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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克拉通泊松比与地壳厚度的关系

及其大地构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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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华北克拉通破坏和岩石圈减薄已成为我国乃至国际地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作者对许卫卫和

郑天愉（２００５）采用接收函数方法测量渤海湾西北盆岭地区５８个宽频地震台站下面地壳厚度和地壳泊松比的资料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在冀东北、辽西以及石家庄附近的南太行山地区地壳泊松比随地壳厚度增加呈非线性骤

然陡降，说明在这些地区中新生代地壳减薄作用主要集中于长英质的中上地壳。在保定—大同和官厅水库—张家

口—张北地区，地壳泊松比随地壳厚度增加作缓慢地线性减小，说明由玄武岩浆底侵作用造成的地壳泊松比增加

抵消了一部分由长英质中上地壳减薄造成的泊松比减小。所以，在中新生代华北克拉通地壳减薄过程中，上地幔

部分熔融及玄武岩浆底侵作用主要集中在保定—大同和官厅水库—张家口—张北等冀西北地区。

关键词：华北克拉通；泊松比；地壳成分；岩石圈减薄；基性岩浆底侵作用

　　泊松比（ν）是构成地球和行星物质成分（岩石）

的极其重要的弹性力学参数，测量泊松比已成为人

类探索地球内部物质成分、构造和物理状态最有用

的方法之一（Ｈｏｌｂｒｏｏｋｅｔａｌ．，１９８８；Ｊ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３；

Ｚａｎｄ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１９９６；Ｊ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泊松比的大小取决于岩石中Ｐ波和Ｓ波速

度的比值（犞ｐ／犞ｓ），反映在挤压与剪切条件下造岩

矿物晶格原子间键的性质以及岩石内部显微构造特

征（例如，微裂隙的几何形状与空间分布、孔隙度以

及各矿物相在三维空间中的连接性和连续性等）。ν

的变化范围介于－１与０．５之间，但对绝大多数岩

石来说，ν介于０到０．５之间。当犞ｐ／犞ｓ＜槡２，ν＜０。

负的泊松比主要出现于泡沫材料（Ｌａｋｅｓ，１９８７；

Ｇｅｒｃｅｋ，２００７）和各向异性材料（例如，方石英的ν＝

－０．１６４）中。流体或熔体的存在能有效地提高岩石

的犞ｐ／犞ｓ比值，从而增加泊松比。在石油地质领域，

泊松比常作为指示沉积岩孔隙度和孔隙几何形态的

重要标志 （Ｗｉｌｋｅｎ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４；Ｍａｖｋｏｅｔａｌ．，

１９９８）。最近，Ｍｉｓｈｒａ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３）还利用现代

震源区泊松比的变化探讨流体的时空分布。

图１表示岩石圈中主要造岩矿物的泊松率密

度（νρ）关系，从中可见下列特点：

（１）石英的泊松比最小，ν＝０．０８，而蛇纹石的泊

松比最大（ν＝０．３４３）。方解石也具较大的泊松比，ν

＝０．３２。

（２）钾长石和斜长石的泊松比较高。在斜长石

固溶体系列中，随着钙长石（Ａｎ）含量的增高，泊松

比作相应的非线性增加。钠长石和钙长石的泊松比

分别等于０．２８和０．３１。

（３）层状矿物云母的泊松比呈三角形分布，金云

母（富 Ｍｇ）具较高的ν和较低的密度；黑云母（富

Ｆｅ）具较高的密度和中等的泊松比；白云母具低的

泊松比和中等的密度。

（４）普通辉石和绿辉石具与常见的橄榄石

（Ｆｅ９０）相似的泊松比，透辉石相对于普通辉石、绿辉

石和硬玉来说具有较小的密度但较高的泊松比。

（５）斜方辉石的泊松比呈Ｊ形分布，低值出现在

顽火辉石，而高值出现于古铜辉石。总之，斜方辉石

的泊松比随其Ｆｅ含量的增加而增加。

（６）在橄榄石组矿物中，泊松比随Ｆｅ２ＳｉＯ４含量

增加而增加。在图１中，我们仅投影了成分为

Ｆｏ９０１００的橄榄石，因为上地幔中橄榄石的成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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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主要造岩矿物的泊松比密度投影图

Ｆｉｇ．１　Ｐｏｉｓｓｏｎ’ｓｒａｔｉｏ—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ｌｏｔｓｆｏｒｍａｉｎ

ｒｏｃｋｆｏｒｍｉｎｇ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Ａｂ—钠长石；Ａｌｍ—铁铝榴石；Ａｎｄ—钙铁榴石；Ａｕｇ—普通辉

