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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体系的概念是通过实地观侧
、

总结

了各种构造类型
,

特别是总结了扭动 构造型

式的规律性和普遍性的基础上产生的
。

在某

种意义上说
,

构造体系是一个抽象概念
,

而

具有独特形态的构造型式才是具体的东西
。

因此
,

可以说构造型式是构造体系的具体化
构造体系是构造型式的概括和总结

。

通过笙
定构造型式才能认识构造休系

。

具有独自形态特征的构造体系的具体表

象
,

称为构造型式
。

例如
,

一个构造体系的

总体几何形态象汉文的 “ 山 ” 字
,

我们形象

的称之为山字型 构造 , 若象个 “ 多 ” 字
,

则

称之为多字型 构造
,

其他还有棋盘格式
、

人

字型 构造等等
。

但是
,

必须指出这些构造型

式的划分并非仅据其几何形态
,

而是依据不

同构造型式所反映的力学本质 —构造应力

场的差异而区分的
。

每种构造型式都是一幅

应变图象 同一类型的构造体系
,

尽管在规

模
、

形态
、

变形过程等方面可能有很大区别
,

但由于是同一方式构造应力场的产物
,

所以

在总体组合形态上形变图象基本一致
,

符合

一定的标准型式
。

这个标准型式即是我们所

说的 构造型式
。

构造体系可以止纳为三大类型
,

即巨型

纬向构造体系
、

经 向构造体系和扭动构造体

系
。

现仅就几种基本类型概略介绍如下
。

一 巨型纬向构造体系

这种构造体系规模宏伟
、

构造复杂
、

沿

纬向伸展
、

有悠久的活动史
,

并只 厂
一

个球性
。

但就区域意义来讲
,

协个东西 向构造带都可

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石待
。

巨型纬向构造体系的展布 属于这种

构造体系
,

在我国境内发育较为良好者有三

个
,

即阴山一天山纬向构造体系 图 一
、

秦岭一昆仑纬向构 造 沐系 图 一 和南

岭纬向构造体 系 见图 一
。

前两个构造

体系在地貌上表现得极为明显
。

第三个构造

体系在地貌上不如前二者明显
,

但经 多年物

探工作
、

特别是航磁测 赴
,

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证实地壳表层下部
、

乃至以下的岩层确实

构成一个东西向币‘展的隆起带 , 丫份内一些花

岗岩体总串联面方位亦大致呈东西向延展
,

还有许多东西走向的构造形迹片断断续存在
都证明南岭纠习司构造体系的存在

。

这三个巨

型纬向构造体系之户
,

又分布若若干东西向

的构造亚带
。

此外
,

在我国海南岛地区也有

纬向构造带展布 在 化纠
。

二了述了 一个

带
。

近儿十年来
,

发现纬向构造带不仅在我

国范田内展布
,

而且只有全球性
。

如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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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 一 秦岭 一 己仑构造带略图

