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矢量分析在辽宁大地构造研究中的应用

辽宁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研 完所 张树森

不同地质空间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和沉

积间断史
。

在编制辽宁省大地构造图的过程

中
,

我们根据相邻地质空间地质发展过程的

同异
,

划分了 一 级构造单元
。

全省共划分出 级构造单元 个
,

级

个
,

级 个
,

级 个
,

级 个
。

本

次矢量分析只做到 级构造单元
。

工
、 、

级构造单元的名称见图
。

既然不同地质空间即不同构造单元沉积

间断存在着差异
,

或者上升遭到剥蚀
,

或者

下降接受沉积
,

这种升降对矿产形成后的影

响
,

就是区域找矿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问

题
。

因为矿产形成后
,

可能由于所处空间的

上升而使其被剥蚀到某个水准或被全部剥蚀

掉 , 也可能由于地质空间下降而使其覆盖上

新的岩层
,

至今尚未出露地表
。

辽宁省大地构造 级构造单 元 矢 量 分

析
,

为我们提供了整个地质时期各构造单元

差异升降幅度的相对大小
。

省内的几条深大断裂的特点是 ①在辽

宁省大地构造中都作为不同级别构造单元的

界线 , ②活动的时间均持续较长 , ③与矿产

分布有着间接的时空关系
。

本文通过矢量分析藉以说明 ①本省三

级构造单元在整个地质时期差异升降幅度的

相对大小 , ②在郑城一浑河深大断裂以南的

抚顺一新宾隆起 寻找红 透山 式铜矿

的可能性 ③深大断裂活 动 的 起 止时间

④矢量分析在找矿中的应用
。

本次计算资料来源有 ①辽宁省构造图

②辽宁省地质图 , ③辽宁省区域地层表
。

计算的依据是 ①辽宁省大地构造图构
造单元的划分原则 , ②辽宁省区域地层表地

层对比方案
。

量化数据
,

用 和 分别表示每个构造单元

某个地质时期建造的有无 有为
,

无为
。

最后填成数据 表
。

需要说明的是 前震亚界的对比方案尚
未确定

,

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

我们

在编制有关图件时
,

将辽东地区的辽河群与

辽西地区的建平群瓦子峪组对比 , 将辽东地

区的鞍山群与辽西地区的建平群大营子组
、

小塔子组对比
。

前震旦亚界 持 续 的 时间很

长
。

格陵兰古老地层的同位 素 年 龄 为 亿

年 , 河北省迁西县古老地层的同位素年龄为

亿年
,

并认为可能延续到辽宁的凌源
、

抚
顺

、

新金一带
。

如果按 亿年计算
,

到辽河
群顶部 亿年

,

它经历了 亿年
。

然而从寒
武纪到现在它才经历了 亿年左右

。

所以前
震旦亚界的历史是极其复杂的

,

各地质空间

的差异升降也是肯定存在的
。

本次计算只能

据现有认识对比处理
。

二 数学原理

级 构造单元 矢量分析

将表 数据看作是一个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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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 个向量的模

矢量分析及其计算方法

一 数据的收集 以纵向表示 个 级

构造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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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表示 个地质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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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单 元 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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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裂 书 称
一深大 断 裂

①赤峰 开 原深大断裂

②承德北票深大断裂

③娜城浑河 深大断裂

反口
④伊兰护通深大断到

金洲深大 断 裂

⑥憩流河深 大 断 裂

二基底断裂
②凌源叨尔登基店断裂

值中三家基底断裂

④锦西街龙县底断裂

落女儿河基底断裂

⑥窗儿河曹盘基底断裂

⑦拉拉屯南凤山基底断裂
⑧时杖子基底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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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锦叫哈尔杏基底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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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洞基底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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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鸭绿江 基底断裂

辽 宁 省 大 地 构 造 略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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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狡地轴

燕辽沉陷带

下辽河中新断陷

了
。

快岭浦旅隆起

二 抚顺新宾隆起

二 太子河浑江拗陷

曾 口宽甸隆起

复县拗陷

单元名称

勺山‘了子研户
夕

二上、、了
、

、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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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同前 , 求得 ‘ ,

。
,
, ⋯⋯ “个向量模

, 然后按大小排

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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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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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个向量模按大小排队
。

