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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洛南蓟县系一寒武系变形变质研究

曲 国 胜

北京大学地质系 )

本文主要通过呀外对断裂带糜徒岩
、

劈理的观酗和室内对变质犷物的光学测定
,

确定洛南地区蓟县系

冯家湾组一寒武系发育三条韧性剪切推厦析层
,

一条韧性剪切推覆带
,

一个倒转向斜和一个倒转背斜
,

变

形期为晚加里东期
,

华力西期
、

后华力西期
。

前
一〕一

目

东秦岭北坡蓟县系一寒武系呈近东西向带状分布于陕西商县
、

洛南
、

河南卢氏
、

栗

川等地
,

为中朝准地台南部稳定陆缘沉积建造 ( 黄汲清等
, 1 9 8 。)

,

多年来本区争论的

焦点为陶湾群及其相关地层的归属问题 (王作勋
, 1 9 8 0 , 1 9 8 4 ; 张秋生等

, 1 9 8。 )
。

本

文对陕西洛南县以东柏峪寺一灵 口一带陶湾群 以北的蓟县系一寒武系构造变形及变质特

征进行研究
,

发现了控制震旦系罗圈组一寒武系倒转向斜
’)发育的三条韧性推覆断层 和

一条韧性剪切带
,

初步确定了 由震旦系罗圈组一寒武系组成的推覆构造
。

研究区地层系统完整 ( 表 1 ) ( 王作勋
,

1 9 8 0 , 1 9 8 二; 张秋生等
, 1 9 5 0 )

,

为 低 绿

片岩相的浅变质岩区
,

火 山作用不发育
。

表 1

⋯
一Zl上 统

寒 武 系

惘峪组毛
3 w y

上楼村组毛2 12

下楼村组色 11

震 旦 系

蓟 县 系

下 统

罗圈组

大庄组

冯家湾组

一
、

震旦系罗圈组一寒武系变形变质特征

1
.

分布与组成

由震旦系罗圈组一寒武系组成的复式倒转向斜分布于柏峪寺至灵 口一 带
,

枢 纽 走

l ) 前人称为楼村向斜
、

石门川向斜或孤山村向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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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西西
,

且向西倾伏
,

其边界及内部发育一系列韧性推覆断层和韧性剪切带 (郑亚东

等
, 1 9 8 6 )

,

致使复式倒转向斜支离破碎 ( 图 1 )
,

断裂系命名如下
: 1

断层 ( F :

) ; 2
.

韩井韧性推覆断层 ( F :
) ; 3

.

柏韩韧性剪切带 ( F 。
) ;

覆断层 ( F ‘

) ( 图2 )
。

.

狼磨韧性 推 覆

4
.

沙河韧 性 推

一
~ ~ 、一一一一一乙一~ ~

.

一一一一
一 ~ .

一
一

一

图1 柏峪寺一灵口地质构造略图

渔
河

韩

妙
水
脾

图2 页山河剖面

2
.

变形构造分述

( 1 ) 狼磨韧性推覆断层 ( F ,
)

分布于狼沟 口一水磨一线
,

区域上规模大
,

整体为北西西一南东东或东一西走向
,

断层面 向北缓倾
,

呈波状起伏
,

倾角 O一30
。 。

上盘罗圈组泥质千枚岩
,

局部石英砾岩板

岩与下盘大庄组含砾灰岩
、

硅质灰岩或炭质
、

炭硅质板岩接触
。

沿断层 带发 育 泥 炭 质

及 炭质片岩
,

厚约1一 Zm
。

断层上盘 由远离到近断层 带处
, S 一 c 磨棱 岩 ( Li

st e r , G
.

s
.

a n d A
.

W
.

