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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力学在矿田构造研究中的应用与进展

刘 迅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地质力学在矿 田构造研究中的应用成果和进展
,

内容主要包括八

个方面
: (一 )构造动力作用下岩石矿物形变相变与元素聚散的关系

; (二 )构造动力成

岩成矿 ; (三 ) 同成矿构造体系及其控岩控矿作用 ; ( 四 )构造体系控岩控矿规律
;
(五 )构

造地球化学 ; ( 六 )构造应力场控矿规律及模拟实验 ; ( 七 )控矿构造模式 ; (八 )成矿预

测
。

实践证明
,

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在矿 田构造中有所创新和发展
,

在许多应用领域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

进一步显示出地质力学在矿 田构造研究中的旺盛生命力
。

关桩词 地质力学 矿 田构造

矿 田构造是地质力学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

它的中心任务就是研究

构造体系演化与地球化学和成矿作用之间的关系
,

探讨地壳物质改造和重新分配的过程
,

即构

造体系演化中成矿物质 (元素 )的生
、

移
、

聚
、

改的规程
。

1 构造动力作用下岩石矿物形变相变与元素聚散的关系

研究岩石矿物形变相变遗迹和元素聚散的现象
,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

对于探讨地壳

各部分矿产的富集和分布规律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川
。

在研究中运用现代的测试

技术 (透射电镜
、

扫描电镜
、

电子探针
、

X 光
、

红外光谱
、

等离子光谱和高温高压岩石力学试验

等 )
,

采取宏观与微观
,

形变相变与地球化学分析相结合的思路
,

使之进入定量或半定量阶段
。

多年来
,

在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进行的各类矿 田构造研究中
,

关于构造动力作用下岩石矿物形变

相变与元素聚散关系的研究
,

已经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果
。

主要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
:

( 1) 系统研究构造动力作用下岩石变形的结构构造类型和矿物的物性变化 (光性
、

晶体形

貌
、

晶胞参数
、

物性常数
、

包体物性 )
,

以及运用变形构造 (包括显微构造 )分析
,

进行应变量测定

及古构造应力场定量半定量测量
。

( 2) 深入研究构造动力作用下岩石矿物相变现象
,

包括晶体结构状态变化
、

矿物成分的变

化及新相矿物的产生
,

提出矿物成分变化及反映物质迁移的结构模型
。

( 3) 提出构造动力作用下形变导致相变的显微
、

超显微机制是新相矿物首先在塑性流动的

高应变区产生 ;显微碎裂流动区是元素发生活化迁移的聚集区 ;晶格缺陷是元素发生活化迁移

的超微机制
;
变形是导致各种扩散速率提高的主因

。

① 据王小凤等有关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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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强调构造动力作用下矿物相变促进形变的相关机制是
:

扩散蠕变
、

碎裂流动
、

非均一压

溶
、

流体作用和塑性转变
。

(5 )提出了岩石流动是导致元素活化迁移聚散的重要机制
。

在构造动力作用下
,

岩石可以

发生流动 (即塑性流动和碎裂流动 )
,

与之相伴产生相变和有用元素的活化
、

迁移和聚散
。

如重

稀土
、

金和银等元素
,

首先在岩石塑性流动的高应变区初步聚集
,

形成元素高丰度区
,

当岩石向

碎裂流动转变时
,

这些元素初步在其应力集中区或相对扩容区聚集成矿
。

岩石从塑性流动向脆

性流动转变的过程即元素迁移聚集成矿过程
。

研究表明
,

许多金
、

银
、

稀土矿床都经历了塑性变形
一

成矿阶段
、

塑性向脆性变形转化
一

成矿

阶段及脆性变形
一

成矿阶段
。

在这样三个变形
一

成矿阶段过程中
,

元素的迁移聚集主要通过岩相

转变
、

有用元素赋存部位及矿石结构构造的变化来表现
。

2 构造动力成岩成矿

动力成岩成矿的基本观点认为
,

地壳物质的物理和化学的变化和分布都与地壳运动分不

开
,

地壳运动导致了物质调整
,

地应力是引起物质调整
、

变化的重要因素
,

而物质的组成和空间

调整是对外力和应力的必然的适应性平衡过程
。

动力成岩成矿主要是研究构造动力作用下物

质的组分调整
,

尤其是物质空间调整过程中的组分调整作用
。

这种成岩成矿理论认为
,

在构造

动力引发和调整下
,

地壳物质成分可以产生一种成岩成矿作用
。

这种成岩成矿作用可分为两种

方式
:

( l) 岩石形变时引发的成岩成矿 ; ( 2) 岩浆结晶时构造动力调整作用控制的成岩成矿作

用
。

动力成岩成矿理论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包括
:

( 1) 构造动力地球化学
;
( 2) 构造应力对矿物物

理
、

化学性质的影响 ; ( 3) 岩石的形变与相变 ; ( 4) 岩类流动与成岩成矿
;
( 5) 元素的应力效应

;

( 6) 动力成岩成矿实验和模拟研究
;
( 7) 动力成岩成矿的编图工作

。

它强调必须把改造和建造
、

形变和形成
、

构造和岩相彼此密切结合
、

配合或交替演变所组成的地质历史综合方法作为基本

研究方法
。

动力成岩成矿观点是在构造体系控岩控矿理论基础上
,

在较长期找矿实践中逐步建立起

来的
。

这个理论的发展过程标志着地质力学对于矿 田构造的研究
,

从构造控岩控矿或矿产分布

规律的研究逐步深入到构造成岩成矿或成矿规律的研究领域川
。

实践表明
,

动力作用与成岩成

矿关系的研究
,

不仅促进了矿 田构造和地质力学理论的发展
,

而且在生产实践特别是成矿预测

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3 同成矿构造体系及其控岩控矿作用

探讨成矿物质运动与构造活动之间
,

在时间
、

空间上两者的统一关系
,

是构造体系控矿规

律研究的一个基本思路
。

长期以来
,

通过构造体系演化与成矿作用演化的关系
,

即构造体系成

生发展及活动性与成矿作用过程的关系研究
,

逐步认识到构造体系的活动对成矿前
、

成矿时和

成矿后不同阶段的控制作用和它具有的意义是迥然不同的〔3〕 。

成矿期活动的构造体系既控制

了矿化分布
,

同时成矿作用也是它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
。

成矿期活动的构造体系
,

就某一地区

或矿 田范围而言
,

主要的应该是某种一定类型的构造体系
,

亦即控矿构造体系
,

同时也应包括

与它复合的其他构造体系的成分 当然构造的活动往往是多次的
,

我们也应该研究构造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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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性及成矿作用的多期性间题
,

