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壳构造运动的根本原因和成矿
鞍山冶金矿 山公 司 李鸿业

的地质片矿床”

前 言

大地构造学说对各地质学科影响很深
,

例如板块学说一经出现
,

构造
、

岩石
、

矿床

学家
, 甚至地震学家都在 纷 纷 运 用

。

实际

上
,

大洋壳中央在不断更新
,
两侧在不断俯

冲
,

从而形成贝尼奥夫群的概念尚未得到证

实 , 我们如能冷静一些
,

则不免要问 如果

大洋壳在不断扩张和更新
,

为什么大洋海脊

通过的冰岛不被 大 西 洋海 脊一分为二而消
亡 安德列斯断层和东太平洋海脊是相互联
系的 安德列斯断层是北西向 , 它和东西向

转换断层不同
。

安德列斯断层段之所以呈压

扭性
,

天洋海脊段呈张性
, 这是在南北挤压

总应力场作用下
,

对不同方向裂谷有不同作

用的结果
。

如果真的以此裂谷为分界线洋
壳不断更新

,
则加利福尼亚州岂不早就拖到

太平洋中了吗 实际上
, ’

整个大洋海脊不但

有经向的
,

也有纬向的
,

它们连续在一起形

成了 形
。

这种展布特征怎能用经向扩张轴

概念来说明地慢对流机制呢 如果大洋壳没

有扩张
,

又何来不断更新和消亡呢 至于作

为板块运 动 依 据 的海脊两侧对称年龄条带

图
,

也可看成自裂缝喷出的基性岩分

布范围二次次不断收缩中的一次次出露边被

后期覆盖部分受热退磁
,

出露部分保持原磁

异常年龄
。

不一定 按 扩 张 来解释
。

由此可

见
,

大地构造不但要我们共同来研究
,

其严

肃性又多么重要
。

我们从大地构造图案和地

壳变动过程分析人手
,

发现地球原始形态来

自长球体
,

而且地球是按长球、圆球 , 扁椭

体发展规程进行的
。

实际上地球表面出现一

系列重大地质
、

地理事件
,

都是从这个根本
原因派生出来的

。

地球原始形态和在天文中的证明

地球表面以水平挤压的褶皱构造和冲断
层为主

,

而张性重力构造不多
,

往往又是在
挤压拱起背景上的断陷

,

如汾河地堑是建筑

在山西背斜隆起背景上的
,

也就是说地壳一

直处于水平压缩状态
。

此中又以纬向挤压为

甚
,

如北半球由中国
、

地 中 海
、

加勒比海

组成的北陆褶皱带宽度很大 , 又从南美洲和

南极洲之间有弧状岛链来看
,

南半球的南洋
海也是挤压褶皱带

,

不过拗陷在南洋海又被

基性岩覆盖而不明显罢了
。

这些褶皱带的幅

度如果加在一起
,

可占经向球面幅度的三分

之一
。

如果把这些褶皱拉仲
,

则必然增长为

长球体的壳层
。

地壳是包在地慢上的
,

因此

原始地球形态应是长球 至于经向褶皱由于
量不大 , 即使全部拉伸

,

也不超过大西洋的

幅度
,

故无足轻重
。

魏根纳认为
,

大西洋
、

印度洋是漂开来

的
,

之后更为人们所证实
、

接受
,

因为硅铝
壳层原来是满包地球表面的

,

故太平洋也是

后来漂开的
,

不过时间比大西洋
、

印度洋较

早
。

实际上经向大洋的形成是赤道轴的膨胀

张裂 口 ,

我们如果把这些裂 口 缝合起来
, 岂

幻
,

川 无
、 充

亮冲

气

盆,
工充

, 攀光

图 对称磁异常条带三种可能性示意图

人一按板块学说