石；Ｂｒ—古铜辉石；Ｂｔ—黑云母；Ｃａｌ—方解石；Ｃｐｘ—单斜辉

石；Ｄｉ—透辉石；Ｅｎ—顽火辉石；Ｇｒｓ—钙铝榴石；Ｇｒｔ—石榴

子石；Ｈｂｌ—角闪石；Ｊｄ—硬玉；Ｋｆｓ—钾长石；Ｍｓ—白云母；

Ｏｌ—橄榄石；Ｏｍｐ—绿辉石；Ｏｐｘ—斜方辉石；Ｐｈｌ—金云母；

Ｐｌ—斜长石；Ｐｒｐ：镁铝榴石；Ｑｔｚ—石英；Ｓｒｐ—蛇纹石

Ａｂ—ａｌｂｉｔｅ；Ａｌｍ—ａｌｍａｎｄｉｎｅ；Ａｎｄ—ａｎｄｒａｄｉｔｅ；Ａｕｇ—ａｕｇｉｔｅ；

Ｂｒ—ｂｒｏｎｚｉｔｅ；Ｂｔ—ｂｉｏｔｉｔｅ；Ｃａｌ—ｃａｌｃｉｔｅ；Ｃｐｘ—ｃｌｉｎｏｐｙｒｏｘｅｎｅ；

Ｄｉ—ｄｉｏｐｓｉｄｅ；Ｅｎ—ｅｎｓｔａｔｉｔｅ； Ｇｒｓ—ｇｒｏｓｓｕｌａｒ； Ｇｒｔ—ｇａｒｎｅｔ；

Ｈｂｌ—ｈｏｒｎｂｌｅｎｄｅ； Ｊｄ—Ｊａｄｅｉｔｅ； Ｋｆｓ—Ｋｆｅｌｄｓｐａｒ； Ｍｓ—

ｍｕｓｃｏｖｉｔｅ； Ｏｌ—ｏｌｉｖｉｎｅ； Ｏｍｐ—ｏｍｐｈａｃｉｔｅ； Ｏｐｘ—

ｏｒｔｈｏｐｙｒｏｘｅｎｅ； Ｐｈｌ—ｐｈｌｏｇｏｐｉｔｅ； Ｐｌ—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 Ｐｒｐ—

ｐｙｒｏｐｅ；Ｑｔｚ—ｑｕａｒｔｚ；Ｓｒｐ—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ｎｉｔｅ

位于这个区间之中。

（７）硅酸盐石榴子石可分为两组，一组叫

Ｐｙｒａｌｓｐｉｔｅ，即镁铝榴石铁铝榴石锰铝榴石系列，另

一组叫Ｕｇｒａｎｄｉｔｅ，即钙铬榴石钙铝榴石钙铁榴石

系列。在Ｐｙｒａｌｓｐｉｔｅ系列中，泊松比随密度增加略

有减小；而在Ｕｇｒａｎｄｉｔｅ系列中，泊松比随密度增加

而明显地增加（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Ｊｉ等 （２００２）在 其 出 版 的 总 共 ６３０ 页 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Ｏｒｅｓ》中系统地汇总了全世界各种岩石

