认识煤 田沉积
、

保存

与构造体系的关系
,

予测了新的含煤区 ,

并
经证实煤矿蕴藏极为丰富

。

溯南某煤 田地质
队从分析构造现象的成生联系及力学性质入

手
, 查明了不同类型构造体系控制煤层分布

的规律
,

在原来被判为 “ 构造无煤带 ” 的地

区找到了近千万吨芝煤矿
,

为扭转 , 匕煤南

运 ” 作出了贡献
。

此外
,

地质力学方祛在工程地质
、

地震瓜不

地质
、

地热地质
、

干旱地区基 岩 找 水 等方片
面

,

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与可贵的经验
。

二
由上可见

,

地质力学尽管是新兴的
、

发厂

展中的
、

年轻的学科
,

但在实际工作中已显滋
、

出无限生命力
。

它的理论和一切科学理论一尸
样

,

必然会在同唯心主义
、

形而上学的斗争

中
,

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
。

自然
,

在地质力

学的前面还存在着许多未被认 识 的 必 然王

国
,

但在正确哲学思想指导下
,

通过具体的

实践和科学争鸣讨论
,

这朵绚丽的民族科学

之花
,

必然会结出丰硕之果
。

四 地质力学的发展过程

“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 始 就 是 由生

产决定的
· ” 恩格斯 地质力学的岑现绝

不是偶然的 , 它是衬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
,

也是她质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地质 力学的启蒙
地质力学的前芽是从 年研究我国北

方戈煤矿有关的石炭二 迭芬地层开始的
。

当

时李四光同志发现北方她层 以 陆 相 沉积为
主

,

中夹若干海札沉和层
,

而南方却广泛存

在海相地层
。

在同一时期内
,

为什么会出现

南北沉积差异呢
,

进
一

公研究发现
,

北半球

古生代以来
,

北方梅水入怪大陆 海浸
,

而南方则是海退 相反
,

北方海退时
,

南方

则是海浸
。

这科南北差异
,

反映比海水运动

有由两极向赤道
,

再由赤道向两极反复进退

的规律
。

海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有方向性的

运动 李四光同志最初设想
,

在漫长的地质
时代中

,

地球自转速度可能曾反复发生时快

时慢的变什
。

她球自转加伙时
,

总体有变扁

傲趋势
。

海水向赤道集中
,

就会浸没南方大
陆 , 自转减慢时

,

海水又拐成两极而浸没北

方大陆
。

由此进一步联想
,

构成大陆的岩石

也会受地珍转速变什的影叩
,

发生南北向运

动
。

岩石在地应力作用下
,

也 会留下相应的

踪迹
。

这刘地质力学是个很大的启发
。

仑

年
,

李四光同志发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
的主因 》一文

,

正式提 出了地球自转速度变

化是海水运动和岩石变形等地球表面形象变

化的主要原因 , 以及 “大陆车颇 ” 自动控制

地球自转速度这一假说
。

这个启蒙阶段为地

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

研究东亚构造特征
,

初步建立构造体

系的概念

在提 出 ‘ 大陆车阎 ” 理论的基础上
,

李
四光同志认为

,

妻确切论证大陆运动
,

必须

全面地
、

细致地研究大陆内部构造现象的本

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

他首先从个别地质现象研究入手
。

最初
,

他发现乌拉尔山是一条褶皱强烈的
、

南北走

向的山脉
,

其南缘有个向南突出的弧形构造

带
,

恰好它们都是在上古生代经过一次强烈

构造运动引起的
。

这两老之间有什么
“

亲缘
”

关系呢 苏联专家解释不了
。

然而
, “一切

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酥和具有内部规律

的
。 ” 李四光同志认为

,

鸟拉尔山与其南缘

的弧形 山脉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
、

形如
“

山
”

一 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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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整休
。

这就是后来被证实的欧亚 “ 山 ”

字型构造体系
,

是认识 “ 山 ” 字型构造的开

端
,

也是认识构造体系的萌芽
。

年前后
,

李四光同志在我国宁镇山

脉一带实地调查
,

初步发现构成宁镇山的构

造带呈向北突 出的弧形
。

在它的南面也 出现

近南北延伸的茅山山脉
,

这与欧亚山字型形

象极相似
,

但规模悬殊
,

方向相反
。

后来又

在广西
、

淮阳等地发现类似现象
。

此外
,

还

发现了一些其他型式的构造体系
,

并进行了

模拟实验
。

年
,

他作了一次 总 结
,

即

《东亚一些典型构造型式及其对大陆运动问

题的意义
。

文中概括了不同类型构造的特

殊本质
,

明确了构造体系的概念
,

测定了各

类型构造体系有关地区的构造运动方式
、

方
向

,

推断了大陆和海洋运动的主因
。

所有这

鱿
一

‘

家扫孺乳李的飞跃发展起了推场作哺
’