地质时期 矢量分析

将竖起来的数表即〔 〕看作一个 矩阵

计算结果及地质认识

一 级构造单元矢是分析
。

计其结果
内彼华力西地摘袖皱带 ,

,

松江中断陷
·

。峨

张广才岭断抽带 ·

内咬地轴 ‘ ,

燕江沉陷带
。 ,

下江河中新断陷 , ‘



铁岭清原隆起 , 二 ,

抚顺新宾隆起 。 ‘

太子河浑江拍陷 。

曹 口宽甸隆起 。 二 ‘

复县拗陷
‘

二

按 向 模的大小排队
。 。 。 , 。

结果说明皿级构造单元差异升降幅度的

相对大小
。

数值越小表明上升幅度越大 , 数

值越大表明下降幅度大
。

。

地质认识

根据 目前地层对比方案
,

辽宁省在整个

地质时期上升幅度最大的是抚 顺 新 宾 隆起
。 ,

它比内蒙地轴
‘ 上升幅度还大 ,

辽宁省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燕辽沉陷带 。 ,

其次是张广才岭断褶带
。

天山兴安地槽褶皱区 , 、 班

, 。

本区上升幅度比较大的是 松 辽 中 断陷
,

而下降幅度比较大的是 张广才 岭断

褶带 班
。

松辽中断陷 下古生界 及其 以前地

层全部缺失 据东北区区域 地 层 表
, 丁

年
,

即始终处于上升阶段
。

上古生界是否

有相应的层位 目前尚无资料
。 ’