S n o k e ,
2 9 8 4 )发育强度逐渐增加 (表2 )

, S 面由石英或少量绢云母组成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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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由绢云母或少量石英
、

方解石 ( 图 3 ) 组成
,

剪切角e 二 S 八C 的变化反映了剪切变形强

度由断带边部向中心逐渐增大
。

表2

一介耳斗一
777一8一 1 111

888一1 1一222

777一9一lll

777一9一333一公
S :

滑劈理发育强度由远离断带至中心

也逐渐增强 ( 表3 )
,

在中心部位呈 小 剪

切带 ( 照片 1 ) 或使5 2

流劈理 ( 图4 ) 呈卷

发式 ( 对应于宏观上弹簧式 ) 褶曲 (张秋

生等
, 2 9 5 0 )

。

专 图 3 标本7
一
8
一
8

,

S兰C素描
,

正交偏光
,

10 x 10
,

S由石英
、

绢云母组成
,

C 由绢云母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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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标 本 号

7 一 7 一 9

7 一8 一 1

7
一
8
一
7

7 一 8 一 9

中
J
廿

8 一 1 1 一 1

7 一8 一 1 1

7 一9 一 1

S : 发育及使5 1劈理变形程度

5 2
劈理基本不发育

,

5 1劈理无变形
.

5 2

劈理发育
,

5 1劈理无变形

S :
劈理发育

,

5 1劈理 呈波状起伏
。

5 2 劈理发育
,

5 1劈理起伏程度增大
.

5 2
劈理呈小剪切带

,

5 1劈理呈卷发状褶曲
,

S 之劈理发育
,

5 1劈理呈波状或卷发状褶曲
.

5 2

劈理不发育
,

5 1劈理发育
,

无变形
.

奋.
.
.....

1!

下盘

( 2 ) 韩井韧性推覆断层 ( F : )

分布于柏峪寺南一韩村一井沟一线
,

断层带规模大
,

走向北西西一南东东或近东西
,

兰兰绘洲
一 ’6 。

。

一一

镰镰瓤舀
老

2 凡
··

仁
,

叩m

图5 韩村北沟内F :

断层特征

断面向北缓倾
,

倾角。一 50
“ 。

该断带由二条

时合时离的断层组成 (图 5 )
,

主断面上盘

为寒武系下统厚层灰岩或部分罗圈组千枚

岩
,

下盘为罗圈组千枚岩
, 次断面上盘为

中寒武统下楼村组千枚岩及部分下寒武统

灰岩
,

下盘为下寒武统厚层灰岩或部分罗

圈组千枚岩
。

受二断层联合作用的影响
,

下寒武统厚层灰岩大量缺失
,

区域上灰岩

块体呈串珠状分布
,

单个灰岩断片呈透镜

状产出
。

沿主断面多出现一层厚几米至 ]
_

m 的炭质片岩层(S
,
)

,

且片岩再褶曲
。

在韩村主断带

中
, S ,

流劈理近直立呈弹簧式小褶曲
, S :

滑劈理近水平
,

构造透镜体发育 (图 5 )
,

近 南北

向赤铁矿拉伸线理随S ,

流劈理面弯曲而起伏
。

显微变形以生物碎屑强烈变形拉长 ( 照片

表 4

标 本 号 ! 剪切角 剪切 值 ! 岩 性 及 矿 物 变 形

哥⋯习习7 一6 一 6 (2 )

7 一6 一 19

7 · 6一 18

7 一 6 一 1 7 OOO
...

+ o000

三二竺二2二
一一

}二⋯兰-二二卫一
-

{里二 }止竺趾
7 一 7 一4 } }

生物灰岩
,

化石与方解石无变形
.

生物灰岩
,

化石 与方解石略具变形
.

生物灰岩
,

化石与方解石变形强
,

变形化石长 / 短 = 3 ’ 1

生物灰岩
,

化石与方解石强烈变形
,

变形化石长/ 短 = 25
’ 1

千糜岩
,

5 1劈理呈卷发式褶曲
,

重结晶石英充填其中
.

千糜岩
,

石英 强烈变形
,

与绢云母同向
,

具铁质混染
。

千枚糜棱岩
,

具S
一

C构造
,

石英集合体变形弱
.

千枚岩
,

略具 S
一
C构造

,

s ,
劈理略呈波状起伏

。

千枚岩
,

不具S
一

C构造
,

沉积韵律可见
,

石英具定向
.