向是南盘相对向西
,

越接

近赤道这种 平 错 错 距越
大

。

在南半球
,

东西向构
’ 造带平移方向与北半球相

反 图 一
。

在太平

洋底 主要是硅镁层 大

断裂几乎看 不 到 挤 压特
点

,

而是巨 大 的 平 移断
裂

。

李四光同志特别强调

在北纬
。

和南纬
。

之间

的大断裂发现巨大平移运

动的事实
。

它反映了地壳

阴山一夭山纬向构造

体系相对应的纬度部

位在国外有门德西诺

断裂带 大扭裂带 ,

与我国秦岭一昆仑纬

向构造体系相应的有

摩利断裂带 , 与海南

岛地区对应的有克拉

里昂断裂带等
。

介

图 一 纬向带力学分析

上下层之间相对运动方式
、

方向的不一致
。

子距分带性 巨型纬向构造体系出现在

一定的纬度上
,

并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

带与

带之间大约相隔
。

左右
。

例如
,

阴山一天山
巨型纬向构造体系位于北纬

尸 尹

之间
,

秦岭一昆仑巨型纬向构造体系位于北

纬
尹一

“ 产

之间
,

南岭巨型纬向构造

体系位于北纬 产 “ 尹
之 ,

,

海南带

位于
。 “

之间
。

县

肇

墓本特征 构造组 成 纬向构造体系
,

的主干构造主要是东西向的压性构造
,

常表

现为复杂
、

剧烈的挤压带 , 同时伴有与其斜
交的扭性构造

、

与其直交的张性构造及其他

低序次的构造 图 一
。

形成方式 所有组成这种体系的构造成

分尽管其形态
、

方 位
、

规 模
、

性 质 不尽一

致
,

但其综合应变图象都反映着是遭受南北

向强烈挤压的结果 见图 一
。

此 外
,

还有东西向的平移
,

尤其是北半球东西向构

造带的南面常有巨大的平错断裂 , 平错的方

纬向构造

图 一 纬向带的东西向平移示意图



活劝历 史悠久 巨型纬向构造带经历了

长期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
,

带内从太古代至

中
、

新生代
,

乃至更新的地层有多次长期活

动的记录
。

控矿作用 这种构造带根基很深
,

影响

地壳厚度也大
,

加之前述各特点
,

一些重矿

物和稀散矿物易被翻卷到地壳的上部
,

因此
,

常构成巨型成矿带
。

以我国为例
,

这些地区

是寻找贵重
、

稀有
、

分散元素和多金属矿产

资源具有战略意义的场所
。

广泛性 巨型纬向构造体系不仅在大陆

壳上异常醒目的存在
,

而且在大洋底也有踪

迹
,

构成环绕地球的带状构造 , 其长可达数
千公里

、

宽几十至上百公里
,

影响深度可达

莫霍面
。

它出现在地壳上的情况 如图 一

所示
。

匕 经向构造体系

这种构造体系的主干构造成分的分布方
向大体上与地球经度一致

,

且不属于其他构

造体系的组成成分之构造带
。

它 由 走 向 南
北

、

性质不尽相同的构造形迹所组成
。

这样

的构造带被称之为经 向构造体系或南北 向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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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带
。

展布情况 在我国最为显著而强烈的

南北 向构造带出现在秦岭以南
,

尤以西南地

区最发育 图 二
。

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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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一 中国南部经向带和南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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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构造带有

淇缅 经 向构造带 大致展布于东经
“

尹

之间
,

位于我国四 川省和 云南省

的西部
。

主体是由一系列南北向复式褶皱和

冲断带组成
。

川滇经 向构造带 大致展布于东经
。

尸
之间

,

位于我国四川 省和 云南省

中部
,

以大雪山
、

贡嘎山
、

大一小凉山和滇

中走向南北的褶皱山系为主体
。

羚桂经 向构造带 大致展布于东经
“

尹 “ 尸

之间
,

位于我国四川省东部和

贵州省东部
,

向南延伸到广西西部
,

由一系

列走向南北的单式和 复式褶皱及其相伴的压

性断裂所成
。

湘桂经 向构造带 此带东西展布范围较

宽
,

位于东经
“

一
”

之间
。

主体在湖南

中部和广西东部地区
,

由南北向褶皱
、

弯窿

及南北向压性
、

压扭性断裂组成
。

阂输 台澎经 向构造带 位于东经
“

。

之间
,

分布比较散漫
。

主体在江西省南

部赣州以东和福建地区
,

向南延入台湾西部

及澎湖列岛一带
,

更南至吕宋岛
。

主要由走

向南北的挤压性断裂带及褶皱
、

和一部分燕

山期花岗岩体所组成的岩带构成
。

一

除上述五条外
,

在秦岭以北还分布着几

条规模小
、

连续性差而又不太显著的南北向

构造带
。

它们是 贺 生山经向 沟造带
,

位于

东经
。

一
“

左右 , 吕梁山经向构造带
,

位于东经
“ ’ “

之间 , 南 太 行山经

向构造带
,

位于东经
产 “

之间 , 牡

丹江一老爷岭经向构造带
,

位于东经
。

“

之间
。

分布在我国境内的经向构造体系主要是

由压性或压扭性构造带组成
,

个别地区有少

量纵张性结构面间夹其中
。

就其分布规律来

看
,

大体反映出北弱南强
、

东弱西强的趋势

从生成时期来看
,

也有西部较早
、

往东渐晚

的趋势
。

基本特点 构造组 成 大部分经向构

造体系的主体是走向南北的挤压带
,

由单式

或复式褶皱及压性断裂
、

挤压片理等组成
。

一般还伴随有与其垂 直的张断裂及斜交的两

组扭断裂 图 一

形成方 式 经向
构造体系既可表现为

挤压性的
,

又可
一

友现

为巨大张裂性的
。

据

最近资料
,

经向沟造

体系也有平移现象
。

这些现象都说明
,

其
形成作用方式是由于

图 一 经向带力学分析

东西向平衡的和不平衡的挤压或引张作用之

结果
。

等距分带性 经向构造带的等距分带性



虽不如巨型纬向构造带那么明显
,

但经向啼梦

在地球表面的分布还是有规律的
。

从亚洲地

区看
,

最显著的三条巨型经向带是乌拉尔
、

川滇泰马和库页岛
,

其间有明显的等距性
,

间距大约为经度
。 。

我国境内的经向带大约

保持经度
“ 。

的间距
,

等距性也很明显
。

但这还不能说明它在全球的分布规律
,

仍有

待进一步探寻
。

矛军
,一

发展历 史长久 这种构造带的形成和发

育时间自古生代甚至更早
,

直到新生代都有
活动的迹象

。

岩浆活 动 极为活跃
, ’

