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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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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研究区出露地层主要有中上元古界碧 口群第四亚群
,

为一套低变质的细碧角斑岩系
,

对这

套岩系的各种构造研究
,

揭示 了这套岩石经历了四期变形
,

且 区内存在强应变带 (剪切带 )与弱应变

带 (褶皱带 ) 相间的构造格局
。

关键词 构造变形序列 剪切带 叠加褶皱

研究区位于勉县
一

略阳
一

宁强三角地带的东北部
。

地理坐标
:
东经 10 60

19 ‘50
)I

~ 10 6 0

2 21 50
n

北纬 330 12‘5 8 ‘,

~ 33“ 14‘19 “ 。

研究区存在两个基本问题
: ( l )

、

基本地质构造形态
; ( 2)

、

赋矿火山

岩地层 (现为中晚元古代碧口 群 )时代归属
。

因此
,

弄清该区的构造形态和构造序列
,

对研究三

角地带的构造发展史
,

正确评价矿产储量和预测矿产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际意义
。

1 研究区地质概况

区域地层有中上元古界碧 口群火山岩系
,

以及寒武系
、

泥盆系和第四系
。

研究区出露地层

为碧 口群四亚群中上岩组
,

详见图 1的说明
。

本区大地构造位置为巴颜喀拉地槽区西秦岭褶皱

系与南北地洼区龙门地弯系的接壤地带 (陈国达等
,

19 7 7 )
。

大致以黑木林一茶店为界把三角地

带分为两区
:
北区

,

碧 口群中上亚群 ( R
Z _ 3bk )基底褶皱 以近东一西向为主导

,

控制局部寒武系

下统断头崖组
,

九道拐组和望天坪组 ( 任 , d 一j
一 w )褶皱

,

发育两组基底断裂
,

近东一西 向和近北

西 向
。

南 区碧 口群 中上亚群 ( R
Z一 3bk )基底褶皱以北东

、

北东东为主导
,

具向近东西转折的特

点
。

东沟坝矿区位于上述北区的近东一西向基底褶皱带上
,

同时受南侧北东向及北侧北西向两

组褶皱带的影响
,

使其收敛于东端
,

而西端撒开
,

矿区主导构造线为近东一西向 (图 1)
。

¹ 收稿 日期
: 19 9 4

.

1
.

26 修改
: 19 9 4

.

5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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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 B 构造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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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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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任
I J

白云岩夹粉砂质板岩 2
.

〔
l‘

灰质 白云岩夹含碳板岩
、

砂 砾岩 3
.

Pt Z 、 3bk 矛一 “角斑质熔岩 4
.

Pt Z十 3bk 斗一 2 石英角斑

质凝灰岩 5
.

Pt Z + 3 bk 矛一
‘

角斑质晶屑
、

岩屑凝灰岩 6
.

R ?+ 3 bk 遥一
‘

角斑质集块岩 7
.

R
Z 十 3战 卜 ““角斑质凝灰岩

,

角砾凝

灰岩 8
.

Pt Z + 3 bk 芳一 3a 集块角斑岩夹凝灰角斑岩 9
.

R
Z + 3bk 布一 2” 角斑质凝灰岩

、

角砾凝灰岩
、

集块凝灰岩
、

集块岩

10
.

R 2+ 3bk 写一 2 .

角斑质集块岩 11
.

Pt Z + 3bk 不一
’,

上部 ;细碧粉岩
,

细碧岩 ;下部
:

集块细 碧粉岩
,

熔结集块岩 12
.

Pt Z + 3 bk 五
,

上部
:

石英凝灰岩夹石英角斑岩
;
中部

:

角斑质凝灰岩夹角斑岩
,

白云岩
;下部 ;细碧纷岩

,

集块岩
,

凝灰岩 13
.

又魏 石英钠

长斑岩 14
.

69蛇纹岩 15
.

丫石护斜长花岗岩 16
.

白云岩 17
.

凝灰质板岩 18
.

碳质板岩 19
.