\一|11111下工!1l!1|

中心

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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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泥质千糜岩
、

S 一 C糜棱岩发育为特征
。

由断带上盘、中心、下盘
,

韧性变形 强 度

( 表 4 ) 表现为
,

未变形灰岩
一 , 千糜岩”千枚岩

,

呈由弱到强
,

再由强到弱的规 律 性
。

然而受岩性及断裂部位的控制
,

变形强度的递变表现为不对称性
,

即断层中心带偏近于

上盘
。

次断带较窄
,

儿乎米引起灰岩 的变形
。

在主
、

次断带并合处
,

构造片岩中方解石

颗粒变形呈眼球状或呈小的剪切带
。

( 3 ) 柏韩韧性剪切带 ( F 。
)

呈东西向分布于柏峪寺一韩村北一线
,

发育在中寒武统下楼村组泥质岩 中
,

与F : 、

F Z

近于平行
,

以由中心高应变带向两侧对称递减
,

无明显断面和地层的不连续 为 典 型

特征 (表 5 )
, S

一

C糜棱岩
,

普遍发育的近南北向拉伸线理 (照片3 ) 为该 剪 切 带 的 重

要鉴别标志
。

S 、

劈理极发育
,

产状O
“

乙3 0
“

一 2 0
”

乙 4 0
“ ,

剪切带中心 S A C = 0
。 。

表 5

谧犷
、_

⋯标 本 号 }剪切角 岩 性 及 矿 物 变 形

北 o m

一
一 一一

一
{

6 一 2 4 一
5 一

⋯竺到_
6 一2 4 一6

6 一2 4 一7 1

6 一
2 4 一8 1 1 8

.

7 5 3

+ co

中心
6 一2 5 一 2

6 一2 5 一4
⋯二

一

⋯竺7
.

{ 8
·

0 2 2 ’

南2 5 0 m

{ 6 一2 5 一 6

}
6 一2 5 一 8

} 6一 2 5 一 9

结晶灰岩
,

方解石略具变形
,

定向
.

千枚岩
,

发育两组切剪面
,

略变形
,

定向
.

千枚岩
,

石英
、

绢云母定向排列
,

磁铁矿发育
。

千枚岩
,

S
一

C 糜棱岩构造发育
。

千糜岩
、

石英
、

绢云母强烈变形
,

同向排列
,

赤铁矿拉 伸线理

极发育
,

其 X / Z 澎20
’ 1

千枚糜棱岩
,

石英
、

绢 云母
、

赤铁矿弧烈拉长
,

定向
。

千枚岩
,

除石英
、

绢云母
、

赤铁矿拉 伸线理外
,

方解石增多
,

且变形
。

千枚岩
,

呈雪球状的赤铁矿具石英压力影
。

方解石构造片岩
,

方解石呈眼球状
、

条带状强烈拉长
,

定向
近F Z断带

( 4 ) 沙河韧性推覆断层 ( F ‘

)

由位于洛河南岸的沙河 口 ( F二及位于洛河北岸河 口村一带 ( F 二) 两部分断带组成
。

F之上盘 由罗圈组泥质板岩
、

千枚岩组成
,

下盘 由罗圈组千枚岩及大庄组硅质岩 组成
。

F 呈上盘 由呈平卧褶曲的罗圈组组成
,

下盘 由呈弹簧式褶曲的大庄组炭质板岩
、

炭 硅 质

板岩
、

含砾灰岩及硅质灰岩 (照片4 ) 组成
。

宏观上三者均以断层崖
、

断带内发育的拖 褶

皱
、

劈理及拉伸线理等为特征
,

微观上 以S一C糜棱岩
、

构造片岩
、

千糜岩为断带特 征
。

综
_

L所述
,

韧性断裂系可分为以下变形期
。 ’

第一期
,

韧性变形阶段
:

韧性断裂系普遍发育构造片岩
、

千糜岩
、

C
一

S糜棱 岩
,

近

南北 向矿物拉伸线理
, F之形成轴面平 行 断面的拖褶皱

, F ,
及 F二断带片岩中均可 见 下

移大庄组缤云母角砾
,

证实了大庄组在断裂 系 活动之前已经遭受了变形变质
。

S 一 C 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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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棱岩构造
,

变形砾石的压力影 ( F , )
,

呈雪 球状变形的石英集合体 ( F 3
)