密度和Ｐ波、Ｓ波速度随围压的变化，据此手册汇总

的波速数据，我们分别计算了岩石圈中主要种类岩

性的泊松比并分析了其与密度之间的关系（图２），

图中的趋势线表示泊松比随密度变化的总体规律

（嵇少丞等，２００７；Ｊ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８）。该趋势线呈上

拱弧状，最高点位于ρ＝３．０５ｇ／ｃｍ
３处。在ρ＝０．２６

－３．０５ｇ／ｃｍ
３之间，泊松比随密度增加而增加，但当

ρ＞３．０５～３．１０ｇ／ｃｍ
３时，泊松比随密度增加呈缓慢

地减小。然而，单矿岩诸如石英岩、大理岩、灰岩、斜

长岩和蛇纹岩等明显地偏离了总的趋势线，蛇纹石

化强烈的橄榄岩也偏离了该趋势线，而除此之外的

其它所有常见岩性都位于或非常靠近该趋势线。

图２　主要类型岩石的泊松比密度投影图

Ｆｉｇ．２　Ｐｏｉｓｓｏｎ’ｓｒａｔｉｏ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ｌｏｔｓｆｏｒ

ｍａｉｎ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ｏｆｒｏｃｋｓ

分析图１和图２，可以得出一些定性的结论：在

长英质岩石如花岗岩、花岗闪长岩以及闪长岩中，石

英含量的增加会使岩石的泊松比减小，而长石含量

的增加会使岩石的泊松比增加。基性岩如辉长岩、

辉绿岩以及基性片麻岩具有较大的泊松比，主要原

因就是这些岩石不含石英，而含大量基性斜长石。

新鲜的橄榄岩较之辉长岩、辉绿岩和基性片麻岩具

有较小的泊松比，但橄榄岩的泊松比实际上随其蛇

纹石化程度的增加而明显地增加，原因是蛇纹石具

特别高的泊松比。榴辉岩的泊松比主要受其主要造

岩矿物石榴子石和绿辉石的制约，不同榴辉岩泊松

比的差异主要反映所含石榴子石化学成分（Ｗａｎｇ

ａｎｄＪｉ，１９９９）以及退变质程度的差异（Ｊ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

１　华北盆岭地区泊松比与地壳厚度的

关系

　　许卫卫和郑天愉（２００５）利用渤海湾西北盆岭地

区５８个宽频数字化台站（图３）在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３

年两年期间记录的５．５级以上远震三分量数据，从

接收函数中测量出 Ｐｓ转换波以及多次波 ＰｐＰｓ、

ＰｐＳｓ和ＰｓＰｓ与直达波的时差，计算出各台站下面

地壳的厚度（Ｈ）和犞ｐ／犞ｓ（然后换算成泊松比ν）。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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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北京市和河北省境内华北克拉通上地震台站分布

Ｆｉｇ．３　Ｍａｐ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

这是一篇重要的地球物理学文献，应该受到“华北克

拉通岩石圈减薄与破坏”研究人员的重视。现将他

们的全部数据重新投影到一张“地壳厚度—泊松比”

图上（图４），不难发现华北地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

的ν犎 变化趋势。在保定—大同以及官厅水库—

张家口—张北附近地区，ν随犎 增加作缓慢地线性

减小，而在冀东北—辽西以及石家庄附近的太行山

地区，ν随犎 增加作迅速地非线性减小。

图４　北京市和河北省境内华北克拉通上各地震台站

下面泊松比与地壳厚度变化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ｏｉｓｓｏｎ’ｓｒａｔｉｏ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

ｃｒｕｓｔ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ｆｏ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

２　讨论

从地震波接收函数分析得到的泊松比只是该台

站下面整个地壳的一个平均值。由于全部台站都位

于基岩之上（许卫卫和郑天愉，２００５），故地表疏松沉

积物对整个地壳泊松比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合理地假设石英岩、大理岩、斜长岩、蛇纹岩等

单矿岩在地壳中比例很少，仅在局部区域出现，而华

北大陆地壳的物质组成也和世界上其它大陆地壳一

样，主要由酸性岩（ν≤０．２６，如花岗岩、花岗闪长岩、

花岗片麻岩、花岗闪长片麻岩、酸性麻粒岩等）、中性

岩（０．２６＜ν≤０．２８，如闪长岩、闪长片麻岩、中性麻

粒岩等）和铁镁质的基性岩（０．２８＜ν≤０．３０，如辉长

岩、角闪岩、榴辉岩、基性麻粒岩等）三个端元组分按

一定比例复合而成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１９９６；Ｊ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泊松比大于０．３０～０．３１的区域可归因于

或者发生了部分熔融、或者是破碎带（孔隙度高、存

在流体），还可能是强烈蛇纹石化的断裂带。可以

说，ν≤０．２６的地壳其主要组成岩性是长英质的酸

性岩（图５），ν＝０．２８～０．３０的地壳其主要组成岩性

是铁镁质的基性岩，但ν＝０．２６～０．２８的地壳既可

能是中性岩，也可能是酸性岩和基性岩按一定比例

混合的复合体。

图５　北京市和河北省境内华北克拉通上地壳

泊松比分布直方图

Ｆｉｇ．５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ｏｉｓｓｏｎ’ｓｒａｔｉｏ

ｄａｔａｆｏ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

地壳厚度和泊松比之间关系可能隐含大陆地壳

形成和构造演化过程的重要信息。如果大陆地壳成

分单一，即从地表到莫霍面皆由同一种岩石组成，那

么无论构造增厚或减薄作用都不会影响地壳泊松比

的大小。如果地壳成分在水平方向上极度的不均

匀，则地壳厚度和泊松比之间绝不会存在任何简单

的关系。如果地壳由一系列水平延伸的不同岩性层

在垂直方向上叠合而成，由于不同岩性具有不同的

流变学强度，在构造挤压缩短（增厚）或拉张伸展（减

薄）过程中，应变总是优先集中于弱岩层而不是强岩

层。受到构造挤压，处于相同温度、压力条件下的长

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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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解释泊松比和地壳厚度相关性的流变学构造模式