常构成侵人带和

喷发岩带
。

从其中的基性一超基性岩之广泛

分布看
,

经向构造体系也影响到地壳的深部
。

它对矿产具有很重要的控制作用 近年来
,

在该带内发现了许多重要的金属矿产
,

也证

明了这一点
。

分布广泛 这种构造除在我国大陆壳上

展布外
,

在世界各地 包括大洋底部 同样

存在着
。

巨大的经向构造带有压性
、

压扭性

的 ,

也有张性或张扭性的
。

例如
,

巨型压性

经向带有乌拉尔经向构造带
、

川滇泰马经向

构造带
、

库页岛一伊豆经向带
、

堪察加经向

带
、

科迪勒拉一安第斯经向构造带 其性质

为压扭性
。

此外还有东非大裂谷
、

欧洲西

部隆河河谷
、

莱茵河谷
,

直到斯堪的纳维亚

大断裂等等 见图 一
。

综上所述
,

纬向构造体系与经向构造体

系是由南北向和东西向的平衡与不平衡的挤

压或引张运动形成的
。

推动这种运动的力量
来源于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

。

因此
,

它们反

映了全球性的构造骨架
。

反射弧 , 三是在前弧后面 即凹面 的中间

部分
,

经常有若干直线形的挤 性折 节集 ,

的出现
,

往往占据前弧两翼和两端反射弧的

对称位置
,

其中间的主要折带一般正对若前
弧的顶点

,

但绝不达到前弧即行消失
,

这些

区门挤压价沸 巨小
一

张
’

训“ 响
巨日 主版应 , 如勺 区乙旋扭 曰 力

巨二向斜鱿 巨互卜卜型酸践授入休

闪
,

七切扭断裂

向
即压川

找张断裂

逆冲断月

图 一 山宇卫构造组成及力学分析示意图

前弧后面的直线形折带叫作脊杜 , 四是在脊

柱与前弧之间
,

一般存在若比较平坦或褶皱

极为轻微的地块叫马蹄形 盾 地 或 盆地 图
。

所有这些挤压折带中
,

经常有与其各

部分垂直的平错断裂及斜交的扭断裂存在
。

分布情况 山字型构造
,

在我国境

内可以肯定的大大小小将近少十个
,

其中规

模最大的是祁吕贺兰山字型
,

其次是准阳山

字型
。 ’

此外
,

还有粤 北 山 字
·

型
、

广西山字

型
、

滇北山字型等 , 它们对南岭纬向构造带

起了极为显

南岭一带重

作用
。

摹
的干扰作 用 图 一

,

对

矿产的分布也起 了重要的控制

三 扭动构造型式

这类构造体系比较普遍
,

在我国发育良

好者有山字型
、

多字型
、

棋 盘 格 式
、

人字

型
、

旋卷构造
。

兹将这几种类型分别介绍如

下
。

山字型构造
组 成特点 这一类型的构造体系的

共同组成特点
,

一是有 向南 偶尔有向西

凸 出的
、

挤压 伙巨的弧形折带叫做前弧 , 二是

它的两翼
,

经常显示反 向与曲的形象
,

叫做

图 一 南岭纬向构造带中的山字型构造展布

我国大部分山字型构造的雏型
,

约在侏

罗纪初期开始出现
,

到侏罗纪末期基本形成 ,

有些构造体系至今还有活动的迹象
。

在国外也发现了不少山字型构造
,

如欧

亚山字型
、

伊 朗一阿富汗山字型
、

美洲辛辛
那提山字型

、

托罗斯一阿拉脱利亚山字型等
。



目前所发现的山字型绝大部分前弧都向南突
出

,

其脊柱呈南北向伸展
。

此外
,

在我国发

现的祁阳山字型和南美的 巴西山字型弧顶是

朝西的
。

形成的力学原理 根据模拟实验和

理论分析认为
,

山字型的形成原理相当于一

块平板梁的弯曲 图 一
。

一组力 作用

’

①脊柱一般是上宽下窄
,

可以无限接近

前弧
,

但绝对不能穿过弧顶
,

这是符合平板

梁解释的
。

图 丫一 限 山字型构造应 力场
箭头 外 乍用方句 虚线 之最小 屯应 轨迹线

县

霆澳乒溉
从廷二介 介二沂产

实线示最大 仁应力线

’二

甘’

