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 2002, 32(4) 271-278  DOI:      ISSN: 1006-9267 CN: 11-3756/N

本期目录 | 下期目录 | 过刊浏览 | 高级检索                                                            [打印本页]   [关闭] 

论文 扩展功能 

本文信息

Supporting info 

PDF(436KB)

[HTML全文](0KB) 

参考文献[PDF] 

参考文献 

服务与反馈

把本文推荐给朋友   

加入我的书架 

加入引用管理器 

引用本文 

Email Alert 

文章反馈 

浏览反馈信息 

本文关键词相关文章

泥河湾

饱和等温剩磁

磁滞回线

沉积剩磁

居里点

本文作者相关文章

王喜生

Lø

vlie Reidar

苏朴

PubMed

Article by 

Article by 

Article by 

Article by 

许家窑泥河湾沉积物的岩石磁学性质 

王喜生(1,2);Løvlie Reidar(2,3);苏朴(3) 

(1)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中国;(2)Institute of Solid Earth Physics, Allegt 41 Bergen, 
Norway;(3)太原理工大学 ,太原 030024 ,中国 

摘要： 

对许家窑泥河湾河湖相沉积物开展的一系列岩石磁学实验结果显示: 磁铁矿、磁赤铁矿和赤铁矿为主要的载磁矿物; 
低温磁化率和低温剩磁测量是查明磁铁矿、磁赤铁矿化及超顺磁颗粒存在的非常有效的手段; 尽管在局部深度上部

分磁铁矿可能经历了低温氧化, 但SD/MD磁铁矿颗粒的大量存在仍是沉积物磁化率增强的主要原因之一; SD/MD磁

铁矿和赤铁矿为碎屑成因, 由二者为主要磁性载体的特征剩磁(ChRM)反映了沉积物形成时的原始磁场, 而磁赤铁矿

则可能代表了叠加于原生剩磁上后生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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