Ｆｉｇ．６　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ｒｕｓｔ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ｎｄＰｏｉｓｓｏｎ＇ｓｒａｔｉｏ

（ａ）—地壳增厚与下地壳拆沉模式；（ｂ）—对称伸展模式；（ｃ）—非对称伸展模式；（ｄ）—底侵模式；（ｅ）—华北克拉通伸展分区模式

（ａ）—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ｅｎｅａｔｈａｔｈｉｃｋｅｎｅｄｃｒｕｓｔ；（ｂ）—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ｃ）—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ｄ）—Ｕｎｄｅｒｐｌ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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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质岩石比起基性岩石更容易形成褶皱和推覆构

造，其结果势必造成地壳泊松比随地壳厚度增加而

减少（图６ａ）。拆沉作用（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造成地壳中

基性岩石相对减少，从而使得地壳泊松比减小（图

６ａ）。基性岩浆从莫霍面之下的上地幔底侵到大陆

下地壳结晶成铁镁质侵入岩，造成地壳泊松比增加

（图６ｄ）。地壳厚度和泊松比之间的负消长关系已

发现出现在中国华南地块、拉萨地体、羌塘地体、松

潘—甘孜地体以及印支地块（滇西）等地区（Ｊ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在华北的保定—大同和官厅水库—张家口—张