图 一 横梁弯曲示意图

于平板梁则其将发生弯曲
。

范围以上处

于挤压状态
,

以下受到引张
, 产

为一中和

面
,

实际上它也代表了一个区域
,

即相当于
马蹄形盾地部位 图 一

。

这样
,

利 用

平板粱代替山字型形成的几何机理
,

反映了

于生一上生 少

‘

一
不

一‘

不一冷 令 今 今 令 今 今
内 、一

山字型构造应力场示意图

山字型受力的整体性
。

地壳表层山字型构造

其负荷作用的方向
,

一般由高纬度向低纬度
,

在某些场合是由东向西方向
。

山字型的应变

图象与光测弹性模拟实验所得出的山字型应
力轨迹图也有很大的相似性 图 一

。

此外
,

用泥料 也可以再造 出与自然界的山字

型相似的形象
。

值得说明的有两点

②马蹄形盾地部位
,

应力作用微弱 , 这

仅是对山字型构造本身而言
,

原有地块上的

构造形迹或后期改造的形迹都不能属于山字
型组成部分

。

拉矿作用 一般地说
,

山字型构造
的前弧和反射弧

,

脊柱和两翼的褶皱轴部及

断裂交叉部位
,

常是 内生矿产富集的有利地

带
。

尤其是在前弧的弧顶和反射弧曲度最大

的部位
,

由于放射状张性或张扭性断裂发育
,

开放性好
,

易于岩浆活动和矿液赋存
,

从而

有利于大型矿产的形成
。

在马蹄形盾地
、

反

射弧盾地和前弧两翼为负向构造时
,

如盆地
、

槽地或向斜等
,

常有利于沉积矿产
,

如煤
、

石

油
、

钾
、

磷
、

锰
、

含铜砂岩等的保存和生成
。

淮阳山字型构造体系对矿产的控制关系就可

以充分说明这一 点 图 一
。

山字型构

造对矿产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

决不等于所有

的山字型构造都有同样矿床
,

还要考虑其它

许多因素
。

多字型构造 多字型构造是一种最常

见的构造型式
。

组 成特点 它是由一系列大致相互

平行的压性或压扭性构造形迹及与其基本直

交的张性或张性兼扭性断裂组成
。

两者构成

的形象似汉文的 “ 多” 字
,

故称作多字型构

造
。

此外
,

和多字型构造两组主休构造线相

伴生的
,

还有两组扭性断裂
,

一组和扭力角

距较小的扭裂面
,

往往兼有张性 , 另一组和



图 一 淮阳山字型构造及矿产分 布图

一 向斜 、 一 背斜 一 挤压带 。 一 压性断裂 一 隐伏断裂 、 一 张性断裂 、 了一 花岗宕

一 中
、

新生代盆地 沉积 一 打杜断裂 。一 矿 产

厂

地层界线

不整合线

或逆掩

褶皱轴线

挤压带
‘

地层产状

口口回团团因

划妙
,,仔广仇,、‘呱 ,

图 一 功多字型构造

据长春地质学院

扭力角距较大的扭裂面
,

往往兼有压性
。

总

之
,

多字型构造组成成分的一个共同特点
,

是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扭动特征
。

多字型构造

规模大小悬殊
,

小到一块手标木上的雁行排

列
,

大可达数百公里
。

平面上
、

剖面上都可

见到多字型构造 图 一
。

形成的 力学原理 通过模拟实验和

数学计算方法
,

都可以证明 多字型构造
。

对

试件进行直线力偶作用时
,

就会出现斜列的

压性结构面和斜列的张性结构面
,

两者彼此

垂直
,

但与力偶的扭动方 向角距 大致呈
。

交角
。

同时还可以出现与其斜交的两组扭裂

面 图 一
。

展布情况 下面简单介绍几个我国

的区域性多字型构造休系
。

①新华夏构造休系 它是亚洲东部规模

宏伟的巨型构造体系
,

主要分布在东径
“

以东
,

直濒太平洋地区
,

其主体构造为压性

或压扭性结构面
,

表现为一系列的隆起带和

沉降带
。

它们呈北北东 一
“

句展布
,

对我国东部构造轮廓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

与主干挤压带伴随有张性断裂带与其垂直
。

两组扭断裂与它斜交
,

一组扭兼压性断裂走

向呈北东东向称泰山式 , 另一组扭兼张性断

裂走向呈北北西 向称大义山式
。

两组发育不

均匀
,

有时一组单独出现
,

总称为新华夏构

造体系
。

它们是中生代末期一第三纪末期形
成的呈反时针扭动的巨型 多字型构造体系

,

在现代仍有活动
。

现代地震的发生就可以得

到证明
。

该巨型多字型构造体系的展布 图



”