。

进入弹性和非弹性 力学领域
,

成为一

门独立学科被正式提出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期
,

是
地质力学 “ 更上一层楼 ” 的时期

。

它继续深

人研究不同类型的构造体系
,

修改
、

补充和

丰富了构造休系的概念
,

发现许多构造体系

的定型性
、

定位性
、

定时性及复合关系
,

并
初步揭示了某些矿产与构造体系的联系

。

科学的发展要求对构造体系的起沉作出

合理的解释
。

这时
,

开始从力学的角度对多

字型
、

山字型构造进行理论分析
,

并对其在

地块中的应力活动方式及有关岩石力学性质

作了探讨
。

她质力学进人了力学领域
,

出版
了《地质力学理论与方法 》一书

。

作为一门
边缘学科

,

地质力学开始走上了 自己的道路
“ 地质力学 ” 这一名称

,

正式提 出来了
。

新 中国的诞生
,

为地质 力学的发展开

辟 了广阔的道路

解放后
,

在党中央
、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

亲切关怀下
,

地质力学开始茁壮成长
,

建立

了地质科学研究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

和 。年
,

李四光同志先后完成了

地质力学概论 》和 天文
、

地质
、

古生物

资料摘要 初稿 》两部重要著作
,

系统总结

了她质力学的理论
、

方法和新成果新经验 ,

对构造体系规律的认识更丰富更深刻了
。

在群众实践的基础上
,

构造体系被划分

为三大类型 巨型纬向构造体系
、

经向构造

体系和各种扭动构造体系
,

并总结了一套独

特的工作方法
,

使地质力学的一 系列概念理
论化

、

系统化
。

这时
,

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
和工作方法

,

不仅对我国和东亚濒太平洋地

区 的地质构造做了完整的描述
,

而且对整个

地壳大陆构造与大洋底部构造 的基本特点也

做了概括性的阐述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推动了地质力

学的大普及
、

大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 一些高等院校

建立了地质力学系或专业
,

年举办了全
国第一个 地质力学 学习班

。

从 此
,

不 同类
型

、

不同钡模的她质力学学习班在各省纷纷

出现
,

她质力学书刊资料
、

报告认义大崔涌
现

。

她质力摆得到了空前大普万
。

广大她质
工作者在实际工 作中开鱿学习它

、

熟悉它
、

应用它
,

并琢得了良好的数果
,

女今 , 她质
力

、

学的应用 已不仅仅肩限于石卯封质方面
。

在实践中
,

她质力俘鱿内容又有了新的深化

与提高
。

我们相信
,

在实现四个现代程的伟

大进军中
,

地质力学必将作廿新匡贡献

多吩吩吩吩吩吩吩吩吩吩吩吩吩吩吩吩盼吩吩吩吩价吩妙必吩吩秘科价难吩帐 招 吩吩吩触

设宁议护击诊傲护倪护七叭奋倪护说宁说夺由诊倪宁月解

冷了」
许 多地质工作者希望 了解有关地质力学的一些 基本原理和工作

方法
,

为此
,

本刊 约请武汉地质学院 地质力学 系撰 写 了 地质力学

基础 认识讲坐 ” ,

供 冶 金地质 系统广 大地质人 员及有关 同志参考
。

本讲坐计划从 本期开始 分八讲连载完毕
。

除介 绍地质力学的产

生
、

性质
、

任 务及其研 究方 法外
,

将分别谈到结 构面 力学性质的鉴

定
、

序次 与等级
、

构造体 系
、

构造型式
、

构造体 系的 复合与联合
、

宕石 力学性质与模拟实验 以 及地壳运动等问题
。

由 于我们 对组 织 这类讲坐缺乏 经验
,

读者有何意 见和要 求
,

希

望及 时函告 本 刊
, 以 便改进

。

坎脚谈份击诊诊确签由协确诊农衷份办‘刃‘必‘农

忍 。 冬
林价吩必吩价 吩朴科松科 吩扁科 科松衫科吩吩科 吩麟吩吩吩吩 科 吩价价解 毕 松松砂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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