片理产状 20
.

拉伸

线理 21
.

交面线理
、

小褶皱枢纽 22
.

断层及其编号 23
.

剪切带或糜棱岩带 24
.

矿体及其编号 25
.

角度不整合界

线 A 一 B 构造剖面图的 ( 1) 到 ( l) 层岩性与上述 12 到 3 的岩性对应
。

图 l 陕西省略阳县东沟坝地区地质图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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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造样式及构造变形规律

通过详细的地质和构造填图
,

划分均匀区段
,

并制作相应的组构图解 (图 1 )
。

发现区内强

应变带与弱应变带相间分布
。

强应变带为韧性推覆剪切带〔’〕
, “A ”

型褶皱
,

具 Ss
一

S 。

的糜棱岩川

和拉伸线理发育
。

弱应变带中
,

可以识别第一期等斜褶皱
、

平卧褶皱
;
第一

、

二期的共轴叠加褶

皱以及斜切面理 5 1

的岩脉被褶皱
。

通过上述研究建立 了研究区的构造变形序列
。

2
.

1 第一期变形的构造

2
.

1
.

1 褶皱构造 第一期褶皱发育非常紧密
,

大多为等斜褶皱到平卧褶皱 (图 Za)
。

寺沟碳

质板岩中的黄铁矿条带为原生沉积条带(S
。
)

,

因硫化物的同位素户S %
。

的范围为 0
.

77 一 8
.

5 6
。

第一期变形发育有褶皱轴垂直山链而大致平行拉伸线理的
“A ”

型褶皱 (文献仁1 ] )
,

其枢纽产状

为 0o ~ 4 00 艺 6
。

一 2 00 (产状表示方法
:

倾向艺倾角 )
。

凝灰质板岩中发现早期的平卧褶皱
,

枢纽产

状 8 50 一 2 6 50 乙0o
,

轴面劈理产状 35 4
。

乙 1 50
,

沿轴面劈理 原生沉积韵律条带发生剪切
,

为典型

的剪切褶皱
。

后期发育的破劈理也平行早期轴面劈理
,

沿轴面的剪切位移是第一
、

第二两期变

形的反映
。

第二期为相似褶皱样式
。

一基一线
一

··

厂丫丫
丫丫公公

90印

角
30倾( a 、 ( b )

巧一黄铁矿沉积条带

图 2 碳质板岩中黄铁矿沉积条带褶皱 (a )及其几何形态 (b
, c )

,

寺沟

F ig
.

2 F o ld ed sed三m e n ta l p yr ite ba n d (a ) a n d its g eo m etr y (b
, e ) in ca r

bo
n ife o u s sla te

东沟坝选矿场的壁上见有火 山沉积韵律条带被褶皱 (照片 1 )
。

此处还见有一喷发不整合
,

其上下的片理产状不同
,

其上为 85
。

艺 37
。 。

不整合之下见有片理褶皱
,

其北翼片理产状为 2 40

匕 3 00
。

而南翼产状为 85
“

艺 5 4
“ ,

与喷发不整合之上的片理产状一致
。

更重要的是在喷发不整合

之下
,

在 由片理构成的褶皱转折端中
,

发现波长 2 ~ 3c m
,

波幅 ICm 左右的由凝灰质韵律条带构

成的片内褶皱
,

其轴面产状为 2 4
。

艺 3 00
。

喷发不整合之上火 山沉积韵律条带的轴面劈理为 8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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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3 4
“ 。

由此说明喷发不整合上下的片理代表两次变形的结果
。

该点正下方的另一壁上见有叠

加褶皱露头型式
,

火山碎屑岩中的含锰层被褶皱
,

其露头干涉型式为兰姆赛的第三型共轴叠加

褶皱
,

两期褶皱枢纽的赤平投影如 图 IN o
.

2
。

第一期褶皱的枢纽产状如图 1
,

漂草沟以北的三个均匀区段 (N o
.

l
,

N o
.

