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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动力变质作用初论
`

王 治顺 朱大岗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

摘 要 本文提 出了构造动力变质作用 的基本概念
。

即在构造动力及其引发的动力

热流共同作用下
,

岩石
、

矿物在构造运 动中发生的形变
、

相变而呈现 的变质作用
。

按构

造动力变质作用的物理化学条件
,

动力变质岩的结构构造
、

动态重结晶和混合岩化作

用
、

应力矿物共生组合关系及其空间分布等特征
,

将构造动力变质作用 由弱到强划分

为 4 个发展阶段和相应的 4 种基本 变质类型— 脆性
、

脆一塑性
、

塑性和动力热流变

形 变质
,

并论述 了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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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造动力变质作用 的概念

李四光先生早就指出
:

变形
、

位移和相变都是构造运动的结果
,

应把变形和变质统一起来

研究 l[J
。

但就现有资料看
,

在众多的变质岩分类和对动力变质作用的论述中
,

对于构造动力及

其引发的构造热流
,

在动力变质作用中的意义和作用未予充分的重视
,

也未能将它们统一起来

去研究构造动力变质岩系的成因和分布规律
:
而在实际工作中常遇到诸多难以解释的难题

,

为

此
,

笔者根据动
一

热能量转换与耗散原理
,

提出构造动力变质作用这一基本概念
。

所谓构造动力变质作用是指
:

在构造动力及其引发
.

的动力热流的共同作用下
,

岩石
、

矿物

发生的变形变质作用
。

笔者提出这一基本概念的主要依据是
:

( l) 客观的地质现象
:

如同一动力变质岩带中
,

常见强 (深 )
、

弱 (浅 )变质岩石
,

或不同温压

条件下形成的变质矿物呈线性条带
,

彼此相邻
、

相间或相互过渡
,

甚至在一条断裂带中也出现

条带状
、

透镜状混合岩和花岗岩化带
;
有时在背斜核部也有混合岩类出现

。

这些现象
,

用建立在

封闭体系平衡态热力学基础上的经典变质相系的理论
,

是难以解释的
。

对此
,

莫柱荪图
、

杨开

庆阁等分别称之为
: “

断裂变质作用
”

或
“

构造动力成岩成矿作用
” 。

另外
,

地震和地热活动受现

今活动构造带控制
,

乃是现代地壳运动中动
一

热能量转换与耗散的天然实验场
;
应力矿物

、

断层

动力薄膜
、

玻化岩等的生成
,

则是挤压磨擦
、

碰撞等构造动力变质作用的产物
,

这些 已为人们所

熟知
。

( 2) 按照动
一

热能量转换与耗散原理
,

在构造动力长期持续挤压或快速碰撞等挤压应力作

用下
,

构造动能转化为构造热能
,

而加热构造带中的冷岩块
、

岩片
,

促使构造带中的物质在形变

的同时产生相变
,

不断消耗构造热能
。

据 F ur l o n g 等 ( 1 98 7) 研究表明
:

在大范围冷系统中
,

因剪

, 地质矿产部
“

八五
”

重大基础项 目《地质力学方法与实践 》研究成果的部分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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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生热而转化成热系统是可能的
。

由冷系统向热系统转化的重要条件是
,

俯冲片的快速
、

持续

俯冲和陆壳的急剧增厚的载荷效应
,

使俯冲岩片逐渐由冷系统向热系统转化
,

最终将导致岩石

的局部熔融
。

换言之
,

按照能量转化与耗散原理
,

处于造山带的岩石在长期持续的构造动力作

用下
,

因挤压
、

剪切应力作用
,

构造动能可能转化成热能
,

因而耗散机械能
。

由于构造动力的持

续作用
,

构造动能可继续再积累
、

再转化
,

从而呈现多期次
、

多阶段的积累与耗散
,

在其引发的

构造热流参与下
,

形成构造带中不同世代的变形变质作用产物
。

(3 ) 岩石中所含的各种水分等流体的大量存在
,

已为钻探资料所证实
。

当岩石遭受压剪性

构造应力作用而析出部分水分时
,

他们被构造热能加热会形成热流体 (构造热流 )
。

而这些热流

体促使元素定 向迁移和聚积
,

进行物质交换
,

导致岩石部分重熔
,

形成不 同变形变质矿物的相

带
,

以致产生混合岩化
、

花岗岩化
,

且呈带状分布
,

可称为构造动力— 热流变质作用
。

然而
,

热

流变质作用并不一定要在埋藏很深的条件下发生
,

在较具规模的构造带中
,

只要能产生上述动
一

热能量转换和动力热流
,

就可以在引起岩石矿物形变的过程中产生相变等变质作用
。

这样一

来
,

认识一些超高压变质带的所谓折返机制
,

也就迎刃而解了
。

据研究
,

由于岩石在强大的压剪应力作用下
,

岩石中的变质水或自由水的析出
,

使原始岩

石晶体结构中的水含量从 4%下降到 2
.