苛

门“”““击

图 一 多字型构造的组合特征和力学分析

北向力偶作用造成的
。

众听周知 , 太平洋基

底为硅镁层
,

它比由硅铝层构成的中国大陆

牢固的多
,

当中国中部受由北 向 南 的 挤压

时
,

太平洋底相应就给了它一个由南向北的

阻力
,

构成了力偶
,

因而形成中国东部一系

列的新华夏构造体系
。

新华夏系隆起和拗陷的特点是每个隆起

带西侧缓
、

东侧陡
,

反映在剖面上为一个拖

褶皱
,

指示了地表由西向东
,

下部由东向西

的扭动
。

如果将隆起和拗陷看作大背斜
、

大

向斜的话
,

那么它们的轴面一律向东倾倒
,

构成剖面上的巨型多字型构造
。

另外
,

新华

夏系的沉降带还反映出越向东沉降幅度吨杏
的特征

。

②华夏系 在中国东部还有一系列北东
“

左右走向
、

呈雁行排列的挤 压 带 ,

其形

成时间大致在古生代
,

称之为华夏系
。

从白垄纪一第三纪形成的北东
。

左 右
走向的挤压带一般称叫华夏式

。

这个问题 目

前仍有争议
。

③河西系 与新华夏系遥遥相对的河西

系
,

展布于中国西部甘肃
、

青海一带
。

近年

峪莎

”才匕

一扭力 , 一压应力 一张应力

一挤压面 , 它七一帐裂面
,

一扭裂面

】

扩 贾

,匕
、

月尸‘人,
,几卜奋卜刹

一 由千 岛群岛
、

日本岛
、

琉球群岛
、

台

湾
、

吕宋
、

巴拉望并由北东向南西穿过加里

曼丹的诸山脉组成第一个隆起带
。

紧靠这个

隆起带的东边为一连串弧形深海沟
。

这个隆

起带以西是鄂霍茨克海
、

日本海
、

黄海
、

东

海
、

南海所淹没的沉降带
。

往西又 出现朱格

朱尔山脉
、

锡霍特山脉
、

张 广 才 岭
、

老爷

岭
、

长白山脉
、

狼林山脉及辽东半岛
、

朝鲜

半岛
、

山东半岛的诸山脉
,

淮阳丘陵地带和

武夷
、

戴云等山脉组成第二个隆起带
。

再往

西是一个沉降带
,

构成黑龙江下游流域
、

松

辽平原
、 、

华北平原
、

江汉平原等 构造盆地
,

直到北部湾
。

再往西为第三个隆起带
,

即大

兴安岭
、

太行山
、

湘黔边境诸山脉
。

这个隆

起带往西又有一沉降带
,

因阴山和秦岭所隔
,

形成呼伦贝尔一巴音和硕盆少也
、

伊陕盆地和

四川盆地
。

这一巨大的多宁塑构造
,

显然达由于南

。
’

匹日

口
新华泛系计 匕带

新华夏系沉胖带

〔困
巨日 经向 谧’

矛泣

图 一 我国东部的新华夏系分 八下 意钊

钧地 ,贡
,

李石,于了‘ ,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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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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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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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切 认 拉作用 卜产生的棋盘格式构选小 创钊

在这种情况下
,

两组扭裂而往化兼有一定几

性特点
。

在直线扭动下所形成的棋盘格式 沟造 如

图 一 听示
。

两组扭裂面 七注廷一组 以扭

为主兼有压性 , 一组以扭为主兼有张性
。

展布情况 棋盘格式 构造在地壳

上发育相当普遍
,

根据它的 两 组 扭 裂 面之

走向方位
,

最常见的可分为两种情况
,

一是

由走向北东和北西两组扭裂而组成 与东西和

一 一 ‘卜

一 一
一 , 卜

日日日日俐划丫
入比比

发现它并不限于中国境内
。

河西系是由一系

列北北西
。

向的呈雁行排列的挤

压带组成
,

形成时间与新华夏系近似
。

此外
,

还发现一组由北西西
“

走 向 的隆
起褶皱带构成的挤压带

,

与中国东部的华夏

系形成时间相对应
,

称之为西域系
。

控矿 作用 由于多字型规模大小

不一
,

因此
,

对矿产控制的作用
、

意义也不

尽相同
。

一般来说
,

大型多字型构造往往控

制成矿带
。

如我国新华夏系的一级隆起带控

制着大最内生金属矿床的分布
,

素有濒太平

洋成矿带之称
。 ·

而它的 一级沉降带
,

则又控

制一系列油气盆地的含油带
。

低级别
、

低序

次的多字型 构造往注具体注制矿区
、

矿田
、

矿床乃至矿体
、

矿脉的展布和赋存状态
。

由于多字型构造在平面上
、

剖面上均可

出现
,

而且组成多字型的各个构造成分之间

往往多具等间距性斜列出现
,

所以利用这个

特点
,

可预测找矿
,

合理布置勘探工程
,

这

方面成功例子很多
,

不一一列举
。

棋盘格式构造 网状构造
组 成特点 它由两组共扼的互相

交叉的扭断裂组成
。

两组扭断裂面之间的夹

角
,

一般为直角或近于直角
,

把岩块或地块

切割成方块
。

但
一

也有不成直角者
,

则把岩块

或地块切割成菱形块状
。

好象棋盘或网状 ,

组成棋盘格式构造的两组断裂之力学性质
,

一般为扭性
,

但也有时一组以扭为主兼有压

性 , 一组以扭为主兼有张性的场合
。

棋盘格式构造
,

一般在地层比较平坦的

地区发育较好
,

有时控制着河流的流程
、

地

面形状
,

甚至大陆的轮廓
,

如印度半岛
、

非

洲大陆的边缘就是受 断裂控制的
。

有时两

组扭裂面发育不均
一 ,

甚至其中一组完全不

发育也是可能的
。

形成的 力学原理 通 过 试 验 证

明
,

单向压缩或单向位伸及直线扭动作用下

均可形成棋盘格式 构造
。 ’