,

绢云母角

砾 的石英压力影 ( F乏)
、

不对称拖褶皱 ( F戈)
,

石英光轴组构等指示了F , (图 6)
、

F
: 、

F 。 、

F 屯(图 7)
、

F 乏近于 由北向南的韧性剪切 推 覆作用
。

14 0
‘

一
尸咨产二
还犷

15 0
。侧‘. ‘

图6 水磨石英砾石压力影 图7 标本6- 2 卜10 素描图
,

正交偏光
,

10 x

10
,

S一C为糜棱岩构造

Q
:

石英 , S e :

绢云母 , 1 :

赤铁矿拉伸线理

第二期
,

韧性一半韧性变形阶段
: F J
近水平S :

滑劈理的形成
,

使上盘罗圈组千枚岩 S ,

流劈理形成弹簧式褶曲及断带碎裂片岩带
; F :

断带内S :

流劈理及炭质片岩再 褶 曲
,

形成

近水平的5 2

滑劈理及构造透镜体
; F 乏的S :

滑劈理发育使断带上盘形成平卧褶皱 ; F 二的

罗圈组与大庄组间形成断层角砾岩带及破碎带
。

而F 。 、

F二的罗圈组间断裂停止活动
。

断

带内5 2

滑劈理与S ,

流劈理 的相互切割关系及构造透镜体指示了F , 、

F Z 、

F二
、

F乏近于 由

北向南的剪切推覆作用
。

( 5 ) 倒转向斜简述

倒转向斜呈东西向狭长带状分布于洛河两岸
,

由寒武系及震旦系罗圈组组成
,

受上

述断裂系控制
,

向斜两翼发育不完整
,

支离破碎
,

表现为一整体枢纽走向近东一西
,

向

西或北西西倾伏
,

轴面北倾
,

底面受韧性推覆断层控制的复式倒转向斜
。

倒转向斜经历

三期变形
,

前二 期以韧性变形为主
,

第三期为开阔的褶皱
。

第一期
,

韧性变形阶段
:

正常翼罗圈组以剪切作用为主
,

广泛发育Sl 流 劈 理
,

近

F , 、

F Z

断层带或远离的某些部位
,

, C糜棱岩
、

矿物拉伸线理发育
,

而S 。

无根钩小 褶 曲

仅局部可见 ; 下寒武统灰岩呈透镜状产出
,

薄层灰岩中小褶曲发育
,

厚层灰岩 多 无 变

形
。

倒转翼罗圈组及下寒武统灰岩以挤压褶皱作用为主
,

发育紧密褶曲
、

尖棱状紧密褶

曲及S 。

的无根钩褶曲
,

千枚岩中S ,

板劈理发育
,

产状 3 5 。
“

乙30
“

一 3。
。

乙48
“ 。

中寒武 统

下楼村组泥质岩中发育柏韩 ( F 。 ) 韧性剪切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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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

韧一半韧性变形阶段
:

正常翼罗圈组S :

滑劈理近水平
,

多为向北缓倾
,

倾

角。
。

一20
” ,

局部受推覆断层影响而向东
、

东南缓倾
,

近F , , S ;

流劈理呈近直立弹簧 式

褶曲
。

倒转翼 S :

滑 ( 轴 ) 劈理发育 (照片5 )
,

产状3 5。
“

乙20
”

一 4 0
“

乙 30
。 。

中寒武统 泥

质岩
、

灰岩组成倒转向斜核部
,

如葫芦沟北 ( 图8 )
、

柏峪寺北等地
, S :

轴劈理发 育
,

产状o
。

乙o
“

一5 0
。

乙2 5
0 。

综上韧性断裂系与倒转向斜的变形特

征
,

可以看出
:
在空间上

,
S ;
流劈理的发

育强度与韧性断裂系的早期活动存在着递

变关系
, S :

滑劈理与轴劈理的发育强度与

韧性断裂系晚期活动也存在着递变关系
,

在时间上
,

两 期摺皱作用的同时都伴有断

裂系的推覆活动
,

即二者为褶 皱 冲 断 关

系
。

图8 葫芦沟一桥沟倒转向斜转折端

3
.