1 % ; 又据计算
,

绿帘角闪岩相矿物组合的体积
,

仅占原

始总体积的 96 %
,

而释放出的自由水则占原始体积的 6
.

6 %
,

比原始岩石体积增加了 2
.

6%
,

如果把这些自由水再挤回到岩石内
,

就需要 3 G P a 以上的压力
。

可见
,

释放出来多余的 2
.

6%的

水具有强大的挤压力
,

这些挤压力一旦超过岩石的抗张强度
,

就可导致水压破裂作用闭
,

使岩

石发生破碎
,

形成破碎带
。

这些被析出的水分在构造动力作用下
,

被加热而形成热流体
,

在周围

介质的参与下
,

原岩就会发生复杂多样的形变和相变
,

即构造动力变质作用
。

近 2 0 年来
,

岩石

力学试验发现岩石随温度上升的同时
,

其强度变小
,

受力以后易产生蠕变而引起重结晶
,

在构

造动力及其引发的构造热流作用下
,

导致力学强度急剧丧失而形成塑性变形带或韧性剪切带
。

上述因构造动力及其引发的动力热流
,

不独在岩石圈分层结构的剪切滑移与层型流变等

变形变质带中存在
,

而且在地壳中
、

上部的线型构造带中亦普遍存在
。

当然
,

如果有深部上升热

流参与构造带的变形变质作用
,

效果会更加显著和复杂
,

可能会出现低温高压相系与高温中
、

高压相系的变质矿物共生或混生的动力变质岩带
。

又因陆壳结构
,

尤其是基底结构的差异
,

在

区域的或全球性的定向构造动力作用下
,

构造带或变形变质带就会因边界条件的不同而呈现

定位性和定型性
,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构造带的演进
,

构造动力变质岩系将出现有规律的时
、

空

组合
。

崔军文等 ( 1 9 9 2) 根据喜马拉雅构造带的前进式逆冲
一

推覆作用的迁移规律
,

推测在 10 一

ZOM a
内

,

俯冲的陆壳岩片就可以达到局部熔融
,

并不断出现第二个陆内俯冲带和俯冲岩

楔 5j[
。

这个推断符合地壳运动演进迁移规律和能量耗散— 转化与积累的规律
。

当然
,

由于原

岩物质组分和结构构造等物化性能不同
,

在同一场构造运动中
,

同一构造动力及其引发而生的

构造热流作用下
,

会呈现不同的构造动力变形变质现象有规律的时
、

空分布特征
。

如在构造带

中不 同类型变质相带的相间分布
;
或因构造带内的潜热作用和构造动力热流各阶段的温度不

一
,

或因热流通道物质组分的不同
,

而生成有明显差异的构造岩相带
。

2 构造动力变质作用阶段划分

在构造动力作用下
,

组成岩石及矿物从形变到相变
,

再到岩石重熔形成新相矿物和岩石类

型
,

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的变形特点和变质产物
,

大体可划分为 4 个阶段 6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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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脆性变形变质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表现为构造动力对原岩的机械破碎
,

使原岩结构遭受破坏
。

这一阶段的岩子

变形仍处于冷环境
,

尚难呈现相变
,

对于矿物单个晶体而言
,

破裂的产生是由于空位凝聚和贾

力后发生缺陷的集聚而引起川
。

2
.

2 脆
一

塑性变形变质阶段

这一阶段可视为构造动力变形变质作用的发展阶段
。

主要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矿物
、

岩石守

强烈变形
,

原岩建造特征大多趋于消失
。

碎裂的岩石矿物形成细碎屑或细粉
,

固体的表面张丈

加大
,

总表面积增加
;
由于遭受压剪作用

,

岩块开始出现生热效应
,

岩石矿物中释放出部分水

因而有构造热流活动
;
矿物中元素的活性增加

,

原岩显示某些塑性变形特点
,

有时产生部分重

结晶
,

偶见少量新相矿物
。

2
.

