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岩组分析与矿田构造研究

曾 庆 丰

言 表现形式大多各不相同
,

因此必须分别进行岩组

取样和分析
。

地 质
·

矿 床

岩组分析是从微观上研究岩

矿形变的一种重要手段
。

为了深

入解决矿床和矿田构造问题
,

我

们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把岩组分

析引进到矿床研究领域
,

侧重于

基 础 构 造

矿田构造方面
,

力图在配合宏观观察上
,

从微观

方面探讨矿田构 造的性质和发展过程
、

控矿构造
、

矿化过程及成因等问题
。

矿 田构造和成矿作用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

程
,

按其与成矿的时间关系
,

可把矿田构造分为

三大期 ①基础构造期 ②成矿及成矿期内构造

期 ③成矿后构造期
。

我们对每次形成的构造划

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①发生阶段
,

即构造的生

成
、

形成阶段 ②发展阶段
,

如断裂的张开和充

填 ③破坏阶段
。

每期次
、

每阶段的应力状态和

基础构造是成矿的背景
,

它往往控制着矿产

的展布
。

基础构造主要是 褶皱构造
、

断裂构造
、

侵入 岩及成矿前岩脉期构造
。

褶皱构造 褶皱是成矿区域最基本的基

础构造
。

岩组分析可以帮助解决 褶皱成因及与成

矿构造的关系
。

弯滑褶皱是由岩层受侧向挤压弯曲而形成
,

因此
,

构成该岩层的矿物可具有相应的定向排

列
,

黑云母鳞片分布于滑动面
,

反映出 褶皱的形

状
,

而石英光轴的极密部与滑动方向一致 图

上
。

至于剪切 褶皱
,

它由平行于 褶皱轴面的面

发生滑动而形成
,

这种变形特点在石英和黑云母

的相应定向排列中反映出来 图 下
。

图 纵匆 褶皱 上 和剪切 褶皱 中矿物的定 向排列

口 ,

一黑云母解理极点
,

一石英光轴

我们在研究华南矿田构造时
,

对南北向的 褶 英光轴与 褶皱轴面作平行定向排列
。

皱进行 了岩组分析
,

从图 石英光轴等密线可 在一倒转向斜中
,

岩层由石英长石质层和云

见
,

光轴集中于南北方向上
,

密值较低
,

呈环带 母质层互层组成
。

在云母解理极点图中
,

没有真

结构
,

斜方对称
,

可视为 构造岩组构
,

表明石 正与层理对称的极密部
,

表现为 环带 石英



圈 板岩中石英光轴娜密姚圈

水平切片
,

次侧定
,

一 一 一

光轴图也成 环带状
,

属 构造岩
,

表明 褶皱

是区域性压剪性运动的结果
。

断裂构造 基础构造中的区域断裂带是

主要的导岩
、

导矿构造
。

岩组分析为解决断裂的

性质
、

侵入接触或构造接触以及与成矿的关系作

出判断
。

首先是阐明断裂带的性质
。

一剪切断裂带中

黑云母平行线理 分布
,

其解理极点图示环

带构造和单斜又妇弥
,

表明 二 ,

属 构造岩
,

其极密的位置说明运动使云母 片近于平

行 二 面排列 石英岩组图光轴平行

并垂直
,

即运动使光轴平行于 轴排列
,

为斜

方对称
,

属 构造岩
。

池际尚认为
,

该断裂属右

型剪性结构面
。

断裂带内断层岩的岩组分析以一压剪性断裂

带为例
,

糜棱岩岩组图上
,

石英光轴组成与断层

面近于垂直的环带构造
,

有两个极密部分布在断

面两侧
,

且不对称
,

其一较明显
,

这反映了沿断

裂面剪切运动的方向
,

即左型压剪性断裂
。

岩组分析对区分构造接触或沉积接触有重要