变质作用

( 1 ) 变质矿物组合

泥质岩变质矿物组合为
:

石英
一

绢云母
一

绿泥石
一

赤 (磁 ) 铁矿
,

伴随S ;
产生的 变 质

矿物为绢云母
、

绿泥石
、

磁铁矿
。

石英以变形为主
,

几乎无重结晶石英出现
,

碳酸盐岩

仅为结晶灰岩
。

( 2 ) 温压条件估计

对柏韩韧性剪切带中心千糜岩中绢云母单矿物X 光测 b 。

值
,

结 果
: b 。 = 9

.

0 2 4 o A和

b
。 = 9

.

o 1 2 oA
,

属中压型 ( 均在 9
.

0 00 一9
.

火。入范 围内 ) 区域变质 ( 张需爱等
, 1 9 8 3 )

,

结合变质矿物组合
,

可断定该剪切带形成时的温压条件为 中压型变质相系的葡萄石一绿

纤石相变质 ( 贺同 兴 等
, 2 9 5 0 )

。

T : 2 0 0
0

一 工oo oC
, P : 3一 5 火 1 0 ”k p a ,

最高 可 达 z

x 1 0
5 kPa

。

透射电镜下各带变形石英位错的普遍存在
,

也证实了变形是在较高温
、

压条

件下的韧性变形 (李林等
, 1 9 8 理)

。

二
、

蓟县系冯家湾组一震旦系大庄组变形变质特征

1
.

区域分布与构造变形

大庄组呈带状分布于倒转向斜南北两侧
,

受上述断层系影响
,

含砾灰岩
、

硅质灰岩

呈断续分布
,

北侧多出露硅质灰岩
,

南侧多出露硅质灰岩
、

含砾灰岩及炭硅质板岩
。

两

侧地层的S 。

层理均表现为弹簧式摺皱
,

且褶皱规模及式样受岩性及层厚控制
。

在向斜北

侧
,

弹簧式褶曲轴面向南陡倾 ( 照片 6 )
,

在向斜南侧则北倾 ( 图9 )
,

不对称小褶皱指

示了页山河水磨一带大庄组地层 由北向南变新
。

5 1

板劈理仅发育在炭硅质及炭 质 板 岩

中
, 5 2

滑劈理仅发育在断带 ( F 孟
) 内

, S :

破劈理局部可见
。

微观上S 。

层理普遍呈 卷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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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2 1
-

韧性断裂系各带的石英光轴组构均为似斜方与单斜对称 (除剪切带边部 )
,

反映了以剪切

为主带有挤压分量的变形机制
。

大庄组一冯家湾组石英光轴组构均为斜方对称与似斜方

对称
,

反映了 以挤压褶皱为主的压扁机制
。

表6 变形鲡粒
、

砾石三维有限应变分析结果对比

倾向

7 1
.

2 4
.

1 8 0
.

9 8
.

2 78
.

0 .

2 9 9
.

8
.

1 8 9
.

0
.

9 6
.

7
.

1 8 9
.

5 .

30 7
.

0
.

5 5
.

8 .

18 6
.

6 .

2 7 9
.

6
.

1 1
.

3 3
.

倾方 相对长度
毕够径}
l 仁R ) {

应变程度
(

r
)

对数
Flin n 其它地质测量数据
指数(K )

量)缩肠压(

5 7
.

5 1

。
.

5 :

⋯ ⋯ ⋯ ⋯

12
.

14
.

3
,

5 2 0 60 5
.

6 6 5 7
.

5 7 3

中寒武统缅状灰岩 5 1 劈理产

状
: 1 ’

乙 22
. ,

千枚岩中赤
、

磁

铁矿拉伸线理产状
。3 5 8 .

么 15
’

竺二兰⋯
”

·

6 5

{ 】 } 1 {

—
6 8

。

5 0
.

4 2 9

7
.

9 2
.

5 0 7 1
。

0 9 8 4 4
.

16 3
.

9 0 5 0
.

6 7 6

中寒武统鲡状灰岩 5 1势 理产
状

: 1 1
.

乙22
. ,

千枚岩中赤
、

滋铁矿拉伸线理产状
: 3 5 8 .