在单向压缩或
‘

气向拉仲作用下 形成的棋

盘格式构造
,

一般认为两组交叉扭裂面之间

所夹的锐角
,

大都 付着主压应力方 向 图

一
。

但岩层在塑性形变的杀件 下
,

地

应力作用时间持续较长且强烈挤压时
,

可使

原来的锐角逐渐偏或为饨 角 图 一
。

二

一 一
价价价

二 一 一

图 一 直扭作川 卜产生的找盘 价式 勺应小 洲习

南北向挤压有关 , 二是由走向北北西和北东

东或北北东和北西西两组扭裂而组成
。

它们

大多与区域性南北 句直线扭动作用有密切关

系 , 偶而也会出现东西向和南北 向两组扭裂

面的组合
,

但这种情况少见
。

整个东亚地区 出现的棋盘格式构造
,

主

要由新华夏系伴生的北北西向 大义山式

及北东东向 泰山式 两组扭裂面组成
。 ‘

已

们在我国东部和南部
,

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

经常出现
,

如杭州西部的闲林埠
、

天竺地区

图 一
,

在古生界里发育了棋盘 格式

构造
。

这一类型的构造型式在
一

世界其它地区发

育也相当普遍
,

如朝鲜
、

术
、

印度
、

法囚
、

美国等都有
。



校矿特点 棋盘格式构造发育的

地区 , 地表河流常随扭裂面走向变化而蜿蜒

曲拆伸展
,

构成清晰的网格状水系
,

地下水
的运移也常受其影响

。

有些脉状矿床的分布

也常受其控制
,

形成网状矿脉
,

尤其在两组

扭裂面交叉处更易形成矿的富集地带
。

另外
,

某些含矿岩休
,

也经常沿两组扭裂面交叉处

侵人或喷出
。

图 一 为某超基性 岩体中铬

邪麟濒
洲洛下,

·⋯
‘

曦‘卢才乞山
咭南一不萨

’’少、协饰小尸天
﹄

夕令

困
冲断层

砚瓦山系

区习火山宕系

图 一 拍 杭州池汉伫
’

代盘格犬卞勺老

巨刃 圆点为第一期铬铁矿
,

棘为第
一 几期锨矿

,

叉肠。矿转石

巨至 」二
。。的断裂

,

粗线为 。有靴岩脉者

匾互麒外为带次。体 。内为第二次队休

匣互」, 盘格式钩造、带 匡亘 东。。。。

铁矿矿体受这种构造控制而分布的情况
。

有 就是一个人字型构造
。

时
,

两组扭断裂发育程度差别很大
,

较发育 组 成特点

的一组常成为导矿构造 , 不发育的一组则多 ①主干断裂二般是扭性结构面
,

也有扭

被矿液充填成为储矿的有利构造
。

性兼压性或扭性兼张性的断裂
,

它们可以呈

入字型构造 野外工作时经常可见在 直线状
,

也有呈弧形的
。

断裂的一旁或两侧出现一条或几条由它派生 ②分支沟造可以是断裂
,

也可能是褶皱
的分支构造

,

共同组成一个象 “入 ” 字形象 或节理
、

劈理
、

透镜伏构造等
,

但都是主干

的构造型式 图 一
。

派生构造与主干 断裂派生的低序次构造形迹
。

它 们随距主干

断裂呈锐角相交
,

而绝不切穿主干断裂
,

这 断裂渐远而逐渐变得微弱以至消失
。

如果主



午断裂皇弧形
,

分支构造也跟着转动方位
。

根据主干断裂旁侧分支构造的力学性质及其

与主干断裂所夹锐角的指向
,

可以判断主干

断裂带的东侧发育着一系列轴向近北东向的
褶皱和分支断裂

,

它与主干断裂组成了一个

人字型构造
。

这个人字型 构造反映了主干断

裂的南东盘相对往北东方向错动了
。

二是当分支构造为张性或张扭性 构造形

迹时
,

分支构造与主干断裂所夹锐角的指向

表示分支构造所在盘的错动方 向
。

图 一
是著名猿人化石产地兰 田附近发育的一个人

字型构造
,

主千断层叫铁炉子断层是一条规

模较大
、

延伸远
、

走向近东西的走向断层
,

沿断层有宽达数十米至数百米 二百米 的

糜棱岩带
,

其性质为压性兼扭性的
。

主干断

层附近有一系列分支构造
,

为 张 扭 性 的断

裂 , 与主干断层相接
,

但艳不过穿越主干断

区刃 压扭性断裂

泛习 扭性羽裂

〔玉习 张性羽裂

图 一 某铜矿区断裂构澎云意图

断裂两盘的相对扭动方向 , 基本上有两种情

况
一是当分支构造为压性或压扭性构造形

迹时
,

分支构造与主干断裂所夹锐角的指向
,

表示分支构造所在盘的对盘的错动方向
。

如

郊城附近的人字型构造 图 一 在主干

图 一 陕西兰田县东南的入字型构造

奥
主干断裂

匕习分支断裂

比二 」一般断裂
产 「, 口 一级成分支构造

李毛弓的背斜和向斜
, 巨立到 花岗岩

王习闪长岩

公里

—一

一 图 一 娜城附近八字型构造 ,

层
。

从被主干断层切割错动的老第三系的对

应关系来看
,

显示北盘相对向西移动数公 里
,

更新的继承性平移活动表现在现代水系常剧

烈折向变位
,

尤其以兰桥镇至大荆镇表现更

为突出
,

一系列南北向迂流
,

无例外的沿主

干断层呈 型弯转
。

证明 自水系形成以来的

最新地质年代中
,

断层又发生显著平移
,

平

移方向和较老地质年代一样
,

仍是北盘向西
,

水平断距达数百米
。

这说明张扭性分支断裂

与主干断裂所夹锐角的指向
,

表示分支构造

所在盘的错动方 向
。

另外
,

还有一种情况
,

在野外也是经常

见到的
,

当分支构造为纯扭性断裂时
,

一般

有共扼的两组
,

这时可利用共扼扭裂面相交

的锐角等分线与主干断裂所交锐角的指向表

示所在盘的错动方 向
。

不过当这两组扭裂面

的力学性质转化为张扭性或压扭性时
,

就又

可归属到上述两类来判断错动方 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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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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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当分支构造为压性或压扭性构造形