2
,

N O. 3) 的小褶皱

枢纽的优势产状极密区位于南东东一北西西方位
,

而漂草沟以南的四个均匀区段 (N o
.

4
,

N o.

5
,

N o
.

6 )小褶皱枢纽的优势产状极密区位于北东东一南西西方位
。

2
.

1
.

2 面理 第一期褶皱为紧闭等斜褶皱
,

大部分地区 s。 平行 S , 。

手标本和显微镜下观察

到凝灰质板岩中发育等斜褶皱
,

其转折端 S ,

与 S 。

近于垂直
,

说明存在强烈的面理置换
。

第一

期构造变形发育的面理类型主要有
:
(1 )

、

流劈理 (照片 2
,

照片 3 )
。

残碎斑晶石英透镜体发生剪

切破裂
,

形成多米诺牌构造 (照片 2 )
。

长石残斑和石英残斑具不对称结晶尾
,

以单斜对称为主
,

反映剪切运动方向
。

(2 )
、

S 、

面理 (拉伸面理或叫剪切带内面理)和 S 。 面理 (糜棱岩剪切面理 )

(照片 4 )
。

2
.

1
.

3 线理 第一期构造变形发育的线理主要有
:
(1 )

、

小褶皱的枢纽
,

与第一期大褶皱的

枢纽平行 (图 1 ) ; (2 )
、

板岩 中的原生层理 s。

与板理 s ,

的交面线理
; (3 )

、

拉伸的石英
、

重晶石

(照片 5 )
,

拉伸方向平行片理 S ,

的倾斜线方向
。

(4 )
、

残斑及其结晶尾组成的残斑系统川
,

(5 )
、

碳质板岩中发育的黄铁矿压力影 (照片 6 )
,

(6 )
、

岩屑残斑的结晶尾
,

残斑为矿物的集合体
。

2
.

1
.

4 韧性剪切带 早期发育韧性推覆剪切带
,

其中 Ss
一

s 。

糜棱岩和眼球状残碎斑晶系

统
巨‘〕
等发育(照片 7 )

,

残斑中的破裂主要有两种样式
:
(a )

、 “

x’
,

型剪破裂
; (b )

、

一组斜列剪切破

裂面 (照片 2 )
。

糜棱岩中发育带状石英
。

伴随第一期韧性推覆
,

发育同构造期长石变斑晶 (文献

[ 1] 照片 7 )
。

由于 s 。

面理和 S 、

面理的发育
,

剪切带为网结状
,

剪切带分割并控制变形较弱岩石

的透镜体
,

存在不同尺度的透镜体 (照片 4 )
,

剪切带走向近东一西向
,

倾向变化在 3 5 00 ~ 3 0
。

之

间
,

倾角变化在 4 00 ~ 8 00 之间
,

由北向南推覆剪切 (照片 2
,

4 )
。

2. 2 第二期变形构造
2

.

2
.

1 褶皱构造 寺沟第一期平卧褶皱被第二期的相似褶皱叠加 (图 2 )
,

两期褶皱的枢纽

投影点落在同一区间(图 IN o
.

3 )
。

第二期褶皱的几何形态
,

用等斜线法进行作图分析
,

并用 t
一 a

值测量作图(图 ZC)
,

其几何形态十分接近兰姆赛褶皱分类中的 l 类
,

即相似褶皱
。

在选矿场壁上见有兰姆赛的第三型共轴 叠加褶皱川
,

横剖面上出现明显的两次转折图型

(照片 1 )
,

并见有
“

含锰层
”

圈闭成多次转折的勾状叠加褶皱
,

早期的片理 5 1

平行含锰层
,

并一

道被褶皱
,

通过测量大
、

小转折端的枢纽产状
,

作优势方位图 (图 IN o
.