乙
1 5 .

19
.

8 1
。

2 3 0

4 4
.

9 3
.

2 9 0

2 4
.

9 4
.

60 3 2
.

2 9 1 8 5
。

9 6
。

15 4 1
。

0 4 2

3 4
.

7 4
.

09 5

5 3
. 0

,

5 8 1

2
.

3 . 4
。

8马3 1
。

7 5 5
8 3

.

4 4 4
。

8 4 7 0
.

7 9 7

3 6
。

8 1
.

9 0 2

O
。

6 6 8

罗圈组千枚岩 5 1劈理产 状
:

1 5
‘

乙 30
‘ ,

S 念
劈理产状

: 3 4 。

乙 1 0
. ,

大庄组含砾灰岩 5 1劳
理产状

:

15
.

乙奶
‘ .

测t 位置
近狼磨(F I) 韧性断层

.

罗圈组千枚岩 5 1
_

终理产毯
:

40
’

么
2 “
五 s飞璧煞了孰述认

1 0 0 2山 1 3 ,

不比扭 曰
_

们‘

林七
5 1剪理产状

,

50
’

么 35
’ .

塑盘
位置近狼磨(F I) 韧 性 断层

。

l
。

3 4 4 7 5
.

14 5
.

7 5 8 8
。

9 2 2

护畏吧黔鞋撬橇霎
霎瞻爱夏叠邵场窿茵酬

3 05
.

3
.

4 3
.

5
.

19 0
.

8 .

1 0
。

9 6
.

62 2 2
。

5 7 8 6
。

5 5 4 0
。

30 1

大庄组炭硅质板岩 5 1 劈理 产
状

:

27
’

么3 3
. ,

灰岩砾岩 5 1

劈理产状
:

20
.

乙36
. ,

测最位
置无断层发育

.

3 6
.

7 3
.

8 9 2

5 3
。

连 0
.

7 Q7

3
.

9 2 3 1
.

8 9 8 8 1
。

8 4
。

0 7 9 0
。

3 7 1

大庄组含砾灰 岩 S t 劈 理 产
状

: 1 1
.

么38 : 砾石中小褶曲
剪切指向由北 西向南东

,

测t

位置无断层发育
.

2
.

4 6 7

0
.

69 4 督磊恕之认暴纂弈
一28.4’一�一�一�

一�一�

2
.

5 9 4 8 6
.

6 2 7
.

7 9 5 1
.

5 9 9
状大理岩 5 . 呈弹簧式褶 皱

,

S :
劈理产状

:

12 。
’

乙3 8 ’ ,

测
量位置近于断层

.

一一轴一轴一轴一一轴轴一一一轴轴轴一一轴轴一轴一轴一轴一轴一轴一轴一轴一一轴轴一轴一轴一轴一一轴轴一一短一长一一中短一长一一中短一长一一中短一长一一中短一一长中一短一长一中一短一长一中一短一长一中一一树么形状岩一树,形状岩一沟入岩砾一磨d岩砾一口南d砾岩一坪东d岩岩一岔口d砾岩一西内冠砾岩一一化毛变鲡灰一化毛变鲡灰一狗口含灰一水z含灰一灵街乙含灰一黄村z加砾一沟佛z含加一沟罗z含灰

四
、

成 因 讨 论

综上所述
,

各带变形
、

变质及测试结果
,

显见震旦系罗圈组一寒武系与蓟县系冯家湾

组一震旦系大庄组在变形期次
、

重结晶程度及变形机制等方面不 同
,

加之二者区域接触

关系均为断层
,

可以得出
;
在区域上统一形成宽缓背向形 ( S 。 ) 之前

,

震旦罗 圈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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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褶曲
,

与宏观上弹簧式褶皱相对应
。

冯家湾组白云岩
、

白云质灰岩分布在

北侧大庄组以北的西峪河
、

李河等地
,

组

成S 。

层理呈轴面北倾的近平 卧倒转背斜
。

图9 水磨硅质灰岩中弹簧式褶皱

2
.