3 塑性变形变质阶段 (构造动力变质作用的持续阶段 )

主要表现为不同类型新相矿物的生成
,

原岩建造特征全部消失
,

岩石发生塑性流变
。

在退

一阶段
,

伴随强应力作用而产生的构造热能与活性介质的加入或析出
,

先期形成的岩石矿物碎

屑和细粉
,

发生较普遍的矿物成分及组构的变更— 岩石和矿物的相变
。

在这个过程中
,

由于

强应力导致固体溶液的出溶
,

动力热流的普遍出现
,

促使原有矿物分解 ;此外
,

外来物质的加

入
,

氧化还原反应的进行
,

动态重结晶
、

塑性形变
,

以及能量释放等物质和能量的移聚与交换

都可以形成新相矿物
。

2
.

4 动力热流变形变质阶段 (构造动力变质作用的终结阶段 )

主要表现为不同类型的构造片岩
、

片麻岩和混合岩化
、

花岗岩化及气液蚀变
。

这是由于笔

石在压剪性构造强应力及其引发的构造热流的持续作用下产生剪切热流
,

构造带中岩片被力}

热
、

挤压 (压剪 )
,

岩石中的物质发生定向流动和组成元素的定向迁移和聚集
,

形成大量 的新朴

(应力 )矿物
,

直至形成混合岩和花岗质岩石等 2[]
。

总的看来
,

脆性
、

脆
一

塑性变形变质阶段
,

原岩基本上只发生变形和破坏
,

而无新相矿物丛

成
,

可称为低级构造动力变形变质作用
;塑性和动力热流变形变质阶段

,

以岩石
、

矿物广泛出玫

相变和新相矿物为特征
,

可称为高级构造动力变形变质作用
。

不待言
,

低级构造动力变形变尽
-

岩系在其后发展阶段的强应力和构造热流作用下
,

尚可被高级构造动力变形变质作用叠加戴

改造
,

因而在较古老的大型动力变质岩带中
,

很难见到保存较好的低级动力变质岩石
。

一些碎

裂岩
、

碎斑岩
、

糜棱岩等常具某些动力热流变质的特点
,

常被视为高级构造动力变质作用 的户

物
,

借助构造岩的结构构造和矿物成分的变化及其变形变质世代的研究
,

是可区分开来的
。

厉

样
,

在一些高级动力变质岩系中
,

又可见某些低级变形变质产物
。

上述构造动力变质作用的 4 个阶段是连续的
,

但不同阶段又有其自身的变形变质特点和

产物
。

3 构造动力变质作用 的主要类型

按照构造动力变质作用各阶段的物理化学条件及其产物
,

即动力变质岩系的结构构造
,

咬

形变质程度和特征
,

应力矿物共生组合与空间分布等
,

可划分为与构造动力变质作用相对应守

4个主要变质作用类型 (表 1 )
。

3
.

1 脆性形变动力变质作用类型

岩石在不同力学性质的断裂带中
,

受到不同构造应力的作用
,

当这种应力达到或超过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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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弹性强度时
,

岩石 内部的结合力将遭到破坏
,

产生破裂
,

直至粉碎
。

这种破裂或粉碎取决于岩

石的力学性质
,

也取决于构造动力的强度和受力的方式
:

某些矿物 (如石英
、

长石等 ) 易产生波

状消光
,

而那些弹塑性较强的矿物 (如云母类 )易产生弯曲
;
脆性矿物则首先产生大小不等的裂

隙
,

形成碎裂结构和角砾状构造
,

进而形成碎斑或碎粉结构
;
还有一些矿物 (如方解石等 )在扭

应力作用下
,

常沿扭裂面发生晶架滑移
,

形成机械双晶
。

由于原岩的性质
、

应力作用方式和强度

不同
,

岩石破碎的程度也不 同
。

因此
,

可根据岩石特征的结构构造
,

将脆性形变动力变质作用形

成的岩石按由弱至强的顺序划分为
:

初裂岩类
、

构造角砾岩类和碎裂岩类
。

表 1 构造动力变质作用主要类型的划分及其基本特征

T
a
b l e 1 D iv i s i o n a n

d m a i n f
e a t u r e s o

f t h
e s t r u e t u r e d y n a m o m e t a m o r p h is m

主主要要 基本岩岩 地 质质 原 岩岩 变质作用强度度 变质作用用 分布布 单相相 特征应力力 重结结

变变质质 石类型型 构造背景景 建造特征征征 主要因素素 状态态 或复复 矿物及及 晶作作

类类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相变变 现象象 用用
变变变变变变质相相 变质质 温度度 应力力力 质质质 ( % )))