2 )
,

枢纽的优势方位位于

S E E
一

N W W
,

倾角较小
。

第二期褶皱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斜切片理的阿尔卑斯型岩脉发生褶皱 (照片 4 )
。

由于脉

的产状与片理 s ,

产状的关系不同
,

变形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工
。

根据片理与岩脉的关系说明

片理平行应变椭园 入,

主应变方向
,

垂直最小主应变 入。方向
,

即第二期叠加应变方位与第一期

的应变方位一致
。

第一期变形的面理 S 、 ,

由于逆 冲推覆剪切作用被褶皱
,

褶皱形态复杂
,

但枢

纽产状基本一致
,

见图 3 左图
。

含锰层经过两期变形
,

呈无根具多次转折端的勾状褶皱
,

褶皱面

兀
图如图 3 右

。

2
.

2
.

2 面理 区内的片理极点在赤平投影图上为点极密 (图 1 )
。

露头上未见明显的 5 2

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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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S :

的现象
,

镜下常见两期 片理切割 的关系
,

造

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方面
:

韧性剪切带的广

泛发育
;
共轴并且共轴面叠加变形

;面理构造的

置换使 s ,

平行 5 2 ,

如照片 3 与照片 8 的应变滑

劈理
,

该应变滑劈理也是 Ss
一

S 。

构造岩
,

这种构

造岩中的 S 、

和 S 。 是两期变形形成的工
。

2
.

2
.

3 线理构造 第二期变形的线理可以

通过第一期变形侧分泌形成的阿尔卑斯型脉的

变形来认识
。

(1 )
、

斜切片理 S ,

的阿尔卑斯型脉

的褶皱枢纽 (照片 4 )
,

其产状为 4 00 艺 4 00
,

石英

杆上有碾滚的擦痕
,

其产状为 3 2 00 匕28
。 ; (2 )

、

与片理 S ,

夹角 。小于 45
“

的岩脉形 成的线理
,

这种岩脉变形早期形成雁行状香肠构造
; (3 )

、

与片理 Sl

2
.

2
.

4

左图
:

枢纽产状
:
2 3 50 乙 3 70

右图
:

枢纽产状
:
2 9 3

。

乙 2少

图 3 褶皱枢纽的
1

图解

F ig
.

3 兀 d iag r a m o f fo ld hin g es

平行的岩脉
,

常形成藕节状石香肠
。

第二期变形发育的脆
一

韧性剪切带 水磨房南侧 (即图 IA一B 剖面 F :

处 )发现雁列

脉形式的脆
一

韧性剪切带川
。

雁列脉由于递进变形呈
“ S ”

形
, “S ”

形排列与剪切带位移方向的关

系表明剪切带沿 38
“

坡度向 1 7 00 方向逆冲推覆
。

田坝一东沟坝断层
,

发育强烈碾滚的构造透镜体和 S 。

与 S ,

面理
,

向两侧岩石变形程度减

弱
。

由于剪切带存在着沿 S 、

面理方向的共轴拉伸
,

发育了具有相反指向的共扼劈理系 (ec cl 和

ec o Z户〕(图 4 )
,

共扼劈理系是在剪切带 的晚期阶段发育的川
。

在 S 。

面上
,

擦 痕产状为 3 4 20

艺 3 40
,

指示断裂由 NN w 向 SS E 方向逆冲推覆
。

2. 3 第三期变形构造

e功

,‘邝凌艺沁灵尸月比丈日门月U口场C

N‘甲�币r刃卜名的艺y夕一
3 3 0 .

~
s ,

彝
‘ s ‘

夔
( a ) ( b

、

( a) 和 (b )是陈家坝
一

秦家偏断层 (F
工5 )带构造岩素描

,

大 湾西 山娅 口

(c )漂草沟断层 (F
3 )带中构造岩素描图

图 4 断层带中构造岩素描图

F ig
.