变质作用

大庄组
、

冯家湾组普遍经受一期重结

晶变质作用
。

炭硅质板岩中石英颗粒按大

小及静态重结晶程度分为 ( 1 ) 基质 型
:

变形石英呈极小颗粒出现并与炭质条带同

向排列
。

( 2 ) 同构造脉型
:

重结晶 石 英

呈对劈生长于炭质条带之间
。

在对壁生长

的石英脉 中间有残余的基质型石英 (照片

6 )
,

表明重结晶作用为原地的
。

变质矿物组合
,

同构造脉型及少量基质型 石 英 + 方解

石 + 绢云母 + 炭质条带
。

3
.

期次划分

第一期韧性变形阶段
:
形成大庄组普遍发育的弹簧式 (卷发式 ) 褶皱及冯家湾组近

平卧倒转背斜
,

继之普遍发生重结晶作用
。

第二 期半韧性一脆性阶段
: 形成开阔的背

、

向形构造及5 3

破劈理
。

三
、

变 形 机 制 分 析

1
.

变形鲡拉
、

砾石三维有限应变分析

对变形鲡粒
、

砾石统计数据 ( R a m s e y , J
.

G
.

a n dM
.

L H u k e r , 一9 8 3 ) 进行计算机数

据处理
‘ )分析结果 ( 表 6 ) 为

:

中寒武统鲡状灰岩变形鲡粒与大庄组含砾灰岩变形 砾 石

应变椭球体的长
、

短轴方向不 同
,

前者长轴南北向
,

略向南倾
,

与F 3

中拉 伸 ( a
轴 ) 线

理方向相同 ; 后者长抽均近东西或北西 ( 西 ) 一南东 ( 东 ) 向
,

与区域上大庄组地层弹

簧式褶皱枢纽 ( b轴 ) 走向一致 ; 加之对数F l扭 n
指数所反映的应变状态

,

可得 结 论
:

中寒武统鲡状灰岩变形总体以南北向剪切拉伸机制为主
,

局部可出现济压机制 ; 大庄组

含砾灰岩变形总体以南北向挤压 机制为主
,

局部受断裂影响而表现为剪切拉伸机制
。

2
.

石英光轴组构分析

对倒转向斜韧性 断裂系中各带变形石英及大庄组一冯家湾组重结晶石英进行组构测

定
,

其组构类型可分为
:

(1) 单斜对称型
,

以剪切机制为主
。

(2) 斜方对称型
,

以压扁 机 制

为主
。

(3) 似斜方对称型
,

兼有剪切与压扁两种机制
。

各带组构类型反映出
,

倒转向斜
,

1 )计算程序由北京大学邵济安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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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武系与冯家湾组一大庄组经历 了不 同的变形变质历史
,

属两套不 同的体系
,

因而由罗

圈组一寒 武系组成的褶皱冲断推覆构造可能存在
1) ( K

.

R
.

M c lla y e t
. a l

. , 1 9 8 1 ) 其底

板逆冲断层为F 工
与F ‘。

相对原地 的下伏构造层 由冯家湾组一大庄组组成
。

关于推覆体推移距离与来源尚未详细研究
,

但区内推覆体的北界不是推覆构造的根

部带
,

据区域资料分析
,

区 内罗圈组一寒武系沉积建造可与北部路家街向斜相当地层进

行对比
,

加之断裂系由北 向南剪切推覆
,

笔者以为推覆构造的根部带可能位于工作区北

20 k m 左右 的石门一石坡断裂带
。

可能的演化
: 4 60 M a

左右
,

推覆构造 以由北向南 的韧性剪切推覆作用为主
,

形成倒

转向斜雏形及推覆断裂系
,

下伏构造层以压扁褶皱为主
,

二者变质温
、

压条件属中下构

造层 (M
.

马托埃
, 1 9 8 4 )

,

但推覆构造之韧性断裂系活动略晚于下伏构造层挤压 褶 皱

及热变质重结晶的形成
。

3 00 一 4 00 M a ,

复式倒转向斜形 成
,

随之整体推 覆 作用发生
。

晚华力西期以后 同步变形
,

形成宽缓背向形
。

本文承蒙导师黄极清教授
、

姜春发
、

任纪舜研究员
、

王作勋同志的指导和关怀
,

深

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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