意义
。

在大理石化的石灰岩中常见条带构造
,

一

般认为是层理
,

属原生成因
。

在多数情况下这

是正确的
。

但岩石在遭受构造作用时
,

也同样

可出现这种现象
,

它属后生的构造岩
。

据
。 月 。 中 。 。 等的研究

,

一矿床的矿体产于千枚岩

与其上的大理石化灰岩的平缓接触带中
,

后者具

条带构造
,

在接触带附近尤为明显
。

运用岩组分

析了两种岩石的关系
,

证明千枚岩与石灰岩之

间乃是构造接触关系
,

所以石灰岩本身属于构

造岩
。

怪入构造 内生矿床往往和岩浆岩有密

切的关系
,

很多矿床直接产于岩体中
,

因此对岩

体构造应作深入的研究
,

查明其形态
、

产状
、

接

触关系及内部结构构造和裂隙
、

节理等等
。

岩组

分析有助于研究岩体构造和接触关系
,

以及区分

不同期次侵入体的先后关系问题
。

值得注意的

是
,

要区分哪些属于原生结构
,

哪些则属于后来

受构造应力而形成的构造岩结构
。

与成矿有密切

关系的中酸性侵入岩通常并不显示矿物排列的原

生优选方位
。

我们对塔山矿田花岗闪长岩和华南

若干花岗岩的岩组分析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

岩组

图是均一性的
,

无集中的极密部
,

密级也低
。

另

一种原生结构则可表现为云母片的平行排列以及

长石和普通角闪石晶体的线状延伸
。

一般认为
,

它们是在侵入过程 中由于岩浆的流动所致
。

然

而
,

这种观点并非万无一失
,

因为岩体和周围的

岩石在构造应力作用下
,

其中的矿物颐粒也可定

向排列
,

但它却属于后生成因
。

要判断岩体定向

结构的成因
,

运用岩组分析将有很大作用
。

· 。
却 研究花岗岩类岩体时 发现黑云

母片平行排列
。

长期来它被认为是原生的
,

在进

行岩组分析后
,

证明岩体中的石英与围岩 石英

绿泥石片岩 中的石英一样
,

也具有与 构造岩

相符的定向排列
,

证明这种定向结构是后生构造

作用形成的
。

岩脉构造 在不少区域内
,

岩脉在空间

上
、

时间上和地球化学上与成矿有密切的关系
,

时见矿脉和岩脉的产状一致
,

这表明构造发展的

长期性和复杂性
。

一矿田广泛发育着北西和北东

向岩脉
,

对取自前者围岩定向标本作水平方向切

片
,

进行石英光轴测定
,

其结果如图 所示
,

在

水平投影图的大圆边缘 出现两部分对称的极密

部
,

具典型的 构造岩组构特征
,

图中极密部所

示方向与岩脉走向完全一致
,

说明石英光轴是位

于破裂面 上
,

并沿水平运动方向 作定向排



列
。

由于图的极密部很明显
,

密值也高
,

因此可 以认为
,

石英光轴的定向排列是发生在这个最密

圈 岩脉及断裂圈岩石英光轴图

左为地质简图
,

花岗闪长岩 岩脉
,

琳 罗系火山沉积岩

右为岩组图
,

水平切片
,

次侧定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位 所反映的方向上
。

岩组分析配合野外地质测

盘可以确定 岩脉期北西向断裂属右型剪切性质

平移断层
,

北东向则为左型
,

它们是在南北向

水平压应力作用下
,

在平面上产生的两组共扼剪

裂瓦

成 矿 构 造

成矿构造是直接控制成矿的构造条件
。

就成

矿断裂而言
,

首要是确定其力学性质
、

组合及空

间排列的规律性
,

并对成矿断裂在整体上作出应

力分析
,

这样才有可能更合乎客观实际情况
,

判

断那些构造对成矿有远景
,

那些地段对矿化富集

更有利
。

岩组分析在研究成矿构造时可以发挥相当重

要的作用