, 以海脊裂谷为界的两个 板块 之间

,

因不断加入条块和两侧不断消亡 , 从而形成 大 洋 充的扩

张 一按两极挤压说
,

一种可能是 因长球体 向画 球体发

展中的赤道轴扩张
,

迫使地壳扩张
, 从而不断加 入大洋条

块 , 同上
,

另一种可能是大洋海脊是 张裂 口 ,

从 中多

次喷出基性岩流铺层
,

由于铺层一次次地缩小 范围
,

从而

次次地暴礴了未被热退磁的边 —对称年聆条带
。



州

示地球由长球体向圆球体
和扁椭体发展的原因

人 在圈球体和长球体两个圆相交切中
, 可 以粉 出

正目外部分的极栩贾形成的宜力作用
,

迫使长极轴绷短 和

亦道抽的扩张 , 地妞可先进入国形 , 而地核因 致 密

可退一沙进入圈形 , 出于 以上原因和 由于地饭 的 两

极郁分有较多盆钧质下沉 ,

使口球体地性 向 扁 捅 体 发展

注。 以上的孟力作用之外
,

也参与有地球自 转的切向

力
,

但不是主要 的
。

大陆大洋的形成和水圈的变化
地球由长球体向圆球体发展 , ‘

硅铝壳层

原来又是满包的
,

因此在两极挤压作用下 ,

一方面可以因两极挤压产生经向张裂口 , 一

方面因赤道轴扩大可以因撑张力起同样经向

破裂作用 , 所谓东西大陆的漂移就是在这种

作用下产生的
。

由于两极挤压运动是缓慢进

行的
,

故硅铝壳裂口

—大洋槽本身不但是
逐步发展的

,

各大洋之间又是循序渐进的
,

先

是太平洋
,

接着是大西洋和印度洋
。

其根据
是 太平洋规模比大西洋大二倍

, 即

张裂幅度愈大
,

时间愈久 , 太平洋壳

公里 比大西洋壳 公里 较厚
,

·

这

是因为太平洋暴露时间早
,

冷却时向长的缘

故 , 大陆壳 公里 所以比大

不是赤道轴比现在缩小 , 更突出了地球原来

是长球体 , 我们假设前后体积基本不变
,
则

经计算的结果
,

长
、

短轴之比约为
。

这种原始形态的恢复
,

对地球发展史的

探索有重要意义
,

因为我们如果承认圆形地

球来自长球体
,

则地壳构造运动动 力就在其

中了
。

即如图 一 所示
, 可把长球体分成

现在地球圆体范围内部分和过去范围外两个

极帽部分
,

由于重力作用 ,
两个极帽势必向

中心压缩 ,
使长轴缩短

,

赤道轴膨胀 ,
这种

运动将以达到最小面积的圆球体为止
。

它一

方面带动了地壳构造运动
,

一方面由于地球

内部受到揉动活化而促进岩浆岩活动
,

从而

也带来了岩浆岩矿产
。

这种长球体的原始形态 , 不但为后述大

地构造事件所证实 , 在天文观察中也得到证

实
。

如和地球相邻的火星 照片 就和地

球有同样形态演化过程
。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在南
、

北极到中纬度有同心环 状 褶 皱 和断

裂群
,

显然这是长球体南北挤压的结果 而

低纬度处则为格状断裂所分割的方形火星壳
块 , 显然又是赤道轴扩大中的球面撑张破裂

特征 。

有些卫星 照片 仍然可保留原有

长球体形态
,

如火星的卫星福博斯和德莫斯

以及木星的卫星阿马尔蒂亚 , 都是长球体甚

全是卵形
。

这种见小不见大的原因
,

是由于

大的行星允许有由重力能转化为热能并把冷
的限石物质进 行 逐 步 塑化和形态调整的时

间
