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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了国 内 外构造地球 化学的研究现状
,

并讨论 了该学 科的 满 性
。

在此 球础 上

指 出 了这门 竿科今后的 发展趋势
、

构造地津化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
,

于本

世纪 年代初开始在我国出现
,

年代末和 年

代初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

目前
,

国内已有一些该

学科方面的论文发表
,

但还没有专著 国外暂时

还没有在这方面进行专门的研究
,

但在矿床学
、

矿物学
、

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的论文中有些已涉及

到成岩成矿元素由构造应力引起的地球化学行为

及其动力
”

笋研究
。

对一门新的学科而言
,

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

的最终成果是以范畴的形式表现出来
。

肴一门学

科是否成熟
,

就是肴它的范畴是否完整
、

深刻
,

即它是 否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华本概念
,

是否有确

定的类型
,

研究范围 包括研究对象
、

研究方

法和实验手段
。 ·

否则 就不能算是 一门成熟的

学科
。

摹本概念是科学研究范畴的最高形式
,

它规

定了研究的范围
、

研究对象以及寻求适合的研究

途径和手段
、

方法
。

日前
,

构造地球化学还没有

形成一个完整的
、

统一的概念
,

人们对其还存在

不同的理解
。

主要的 认识有

陈国达
、

黄瑞华等人认为
,

所谓构造地球化

学是研究各种构造地质作用与地壳中化学元素的

分配和迁移
、

分散和富集等关系的一门边缘学

科
,

介于构造地质学和 哲求化学之间
。

它的主要

任务是研究地质构造作用与地球化学过程之间
,

也就是运动和物质之间
,

在时间
、

空间和成因上

的关系
,

·

把形成与形变
、

建造与改造统一起来加

以研究
。

地质构造指大地构造运动
、

地壳运动类

型
、

构造单元
、

构造区
、

构造系
、

壳体
、

褶皱
、

断裂
、

裂隙 节理
、

劈理
、

片理等
、

微构造 显

微构造
,

如显微裂隙等 以及火成岩体构造等

地球化学是指地球深部和浅部的物质反应 化学

反应
、

核过程等
,

以及元素的形成
、

分配和迁移
、

分散和富集等
。

根据研究内容和对象
,

他们将构

造 」也球化学研究概括了 个方面的互书睦透
、

互

相关联的内容 ①微构造地球化学 ②裂隙构造

心求化学 ③褶皱构造地味化学 ①断裂构造地

球化学 即火成岩构造地球化学 “ 成矿 构造

地眯化学 深部构造地球化学 嘟 地震构造地球

化学 丝 人地构造地球化学 沁宇宙构造地球化

学 ⑩实验构造地球化学 ⑩应用构造地味化学
。

他们认为 构造地味化学的特点在 于研究物

质组份在构造作用过程中的行为和结果 它是紧

密结合构造研究而进行的地球化学研究
,

构造因

