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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及其邻区区域大地构造学(第2版)》着重论述中国及其邻区区域大地构造基本特征，分总论
、各论两部分，总论部分简要介绍大地构造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现状；各论部分以中国为重点概略地
介绍中国区域构造特征，对重点地区和有争议地区，特别是主要造山带及各大含油气盆地均作了较为
系统的介绍，对一些延伸到国外的造山带和盆地也有简要的介绍和图示，这部分涉及中国周边十多个
国家的近期研究概况。

　　自2002年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需求者甚众，这次再版，增加了大量自2000年以来的新资料，在
文字方面也作了较大改动，使其表达更加明白，语言更加流畅。

　　《中国及其邻区区域大地构造学(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地质、石油、冶金、地震、水文和工程
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教材或参考书，同时也可供相关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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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长角闪岩和片岩组成，以普遍混合岩化为特点，原岩主要是中酸性火山碎屑岩一杂砂
岩，已获得Sm-Nd等时线年龄为3.3Ga（胡蔼琴，1995）；角闪岩呈残留体存在，原岩为弱亏损地幔玄
武岩。
不整合于托格杂岩之上的古元古界兴地塔格群以结晶片岩为主，夹石英岩、大理岩，韵律性强，原岩
为中一低密度的浊流沉积。
中元古界下部称波瓦姆群，由石英岩、大理岩和以云母、石英为主要成分的片岩组成，为被动陆缘浅
海沉积。
中元古界上部称爱尔基干群，下部主要由碳酸盐岩组成，含叠层石；上部主要为绿片岩、变质火山岩
及千枚岩等，总体上为构造较稳定的滨一浅海沉积。
新元古界帕尔岗塔克群下部为浅变质碎屑岩，上部为富含叠层石的结晶灰岩、泥灰岩。
阿克苏一带的下部地层为阿克苏群，含蓝闪石变质岩系，原岩由基性火山岩（蓝闪石片岩和绿片岩）
和酸性火山岩（钠长石英片岩）、变粒岩和少量浅粒岩组成，肖序常等（1990）曾测得蓝闪石Ar-Ar年
龄为720Ma，但一般认为其原岩时代应属中元古代（高振家等，1992）。
不整合其上的巧恩布拉克群主要为韵律性沉积的灰绿色长石砂岩、粉砂岩，属深海浊流沉积，高振家
等（1992）将其归属于新元古界青白口系。
铁克里克一带古元古界下部的喀拉喀什群由二云片岩和斜长片麻岩组成，夹蚀变流纹岩，上部的埃连
卡特群为绿泥石英片岩、大理岩、千枚岩等；中元古界下部为变质安山岩、英安岩、流纹岩夹白云岩
及砂岩，上部为叠层石灰岩、泥岩和砂岩，含磷块岩（苏玛兰群）；新元古界为粉砂岩、泥岩、硅质
岩、叠层石灰岩环境，上部夹安山岩、泥质岩，多千枚岩化。
以上资料反映，塔里木板块的基底形成较早，古太古代已有古陆核存在，以塔中正磁异常为界，南部
稳定较早，大概在吕梁期，中一新元古代已进入裂谷与裂陷活动期，北东向的正磁异常轴代表了裂谷
或裂陷的走向。
北部稳定较晚，约在晋宁期（塔里木运动），震旦纪进入裂谷或裂陷活动期，塔中东西向正磁异常截
切塔西南北东向正磁异常正是这种基底差异的表现。
与华北板块、扬子板块比较，中新元古界它们都主要是被动陆缘浅海环境，但塔里木地区的区域性低
级变质作用却持续到新元古代，显现为高地温梯度较为活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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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及其邻区区域大地构造学(第2版)》编辑推荐：文字浅易懂，叙述由浅入深，说理透彻，内容取
舍合理，内容全面系统，理论上几乎涉及到地质学的各个方面，区域上涵盖了中国及其周边的十余个
国家，分析方法力求实事求是，既尊重已有的原则，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和理论，有利于读者深入
思考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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