, 而小的卫星由于重力能作用强度小

,

还

达不到使内部塑化鑫或因体积过小
,

不久即

进人僵化所致
。

照片 百火星
一 、

奋 注愈赤道部分的方形张裂块
,

非极到中伟度 同心环状

摺皱群 南极也有同样构造

照片 火星
,

福博斯一端的尖体



洋壳 公里 厚
,

也是因为大陆很早

就已暴露的缘故 , 印度洋所以单独发

展在南半球
,

说明地球不但是长球体
,

又是

南半球瘦的卵形体 , 更由于喜山期的

两极极度挤压
,

把裂开的壳层向开放的太平

洋方向滑动扭出
,

从而出现了印度洋裂口和

澳大利亚滑动体
。

也就是说
,

由于大洋本身

不断扩大和大洋的增加
,

使硅铝壳上的海水

不断退到大洋槽巾
, 从而暴露了陆地

,

因此

大陆的出现是以大洋槽的形成和扩大为前提

的
。

这种情景可从图 看出来
。

从古地理图

可知
,

大陆的海进和海退与构造运动旋回有

关
,

但每期构造运动结束
,

海侵所占面积不是

绝对恢复
,

而是在一次次地减退
,

按约 里奥

所绘的变化曲线可知
,

寒武纪时陆地占
,

加拿大
、

俄罗斯
、

阿尔丹
、

非洲
、

巴西地盾

都皇孤岛状为海水所包围
,

待加里东构造运

动结束的泥盆纪 , 北美和欧洲陆地几乎连成

一片
,

而西伯利亚也扩大了而积
,

此时陆地

面积增加到
。

在海西构迭运动结束的三

迭纪
,

陆地更扩大到
,

彝燕山构造运动

结束的晚白奎世
,

在亚洲东部新出露了大片

陆地
,

使陆地而积有所增加
,

到喜山运动结

束时
,

鄂毕海和喜马拉雅海退 出
,

陆地增到

以上
,

形成了今夭的大陆而积
。

人们不免要问 硅铝壳一旦张裂 , 为什

么不以 字型裂 口一直张裂到硅镁壳 层深处

呢 这是由于刚刚暴露出的硅镁壳具有塑性

不易拉断的缘故
,

而新琳长的大洋壳又是在

硅铝层下塑性较大的硅镁层部分
,

有似蚕吐

丝地拉出
,

而不是中央部分拉仲
,

但大洋壳

一旦进人弹性
,

则因地球赤道轴的扩大可在

大洋中央部分裂开而形成海脊
,

但此时地球
已接近圆球体

,

故发展甚为缓慢
。

如图 所
示

,

实际上它是个球性的裂谷系
。

造山运动和造陆运动的构造旋回

别洛鸟索夫 。二 , 在高加

索观察到典型的造山运动剖而
。

这个位置就

是北陆褶皱带
。

它的意义不但体现了地槽发

展特征
,

也体现了南北陆块以终向褶皱带作

为析页式构造活动特征
,

从而证明地球由长

球体向圆球体发展的过程
。

按地槽学说
,

地

槽的发展有两个阶段
,

即地秒下沉期和地槽

回返期
。

下沉期又分单休地槽发展阶段和联

合地槽发展阶段
。

这种情况只有长球休的经

向浅的弧度向圆球体的经向深的弧度发展时

才有可能
。

如图 一 ①所示
,

地槽下沉期前阶

段是南北两个陆块之间挤压挠曲张裂
,

此时

形成了众多平行的小型张裂口

—单休地槽

群
。

这种挠曲拱起如再发展
,

如图 一 ②所

示
,

则出现块断沉落
,

形成联合下沉
,

于是

南北陆块相互挤压的应力得到暂时释放
,

使

地壳构造运动处于安静时期
。

然而两极挤压

是不断发展的
。

当断块为喷出的基性岩所固

结
,

处于有利于力的传导状态时
,

不但固结

的基岩受到南北水平挤压
,

甚至在地槽中的