迹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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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

从被主干断层切割错动的老第三系的对

应关系来看
,

显示北盘相对向西移动数公 里
,

更新的继承性平移活动表现在现代水系常剧

烈折向变位
,

尤其以兰桥镇至大荆镇表现更

为突出
,

一系列南北向迂流
,

无例外的沿主

干断层呈 型弯转
。

证明 自水系形成以来的

最新地质年代中
,

断层又发生显著平移
,

平

移方向和较老地质年代一样
,

仍是北盘向西
,

水平断距达数百米
。

这说明张扭性分支断裂

与主干断裂所夹锐角的指向
,

表示分支构造

所在盘的错动方 向
。

另外
,

还有一种情况
,

在野外也是经常

见到的
,

当分支构造为纯扭性断裂时
,

一般

有共扼的两组
,

这时可利用共扼扭裂面相交

的锐角等分线与主干断裂所交锐角的指向表

示所在盘的错动方 向
。

不过当这两组扭裂面

的力学性质转化为张扭性或压扭性时
,

就又

可归属到上述两类来判断错动方 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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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旋扭构造回面力学性质及其旋转扭动
方向关系示意图

一旋扭构造的组成成分及名称 一旋转面为压性或压扭性弧形
构造 形迹时

,

弧形构造的外旋方面撒开方向扭动 一旋回面为张

扭性弧形构造形迹时
,

弧形构造的外旋方面向 收敛方向扭动

②在弧形构造面内侧核心部分
,

往往出

现一个较完整的突出的地块或岩块
,

称为抵

柱 如果是一个圆形或近圆形的凹地
,

称为

旋涡
。

实际上孤柱或旋涡都可以看作是旋卷

构造的旋扭轴
,

它可以是直立的 平面上的

旋扭构造 , 也可 以是水平的 剖面上的旋扭
构造

,

但规模较大的旋扭构造的扭旋轴大

都是直立的或近于直立的
。

判断旋扭 构造旋扭方向的 两种 情
况 旋回面的力学性质主要为压扭性或张扭

性两种
。

当这些旋回面呈雁行排列并且向一

端收敛向另一端撒开时
,

可以根据旋回面的

力学性质及其收敛
、

撒开方向判定旋扭构造

各个部分的相对旋扭方向
。

主要有两种情况
①当旋回面是由压扭性的不对称褶皱或其它

压扭性结构面组成时
,

弧形构造的外旋方面

凸面
,

是 向弧形构造的撒开方向旋扭的

图 一
。

②当旋回面是由张扭性结构

面组成时
,

弧形构造的外旋方面 凸面 是

向弧形构造的收敛方向旋扭的 图 一
。

旋扭 构造的类型 根据旋扭构造

的发育程度和表现形式
,

可分成帚状
、

莲花

状
、

涡轮状
、

形或反 形
、

歹字型 等几种

主要构造型式
。

①帝状构造 它是旋 扭 构 造 的基本类

型
,

也造一种最普遍
、

最常见的旋扭构造型
’

式
。

它是由一系列大致向一端收敛
,

向另一
端撒开的弧形断裂或褶皱群组成

,

形如扫帚

上 选统芍创忱 巨习
,

曰 从统
· ·

达价

、
一

泛团,搜‘ , 系松、、‘、

巨日 一 。℃、

川 。桐 区刁洲泌 巨到 勺渊
,·‘

锐侧助丫

冬 一 之了 丫 西
‘

源 价状旋爸构 、生

据之 户呵城 明队资幸牛

喇即川口口困曰

故称帚状构造
。

抵柱或旋涡位于内旋方向
。

当弧形旋回面组成压扭性帚状构造时
,

外旋

指向撒开方向
,

内旋指向收敛方向 图 一
, 弧形旋回面组成张扭性帚状构造时

,

情况相反 图 一
。

例如江 西西 部的

巨源帚状构造即是一个典型
,

它由一系列 向

南西撒开
、

向北东收敛的弧形压扭性断裂和

一些弧形展布的背向斜组成
,

断面均倾向南

东
,

倾角 一
” ,

外旋作反时针扭动
, 直接

控制着安源煤系的富集 图 一
。

②莲花状构造 山大致呈同心的
、

直立

或近乎直立的几套弧形旋扭面群组成
。

旋回

面一圈一圈参差不齐的围绕着一个很少经过

褶皱或断裂的核心地块 一即砒柱
。

这些弧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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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爵爵爵爵团团团
‘