。

当然
,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已被矿化充

填的构造
,

其情况与非成矿构造有所不同
,

所以

怡怡怡田

水平切片
,

巧 次侧定
,

剪性成矿断裂圈岩石英光轴圈

一 一 一卜 一 , 图左 为矿脉平面组合简图



在运用岩组分析时
,

必须注意这些不同点
。

定向

标本应取自完整而正常接触处
,

以避免后来构造

活动的干扰
。

同时
,

不要在围岩蚀变特别强烈的

地方取样
,

因为这种近矿围岩已受到矿液物理化

学作用的剧烈影响
。

下面对不同性质的成矿断裂分别作一分析
。

剪性成矿断裂 一矿床以北西向
、

次北

东向矿脉为主
。

对它们进行岩组分析证明
,

二者

是在南北向压应力作用下
,

在平面上生成的两组

共扼剪性断裂
。

图 是北东向断裂围岩的石英光

轴图
,

明显可见
,

在大圆边缘上出现两对对称的

极密部
,

并有形成 环带的趋势
,

图中最密的

一对所示方向与北东向成矿断裂走向相符合
,

而

相当于前述北西向成矿断裂方位则呈现出次密

部
。

这表明石英光轴是沿两个剪裂面的方向作定

向排列的
,

但以一方向为主
,

另一为次
。

图中两

个剪裂面的交线为岩组轴
,

可视为 构造岩
。

张性成矿断裂 上述矿床中
,

南北向成

矿断裂属张性结构面
,

即岩层受南北向压应力作

用时
,

平行于压应力方向 垂直于东西向张应力

方向 产生了张性破裂面
。

岩组分析表明
,

石英

无明显定向性
,

光轴图形状甚不规则
,

不论沿走

向或倾向都没有出现密集
,

可见石英光轴的定向

排列是不存在的
,

这种情况和我们在远离矿化地

段围岩薄片镜下测量结果相似
。

由此可见
,

在相

同的构造条件下
,

剪切作用比较容易促使破裂

面近旁围岩的矿物发生分异作用
,

而张应力就

较差
。

压性成矿断裂 某矿田矿脉呈东西向平

行排列
,

有的向北倾斜
,

另一些则向南
,

在横剖

面上交叉成 型
。

初步认为
,

这是在剖面上两组

压性成矿断裂表现为逆断层
。

岩组分析表明
,

石

英光轴图 ‘图 有一个极密部
,

其最大值达
,

它落在 面上
,

而且居于中央
,

即与破裂

面倾向一致
,

反映光轴定向排列与运动方向 平

行
,

表明成矿断裂是属于逆断层的压性结构面
。

这里岩组轴 平行于破裂面的倾向
,

轴则与走

向一致
,

轴垂直于
,

二轴
。

属 构造岩
。

北高加索黄铁矿型矿床的矿体呈向上分枝的

透镜体状
。 月 从围岩中石英和云母的

圈 压性成犷断裂围岩石英光轴圈

水平切片
, 巧 次侧定

,

一 一 一

定向排列判明
,

矿体的产状主要是受两个滑动面

所控制
。

张剪性成矿断裂 一矿田矿脉主要产于

北西断裂中
,

我们根据其在平面上和剖面上的错

动
、

倾斜的残存擦痕
、

支矿脉和支裂隙的组合和

分布规律等
,

认为该组断裂属于张剪性破裂面
,

是平移一 正 断层 斜正断层
,

其上盘倾斜地

向西北方向错落
。

为了证实这一判断
,

进行了系

统的岩组分析
,

石英光轴图 图 有一个极密

部
,

位于 面上
,

石英光物约定向排列既不与断

裂走向一致
,

也不与倾向平行
,

而是有一个倾斜

圈 张剪性成矿断暇曰岩石英光轴目

水平切片
,

次侧定
,

一 一 一 左为矿脉平面

编录图
,

小方格为主矿脉
,

黑线为支矿脉



角度
,

约
“ ,

即与擦痕方向平行
。

这就充分证

明
,

成矿断裂生成时
,

两侧岩块发生过平移一正

断层的错动
。

由于这种张剪性应力作用
,

使石英

光轴沿这个倾州的错动方向 岩组轴 排列