沉积层 包括基性火山喷发岩层 也因挤压

褶皱隆起
,

如图 一 ③所示
,

进入地槽回返

期
,

并有酸性岩侵人
。

此后褶皱隆起一面受
准平原化

,

一面又因两极挤压而再度挠曲张

裂
,

又进入地槽下沉初期
,

于是 进入了下次

造山运动旋回
。

构造运动旋回是地质史上的币大事件
,

明显的有三次
,

即加里东
、

海西
、

阿尔卑斯

期
,

后者又分燕山和喜山期
。

对某个地带来
说

, 往往又是多旋凶的
,

这为黄汲清所常倡

导
。

我们必须注意造山运动和造陆运动是相

关的
,

即在造山运动地槽下沉期
,

不但地搏

海水扩大
,

而邻近的地台也因之受到海侵
,

即出现造陆运动的海进阶段
。

在迭山运动地

槽回返时期
,

不但地槽形成高山而海退
,

而
邻近的地合也因之海退

,

进人造陆运动的海

退阶段
。

这种构造运动相关性和同步性只有

地球由长球体向圆球体发展才有可能
。

即在

纬向地槽应力释放处于松弛阶段时
,

南北两
个陆块处于静力平衡状态

,

陆块舒展地势低

倾
,

易于引起海进 然而地槽运动后期地壳

处于南北挤压状态时
,

不但地槽因强烈挤压

形成褶皱回返
,

而南北两个陆 块 也 挤 压拱

起
,

地形升高
,

处于动力平衡状态
。

于是出

现大规模海退
,

进人造陆运动的海退阶段
,

构造运动旋回形成
。

地槽学家曾惊异 也指出
,

阿尔卑斯地神

在沉降期间塞进了大陆的大 泉剥蚀物质
,

挤

着又因强烈挤压而急剧褶皱琳厚
,

但最终成

为沉降于海洋的山链
,

究竞县为什么而迷惑

不解
。

然而当我们掌握了迭山运动和构造旋

回来源于地球长球休向圆球休的演化时
,

贝

又是必然的事了
。

因为不但只有以 卜由长球

休浅弧向圆球体深弧的演化过程
,

才有挠曲

张裂和挤压褶皱的反复运动 —构造运动旋



回的可能 , 只有这种一直处于挠曲张裂背景
运动的切变带部位的地槽带

,

才能出现大陆

物质永远填不满地槽的可能
。

地植 下沉初朋

地台
、

地槽和井字格状构造

大陆的展布
,

从地质构造图案来看
, 既

有纬向环状大陆特征
,

又有经向条瓣状大陆

特征
,

并又划成若干梯形大陆块 图
。

这是因为泛大陆为经向瓣状硅镁壳海和纬向

带状硅铝壳海作井字交叉进行分割的缘故
。

而地槽带所在之处
,

它既是构造运动活跃部

分
,

又是虚弱部位
。

既可沿此带撕开 如大

西洋
,

又可沿此带拗陷下沉 如南洋海
、

加勒比海
、

地中海
。

井字格内部的分割块

是陆台
,

具弹性
,

属构造运动稳定部分
。

故

地球形态的调整不都是靠陆块曲度改变
,

而
主要是靠陆块之间的井字格状的褶皱带在起

折页活动作用中实现的
。

不言而喻
,

这种井
字格交又和掸形陆块的出现

,

实际上是长球

体向圆球体演化中
,

长球体壳面层的梯形碎

裂块的构造特征
。

寒武纪时的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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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大陆大洋形成相关性示意图