特别是主导控矿的构造体系
。

在总结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对成矿与构造活动的同步性
,

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

进一步提出同成矿构造体系的概念〔`〕 。

所谓同成矿构造体系指的是
,

在时间上
、

空间上和成因

上与成矿作用有密切关系的构造体系
。

它的主压性构造和伴生
、

派生构造成分控制矿产的形成

和分布
,

控制矿床
、

矿体的位置和形态
。

研究表明
,

一般矿化聚集在同成矿构造体系内应力集中

部位或同成矿构造发生后应力差最大的部位
。

这些部位常常是同成矿构造与成矿前构造的复

合部位
、

同成矿构造带产状变异部位
、

断裂尖灭端
、

背斜的倾伏端
、

褶皱的轴部等处
。

同时
,

不同

力学性质的构造中
,

矿体具有不同的特点
。

研究同成矿构造体系中应力集中部位
,

运用数理模

拟方法
,

可以指出较好的矿化富集地段
,

进行有效的成矿预测
。

同时也使构造控矿研究趋于定

量化
。

值得指出的是
,

关于成岩成矿和构造活动同位素地质年代学的研究
。

多年来
,

地质力学所

在同位素地质年代学研究方面也作了许多探讨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5[
`〕。

对于某些矿田和

矿床构造与成岩成矿活动时期等
,

通过系统采样和测试
,

获得一系列有关构造活动和成岩成矿

活动时期的同位素地质年龄数据
,

为构造控矿和成矿期活动的构造或同成矿构造体系的研究

提供了定量依据
,

提高了研究水平
。

4 关于构造体系的规律性及其控岩控矿作用

长期以来
,

对于构造体系的规律性控岩控矿作用
,

如构造体系多级控矿
、

构造体系复合
、

联

合和构造叠加控矿
、

构造体系组合形态
、

特定部位和结构面力学性质控矿以及构造等距性
、

递

变性
、

方向性
、

分带性和对称性等控矿规律的研究
,

广大地质力学工作者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深

入和提高
,

总结出许多规律性的认识
、

丰富了构造体系控岩控矿的理论
,

同时也为矿产预测起

到了有益的指导作用
。

近些年来
,

随着地质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
,

关于构造体系控矿规律的研究也日趋深化
。

地

质力学所曾承担了若干有关控矿构造与找矿方向的专题研究项目
,

对金
、

银
、

铜
、

铅锌
、

镍等金

属矿产的矿田构造开展了深入系统地调查研究
。

对于构造体系控矿规律的理论和实际应用方

面
,

都取得了显著进展
,

出版了一些典型矿田构造控岩控矿规律研究成果的专著 7[ 一 ’ `〕。

发挥的

作用越来越大
。

许多预测区和部位经过有关生产单位的验证
,

发现了隐伏矿床和矿体
,

扩大了

储量
,

获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并受到嘉奖
。

5 构造地球化学

近些年来在地质力学研究中
,

对于构造地球化学特别是断裂构造地球化学从不同的角度

开展了一些探索性工作〔` 5
, ` 6〕 。

在一些区域内进行比较系统的断裂带构造地球化学的研究
,

探

索元素在构造体系中的分布
、

分配和分带现象亦曾进行了某些尝试工作
。

在矿 田范围内对主要

控矿断裂带中特征元素的分布与应力作用的关系以及实验构造地球化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

了一些成果
。

地质力学研究表明
,

不同力学性质的构造形迹或同一构造形迹的不同构造部位
,

常有不同

的地球化学现象
,

反映了构造形迹与元素地球化学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
。

同时
,

不同力学性质

的构造形迹或同一构造形迹的不同构造部位具有不同的成矿地球化学环境
,

形成的矿床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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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类型也不同
。