素具有头等的意义 它一方面研究构造作用中的

月红求化学过程
,

另一方面研究地味化学过程所引

起的和反映出的构造作用
。

除了一般的野外和室

内构造地质学
、

地球化学
、

矿物学
、

岩石学
、

矿

床学工作和研究方法外 还辅 以高温高压成岩成

矿模拟实验
。

显然
,

他们注意到 了构造地质作用和物质组

份您求化学行为之间的联系
、

观察描述和实验研

究
,

但没有充分注意到物质组份地球化学行为的

动力学研究
。

丁暄
、

吴学益等也认为构造地球化学是研究

构造作用过程中地壳物质的有方向仁拍勺地球化学

改造和变化规律的科学
,

摧本工作包括两方面的

内容 一方面是确定组成 」似求的化学元素在空间

上的分布和时间 匕约演化 另一方面是探索它们



与构造变形发展的成因关系
,

以及确立地球的基

本结构模型
,

是介于构造地质学和地球化学之间

的边缘学科
。

刘泉清认为
,

构造地球化学就是从研究构造

地球化学行迹出发
,

揭示元素及其同位素在地壳

构造运神中的地球化学变化
,

阐明元素在构造中

的分布分配
、

共生组合
、

迁移富集的规律及其整

个演化历史
,

最后揭示构造地球化学异常的形成

以及地壳构造运动的发展历史
。

所谓构造润如求化

学行迹系指与构造地质作用有关的地球 化 学 异

常
。

显然
,

他注意到了地球化学异常与构造的关

系
,

但没有注意到构造动力对地球化学异常形成

的驱动作用
,

即没有注意到构造地球化学动力学

问题
。

王德孚认为
,

构造地球化学是大地构造学和

地球化学之间的渗透学科
。

它的基本规律是遵循

增加压力就提高物质的溶解度和熔点
,

降低压力

就降低物质的溶解度和熔点的原理
。

因此
,

对构

造地球化学而言
,

需要分析三个基本因素 力
、

热和水
。

他从宏观上注意到了大地构造及其动力

包括水
、

热对构造的影响和作用 对化学元素活

动的影响及构造阶段与成矿的关系
,

但忽略了从

中等尺度和微观上对构造作用与化学元素地球化

学行为之间的关系
,

以及化学元素本身的地球化

学性质所决定了的在构造作用过程中的行为研

究
,

而这方面又恰恰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
。

按照杨开庆的理解
,

构造地球化学应研究地

壳物质在构造动力调整作用中地球化学作用的一

些表现 润如东化学作用与构造运动几乎是同时产

生的 ①岩浆在结品时
,

按不同应力作用强度形

成不同的岩石
、

矿物组合的建造或岩相 ②固态

岩石在形变时
,

使原有岩石
、

矿物成分重新组合

成新的岩石
、

矿物组合的建造或岩相
。

实际上
,

这是一个由于构造动力作用引起的岩石
、

矿物物

质调整或重新调整并产生新的矿物或岩相的动力

成岩成矿过程
。

物质调整在应力梯度一定时
,

主

要取决于元素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

应力梯度

与物质的质和量的递变性的对应关系
。

构造作用

不仅控制物质的分布
,

而且对物质的形成亦有一

定的控制作用
。

他注意到了构造动力作用与地味

化学作用的同步性
,

抓住了构造地球化学钓本质

问题
,

但却忽略了由地球化学作用的表现去反映

构造地质作用
。

王功洛则不完全赞同构造地球 化学这一提

法
,

认为它容易使人产生
“

构造 十 地球化学
”