大西洋槽撕开前
, 大陆出尽面积小 上 ,

大西洋槽撕开后
, 大陆出尽 面积增大 下

井字格线是经
、

纬向褶皱带展布部位

图 经
、

纬向地槽带形成 机制 和造 山运动

旋回

①地槽下沉初期
,

出现单体地摘群 挠曲张裂 , ②
地槽下沉后期

,

出现联合下沉 同上 断陷 , ⑧地摘
回返上升 , 挤压隆起 ,

接着准平原化和再进入 ①

以上井字格状褶皱带
,

都是地槽发展之

处
,

然而依所在部位不同而地槽性质不同
。

如北陆褶皱带和南洋褶皱带
,

属陆间地槽性

质
。

经向的乌拉尔褶皱带也是如此
,

并南延

到阿拉伯海
。

大西洋褶皱带 包括西岸纽芬
兰褶皱带和东岸格罗平褶皱带 不是陆边地

槽
,

因为大西洋是后来分裂的
,

在分裂前已

具有陆间地槽性质
。

故有大西洋合而复开的

地质构造历程
。

唯太平洋褶皱带 西岸岛弧

褶皱带
,

东岸科迪勒拉 褶 皱 带 和 以上不
同

,

属陆边地槽性质
。

因为在太古代分裂前

并没有经向地槽
。

更由于以上地槽性质不同

和方向不同
,

地槽的形成也不尽相同
。

但就
同期构造层的经

、

纬向地槽带交汇之处
,

不
是先后交切而是共扼曲线结构之点

,

又反映

两种地槽间的同步性和相关性
。

如纬向地槽

带 来自切变带处的南北挤压褶皱带
,

在沉

降和回返两期的过程中
,

当南北陆块挤压应



力释放期间
,

纬向地槽不但下沉
,

由于赤道

轴的扩大
,

又把东西相邻两个陆块之间的薄

弱地壳部分拉薄下沉
,

也形成地 槽 下 沉 沉

积
。

当南北两个陆块恢复对挤时
,

由于阻力

作用
,

不但形成纬向褶皱
,

又因陆块具有弹

塑两重性
,

地壳物质被挤压得 侧 向 塑 性伸

长
,
从而又发展了东西两个相邻陆块间的对

挤作用
,

同样可使经向地槽沉积层形成回返

而褶皱隆起
。

当南北两个陆块又进人松弛阶

段失去对挤时
,

则赤道轴撑力又选择在原来

薄弱地带拉伸下沉
,

进入了下一次造山运动

旋回
。

这就是经向乌拉尔褶皱带和大西洋褶

皱带形成过程 大西洋两岸褶皱带是当时褶

皱带的撕裂残余物
。

太平洋两岸经向褶皱

带
,

不是褶皱后撕开的
,

它是在分离后形成

的
,

并有两重因素
,

一个是南北陆块挤压时

的塑性伸长侧挤
,

另一个是在太平洋裂 口形
成后如图

、

赤道轴扩大量因一直吸收在

这里有偏心膨胀
,

可是对面大西洋处的硅铝

壳一旦破裂
,

则以上偏心膨胀不但解除
,

反

而因偏心回压
,

使大陆壳和太平洋的洋壳相

互挤压
,

加剧了太平洋边缘经向褶皱
。

此后

大西洋一直处于拉开
,

因而不出现阿尔卑斯

新期褶皱
。

于是井字格状即经纬向构造带形

成
,

它体现了长球体向圆球体演化中对地壳

力学作用特征
。

全球性断裂和褶皱构造特征

断裂构造 全球性的断裂和褶皱构
造是联系在一起的

。

断裂可以在褶皱运动中

伴生
,

也可沿此虚弱带撕裂而独立发展
。

大

西洋裂 口 便是这样产生的
,

也可在挤压挠曲

张裂中产生
,

并可由张性断裂 转 人 压 性断
裂

,

甚至因不均匀挤压而产生水平错动
,

如

地中海南沿纬向断裂就是如此
。

由于地壳构造运动是两极 挤 压 的 派生

物
,

故可形成以上井字格状交叉
,

并在两极