团
。。

团团团 团
团团团 团

。。

团团团
‘

团
,,

团团团
图 一 人连白云 山庄莲花状构造

一 正断层兼 平推断层 , 一 仰冲断层 一 正断层
‘一 岩层相对扭动方向‘ 一弧形扭动层及入字型断裂面

一 袖近水平的旋扭断面 一新华互系冲断面
一 推侧断层 一岩层产状

形裂面的对边有一个开口 称为梗子
,

从整体

来看
,

似一朵含苞欲放的莲花
,

因而得名
。

如我国大连白云山庄的莲花状构造
,

表现的

比较完美 图 一
。

③涡轮状构造 由一系列弧形褶皱或断

裂组成
。

它以砒柱或旋涡为核心 ,

向四周撒

开大致呈放射状或涡轮状展布
。

它的砒柱或

旋涡常居旋回面群的中心
, 旋回面总是有规

律的向同一方弩曲
,

结构面的性质可以是压

扭性的
,

也可以是张扭性的
。

图 一 为内

蒙大青山那林沟涡轮状构造
。

④ 状
、

反 状或正弦曲线状构造 它由
一系列褶皱或断裂组成的弧形构造带

,

有时

出现辗转弯曲
,

约略成正弦曲线形状
,

形如
“ ” 形或反 “ ” 形

。

组成这种构造型式的

构造形迹
,

大都出现某种程 度 的 雁 行状排
列

。

如青海冷湖地区的反 “ ” 形构造 ,

由

十一个背斜组成 图 一
。

再如山东某
矿区有一条由多个呈雁行状排列的小矿脉组

成的矿体
,

单体矿脉走向北北东
,

呈雁行排
列的矿脉群走向也是北北东 图 一

。

在这个矿带的中间一段
,

三个不同水平中段
的平面投影图中呈 状

。

这个 状的矿体的

中部近于直立
,

北端深部矿脉投影上来
,

位

于地表矿脉的东侧
,

南端矿脉投影上来位于

地表矿脉两侧
。

不管北端或南端
,

越往下延

〔困
‘

’服 巫
卜 、

区习职 区二」
一

渊 , 裂仁
巨口 , , ,才 , 状 巨口 ,、 , 出 ,

匹三〕、而
,

。
。 。, ‘ ,

封 一 , 内蒙 气青一〔月砖林沟涡伦状 构造 一止二立一
,

。一 ‘ ‘
‘
止 之

斗图 一 。 青海冷间少川人反 型构造

灌鳖墓戛藻
压口
交口

引

断层及编号

一
一

最浅的

较深的

个中段投影

个中段投影 粤
最深的 个中段投影

矿体产状

图 一 山东某矿体在三个不同深度中段的水平段投影图
据地质力学研究所

一 ‘ 一



伸
,

距地表矿脉越远
,

倾角越近于平缓
,

并且

两端倾向相反 在剖面上显示了旋扭轴近于
水平的 状构造

,

呈三度空间的 “ ” 状 图

一
。

质不完全一样
。

头部以压扭性为主
,

中部以

压性为主
,

尾部扭性显著增强
,

并常伴有很

多派生旋卷构造
。

世界范困内的歹字型构造

体系有青藏滇缅印尼歹字型构造系 图 一
、

帕米尔歹字型构造
、

北美洲西岸的歹

字型构造等
。

、
,

图 一 形的立体图

⑤歹字型构造 亦可视为大型的反 “ ”

形构造
。

已知的这类构造体系都是巨大型的
,

它的组成大致可以分头
、

中
、

尾三部分
,

各

部连续
,

整体呈歹字型
。

头部 一般呈现强烈的旋扭现象
。

一部

分褶带往往曲度极大
,

而外围褶带可能是散

漫不连续的 ,

在它的凹侧是砒柱或旋涡
。

中部 呈南北向延伸
,

常与经向构造复

合一起
,

一部分旋回带是弯曲的
,

但曲度很

小
尾部 每个旋回带也是弯曲的

,

但曲度

比头部舒缓
,

弯曲的方向正好和头部相反
,

而且有撒开的趋势
。

各部分结构面的力学性

卜性叼卜州州断裂

推洲 曰 淘肚扭月断

妇护
,

览亨长妇护断裂

推洲扭们或张侧晰裂

址式汁幼或陆梁

褪式向斜或陆摘

背乍轴

向金袖

纬向构造带

经向构造带

找它构造体系

地峨界践

丫了降体

海底等拟线

酸尹授入下聋

喂性 一 超从七于佬入了全

新 , ,

代镇卞仁。吮发笋矛

中 , 代以来中酸性喷

图 , 钻 青妞演绷印 尼 歹字型构遭体系图
‘公中国灿益公攀吃 任

上述一系列旋扭构造都是地壳局部旋扭
运动的产物

,

它们的生成直接受旋扭构造应

力场所控制的
。

资朴村村杆村村杆朴村村朴杆村村朴村村村杆村种杆村村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杆杆杆村冬

琴
·

琴
琴 日本靠处理进 口 废料生产蹄

、

锢和硒 拿
琴 琴

日本通过加工处理从其他国家进 口 的次生原料和生产废料
,

预

产量将大幅度增长
。

三菱金属公司 年计划生产 吨蹄
,

年为 吨
。

同期
,

日本全国啼的产量分别为 吨和 吨
,

而硒的产量由 吨增至

吨
,

其中 的硒是从进 口 废料中生产的
。

该公司还计划通过处理

次生原料来生产锢
。

年以前
,
三菱是 日本锢的最大生产厂家

,

后因锢的价格降低而停止生产
。

年 日本靠处理次生废料生产的

锢约为 公斤
。

《 》
, ,

灿
,

琴
拿

乍村村杆种种村朴升村种朴杆村村朴杆村种村村杆杆升杆杆种村村杆种村村村村村村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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