,

形成 构造岩
。

压剪性成矿断裂 压剪性成矿断裂兼具

有压性和剪性特征
,

充填于平移一逆断层 斜逆

断层 的矿脉可作为代表
。

我们利用岩组分析曾

成功地证实了这种类型的成矿断裂
。

矿脉走向北

北西
、

向西倾斜
。

定向标本岩组分析结果 图

表明
,

在图的北半部有一个极密部
,

落在

面上
,

其方向与断裂倾向有一令夹角
。

可见石英

的分异运动是发生在这个最密位置所反映的光轴

方向
,

即受压剪性作用的应力所引起
。

该图与前

述张剪性成矿断裂者有相似之处
,

但它们的构造

应力方向则不同
。

以上论述了利用岩组分析解决几种基本类型

的成矿断裂构造问题
。

实践证明 岩组分析可以

给我们展示构造岩中内部的
、

系统的客观资料
,

为解决成矿构造问题提供了科学论证
。

当然
,

还须指出
,

在一些被细脉充填的小裂

隙中
,

构造应力不足以使围岩作深刻的改造 那

些遭受强烈蚀变的围岩
,

因为受到成矿时剧烈的

热力作用和物质组分交代作用的严重影响
,

均会

使岩组分析得不到预期的结果
,

这要求我们进行

全面深入细致的工作
,

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

阅 压剪性成矿断砚口岩石英光轴圈

水平切片
,

次侧定
,

一 一 一 一 一

成矿期内构造

内生矿床的成矿过程和构造活动都具有脉动

性
。

因此
,

首先应根据各种矿脉的相互关系
、

矿

物组合
、

物质组分
、

矿石结构构造
、

形成条件及

围岩蚀变等特征划分出不同的矿化阶段 并相应

划分出若干次成矿构造及各阶段构造在空间上的

产状
、

性质和规律
。

当后阶段矿脉错动了前阶段矿脉时
,

根据直

圈 不间矿化阶段岩组图

据 〔 。
, 。 ,

, 。

。 一石英光轴
,

次侧定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方解石解理

,

次侧定
,

一 一 一 一卜 一



接标志即可确定后阶段成矿断裂的性质
。

有时需

要进行岩组分析
,

定向标本应选自早期矿脉 若

取自围岩
,

则尽可能远离前期构造破裂面
,

以避

免其残留的影响
。

所得岩组图和上述不同类型的

情况相近
。

当不同矿脉充填于同一断裂时
,

所作岩组图

一般无密集中心
。

显而易见
,

这是由于同一断裂

的再次张开
,

不足以引起矿物的定向排列
。

· · 。 。 山 “
曾对成矿期和成矿期内的

构造作了很有意义的研究
。

成矿最初为含矿石英

脉
,

再次为方解石脉
,

最后是石英绿泥石脉
,

三

者都产于同一断裂中
,

但为构造脉动性所隔开
。

最初石英脉充填于平移断裂中
,

后来再次发生平

移错动
,

对石英脉所作垂 向切 片的岩组图 图
,

中央有一个极密部
,

属 构造岩 方解石

脉形成之后
,

发生逆断层性质的构造活动
,

从方

解石脉岩组图 图 最密位置的分布规律来

看
,

它是典型的 构造岩组构
,

这证明构造变形

时的滑动线与接触面的倾斜线相一致
。

可以认

为
,

方解石的定向是 由石英绿泥石脉充填之前的

错动所引起的 最后的石英绿泥石脉与围岩有完

整的接触
,

未遭受更晚的构造破坏
。

但最后一次

矿脉所赋存的断裂性质
,

究竟是新生脉动性还是

继承脉动性 山 。 未予阐明
。

上述资料表明
,

成矿期内构造活动是多阶段

的
,

即便沿同一断裂也曾反复遭受过不同方向和

性质的位移
。

更大
,

晶体也较完整
,

光轴更进一步垂直于脉壁

图
。

综合研究说明 最初由于物理化学条件

的急剧变化
,

成矿物质从溶液中析出首先沉淀于

