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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按照构造几何学特点和运动学特征我们把大别山-苏鲁造山带的分为三个构造单元：南部，中部和北部。造山带南部为一套构造堆叠体

系；中部为一个混合岩穹窿，浅变质的砂岩、板岩和片岩构成了大别山-苏鲁造山带的北部构造单元。造山带南部的构造堆叠体系主要由前陆

褶皱带构成：未变质的新元古代-早三叠世的沉积地层；由“宿松群”北部和苏北地区的“海州群”构成的高压变质岩石单元及含柯石英和金

刚石的超高压变质岩石单元。造山带中部的混合岩穹隆由大别山地区的罗田穹隆和苏鲁地区的莱西-栖霞穹隆构成。同样大别山北部的浅变质

“佛子岭-卢镇关群”和胶东地区浅变质的“蓬莱群”构成了造山带北部的构造堆叠体系。同时大别山和苏鲁两个构造地体均经历了相似的多

期构造变形：沿NW—SE向矿物拉伸线理发育的上部指北的剪切变形代表着造山带主变形期的变形；早期向南逆冲的韧性剪切变形和沿中部

混合岩穹隆边缘发育的重力滑脱变形体系，后者代表了混合岩穹隆形成时的垂向缩短作用。正是由于构造几何学和多期变形的可对比性决定了

这两个变质地体具有相同的地球动力学背景。

英文摘要：

      

关键词：大别-苏鲁碰撞造山带 构造几何学 运动学 岩石多期变形

投稿时间： 2005-04-30  

HTML   查看全文   查看/发表评论    下载PDF阅读器

黔ICP备07002071号-2  
主办单位：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单位地址：北京9825信箱/北京朝阳区北土城西路19号  
本系统由北京勤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