4 T h e sk e t e h e s o f t e e to n ite s in sh e ar z o n e s

主要发育膝折
、

尖棱褶皱
,

显微构

造有取向连生石英纤维脉及非取向连

生方解石纤维脉
,

以膝折的发育为典

型特征
。

2. 3. 1 膝折 造 山后的变形 的详

细历史能从膝折带和与它有关的显微

构造获悉 二‘。二二‘’二
。

该区膝折带边界与膝

折线理的优势方位如图 5a
,

b
,

膝折面

的产状统计上与区域面理倾向相反
。

图 5d 表示该区膝折带的角度关系
,

有

小 > 叭
。

在薄片中见有两组脉的切割

关系
,

与面理呈大角度的一组方解石

脉被与面理一致的一组方解石脉穿过
。

前一组脉上的方解石晶体的解理发生膝折
,

与非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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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生纤维方解石脉 虹”〕为一组
,

说明在膝折发育的同时产生大量的显微张裂隙
,

应变测量¹ 表明

非取向连生方解石脉与区内的第三期张性断裂活动有关
。

00肠8070肋50

‘么

N ~

口 自 俪
义鳖夕 火

一

夕
沙扭

晰曲
一 ‘ ’

30 40 50 60 7 0 8 0 90 10 0

尹

交 d )

N 、

l , 、 ,

寸 脚 心
20 4 0 犯

( a )膝折面优势方位
: 135

0

乙 10
0 , 16 9

。

匕 32
’ , 20 3

0

匕 44
。

( b ) 膝折线理优势方位
: 7 5

’

匕 10。 , 26 1
“

乙 2
’ , 9 5

0

匕 11
“

( e ) 为膝折

带参数意义 ( d) 膝折带 以 和 。 间的关系 ( e ) 尖梭褶皱半顶角频率直方图 ( f) 面理优势方位
: 3峨5o 艺46

。

( g )尖棱褶

皱轴面优势方位
: 6 6

0

乙 43
0 , 27 2

0

艺 1 7
0 , 9 8

0

艺 15
0 ,

16 9
0

乙 40
0

( h )尖 棱褶皱枢纽优势方位
: 34 1

。

匕 35
0 , 7

0

乙 38
0 ,

28 8
0

艺 3 0 ,

8 9
0

匕 13
0

图 5 膝折和尖梭褶皱构造要素图

F ig
.

5 D ia g r a m s o n th e s tr u e tu r a l e le m e n ts o f k in k s a n d k in k f o ld s

2
.

3
.

2 尖棱褶皱 本区尖棱褶皱的半顶角为 400 (图 s e 、
,

小于膝折带的 (小十呱 ) /’2
,

膝折带

(小+ 呱 ) > 9 00
,

因此
,

尖棱褶皱的变形更大
仁5〕。

发育尖棱褶皱的岩石的面理以及尖棱褶皱的轴

面和枢纽优势方位如图 5f
一

h
。

第三期的张裂隙被石英脉充填
,

它切割第二期变形的雁列脉形式

的脆韧性剪切带
。

2
.

4 第四期变形构造

早期的断裂重新活动
,

同时发育大量张性断层
,

断层的形态特点是断裂面楔形 向下逐渐消

失
。

第四期变形发育大量方解石脉
,

主要沿张开的早期面理充填
,

切割早期的岩脉
。

第三期变

形的膝折
,

在第四期变形期间
,

一部分膝折面方位与本期的应力方位的关系有利于发育成破裂

面
。

研究区构造变形序列见表 l
。

¹ 徐青
.

陕西略 阳东沟坝地区构造变形序列应变特征 (待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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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区构造变形序列表

S t r u e tu ra l d e fo r m a tio n seq u e n ee in tu d ied
a r沈

变形
宏观构造特征 显徽构造特征 变质作用 岩组 应变特征

主压应
力方向

韧性变形近s|z向

弱发剪变(l37与间单切在水带相简剪存�变带法纯时卜润�岁卜渐引和们强应 汤育切形+�

斜称英轴构单对石C组图B I :
同斜

、

平卧摺皱
, “A ”

型摺皱
5 1 :
流劈理

,

糜梭 岩 面理 Sc
,

剪切

带内面理 Ss
Ll

:
小褶皱枢纽

,

sl / s0 交面线 理
,

Ss / Sc 文面线理
,

矿物拉伸线理
Fl

:
低角度韧性推砚剪切带

拉 长的石英
、

重晶石残斑
,

透镜状
石英和带状石英为

a
线理

o. 和 ab 残斑 系统
,

ss
一

sc 糜棱岩
,

黄铁矿压力影
绢 云母

、

阳起石
、

石 英定向排 列构
成 片理

.