出现同心弧一辐射断裂的组合

,

南极大陆边

缘实际就是弧状断裂
,

南极洲罗斯海湾的缺
口 ,

就是这种断裂组合的梯形块的断陷
。

以

上构造也可发展在地台内部的次一级的构造

中
。

由于挤压作用的不断发展
,

原有的可以

变形
,

新的又可产生
,

中国华夏方向不是特

有的方向
,

实际是经 向构造的歪象 甚至把

本来南北直线排列的东北地块 盆地 、 华

北地块 盆地
、

武汉地块 盆地 变为斜

列了
,

但纬向构造基本不变
。

大洋海脊实际和以上经纬向构造一致
,

即经向海脊是地球赤道膨胀中的张裂 口 ,

纬

向海脊是南北挤压挠曲张裂口 ,

故都有基性

岩一次次喷发
,

并且是对称排列的
,

但因形

成时间不久
,

又因地球很快进人圆球体
,

故

此第二重井字构造的发育是不健全的
。

剪切断裂构造 张文佑很早注意到
地球表面有剪切断裂

,

并且有长对角线指向
东西的一组

,

和指向南北的一组
。

岂不知力

的来源就是两极挤压的剪切断裂
,

如图 所

示
,

前者发育在两极挤压的切变带的挠曲张

裂带部位
,

即北陆褶皱 带 和 南 洋褶皱带内

部
。

后老发育在全球各地而具有普遍性
,

由

于大陆硅铝壳富弹性
,

表现明显
,

反之大洋壳

因较有塑性且往往又为以后基性岩所覆盖
,

则不明显了
。

这种剪切 块 并 不 是一成不变

的
,

如方形的地块可以因以后挤压变为菱形

地块
,

也可象张文佑所说的那样
,

山于迁就

剪切断裂形成了锯齿状经纬向断裂 当然并

不都是如此
。

褶皱带和褶皱弧构造 褶皱带是地

块和地块之间的活动连接带
。

也是 山长球休

弧度向圆球体弧度调整中的折页轴式的变形

带
。

由于受到地块不均衡挤压
,

可以把纬向

的褶皱推挤为褶皱弧
,

如萨彦一贝加尔帮皱

弧
,

就是西伯利亚地块推动的
。

横断山褶皱

和喜山褶皱连续原来都是纬向的
,

山于印度
地块和西伯利亚地块不在一条 直 线 的挤

压
,

歪扭为经向了
。

古老的东西向的巨型菱

形剪切带
,

也可形成塔里木
、

匈牙利地块周

围那样眼状褶皱带
,

也具有纬向
一

也槽运动性

质
。

岛弧不是什么特殊的构造
,

它是经
、

纬

向构造
,

处于南北挤压和开放的太平洋边缘

的环境下所形成的歪象
。

岛 弧 内 部 的 日本

海
、

黄海海域
,

实际就是华北
、

东北平原那

样的盆地受到沉没所致
。

以上褶皱和断裂的弯曲是 一 次 次 发展

的
,

其凸面又是朝向赤道方向
,

它 显示了向

南挤压的特征
,

如阿留申构造弧
,

萨彦
、

贝

加尔构造弧就是
。

所以说
,

就大地构造图案

和硅铝壳分布所知
,

大陆不是 白然的增长
,

而是原生硅铝壳包层的破坏
,

这个破坏尽竹

是多种多样的
,

但总是控制在南北挤压的总

应力场之中
。

必须指出宇宙间事物是不断变化
、

不断



百曰

辐时同心弧断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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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各大陆瓣断裂 和