换言之
,

成矿物质元素本身的地球化学特性决定了在不同地质构造条件下
,

表

现出不同的集散
、

迁移和转化规律
。

在系统调查研究矿 田
、

矿床构造的基础上
,

着重研究成矿构造的物理化学环境特征
,

探讨

在不同构造条件下不同的物理化学环境对成矿作用的影响
。

如
:
( l) 不同力学性质构造形迹具

有不同的成矿物理化学条件与成岩成矿作用的关系
; ( 2) 不同的地质构造条件和不同的成矿地

球化学环境与形成的矿床和矿化类型的关系 ; ( 3) 成矿物质的运移和聚集的动力和热力条件
、

介质条件
、

空间环境以及溶液的浓度 p H 和 E h 值等诸因素与元素富集和成矿的关系
。

关于断裂带构造地球化学作用
,

如动力分异作用
、

动 (热 )力变质作用
、

塑性流动
、

压溶
、

重

结晶
、

氧化和还原作用
、

水解和脱水作用
、

核反应以及其它成岩成矿作用等
,

表明了构造运动与

物质成分的变化和构造应力与地球化学作用之间的密切关系
。

这些作用制约着断裂带中元素

的迁移
、

集散和分布
,

特别是动力分异作用
,

促进了金属物质活化转移和富集成矿
。

不同应力作

用方式和不同力学性质的断裂则显示出不同成矿地球化学特征
。

对于断裂带或构造带的矿化

分带现象
,

从岩石矿物化学成分及元素的集散和含量的变化上
,

可以得到明显的反映
。

研究矿

田构造地球化学特征
,

能够追索成矿物质运移
、

集散和转化的动态过程和活动方式
,

指明矿 田

内成矿物质的来源
、

叠次浓集的构造部位及其分布规律
,

并且可以圈定各种构造类型
,

划分推

测的成矿远景区 (段 )
,

指导找矿预测
。

矿田构造地球化学是矿 田构造与地球化学相结合而形成的研究方向
,

也是矿 田构造研究

的新领域 〔̀ ’ 〕①
。

对它的探讨
,

将会更好地揭示出成矿物质组分在不同的构造环境或札理化学

条件下的形成和赋存以及分布规律
,

为构造体系控矿规律和成矿预测的研究提供深层次的依

据
。

另外
,

也有些学者提出开展成矿构造学②和构造物理化学的研究l8[ 〕 ,

这无疑对矿田构造的

研究都会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
。

6 构造应力场控矿规律及模拟实验

近些年来构造应力场控矿规律的理论研究和模拟实验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

从对成

矿区或成矿带区域构造应力场的模拟和燕山成矿期区域构造应力场的模拟
,

到矿 田构造应力

场和一些典型控矿构造应力场的光弹实验研究
,

都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模拟实验研究
,

同

时在模拟实验的技术方法上也有新的突破
。

构造应力场模拟的方法很多 lz[ 〕 ,

一般常用的数学

模拟如有限元法在研究控 (成 )矿构造应力场时应用较普遍
,

光弹性法等物理模拟对控 (成 )矿

构造应力场的分析也愈来愈受到重视
。

成矿构造应力场中矿液的运移和集中是受构造应力场中应变能和矿液运移势的控制
,

为

了研究构造应力场中应变能和矿液运移势的分布规律
,

近年来采用了先进而且方便的全息光

弹法 0z[ 〕 。

全息光弹法实验是建立在全息照像基础上的一种实验方法
,

现在采用的有两种主要

的全息干涉技术
,

即实时法全息光弹和两次曝光法全息光弹
。

这项新技术的应用
,

标志着在构

造应力场模拟实验的技术方法上的突破
。

采用光弹性应力分析方法
,

模拟成矿区成矿期的构造

应力场特征
,

了解该区金属矿产与构造应力的关系
,

进而对有关地 区成矿预测提供依据
。

例如
,

地质力学所对新疆喀拉通克铜镍矿成矿应力场〔 , ’ 〕和江西北武夷山及其外围地 区银

①
②

吴淦国
,

第三届全国地质力学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汇编
,

1 984
。

邓兆伦等
,

成矿构造学
,

武汉地 舌学院讲义
,
19 83

。



金多金属矿产成矿期构造应力场 〔̀ ’ 〕等的光弹实验研究
,

都很好地反映了这些地区在成矿期相

应外力作用下的构造活动和成矿作用
。

从实验所显示的应力分布与构造断裂和矿产分布的关

系来看
,

很好地反映出该区成矿前构造断裂对成矿期应力场的控制关系
,

特别是对应力高值区

分布的控制关系
,

进而表明
,

同成矿构造应力场对矿产的形成和分布的控制作用
。

据此
,

从应力

高值区与矿产分布的对应关系
,

进行了有成效的成矿预测
。

与区域成矿构造应力场模拟相类

似
,

还开展了许多矿 田范围内成矿构造应力场的模拟实验研究
。

长春地质学院对矿床中经常出现的一些典型控矿构造
,

如雁行式构造
、 “
入

”

字型构造
、

旋

扭构造和交叉复合型构造等的构造应力场开展了全息光弹模拟实验研究 20[ 〕。

该项研究认为矿

床的形成和分布与同成矿构造应力场密切相关
,

成矿构造应力场的分析对成矿预测提供了一

个定量化的准则
。

地质力学研究所还开展了地应力测量和 A E 法 (声发射法 )应力测量
,

对构造

应力场的分析和定量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
。

7 控矿构造模式

每一个矿 田都有不同的控矿构造形式
,

在各种矿田控矿构造形式里
,

我们可以发现某些具

有普遍性的特点
,

把不同类型的具代表性的典型矿田控矿构造
,

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概

括
,

建立控矿构造模式
。

由于研究方式和对于控矿构造的认识不同
,

可以提出多种形式的控矿

构造模式
。

控矿构造模式的建立
,

不仅在矿 田构造和构造体系控矿规律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
,

而且对隐伏矿产预测更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
。

.7 1 建立构造体系多级控矿模式

在构造体系多级控矿基本理论的指导下
,

通过对每一个具体的矿 田和矿床的构造体系演

化和构造控矿机制的深入研究
,

可以建立构造体系多级控矿模式
,

为矿产预测提供依据
。

例如
:

( 1) 大碉喇矿田构造体系多级控矿模式 (单一体系模式 )
:

黔东新华夏系褶带

I 级构造成分

北北东向摺皱断裂

III 级构造成分分

(((横跨褶皱 )))

北北西西向半背斜斜

. 级构造成分

北西西向褶皱断裂

{
局部矿化带 (矿床 )

VI 级构造成分

低序次褶曲带

{
风 一 晃汞矿带

{
汞矿田 (大铜喇矿田 )

{
矿体

、

矿化富集地段

( 2) 武山矿 田构造体系多级控矿模式 (复合体系模式 )
:

一北矿带

一 矿床
、

矿体

丰山洞一城门山成岩成矿带
宋家湾一武山构造岩浆

岩成矿亚带 (武山矿田 )

,,
、

VI 级构造成分分

派派 生生

旋旋扭构造造

淮淮阳山字型西其褶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复 合 ))))) 层滑系断裂裂

瑞瑞昌愉券相浩浩浩 (北东东向压扭性 )))

一一一二一
-

丰一
一

—
一 ----- I 级构造成分宋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III级构造成分淮阳山字字字 湾一武山复向斜及及及 }}}

型型西冀北西西向构造与与与与与
, 柑拐 幼浩 吩路路

一哺矿带



. 2 7矿田控 (成 )矿模式的建立

矿 田构造活动与成矿作用是密切联系和同步进行的
,

构造作用及不同构造性质和部位常

常是矿床形成和产生不同矿床类型的重要条件
。

因此
,

控矿构造模式与矿床成矿模式往往是统

一的
,

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
,

可以综合起来建立矿田控 (成 )矿模式
。

例如
:

胶东玲珑
一

焦家式金

矿属于中生代花岗岩剪切带中的岩浆期后热液金矿床田〕。

由于控矿构造型式和成矿作用不

同
,

矿床表现为石英脉型 (玲珑式 )和黄铁绢英质蚀变岩破碎带型 (焦家式 )两种类型
。

然而它们

在时间
、

空间和形成上具有密切联系和统一性
,

因此
,

提出建立玲珑
一

焦家式金矿控 (成 )矿模

式
。

7
.

3 矿田构造地球化学控 (成 )矿模式的建立

矿 田构造地球化学反映了构造作用
、

成矿作用和地球化学作用三者的有机联系
,

它也是构

造控 (成 )矿的地球化学机制的体现
。

在控矿构造模式和矿床成矿模式研究的基础上
,

进一步建

立矿田构造地球化学控 (成 )矿模式
,

能够直观地反映构造演化与矿床形成过程的控制关系
。

例

如江西永平铜矿田 (图 1 )
。

圈翻
,

匡豆」
2

1玉更」
3

1三三卜

图 1 永平铜矿田构造地球化学控 (成 )矿模式图

F i g
.

1 Sk e t e h m a p o f t h e o r e一 e o n t r o l li n g a n d m e t a l lo g e n i e m o d e l o f

t e e t o n o 一 g e o e h e nt i s t r y i n t h e Y o n g p i n g e o p p e r o r e 一 f i e ld
,

Ji a n g x i

a( ) 第一阶
,
( b ) 第二阶段

; ( c ) 第三阶段
; 1

.

矿体
; 2

.

混合岩
; 3

.

断裂带和断层
, 4

.

应力作用方式

该矿田构造地球化学控 (成 )矿作用可以进一步划分三个阶段
,

其控矿条件和成矿模式与

江西武山铜矿田十分相似 2S[ 〕 ,

在很多方面有可比性
,

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

8 成矿预测

对于构造控矿和矿 田构造的研究在成矿预测中的意义
,

已为广大地质工作者所肯定
。

地质

力学在成矿预测工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

在理论研究和方法上都达

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

根据构造控矿规律和构造应力场模拟 (数学模拟和物理模拟等 )以及构造

地球化学研究
,

对隐伏矿床或矿体进行定位预测和定量预测的成果很多
,

兹举例如下
:

8
.

1 城南隐伏钨矿床的定位预测①

根据已有的实践经验确定预测准则与预测标志
,

进行大
、

中比例尺隐伏钨矿床 (体 )的定位

预测
,

取得了重大成效和突破
,

发现了许多新的找矿靶区和隐伏矿床或矿体
。

.8 2 隐伏矿床 (体 )的定 t 预测

①据杨明佳
、

梅勇文有关资料
,

1 9 9 5
。



采用构造控矿规律分析与模拟实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隐伏矿床 (体 )的定量预测
,

已

经在大别山北麓一罗山一带多金属矿床和冀东峪耳崖金矿等地区找矿预测中取得显著成

效
已̀

·
2`〕

。

在对矿 田构造详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确定成矿期和成矿阶段
,

按成矿期分别进行模

拟
,

模拟主要成矿阶段应力
、

能量和分布状态以及集中和释放的量级
。

其中应力
、

能量释放的大

小与同成矿构造活动的强度和矿化富集的程度关系密切
。

测定各种岩石
、

岩层的有关力学参

数
,

确定边界条件和加力的方向
、

方式和大小
。

然后运用数理模拟方法
,

绘制应力
、

能量
、

应变等

值线图及同成矿构造发生时应力
、

能量释放强度图
。

据此确定矿化富集部位和优选出最佳找矿

靶区
。

经过验证
,

在预测部位和深部都见到矿体和获得了一定规模的储量
。

8
.