的

错觉气奴畴化学 特别是成矿作用地味化学 当

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动力作用机制与过程问题

如果将构造地质学扩大成
“

地球动力学
” ,

那么它

与地球化学这门学科之间交叉渗透形成的另一门

新兴边缘学科应该是
“ 」邺求化学动力学

” ,

而不是

构造地味化学
。

显然
,

他把构造地球化学纳入到 了地球化学

中去解决地球化学至今所没有解以泊勺问题
,

一方

面模糊了构造 」也球化学与地球化学之间的分野
,

另一方面没有注意到构造地球化学对构造地质作

用的反映和帮助普查找矿勘探的现实作用
。

诚然

构造地球化学也存在动力学问题
,

但这个问题并

非很简单
。

根据构造地味化学的特性
,

我们以为
,

在它的动力学问题上应该明白三个方面 第一
,

化学元素及其化合物在地质作用过程中
,

因相态

的转变
、

平衡的破坏或其他 物理化学条件的破

坏
,

由自身系统蕴藏的反应能成为动力
,

这是地

球化学要探讨的动力学问题
,

构造地球化学也要

探讨
。

第二
,

化学元素在构造应力作用下
,

被动

地被驱赶到适当的空间重就位
,

其中没有或没有

明显的 自身反应能成分
,

构造应力或应力梯度是

动力
。

第三
,

在构造应力或应力梯度与自身化学

能的共同作用下 实际上
,

在构造地味化学作用

过程中
,

二者是同步的 北学元素发当工移
,

重

就位
、

富集
,

这两种动力的同步联合作用才是构

造地球化学作用的真正动力
,

是构造地球化学研

究在动力学问题上要探索的最终境界
。

显然
,

它

不同于地球化学动力学问题
,

前者高于后者
,

具

有更高度的概括性
。

金王兴等侄认为
,

与各种地质作用有关的 地

壳运动和构造活动中相伴随的地球 化学作用
,

①这种错觉在 目前来说还相当普遍

② 《吉林地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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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构造地球化学要探索和研究的主要方面 研究

的目的和任务可 以概括为 ①探索化学元素时间

空间分布规律与地壳构造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

为基橇地质服务
。

②研究构造运动过程中
,

成矿

元素和重要指示元素集中
、

分散的趋势
、

迁移规

律
,

进而寻找能富集的时间和空间
,

为研究成矿

规律
、

寻找深部盲矿体和矿产预测服务
。

③根据

构造 」也球化学模式和标志
,

对构造空间展布
、

构

造类型的区分
,

进而发现隐伏构造
,

以及探寻地

壳发展规律等
,

摸索新的途径
。

由此看来
,

他们

注意了构造对物质在时空方面的控制作用
,

探
一

寻

时空分布规律
,

并反过来研究构造
,

但仍没有注

意到物质在构造作用的影响和控制下
,

」也味什梦笋

行为的动力学过程和机制的研究
。

章崇真认为 构造地球化学是构造地质学和

」也味化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

是以构造地质学为基

础
,

运用地球化学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具有不同地

质构造发展历史和地质结构的构造单元
,

以及在

不同力学性质的构造力作用
一

「
,

或具有不同运动

型式的构造形迹在发生变形的过程中的地味化学

特征
、

地球化学作用过程和机制
,

研究地壳运动

和原子
、

离子运动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
。

根据研

究的对象和范围将其分为 天体构造地味化学
、

大地构造妇妇求化学
、

矿田构造 」也球化学和小构造

褶皱和断裂 地球化学
。

单纯与火山活动
、

岩

浆侵入
、

岩浆或矿液的演化以及变质作用
、

沉积

作用等有关的月如求化学作用
,

均不属于构造少侈求

化学的研究范畴
。

可以说
,

他注意了改造过程中

构造地球化学的研究
,

但忽视了建造过程中构造

地球化学的研究
。

综上所述
,

已有的认识大多只注意了一方面

的研究
,

忽略了另一方面的研究
。

还有一些生产

单位的同志则干脆停留在构造行迹与化探异常的

对应关系上
。

这都说明
,

构造妇断求化学还处在萌

芽阶段
,

还没有形成确定的范畴
,

因而也不可能

有确定的和系统的研究方法
。

目前
,

许多同仁使

用的是
“

构造地质学 地球化学
”