动态重结晶石 英
、

核 性构
造

、

缝合线状构造
、

波状消光
、

变形

带发育

M l :

同 构 造

期绿 片 岩相
变质作用

晋宁运动第一期变形

彗
~ 3

.

3 7 ~
6 l

脆性形变
近s|N向一一退变应一一(lL=带变(l11

B2 :

斜切 sj 的脉摺皱
,

相似摺皱
,

共轴 . 加摺皱
,

肠状摺皱
5 2 : 5 2 置换 sl

,

Sc
、

Ss 面理
,

剪切带
劳理

e
cc l

, e c c Z

L Z :

小摺皱枢纽
,

交面线理
,

石英杆
石香肠

,

擦痕
F Z : F I

进 一步 发育
,

雁 列脉式脆
-

韧性推, 剪切带

应变滑劈理
,

与 5 1
夹角 3 00 的片理

s :
.

55
一

Sc 糜 梭岩
. 。。
和 饰 残斑 系

统
, a
线理有拉长的石英

、

重晶石
、

石英残斑和透镜状
、

带 状石英
、

黄
铁矿压力影

,

动态重结晶石英核-
构造

,

缝合线构造
,

泡沫构造等 ;绢
云母

、

石英沿 5 2 定向排列 . 同构造

期长石变斑晶
.

}单 斜

巍黯“1;l
!图

弱应 变带为 共
轴应变

:

+
e f l )

1 6 ~ 2
.

2 6

1
.

5 强 应
为 非共轴

加里东运动第二期变形

广
”‘

旧脆胜陵阵�l脆嚷陵沸

近EW|向

B 3 :

尖棱褶皱
,

膝折 (皱 )
5 3 :
膝折面

,

共扼剪节理
.

与膝折面
产状一致的剪节理
L 3 :

膝折线理
.

方解石晶体的解理膝折
.

方解石机

械双晶
,

显徽张裂隙
,

取向连 生纤

维石英脉 , 非取向连生纤维方解石
脉

硅化
.

碳酸盐化

非 共轴连续渐
进应变序列支印运动

第三期形变

B ; :
由于残坡积物长期缓慢向下场

动产生的膝状弯曲
s ‘:
张裂隙中充填的脉

F ; :
正断层

脆性破裂
,

张性梭 角状 角砾
,

取向
连生纤维石英脉

,

非取 向连生纤维
方解石脉

碳酸盐化

燕山运动
第四期变形

3 小 结

韧性推覆剪切带的发现
,

把研究区划分为强应变带和弱应变带
,

两者从不同侧面为变形序

列的建立提供了线索
。

弱应变带中发育共轴叠加褶皱
,

斜切 S ,

的岩脉被褶皱
。

在强应变带中
,

Ss
一

S 。

糜棱岩
、

残斑系统
、

同构造期长石变斑晶
、

拉伸线理
、 “ A ”

型褶皱
、

石英 c 轴组构图
三‘口

、

残斑

中的脆性破裂面
、

动态重结晶的带状石英
、

透镜状石英
、

核慢构造
、

亚 晶粒等现象的发现 〔’〕
,

说

明剪切带由北向南推覆剪切
。

在早期的韧性剪切带 中发现了
“S ”

形雁列脉式脆
一

韧性剪切带
。

第

一期的流劈理作为形面发育了应变滑劈理
,

伴随第一期和第二期变形存在同构造期的变质作

用
。

第三期变形以发育膝折为典型特征
。

第四期变形发育的张性断裂以明显的楔形向下逐渐

尖灭特征
,

说明是地壳挤压隆起后应力释放的产物
。

强应变带 (韧性推覆剪切带 )与矿关系密

切
,

构成工业矿体的第一
、

第二含矿层正好有韧性剪切带通过
;此外

,

零号含矿层也恰好有陈家

坝
一

秦家偏韧性剪切带通过
。

两者之间有何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

致谢
:

汤经武老师提供构造要素优势方位图作图程序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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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

斜切 sj 的脉摺皱
,

相似摺皱
,

共轴 . 加摺皱
,

肠状摺皱
5 2 : 5 2 置换 sl

,

Sc
、

Ss 面理
,

剪切带
劳理

e
cc l

, e c c Z

L Z :

小摺皱枢纽
,

交面线理
,

石英杆
石香肠

,

擦痕
F Z : F I

进 一步 发育
,

雁 列脉式脆
-

韧性推, 剪切带

应变滑劈理
,

与 5 1
夹角 3 00 的片理

s :
.

55
一

Sc 糜 梭岩
. 。。
和 饰 残斑 系

统
, a
线理有拉长的石英

、

重晶石
、

石英残斑和透镜状
、

带 状石英
、

黄
铁矿压力影

,

动态重结晶石英核-
构造

,

缝合线构造
,

泡沫构造等 ;绢
云母

、

石英沿 5 2 定向排列 . 同构造

期长石变斑晶
.

}单 斜

巍黯“1;l
!图

弱应 变带为 共
轴应变

:

+
e f l )

1 6 ~ 2
.

2 6

1
.

5 强 应
为 非共轴

加里东运动第二期变形

广
”‘

旧脆胜陵阵�l脆嚷陵沸

近EW|向

B 3 :

尖棱褶皱
,

膝折 (皱 )
5 3 :
膝折面

,

共扼剪节理
.

与膝折面
产状一致的剪节理
L 3 :

膝折线理
.

方解石晶体的解理膝折
.

方解石机

械双晶
,

显徽张裂隙
,

取向连 生纤

维石英脉 , 非取向连生纤维方解石
脉

硅化
.

碳酸盐化

非 共轴连续渐
进应变序列支印运动

第三期形变

B ; :
由于残坡积物长期缓慢向下场

动产生的膝状弯曲
s ‘:
张裂隙中充填的脉

F ; :
正断层

脆性破裂
,

张性梭 角状 角砾
,

取向
连生纤维石英脉

,

非取 向连生纤维
方解石脉

碳酸盐化

燕山运动
第四期变形

3 小 结

韧性推覆剪切带的发现
,

把研究区划分为强应变带和弱应变带
,

两者从不同侧面为变形序

列的建立提供了线索
。

弱应变带中发育共轴叠加褶皱
,

斜切 S ,

的岩脉被褶皱
。

在强应变带中
,

Ss
一

S 。

糜棱岩
、

残斑系统
、

同构造期长石变斑晶
、

拉伸线理
、 “ A ”

型褶皱
、

石英 c 轴组构图
三‘口

、

残斑

中的脆性破裂面
、

动态重结晶的带状石英
、

透镜状石英
、

核慢构造
、

亚 晶粒等现象的发现 〔’〕
,

说

明剪切带由北向南推覆剪切
。

在早期的韧性剪切带 中发现了
“S ”

形雁列脉式脆
一

韧性剪切带
。

第

一期的流劈理作为形面发育了应变滑劈理
,

伴随第一期和第二期变形存在同构造期的变质作

用
。

第三期变形以发育膝折为典型特征
。

第四期变形发育的张性断裂以明显的楔形向下逐渐

尖灭特征
,

说明是地壳挤压隆起后应力释放的产物
。

强应变带 (韧性推覆剪切带 )与矿关系密

切
,

构成工业矿体的第一
、

第二含矿层正好有韧性剪切带通过
;此外

,

零号含矿层也恰好有陈家

坝
一

秦家偏韧性剪切带通过
。

两者之间有何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

致谢
:

汤经武老师提供构造要素优势方位图作图程序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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