相相相相相相相系系系 状态态态态态态

脆脆性形形初裂岩类类
一

压
、

张
、

扭扭 无一定原岩建建 碎裂相相 低压压 极低温温 习马马 条状状 单相相 碎裂
、

扭折
、

波波 无无

变变动力力力力力力力 性 (压扭
、、

造类型型型 }}} }}} }}} 带状状 变质质 状消光
、

机械双双双变变质作作 构造角砾砾 张扭等 ))))))) 中压压 低温温 较强强强强 晶
、

皮壳
、

蠕石石石

用用用 岩类类
一

断裂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英
、

沙钟构造造造

碎碎碎裂岩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

脆脆
一

塑塑 糜棱岩类类 厌什 ( 尿栩栩 无一定原岩建建 石英
一

钠钠 中压压 低温温 强应力力 条带状状 单相相 扭 曲
、

混浊
、

变变 弱弱

性性形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 造类型型 长石相相 }}}}}}}}} 变质质 形纹纹纹
动动力变变变变变变变 性 )大断裂裂裂裂裂裂裂裂裂 高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

质质作用用玻状岩类类 带 ( 剪 切切切 玻璃质相相相 高温温 强应力力 条痕状状状 柯石英
、

假玄武武 较弱弱

带带带带 ))))))))))) 冲击下下下下 玻璃璃璃

塑塑性形形 硬板岩类类 压 性
、

扭扭 中酸 性
一

基 性性 绿纤石
一

硬硬 低压压 低温温 较强应力力 狭条状状 单相相 绿纤石
、

硬绿泥泥 0一 1 000

变变动力力力 性
、

压扭性性 火 山 岩
一

碎 屑屑 绿泥石相相 }}} < 4 0 0
0

〔〔〔 长垣状状 变质质 石
、

压力影构造造造

变变质作作作 断裂带带 岩建造造造 中压压压压压压压压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千千千糜岩类类 大断 裂带带 复理石型含火火 硬绿泥石
---

中压压 低温温 较强强 条状状 单相相 多硅白云母
、

环环 1 0一 5 000

和和和和剪切带带 山 岩
一

碎 屑 岩岩 多 硅 白 云云云 }}} 应力力 带状状 变质质 带石英
、

旋转石石石

建建建建建造造 母相相相 中温温温温温 榴石
、

金 红石
、、、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母鱼构造
、

多多多多多多片片片糜岩类类 韧性剪 切切 含 火 山 岩
一

碎碎 多 硅 白 云云 中压压 中温温 强应力力 线状状 单相相 米诺构造造 5 0一 9 000

带带带带
、

逆冲推推 屑岩建造造 母
一

石榴石石石石石 条带状状 变质质质质

覆覆覆覆构造造造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动动力热热 构造片岩岩 继承性
、

持持 复理石型含火火 多 硅 白 云云 中压压 中温温 强应力力 局 部 带带 单相相 兰闪石
、

软玉
、、

) 9 000

流流变质质类类类 山岩
、

凝灰岩
、、

母
一

透闪石石 }}}}}}}}}}}}}}} 状
、

狭条条 }}} 透闪石石石

作作用用用用 硬砂 岩
、

碎屑屑 相相 高压压 低温温温 状状 多相相相相

岩岩岩岩岩建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

兰兰兰兰兰兰闪石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构构构造片麻麻

六头 比休
、

人人人 硬玉
一

绿辉辉 中压压 中温温 强应力力 狭长长 多相相 硬玉
、

绿辉石
、、、

岩岩岩类类 断裂带
,

地地地 石相相 }}}}}}} 带状状 变质质 棋盘状钠长石石石

块块块块边 缘或或或或 高压压压压压压压压

内内内内内内内内部 活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

构构构造混合合 带带带 条纹长石
---

高压压 中温温 强应力力 宽 窄 不不 多相相 条纹长石
、

环带带带

岩岩岩类类类类 微斜 长石石石 高温温温 等 的 带带 变质质 微斜长石石石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状状状状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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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脆
一