3 运用构造地球化学方法进行矿产预测

研究与成矿有关的断裂构造地球化学特征
,

可以追索矿体和寻找隐伏矿床
,

预测矿体规模

和品位在深部的变化规律
。

例如湖南官山矿区
,

从钨
、

锡品位等值线形态分析显示出矿化与断

裂的密切关系
。

又如在贵州万山矿田某矿区深部有盲矿体
,

但地表汞异常不明显
,

而在 F ,
断层

中及其两侧出现汞异常
,

高达数倍至数十倍
,

表明 F
g

是主要含矿断裂
,

据此取得了寻找盲矿体

的良好效果嘟〕。

此外
,

对控矿断裂地球化学异常趋势面分析
,

也可发现控矿断裂与成矿元素富

集之间的密切联系
。

根据构造形迹之间的序次和成生关系
,

及其中所含元素的组合特征进行矿产预测
,

业已证

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

如在吉林夹皮沟金矿区
,

应用铜
、

铅及少量银
、

金
、

汞等元素组合
,

确

定了弧形主干断裂与其侧羽状分支断裂控矿的成生联系
,

并在有化探异常的断裂中
,

进一步证

实了金矿的存在和扩大了找矿远景
。

又如在浙江温州地区
,

在 1
:

20 万区域化探工作的基础

上
,

通过线性地球化学异常分布和元素组合特征的分析
,

确定了北东
、

东西和南北向三组断裂

构造带的展布及其复合关系
,

结合实地调查对构造体系复合部位圈定出构造成矿远景区
,

有效

地指导 了区域找矿预测工作
。

此外
,

把构造控矿和成矿规律研究结合起来
,

应用控 (成 )矿模式进行找矿预测
,

也是值得

重视和行之有效的
。

在矿 田构造和构造体系控矿规律研究中
,

数学地质方法得到了普遍地应

用
。

运用逻辑信息法在北武夷山及其外围地区 (赣东北 )开展铜矿成矿预测研究
,

取得了满意的

效果 [ ,’ 〕 。

以上几个方面的叙述
,

涉及构造地质学和矿田构造学某些热点问题和学科前沿或生长点
,

如与矿物物理有关的形变相变和岩石力学性质研究
、

控 (成 )矿构造应力场理论与实验研究
,

动

力成矿理论与实验研究
、

构造地球化学和控 (成 )矿物理化学条件
、

构造控 (成 )矿模式和定位
、

定量预测等问题
。

同时
,

还涉及到有关矿 田构造研究方法和现代测试技术手段等方面
。

当然
,

矿田构造在工作方法和研究领域方面正在 日益发展
,

新的热点问题和生长点也不断出现
。

此外

应该说明
,

构造地质学的新进展和新认识
,

以及构造动力学和小型构造
、

微构造和典型控矿构

造的研究等等
,

都对矿 田构造产生重要影响
,

并促进了它的发展
。

显然
,

地质力学在矿田构造研

究中
,

对这些概念和成果也充分加以吸收和探讨
,

而且取得 了明显的进展
。

爵卜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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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本刊讯

:

经中国地质学会批准
,

地质力学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市地质学会的赞助下
,

将于

1 9 9 6 年 5 月 16 日至 18 日
,

在京联合召开矿产资源
、

地质灾害研究中的构造地质
、

地质力学理

论与方法学术讨论会
。

此次学术讨论会 目的在于
:

广泛交流和研讨有关学科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方法的进步及

发展前景
,

检阅为 30 届国际地质大会的准备情况
。

拟分 5 个专题
:
1

.

地质与地球物理场背景

( 召集人
:
杨振宇博士 ) ; 2

.

内生矿床
、

地球化学 (召集人
:

吕古贤博士 ) ; 3
.

石油
、

天然气
、

地下水

(召集人
:

孙宝珊研究员 )
; 4

.

