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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12章。
第1章绪论，对假熔岩及其相关断层岩进行综述。
第2章介绍相关术语，并对假熔岩物理成因的历史争论进行简要回顾。
第3章集中阐述假熔岩相关的断层岩，重点强调断层岩内组构的作用和理论断层模型的发展演化。
第4至第7章，以全球范围内已报道具有代表性的假熔岩产出的主要断层(包括英格兰外赫布里底逆冲断
层、澳大利亚伍德罗夫逆冲断层、中国富蕴断层和新西兰阿尔卑因逆冲断层)为例，详细介绍其构造环
境，中等一显微尺度的结构和构造，岩石性质以及熔融成因假熔岩的变形机制。
第8章记述假熔岩的化学组成。
第9章探讨在澳大利亚伍德罗夫逆冲断层和中国秦岭-大别山碰撞造山带伴有超高压变质杂岩的大河镇
断层剪切带中，形成于半脆性到晶体塑性领域的深部断层剪切带内，与糜棱岩和麻粒岩相关的假熔岩
的产状及其成因机制。
第10章则以日本饭田-松川断层、野岛断层以及系鱼川-静冈构造线活动断层系等代表性断层为例，对
在古地震环境下形成的碎裂成因的假熔岩和相关脉状碎裂岩的中等一显微尺度构造与岩石性质及其形
成机制进行探讨。
第11章详细介绍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由滑坡产生的熔融成因假熔岩。
在第12章阐述由高速摩擦熔融实验所得出的基本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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