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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北基性岩墙群》通过十几亿年前古板块留下的证据——基性岩墙群的研究，恢复重建华北及
全球超大陆格局。
《华北基性岩墙群》系统地对华北基性岩墙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包括区域地质、岩石学、地球化学
、古地磁、构造应力场、侵位机制和地球动力学等方面；提出华北古元古代末发育的大规模基性岩墙
群是华北大陆板块形成后第一次重要的伸展构造作用，标志着华北克拉通具有刚性板块的特征，并参
与了全球哥伦比亚超大陆的形成和裂解。
在华北克拉通的岩墙群研究基础上，与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学者开展国际交流，并通过
对世界其他克拉通的岩墙群进行的对比，作者提出了全球“哥伦比亚超大陆”的新模式。
该超大陆模式对于全球重要金属矿产的远景预测也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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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根据华北克拉通晚前寒武纪区域地质研究，燕辽拗拉谷从北东向南西向扩展。
首先，在拗拉谷西北方向形成晋北和五台地区的岩墙群，当燕辽拗拉谷与中条拗拉谷在晋中左权一带
交汇时，在其以西的吕梁地区才形成了吕梁岩墙群。
因此，吕梁地区的古地磁数据与晋北一五台地区的古地磁数据相差很大（表5—2），吕梁地区的磁倾
角明显比晋北一五台地区的大很多。
这说明吕梁地区的岩墙群形成时华北板块一直向北漂移，因此西北西向岩墙的古磁倾角和古纬度比北
北西向的要大，西北西向岩墙晚于北北西向岩墙，这与本区的区域地质背景基本一致。
从吕梁地区岩墙群的古磁偏角基本相同来看，吕梁地区在形成北北西向和西北西向岩墙群时基本未发
生旋转。
 以上综合分析表明，侵位于前寒武纪克拉通内的基性岩墙群的古地磁学研究是半定量分析缺乏构造形
迹的古老克拉通构造运动的重要方法。
岩墙群古地磁学研究有助于恢复古大陆的位置和构造演化历史。
 三、讨论 华北克拉通中北部发育的古元古代末～中元古代基性岩墙群未变形未变质，是比较理想的
古地磁学研究对象，也是一种显著的古构造标志。
根据晋北、五台和吕梁三个地区基性岩墙群的分布和年代学统计，同一地区同一走向的辉绿岩墙基本
上属于同一期的构造一热事件的产物。
另外，均在规模较大的岩墙上采样，以上的古地磁分析结果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从晋北、五台和吕梁三个地区基性岩墙群的古地磁结果和视极移曲线分析，早期晋北一五台地区岩墙
群形成以后，在后期的吕梁地区北北西向和西北西向岩墙形成过程中，华北板块持续向北漂移，由此
造成吕梁地区北北西向和西北西向岩墙群与晋北一五台地区岩墙群具有较大的古地磁差异，吕梁地区
的岩墙群比晋北一五台地区的岩墙群形成晚；另外，持续的飘移过程也造成了西北西向岩墙的古磁倾
角和古纬度比北北西向的要大，表明西北西向岩墙晚于北北西向岩墙。
从吕梁地区两组岩墙群的古磁偏角基本相同来看，吕梁地区在形成北北西向和西北西向岩墙群时基本
未发生旋转。
另外，从晋北地区和五台地区岩墙群的古地磁对比分析，华北克拉通北部的晋北地区相对南部的五台
地区翘起18°左右，推测华北克拉通向南有一定程度的掀斜作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华北基性岩墙群>>

编辑推荐

《华北基性岩墙群》可供地质学类科研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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