接触面上
,

颖粒细小
,

且排歹怀规则
,

之后
,

由

于成矿断裂的进一步张开
,

成矿物质可以在比较

有利的环境中生长起来
,

这时各个个体按 自己生

长方向而成长
,

但只有垂直脉壁向中心方向生长

者
,

才得到最顺利的发展
,

而其他方 向容易受

隘 上述特征
,

除了矿物结晶的内因以外
,

还有

外部因素
,

一方面需要有构造空间
,

另一方面断

裂必须不断张开
。

矿脉充填阶段的应力状态

前已述及
,

构造的发展过程可分为发生
、

发

展和破坏几个阶段
。

我们认为
,

发生阶段是在水

平运动的挤压应力作用下形成的
,

而发展阶段
、

即张开充填阶段则是在垂直运动上隆作用的拉张

应力下进行的
。

这两个阶段的 力学机制完全不

同
。

下面我们从岩组方面对充填阶段的力学状态

作一分析
。

对充填于压性断裂中的矿脉进行岩组分析表

明 在紧靠脉壁处
,

矿物颗粒很细
,

石英光轴密

集不大明显 稍向脉内
,

颗粒变粗
,

光轴具有一

定规律性
,

多与脉壁垂直 再向脉中心
,

则颗粒

圈 矿脉石英光轴圈

平行脉璧切片
,

次侧定
,

一 一 一

对充填于斜向断裂的矿脉所作岩组分析
,

发

现其中矿物生长有很有意义的现象
。

一矿床的成

矿断裂是两组斜向共扼剪性断裂
,

以北东向矿脉

为例
,

如果矿物单纯地作垂直脉壁生长
,

岩组图

中极密部应指示与矿脉走向垂直的北西 一南东方

向
。

测量结果 图 表明
,

图中两部分极密部

并不与 面作又妇你的垂向分布
,

而是斜交 面
,

即石英光轴没有反映出矿物垂直脉壁生长特征
,

而主要是平行于南北方向
。

这种组构特点
,

部分

原因可能是剪切作用的影响
,

但主要地是由于南

北方向的拉张作用使斜向断裂不断张开
,

导致矿

物沿这个方向生长而出现定向排列
。

和 研究了断裂

中充填矿物的生长情况与构造应力的关系
,

发现

矿物生长的定向性平行于构造的拉张方向
,

并随



阅 料向犷脉及其岩姐分析田

断裂生成阶段 一断裂张开充坟阶段
, 一刊吸初矿物呈垂直脉壁生长 州艘粉拉张作用

,

断理加宽
,

矿物平行拉张应力

方向排列 一岩组图 由 , 世和侧定
,

水平切片
,

次侧定
,

一 一 一

粉拉张应力的改变而变化
。

由此可见
,

研究矿脉

内都结构和生长情况
,

可以判别断裂张开充填时

的构造应力方向
。

综上所述
,

使我们有理由认为
,

矿脉的充填

阶段是在断裂生成之后
,

必定有一种构造的拉张

作用才能促使断裂不断张开
,

为矿液的运移和沉

淀提供良好的空间场所
。

成矿后构造

岩组分析对成矿后断裂构造的研究效果良

好
。

配合宏观标志可以准确判定构造活动的错动

方向
、

性质和规律性
,

这对勘探及采掘工作都大

有裨益
我们曾对不同性质的成矿后断裂进行了岩组

分析
,

结果验证了野外观察的判断
,

对寻找被错

动的矿体起了良好作用
。

需要指出的是 定向标

本应选自矿脉的破裂面上
,

以避开前期构造活动

的影响 同时注意区分矿物原生定向结构
。

如果

标本取自围岩
,

则要注意早期构造活动残留下来

所反映的痕迹
。

对于解决矿体动力变质问题
,

岩组分析有很

大作用
。

我们在研究西北火山岩型多金属矿床

时
,

对矿脉内和其围岩进行了岩组分析
,

结果都

具有相似的构造岩组构
,

表明矿体与围岩一起都

已遭受后期的动力变质作用
。

成矿构造的发展和转化

成矿构造的发生和发展往往是一个相对长的

历史过程
,

每一阶段的应力状态不同
,

所表现的

力学性质也各异
,

它们是发展的
、

演化的
。

因

此
,

要从历史的观点和力学的观点进行详细的探