地质灾害与区域地壳稳定性 (召集人
:

吴吴树仁博士 ) ; 5
.

构造应

力场及动力学分析 (召集人
:
吴珍汉博士 )

。

本刊将为这次学术讨论会出版专集
,

有关事项请与地质力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陈洪新先生

联系
。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学院南路 n 号地质力学研究所科技处

。

邮编
:
1 0 0 0 81

。

电

话
:

( 01 0) 8 4 123 09
。

欢迎有关专家提交论文并出席讨论会共同研讨
。

又讯
:
学术讨论会期间

,

地质力学研究所将举办建所 40 周年庆祝活动
,

届时还将举办中科

院院士本刊编委会主任陈庆宣和杨开庆研究员 80 寿辰庆典
。

热烈欢迎广大地学工作者光临
。

(本刊编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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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VA N E COFA PL PIA I T CON OF GEOM E CH A NI C STOH TE

RA E E SR CH OF O RE 一FI D U E R T L SCU E R T S

i L uX u n

(I o sti t u t。
o fe G .

e e h a。 `e s,
C A G S )

A b s t r a e t T h e a e h ie v e m e n t s a n d a d v a n e e o f t h e a P p l i e a t i o n o f g e o
m

e e h a n i e s t o t h e r e s e a r e h

o f o r e 一 f i e ld s t r u e t u r e a r e i n t r o d u e e d i n t h i s p a p e r i n t h e f o l l o w i n g a s p e e t s :
( 1 )

r e l a t i o n s h ip b
e -

t w e e n t h e d e f o r m a t i o n a n d P h a s e t r a n s f o r m a w t i o n o f r o e k s a n d m i n e r a l s a n d t h e e o n e e n t r a -

t io n a n d d i s p e r s io n o f e l e m e n t s u n d e r t e e t o n ie f o r e e ; ( 2 ) r o e k s a n d o r e d e p o s i t s r e s u l t in g f r o m

t h e P r o e e s s o
f t e e t o n i e f o r e e ; ( 3 ) s y n 一

m i n e r a l i z a t io n s t r u e t u r a l s y s t e m s a n d t h e i r e o n t r o l o f

r o e k s a n d m i n e r a l s ; ( 4 )
s o m e r e g u l a r i t i e s , c o n e e r n i n g t h e e o n t r o l o f r o e k s a n d o r e s b y t e e t o zl i e

s y s t e m s ,
( 5 ) t h e t e e t o n o 一 g e o e h e m i s t r y ;

( 6 ) l
o e a l i z a t i o n o f o r e m i n e r a l s i n a p r e v a i l i n g t e e t o n i e

s t r e s s f i e ld a n d i t s m o d e l l i n g ; ( 7 ) a t e e t o n i e m o d e l f o r o r e e o n t r o l ; ( 8 ) o r e d e p o s i t s p r e d i e t i o n
.

T h e r e s u l t s o b t a i n e d t o d a t e a r e s t im u l a t i n g
, a n d m o r e w o u ld b e e x p e e t e d i n t h e f u t u r e

.

K e y wo
r d s g e o m e e h a n i e s , o r e 一 f i e ld s t r u e t e r e

作 者 简 介

刘迅
,

男
,

1 9 3 4 年生
,

研究员
。

1 9 5 6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
,

长期从事地质力学和矿田构造

研究
。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学院南路 n 号地质力学研究所
。

邮编
:
1 0 0 0 8 1

。

《地质力学学报 》编委扩大会于 2 月 14 日

在地质力学所召开

在《地质力学学报 》创刊一周年之际
,

1 9 9 6 年 2 月 1 4 日
,

应编辑部的邀请
,

在京编委和有

关专业的学科带头人以及作者代表共 60 余人出席了会议
。

《地质力学学报 》副主编
、

编辑部主

任朱永余同志汇报了刊物情况
。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殿卿
、

李廷栋
、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海涛出席

了会议并讲了话
。

赵文津
、

崔盛芹研究员以及万天丰
、

李东旭
、

郑亚东教授等就如何把 《地质力

学学报 》办得更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

会议气氛十分活跃
,

同志们积极热情出谋划策
,

对

编辑部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

同时也站在学科发展与竞争的高度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

使办刊

人员很受鼓舞
,

并对办好《地质力学学报 》充满信心
。

编辑部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