松辽盆地之形

成主要是在中生代以后开始下陷
,

一直延续

到新生代
,

特别是中生代下陷的幅度比下辽

河中新断陷 。 大得多
,

而下辽河 中新 断

陷 班 。 新生代下陷的幅度比 较大
。

故 就整

个地质时期而言
,

松辽中断陷 是 地槽

区上升幅度最大的
。

内蒙华力西地槽褶皱带 与张广才

岭断褶带 , 相比前者上升幅度较大
。

中朝准地 台 。 。 ,

, 。 。 ‘ 。。

本区 个 级构造单元
,

上升幅度最大

的是抚顺新宾隆起 , ,

其次 是 内蒙 地轴

皿 ‘ 。

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燕辽沉陷带 班 。 ,

其次是太子河浑江拗陷
。 。

抚顺新宾隆起 。 和 铁 岭 清 原 隆 起
, 比较

,

相隔
、 。,

前者 比 后者上

升的幅度大得多
。

这两个构造单元只为一条

郑城一浑河深大断裂 ③所隔
。

但地质资料表

明
,

深大断裂南部的抚顺新 宾隆起 。 混

合岩化程度比北部铁 岭清原隆 起 ,

高得

多
。

当时的混合岩化作用绝不会受断裂的阻

碍
。

矢量分析的结果表明
,

深大断裂两侧混

合岩化程度的差异是由于深大断裂两侧差异

升降运动造成的
,

也就是这两个构造单元升

降的幅度不同
。

众所周知
,

混合岩化程度随

深度的增加而增高
。

如果一个地块上升的幅

度比较大
,

剥蚀的深
,

深部混合岩就暴露了

地表
。

两者相比抚顺新宾隆 起 班 。 缺
,

, , , ,

前震 旦 亚界的升 降

差异尚未计算在内
。

经粗略计算
, 两者相

差累计厚度 米
。

距深大断裂北侧 公里有红透 山式

沉积变质型铜矿
。

多少年来 ,

曾想在其断裂

南侧找到红透山式铜矿
,

可是收效甚微
。

那

么
,

在断裂南侧抚顺新宾隆 起 。 上 能否

找到呢 看来希望不大
,

即使有的话
,

很可

能被侵蚀掉了
。

但不排除本区中生代断陷盆

地寻找斑岩型
、

火山筒型矿产
,

这是另外一

个问题
。

燕辽沉陷 带 。 和 营 旧宽甸 隆 起
。
相比 ,

前者下降的幅度较大
,

而后者

上升的幅度较大
。

地表地质特征也证明了这

一结论
。

燕辽沉陷带 。
中生代的沉积岩

、

火山岩
、

次火山岩非常发育
,

而营 口 宽甸隆

起
, 。 中生代的火山岩仪保留在深大断裂

和基底断裂附近的断陷盆地 里
,

而大面积 出

露的均是中深相侵人岩体
,

次火山岩很 少
。

某个时期的火山岩
、

次火山岩和侵入岩
,

总

是相辅相成的
,

那么营口 宽甸隆起这套火 力

岩
、

次火山岩哪里去了 为什么中深相侵人

岩体大都暴露地表 矢量分析 廿明 ,
营 口 宽

甸隆起 。 在中生代以后二升刊蚀
。

这

一特征与燕辽沉陷带不同
,

燕辽沉阴带
。

由于中生代的沉积岩
、

火山岩的掩盖许多岩

体还未暴露地表
。

就找矿米说尚有许多矿 产

菠腌盖若
,

所以辽西的找矿前景还很大
。

件午

别是寻找斑岩型铜矿
、

火山筒型的矿产
,

应

是辽宁的重点区域之一
。

寻找这类矿 产的地区还有全省 下降幅度

比较大的张广才岭断褶带
、

内 蒙 华

力西地稽褶皱带 , 、

复县拗陷
, , ,

此外
,

太子河浑江拗陷
。 、

下 辽 河中

新断陷 。 北部
,

浅成
、

超 浅 成岩体均

比较发育
。

在全省上升幅度比较大的几个

级单元
,

还要注意深大断裂
、

基底断裂附近

的火山盆地
。

如果断陷地中醒性小班岩休或

次火山岩附近有面型蚀变或蚀变分带现象应



值得进一步工作
。

在地质科研工作中
,

还应注意下列问题

的探讨

不同地质空间或不同构造单元矿 产

分布的专属性 , 某种矿产或岩性
,

不同

侵蚀部位元素组合的规律
,

矿物组合
,

蚀变

组合的规律 同时期的岩浆岩或变质岩
,

不同侵蚀部位钾氢同位素年龄数值的使用 ,

不同地质空间
、

老基底建造上的差异与

不同地质空间差异升降之间的关系 省

内是否具备寻找国外某些大型铁铜矿 产的条

件
,

哪些单元为有利的地质空间
。

二 各地质时期矢 , 分析

计算结果表 , 表
。

地质认识 表 按向量的大小排列
,

表明各时期某种建造在 个 级构造单元分

布广度的差异
。

由表可见
, ‘ 、 、 、

和 最发育
,

向 量 模 分 别 为 和
, 其次为

、 ,

向量模 为
。

最不发育的是
,

向量模 为 。 , 次 为
、 ,

向量模为
。

表 中除少数向量模相同外
,

其他均不

相同 , 这种不同也说明了各构造单元的差异

各地质时期矢量分析 表

所 在 单 元向量棋 地 质 时 期

斤 弓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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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

否则各时期的某种建造在 个 级构

造单元分布的广度应该是相同的
。

深大断裂

活动的实质在于不同地块的移动 因此
,

在

不同向量模的界线上
,

即数值不同的各地质

时期的界线
,

都有深大断裂活动
。

统计省内几条深大断裂的活动起止时

如下

开原赤峰深大断裂 ①
,

从 太 古 代

开始活动
,

一直到早第三纪 末

结束
。

承德北票深大断裂 ②
,

从长城纪

末开始
,

到晚第三纪 末结束
。

郑城浑河深大断裂 ③
,

从太 古 代

开始
,

一直到现在仍然活动
。

伊兰伊通

深大断 裂 ④
,

从早侏罗世 开始
,

直到

现在仍然活动
。

金州深大断裂 ⑤
,

从 肯

白口 纪 末开始
,

一直到早 白玺世 ,

末结束
。

矢量分析的应用

矢量分析可以做为一种简单统计方法应
用于矿区及其外围普查找矿和区域性成矿预

测
、

矿 产统计预测
。

在矿区
,

可利用矢量分析对比所有矿体
的好坏 , 在区域性找矿工作中

,

可对比若干

岩体的含矿性
,

若干火山岩筒含矿性等
,

还

可确定主要找矿标志
。

在应用中应注意

充分利用 已知的
、

并被确定下来的地

质规律和认识
。

统计指标选择要合理
,

它随着所研究
的问题的不同而异

。

要选择真正起作用的并

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系的指标
。

数量化数据可采用定性的
,

也可以将

定量数据化为二态变量
,

但取值要正确
。

我们将矢量分析用于研究大地构造仅是

初步尝试
,

地质认识肤浅
,

不当之处请批评

指正
。

本文插图由张厚琪
、

闻晶
、

杨敏同志清

绘 , 在写作中赵鹏大教授曾提出宝贵意见
,

在此一并致谢
。

, , , , , ,

, , ,

, , , , , ,

,

补

二 卜

,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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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

, 宇

二

二

一

二

一

二

, 尸 产 产 尹 ,

, 产 吸‘ ‘ 产 ,

。 样品数
,

变呈数

原始数据 ⋯ ⋯

附 矢量分析程序 语言

在通程序的过程中天津冶金地调所电算
室的同志给予大力协助

,

为此深表谢意
。

黑
,

, , ,

注 若
, 则在 电传上删掉 语 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