讨
,

以便恢复矿田构造的形成过程
,

解释其发展

规律
。

在我们研究过的矿 田中
,

有很多这样的例

子
。

在塔山矿田中
,

近东西走向的 褶皱及其伴生

的断裂构造属基础构造
,

它们控制着矿田
、

岩体

及岩脉的分布
。

岩脉期构造主要表现为北西向右

型和北东向左型两组共扼剪性断裂
。

对岩脉期构

造进行岩组分析
,

可见沿岩脉断裂走向方向出现

两部分石英光轴极密部 图 ⑧
,

这种组构是

典型的 构造岩所特有
。

由于原来围岩中的石英

光轴是均一无定向排列的
,

所以可以判断该岩组

图所反映的特征是受水平剪应力所引起的
,

这就

证实了岩脉断裂是水平错动的平移断层
。

成矿构

造与岩脉在空间上重合一致
,

仍以上述北西向者

为例说明
,

在岩脉形成之后
,

沿岩脉接触界面重

新发生了构造活动
,

但它不是剪切性质
,

而是张

剪性质
。

于所作水平切片石英光轴图 图 ⑩



中
,

可见在断裂投影线的南半部有一个极密部
,

其

位置与残留察良的方位及其他宏观观察相吻合
,

证明成矿断裂的运动线是倾斜的
,

属平移正断层

性质
。

值得注意的是
,

沿成矿断裂投影线的两端

有一个次极密
,

联系上面所分析的岩脉断裂组构

图
,

可以认为
,

这个次极密是岩脉断裂形成时石

英定向残留的反映
。

表明围岩中的石英在早期受

水平剪切作用发生过水平的定向排列
,

而在成矿

构造形成时又遭受平移正断层的构造应力
,

引起

多数石英顺粒的重新排列
,

但不足以完全抹去原

来水平排列的痕迹
,

因此
,

这个组构既在主要方

面表现了成矿构造的应力状态
,

又在次要方面反

映了岩脉构造的残迹
,

所以它具有两重性
,

即后

来构造的登加改造
。

可见
,

成矿构造和岩脉断裂

在产状上虽然一致
,

但它们是不同时期
、

不同应

力状态下形成的
。

圈 岩脉期和成矿期断暇岩姐图

①一岩脉期圈岩石英光轴图
,

水平切片
,

次侧定
, 。 一 一 一 一 一 ②一成矿期团岩石英光轴图

,

水平切片
,

,

次侧定
,

一 一 一 一 左图是岩脉及其支脉的组合情况
,

粗燕线为矿眯

充填于该成矿断裂系统中的矿脉
,

根据相互 断层在矿田内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它是长期发

关系
,

划分了四次矿化阶段
。

分别对它们进行岩 展演化的产物
。

对断层形成时的岩组分析表明
,

组分析
,

结果发现矿物的垂直生长特征或均一性 石英光轴密度等值线总体展布与断裂走向一致
,

组构不属于构造岩
。

如此
,

成矿期内的构造活动 极密部落在 面上
,

向西南倾伏
“

图 。 。

只表现为一再张开和矿液的沉淀
,

这种继承脉动 说明断裂的力学性质在形成时主要表现为压性
,

性往往不足以引起两侧石英的定向排列
。

即在北西一南东方向挤压应力作用下形成背斜时

成矿后构造活动
,

沿北西向发生右型剪切错 出现的逆断层
。

由于背斜向北东倾伏
,

因此
,

断

动
,

使各阶段矿脉都受到破坏
,

其情况与岩脉期 面上的运动线方向相应改变
,

从而出现右型斜冲

断裂相似
。

的特征
。

上述是属于控岩的基础构造
。

在成矿构

综合前述
,

可见矿田构造的发生发展经历了 造期
,

断裂再次活动
,

这时表现为右型剪性特

只个长期
、

多阶段的演化过程
。

即使同一断裂系 征
,

岩组图中沿 面出现两部分对称的密集中

统在岩脉期
、

成矿期
、

成矿期内和成矿后的产状 心
,

而与北东向共扼的北西向断裂也反映出类似

在空间上表现了重合性
,

但它们在不同时期
,

应 的特征 图
。