塑性形变动力变质作用类型

在强烈的构造应力作用下
,

断裂带内已碎裂或尚未碎裂的岩石
,

全部被搓碎成细粉或极细

的粒状和粉末状
,

并伴有一定量的新生片状矿物
,

主要特征为普遍的糜棱岩化①
。

该类型以颗

粒细密和少量重结晶有别于断裂带中的脆性形变动力变质岩
,

又以其发生在特定的地质构造

环境及岩石的广泛糜棱岩化不 同于区域变质作用
,

并常在动力作用最强的核部 (强应力区 )出

现少许玻璃质岩石
。

这类变质作用形成的岩石类型常呈带状
、

条状
、

长垣状分布
,

是压扭性
、

扭

性大断裂活动的产物
。

这类岩石是在强应力和低温条件下形成的
,

往往具有透镜状或条带状构

造
,

并出现密集劈理或以线性延伸的强直面理发育而来的带状动力变质岩
。

岩石脆性破碎极为

明显
,

由应变自由能差引起的固相间的扩散常导致重结晶和新相矿物的生成
,

因而表现出脆
-

塑性形变的特征
。

根据结构构造和形变特征差异
,

可分为糜棱岩和玻状岩两种基本岩石类型
。

3
.

3 塑性形变动力变质作用类型

在构造强应力持续作用下
,

引发动力热流而导致温度升高和较多介质参与
。

此时
,

断裂带

中的柔性岩石或围压较大的刚性岩石
,

往往沿垂直挤压应力或剪应力方向发生板状劈开或片

理
;
或已被搓碎的矿物和岩石碎屑发生动态重结晶

,

形成大量新生矿物组成的线性条带构造
。

它们均为塑性形变动力变质作用的产物
。

应力的性质和强弱
、

构造热能和流体介质
,

是产生变

质的主因
,

也是引起组成岩石物质组分的扩散
、

迁移与聚集的主因
。

因此
,

在强应力作用下
,

随

着矿物晶格畸变的加速
,

促进了元素的移聚
,

造成组成岩石的矿物出现明显的优选方位或动态

重结晶
,

形成新相矿物并出现特殊的结构构造
。

一般地讲
,

应力从以下 3 个方面影响矿物晶格

的变化
:

即可导致晶格 (晶内 )扩散
、

晶界扩散和压溶作用
「8〕

。

塑性形变的变形梯度及应变率
,

受

元素扩散
、

空位和位错等所支配
;
而变形及优选方位则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只不过是

在不同温度和应力条件下所起的作用不同而已
。

塑性形变动力变质作用属低一中温动力变质
,

多为单相变质
,

其强度一般为绿纤石一硬绿泥石相
,

最高不超过多硅白云母一石榴石相
,

无混

合岩化现象
,

以出现广泛的密集板理
、

轴面劈理
、

塑性形变和动态重结晶为其特点
。

按重结晶强

度和塑性形变特征等方面 的差异
,

可将该变质作用类型划分为硬板岩类
、

千糜岩类和片糜岩类
。

3
.

4 动力热流变质作用类型

在塑性形变动力变质作用的基础 上
,

由于构造热能和众多介质的参与
,

原岩中的部分物质

组分活化
、

分异或迁移
,

在应力弱带聚集
,

形成条带状
、

条状
、

脉状展布的动力变质岩带
。

在这种

动力变质带中
,

塑性形变依然是最主要的
,

但热流作用更加明显
。

一般来说
,

压力强
、

温度高
,

则

矿物中析出的水溶液就多
。

应力蠕散
、

温热扩散和溶液弥散等不断作用于 围岩及构造带中的岩

石
,

导致物质的交换与能量转换
,

以达到新的平衡系统的有序状态
,

或称耗散结构 9j[
。

该类型变

质作用的强度较塑性形变动力变质作用强
,

由于不同构造部位存在着应力差
,

导致组成岩石的

物质组分 (元素 )的分散
、

迁移
、

重新分配和富集
,

即构造动力成岩成矿作用 3j[
。

该类动力变质岩

可分为构造片岩类
、

构造片麻岩类和构造混合岩类
。

其中构造片岩类从变质相上又可分为多硅

白云母一透闪石相和兰 闪石相
。

4 构造动力变质作用的基本特征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 出
,

构造动力变质作用不仅包括了传统的动力变质作用 l0[ 」 ,

也包

① 关于糜棱岩的概念这里是指
,

由于原岩遭受强烈挤压破碎后所形成的一种粒度较细的动力变质岩石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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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了一部分传统的区域动力变质作用和热动力变质作用的内容 l [`〕 ,