剪切系统示意图

笑洲大陆铸 南 共
、

北 典
、

南极洲 ,

欧亚大陆瓣 欧 洲
、

非 洲
、

南极洲 ,

亚澳大陆铸 亚 洲
、

浪 洲
、

·

南极洲

发展的
,

并具有阶段性的
,

每个阶段更具有本

阶段的内容
,

地壳构造运动也是如此
。

从长

球体到圆球体阶段
,

在时间上从太古代到第
三纪末

,

运动形式是形态调正
,

以褶皱运动为

主
。

从圆球体到扁椭休阶段
,

在时间上从第
四纪开始

,

在体积调整中以断块运动为主
。

即在周围均衡挤压体积缩小中形成了地壳水

平挤压运动
。

地壳构造运动是不断发展的
,

但将来进人什么阶段尚不能以现有认识来预

知
。

然而根据两极挤压说认为 象过去那样

强烈构造旋回已成为过去
,

因为构造旋回是

弹性地壳在从长球体到圆球休中的产物
。

即

使在太古代
、

元古代
,

由于地壳较具有塑性

也不利于产生同样构造旋回的
。

地球形态演化和成矿

地球在长球体过渡到圆球休阶段
,

是主要成矿期
,

在此形态调整中
,

一方面对
地球内部物质不断进行揉动

,

可使岩浆上升

活动 , 另一方面对地壳更进行了强烈的构造

运动而产生褶皱和断裂
,

有利于形成岩浆上

升通道和集聚场所
。

从而有利于金属集中和

带到浅处来
,

或把深处矿产掀到地而近处成

为有经济意义的矿床
。

因此没有造山运动是

不可能成矿的
。

更不难理解在地球变形量大

的地质早期
,

岩浆岩活动是强烈而
‘

泛的
,

随着变形量的逐步减小
,

岩浆活动也因之逐

渐减退
。

在地球进人圆球体的第四纪
,

火山

活动更有限了
。

地球在长球体过渡到圆球体中
,

最

早出现的是太平洋裂口 ,

裂 口 边部的硅铝壳

受长期拉动而变薄了
。

这既缩短了岩浆上升

路程 , 也易于形成褶皱和断裂而有利于岩浆

活动
。

太平洋火圈和金属带 便 是 这 样形成

的
。

水圈是地球从长球体过渡到圆球体

中不断被挤出的
,

它是成矿积极因素
。

在地

表的情况下
,

水可起到分选
、

迁移和集聚作
用

,

并可形成铁
、

锰等巨大沉积矿床
。

由于

大洋槽扩大
,

从大陆大规模海退中所留下的

水盆地
,

可因燕发浓缩而形成广大范围的碳

酸盐沉积
。

不但它本身拥有有用的矿产
,

而

且它又是形成夕卡岩等内生矿床的有利围岩

条件
。

岩浆岩矿产也和水有关
,

因为岩浆的熔

融往往藉助于热水蒸馏而降低 岩 浆 熔 融温

度
。

因此从地球中把水分挤出的过程
,

也是

岩浆活动和矿产形成过程
,

如夕卡岩矿床
、

热

液矿床等总是和水分子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

水既可从地球内部带来成矿物质
,

也带来盐

分 海洋中的盐分
,

很可能是从地球中挤 出的

水带出的
,

因为结晶岩矿物晶体中包裹的水
,

往往是含有盐分的
。

含盐的水对金属有强烈

溶解力
, 故卤水成矿实际也是岩浆矿床的一



图 簸东北矿产构造略图

种
,

不过矿质的沉积是在开放环境
,

而不是热 矿床有利矿带 宋警众有专文论述
。

在中国

液矿床那样狭小而集中的封 闭环境
,

它为层 更有纬向成矿带和经向 太平洋方向 成矿带

控矿床往往提供了再富集的巨大物质基础
。

交汇区 , 因而多金属甚为发育
,

如华南
、

燕

地台是稳定的
,

它往往被四周的褶 山成矿区便是这个部位
。

皱合拢而成为盆地
,

并有利于矿 产沉积
。

地 如前所述
,

由于南北挤压
,

产生甚

槽是地块 地台 间的折页式挤压活动带
。

多北西向和北东向剪切断裂
,

这种断裂一般

故往往有岩浆岩活动而带来岩浆岩矿产
。

所 处于压扭性
,

对成 矿较差
。

然 而 在交叉之

有这些成矿问题和台槽成矿说是一致的
。

如 处
,

和切进纬向褶皱背斜之处
,

也是成矿有
地槽下沉时期有基性一超基性岩浆岩活动和 利地区

。

如图 是苏运波所论述的江西东北

与其有关的矿 产如
、 、 、 、

等 的多金属区
,

实际上三个纬向隆起
,

和多期
出现

。

地槽回返时期
,

有中
、

酸性岩浆岩活 的 剪 切断裂都是南北挤压的结果
。

动
,

与其有关的
、 、 、 。 和稀 有 石汕的成矿区往往和岩盐等蒸发岩

金属等矿产出现
。

地台又是金伯利岩发育的 联系在一起
。

这从泥盆纪
、

侏罗纪
、

第三纪
地方

,

对金钢石成矿有利
。

等石油区看出来
。

这是因为在千旱气候下可

由于地球形态是长期演化的
,

一

也壳 使海水盐度提高中
,

对有机质的破坏起到保

构造运动是多期的
,

所以巨大经
、

纬褶皱带是 护作用的缘故
,

所以 占蒸发岩带对石汕成矿

长期挤压和张裂运动的返复带
,

故可较多导 有利
。

又我国陆相石油分布区 在 东 北
、

华

致岩浆岩活动
,

和随之带来矿产
。

如喜山一 北
、

四川盆地有之 渤海属华北盆地 日

南岭褶皱带
、

昆仑一秦岭褶皱带
、

天山一阴
·‘

本海
、

黄海在第四纪沉没前
,

也可能是 同样

山摺皱带等东西向褶皱带是中国内生多金属 盆地
,

故将有石油发现的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