成矿构造期压应力的方向为

力状态不同
,

性质也不一样
。

在塔山矿田中由早 北西西‘南东东
。

期的剪性 岩脉期
,

然后为张剪性 成矿期
、

在成矿期内
,

由于构翻勺再生脉动性
,

先后

张性 成矿期内
,

最后又为剪性 成矿后
。

又发生了两次构造活动
,

它们的压应力基本没有

皖南一矿田的北东向断裂是纵向逆断层
,

其 改变方位
,

所以北东向的断裂一再发生右型剪切

上盘有燕山期石英闪长岩产出 亿年
,

该 错动
,

成矿后又一次发生类似活动
。

如此
,

北东



圈 石英光抽圈

雷世和侧定

一早期压性
,

水平切片
,

次侧定
,

一 一

向断裂的错动距离是越来越大
,

错距是多次平移

错动之和
。

由此可见
,

矿田主要断裂性质的转化

是 压性 压剪性 基础构造 一右型剪性 成矿

期 一右型剪性 , 右型剪性 以上成矿期内 一右

型剪性 成矿后
。

断裂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
,

再生脉动性表现十分明显
。

发 展 趋 势

岩组学已发展为介于构造地质学和岩石学之

间的一门分支学科
。

它通过构造岩组的微观定向

规律
,

判别或提供应变规模
、

应力状态
、

运动方

式
、

动力学分析等构造信息推断一定空间范围内

的构造运动的性质和动力性质等
。

因此
,

对变形

岩石和矿物晶体的彬选方位的规律及其形成机制

的研究
,

一直是岩组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

目前
,

国际上仍重视岩组分析和解释的基础研究
,

如岩

石矿物的实验变形
、

天然变形岩的组构
、

天然和

人造岩石矿物的变形机制
。

近年来
,

国外试图建

立起由位错滑移产生优选方位的理论模式
,

因为

晶体的位错滑移是造成晶体变形
、

晶格发育优选

方位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

在新方法新技术方面
,

测定优选方位的技

一晚期剪性
,

水平切片
,

次测定
,

一 一 一 一

术
、

对位错的观察
、

电算技术和物理冶金方法有

较大的进展
。

近年来
,

国外还提出许多测定优选

方位的新技术
,

但目前尚未彻
‘ 。

射线岩组方法有较大进展
。

它是一种利用

射线衍射技术测定岩石中矿物晶粒取向分布的

方法
,

其优点是 ①能够准确而全面的测定岩石

中矿物颗粒的排列分布状况 ②应用范围广
,

无

论一轴晶
、

二轴晶
,

而且不论透明或不透明矿物

均可使用
,

尤其对细小矿物的测定
,

更充分显示

其优越性 ③速度快
、

效率高
,

技术向全自动化

方向发展
,

记录系统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引入
,

使

岩组数据的处理变得更为方便
、

更能适应各种研

究的需要
。

光极图测角器与小型电子计算机配

套
,

并附设有自动绘图设备
,

既可将资料储存
,

又可直接绘出岩组图
。

由上可见
,

射线 岩组

对深入研究矿田构造问题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

方法
。

遗憾的是
,

把岩组运用到矿床领域的研究工

作国内报道甚少
,

进展缓慢
,

这是有待深入探讨

的具有重要实际 意义的课题
。

正是 由于这种原

因
,

本文对岩组在矿田构造的应用加以论述
,

以

期引起重视和对此项工作的开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