作者赋予 了新的含义
,

称

其为
“

构造动力变质作用
” ,

其特征可归纳如下
:

( 1) 构造动力变质作用所形成的狭窄的条状
、

带状
、

条带状动力变质岩系
,

均沿压性
、

压剪

性深
、

大断裂构造带或强烈挤压带分布
,

离开了压性
、

压剪性构造带
,

构造动力变质作用即迅速

减弱以至消失
。

( 2) 构造动力变质作用形成的动力变质岩系
,

在断裂的不同地段
,

具有强 弱不同的分带

性
,

组成不同的构造岩相带
。

它们常交切地层而与断裂构造或褶皱构造平行
。

构造岩相带不受

地层坳陷的深度控制
,

而受构造作用 的强度控制
。

( 3) 反映特定温压条件的指相矿物
,

即应力矿物 (如绿纤石
、

硬绿泥石
、

多硅白云母
、

蓝闪

石
、

软玉
、

硬玉
、

绿辉石等 )和应力矿物现象 (如波状消光
、

机械双晶
、

扭折
、

沙钟构造
、

变形纹
、

压

力影等 )普遍出现
,

并常表现出明显的分带性
,

是构造动力变质相系划分的标志之一
。

( 4) 在动力变质岩带中常显示出构造动力变质作用的不均一性
,

表现为宏观
、

微观上的深

浅变质带相间
,

并呈条带状共生
,

两者之间往往没有截然的界线
。

如蓝闪石和绿纤石混生
,

硬绿

泥石和硬玉共存等极不协调的变质分异现象
。

( 5) 在构造动力变质过程中
,

由于应力的性质
、

强弱
、

时效及热力条件的差异
,

导致受变质

的岩石在不同的变形一变质阶段形成各具特征的结构构造
,

即脆性阶段具破裂
、

碎裂
、

碎斑等

结构和角砾状构造
;
脆

一

塑性阶段为糜棱或玻璃质结构
,

透镜状
、

条痕状和带状构造
;
塑性阶段

具变余糜棱结构
、

千枚糜棱结构
、

变晶糜棱结构和片麻糜棱结构
,

板状
、

千糜状和片糜状构造
;

动热阶段则具鳞片变晶结构
、

花岗变晶结构和交代结构
,

片状
、

片麻状
、

眼球状和条带状构

造 [` 2〕
。

综上所述
,

构造动力变质作用反映了某一次大的构造运动
。

构造动力变质岩是构造动力变

质作用从发生
、

发展到结束的变形一变质整个阶段的产物
。

按照构造动力由小到大
,

变形由弱

至强
,

变质程度由低至高的顺序
,

可依次出现脆性~ 脆
一

塑性~ 塑性~ 动热变形变质作用各阶

段的岩石类型
。

简言之
,

即 出现由低级到高级的递进构造动力变质岩带
,

并显示 出具间歇性和

周期性的特点
。

从时间上看
,

构造动力变质作用是连续的
、

渐变的
;
但在空间分布上看

,

变质相

带又是突变的
;
每一个变形变质阶段都是在它前一个变形变质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往往

在本阶段变形一变质特征的基础上
,

或多或少保留前一阶段变形一变质的某些记录
。

所以
,

若

在较高级别的动力变质岩系中有低级构造动力变质作用特征的显示
,

应考虑可能是构造叠加

所致而加以区别之
。

另外
,

在大型构造活动带中
,

由于原岩力学性质和物质组分的差异
,

导致在

同一应力场中应力强度的不均一
,

也就是说
,

构造带的不同部位会出现应力差
、

温度差和浓度

差
,

从而造成局部变形一变质环境的不同
,

带内变质程度当然可以不同
,

因而 出现变质程度不

同的动力变质岩带可相间出现或相互过渡
。

上述构造动力变质作用的基本概念
、

主要特征
、

基本类型
、

动力变质岩相带的划分
,

是笔者

依据多年来对断裂带
、

动力变质带
,

从野外到室 内
,

从宏观到微观
,

从矿物
、

岩石的形变到相变

等多方面综合研究工作的初步总结和系统概括
,

尚存在一些问题
,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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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l o w o e e u r s d u e t o l o e a l h i g h h e a t f l o w s t a g e
.

A b r i e f d e s e r i p t i o n o f t h e m a i n f e a t u r e s 15 h e r e

g l v e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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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y n a m o m e t a m o r p h i e
z o n e ,

b a s i e t y P e a n d f e a -

t U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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