的方法
,

甚至

有些同仁使用纯地球化学的手段
,

然后利用构造

地质学的资料往上套
。

实际上
,

构造地眯化学决

不会完全是构造地质学与月如求化学机械结合的产

物
,

应有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
。

研究方法必然要在基本概念产生以后才能诞

生
。

我们以为
,

先要对构造地球化学这门学科的

性质归属有了正确的认识后
,

才能提出构造地球

化学的基本概念
。

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
,

根据学科本身的特

点
,

一般将学科分属于理论性学科 如数学
、

物

理学
、

化学等
,

技术实验性学科 如机械
、

工程
、

采矿等 和观察描述性学科 如经典地质学
、

地

理学
、

植物学等
。

地球科学发展到今天
,

其属性

是否改变或部分改变呢 我们以为
,

回答应该是

肯定的
。

在 世纪经典地质学阶段
,

限于对野外

地质现象进行直现狗观察描述
,

经过整理做出一

些简单的逻辑推断
,

到了近代地质学阶段
,

有的

分支学科已开始使用物理
、

化学
、

力学等学科的

实验方法来辅助研究
,

特别是现阶段
,

各种先进

的实验方法相继使用到地质学研究中来
,

大大改

观了地质学的研究方法
,

使地质学从纯粹的观察

描述性学科发展到了具有三重性
,

既具有观察描

述的属性
,

又具有理论性和技术实验性的属性
。

当然
,

有的分支学科仍然只能有二重性
,

即理论

性和观察描述性
,

如古生物学
、

地层学
、

地史学
。

无疑
,

构造润如求化学是具有三重属性的
。

因

此
,

构造地球化学不但要研究物质组份在构造环

境中的建造
、

改造特征及其规律
,

而且还要探讨

建造和改造特征及规律的行为过程和动力学问

题
。

前者是 知其然
,

是形式
,

后者是知其所以

然
,

是内容
。

这样
,

不妨可以把构造地球化学定义

为研究各种构造环境中地壳化学元素的分配和

迁移
、

分散和富集的特征
、

规律及其过程和动力

学机制的一门边缘学科
,

介于构造地质学和地球

化学之间 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构造环境下
,

建

造中的成岩成矿物质组份和改造过程中成岩成矿

物质组份
,

由构造动力调整分异所形成的时空特

征
、

规律及其动力学问题
。

它的研究方法包括野

外和室内两部分
。

野外工作应在深入的构造地质

学研究基础 」注行地球化学研究 室内工作除了

岩石学
、

矿物学
、

矿相学等工作外
,

最好辅 以高

温高压成岩成矿模拟实验
。

宏观上的研究依靠大



区域的地球化学资料和构造地质学资料的研究
,

微观上则可以使用电子显微镜观察构造地球化学

现象
。

实际上
,

构造地球化学所要求的基本理论

已经形成
,

分散在岩石学
、

矿物学
、

结晶学和构造

地质学
、

地球化学中
,

只要根据构造地球化学的

研究对象
、

目的和特有的研究方法
,

把已有的理

论系统化就可以形成基本原理
。

我们以为
,

研究

不同离子半径
、

电价
、

电负性
、

亲和能
、

内聚能
、

电离能
、

比重
、

体积及形成化合物
、

进入矿物晶

格类型等习性的元素在不同构造环境下的地哮化

学行为
,

是最基本的
,

然后
,

特征和规律就能顺

理成章地综合出来
。

否则
,

只停留在特征和规律

的探讨上
,

仅仅是讨论了形式或结果
,

并没有深

化到内容或原因等本质的方面
,

总结出来的特征

和规律无异于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

构造地球化学还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处在发展

中的学科
,

归纳起来
,

今后应在以下几方面做

工作
〔 深部物质系统是成岩成矿物质的主要来

源
,

结合深部构造地质学和物周寅化的研究
,

加

强深部构造地球化学的研究
。

注意吸收现代物理学
、

化学
,

特别是物

理化学的理论
,

丰富构造地球化学的理论
,

开拓

新的思路和视野
。

注意应用系统论和信息论
,

结合成岩成

矿过程进行研究
,

对成岩成矿作用过程中的矿物
、

岩石
、

构造
、

元素变异等方面的各种信息反映建

立统一的
、

综合的
、

多元素的信息系统 并注意

建立成岩成矿的构造地啡化学晕模式
。

加强实验构造地球化学方面的研究
,

为

野外工作资料的正确解释提供实验资料
。

加强应用方面的研究
。

归根到底
,

构造

」也球化学研究的 目的之一是指导找矿勘探和矿床

评价
。

加强构造月嘛化学编图方法的研究
。

这

对系统地开展构造地球化学研究和在理论上
、

实

际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

也是构造地球化学研究有

效的方法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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