北地区，地壳泊松比随地壳厚度增加作缓慢地线性

减小，而在冀东北、辽西以及石家庄附近的太行山南

部，泊松比随地壳厚度增加作非线性骤然陡降（图

４）。众所周知，华北克拉通岩石圈在中新生代时发

生了强烈的伸展减薄。中国华北与世界上许多地区

一样，地壳具双层结构，上地壳主要为长英质的酸性

岩或中酸性岩，下地壳主要为铁镁质的基性岩（Ｇａｏ

ｅｔａｌ．，１９９８）。如果在构造伸展作用下，韧性变形

的下地壳的流动强度不仅比其上覆的上地壳而且比

其下伏的上地幔的强度都要低（ＪｉａｎｄＸｉａ，２００２；

Ｊｉ，２００８），就像夹在上下两片烤面包之间的那层果

酱。换句话说，在构造伸展作用下，如果下地壳比上

地壳遭受了更大的减薄（图６ｂ，ｃ），那么随着地壳整

体厚度（即 Ｍｏｈｏ面的深度）减小，基性下地壳比起

长英质的上地壳发生了更加显著的减薄。其结果就

会是，地壳的泊松比随地壳的厚度减小而降低，即泊

松比和地壳厚度呈正消长关系（图６ｂ，ｃ）。这明显

有悖于华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图４）。

在构造伸展作用下，随着地壳整体厚度减少，局

部区域（如深大断裂和剪切带内）压力骤减，那里的

上地幔可能发生部分熔融，形成的玄武岩浆底侵到

其上方的深部地壳（图６ｄ），从而增加了地壳内基性

岩的体积分数。在这种情况下，地壳的泊松比随地

壳厚度的减小不但不减小反而增加（图６ｄ）。据此，

我们有理由推测在华北的保定—大同和官厅水库—

张家口—张北地区，中新生代时发生玄武岩浆底侵

作用，而在华北其他地区如冀东北和石家庄附近的

南太行山地区地壳的减薄主要集中于长英质的中上

地壳之中（图６ｅ）。冀西北中新生代确实有玄武岩

浆沿深大断裂喷溢至地表，这些地质资料和本文所

述的地球物理数据吻合。由玄武岩浆底侵作用造成

的地壳泊松比增加抵消了一部分由长英质中上地壳

减薄造成的泊松比减小，两种作用的综合结果就造

成地壳泊松比随地壳厚度增加作缓慢地线性减小

（图６ｅ中的 Ａ线）。然而在冀东北、辽西以及石家

庄附近的太行山南部，由于没有玄武岩浆的底侵作

用，地壳减薄主要集中在长英质的中上地壳，所以泊

松比随地壳厚度增加作非线性骤然陡降（图６ｅ中的

Ｂ线）。

３　结论

（１）岩石圈中主要组成岩性展示非常有趣的泊

松比随密度变化的总体趋势（图２）。在ρ＝２．６０～

３．０５ｇ／ｃｍ
３之间，泊松比随密度增加而增加，但当ρ

＞３．０５～３．１０ｇ／ｃｍ
３时，泊松比反而随密度增加呈

缓慢地减小。单矿岩（诸如石英岩、大理岩、灰岩、斜

长岩和蛇纹岩等）明显地偏离了总的趋势线，蛇纹石

化强烈的橄榄岩也偏离了该趋势线，而除此之外的

其它所有常见岩性都位于或非常靠近这条趋势线。

在长英质岩石如花岗岩、花岗闪长岩以及闪长岩中，

岩石泊松比随密度增加而增加，这是因为石英（ν＝

０．０８）含量的增加不仅会使岩石的泊松比减小，而且

也会使岩石的密度减小。斜长石中Ａｎ含量的提高

也会增加岩石的泊松比和密度。其外，由于蛇纹石

具有特别高的泊松比（图１），蛇纹石化能显著地增

加橄榄岩的泊松比。榴辉岩的泊松比主要反映所含

石榴子石的化学成分以及退变质程度。这些结果将

为利用岩石泊松比确定大陆地壳和上地幔矿物组成

与化学成分提供有用的制约。

（２）在渤海湾西北的华北盆岭地区（北京市和河

北省境内，图３），高达３１％的台站下面地壳的泊松

比υ≥０．２８（铁镁质基性岩），还有４７％的台站下面

地壳的泊松比界于０．２６～０．２８之间（中性岩或长英

质酸性岩与铁镁质基性岩的复合体）（图５）。华北

克拉通在中新生代是否发生过大规模的基性下地壳

的折沉作用？目前尚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至少没

有得到许卫卫和郑天愉（２００５）这批地壳泊松比资料

的支持。

（３）由褶皱逆冲推覆等构造挤压缩短作用造成

的地壳增厚或基性下地壳拆沉作用往往导致地壳整

体泊松比随地壳厚度的增加而减小（图６ａ），例如中

国华南地块、拉萨地体、羌塘地体、松潘—甘孜地体

以及印支地块（滇西）等地区（Ｊ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在

区域伸展（如大陆裂谷、盆岭）的构造拉张环境中，如

果减薄主要发生于基性下地壳，则地壳整体泊松比

随地壳厚度减小而减小（图６ｂ，ｃ）。相反，如果地壳

减薄仅集中于长英质的中上地壳，则地壳泊松比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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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厚度减小而增加（图６ｅ）。如果地壳减薄导致

上地幔发生部分熔融，形成的玄武岩浆底侵到下地

壳，冷却结晶成为铁镁质基性岩，其结果将会造成地

壳整体泊松比随地壳厚度减小而增加（图６ｄ）。

（４）在冀东北、辽西以及石家庄附近的南太行山

地区地壳泊松比随地壳厚度增加作非线性骤然陡

降，说明在这些地区中新生代地壳减薄作用主要集

中于长英质的中上地壳（图６ｅ）。然而，在保定—大

同和官厅水库—张家口—张北地区，地壳泊松比随

地壳厚度增加作缓慢地线性减小，说明由玄武岩浆

底侵作用造成的地壳泊松比增加抵消了一部分由长

英质中上地壳减薄造成的泊松比减小。

致谢：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委员会 （ＮＳＥＲＣ）、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海外杰出青年学者基金

和中国科学院杰出海外学者基金提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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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ＺＣ，ＪｉＳＣ．２００１．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ｓｉｘｐｏｌｙ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ｇａｒｎｅｔｓａ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ｐｔｏ３．０ＧＰ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ｓｔ，８６：

１２０９～１２１８．

ＷｉｌｋｅｎｓＲ，ＳｉｍｍｏｎｓＧ，ＣａｒｕｓｏＬ．１９８４．Ｔｈｅｒａｔｉｏ Ｖｐ／Ｖｓａｓａ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ｉｌｉｃｅｏｕｓ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ｓ．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４９：１８５０～１８６０．

ＺａｎｄｔＧ ａｎｄ Ａｍｍｏｎ ＣＪ．１９９５．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Ｐｏｉｓｓｏｎ’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ｕｒｅ，

３７４：１５２～１５４．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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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论评》被引次数最高的论文和作者

　　据《中国地学期刊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

统计，截至２００９年１月，《地质论评》发表的论文，被引频次

最高的前十名名单如下：

１．徐嘉炜，马国锋．郯庐断裂带研究的十年回顾．《地质论

评》，１９９２，３８（４）：３１６～３２４．

被引次数：１１２．

２．赵越．燕山地区中生代造山运动及构造演化．《地质论

评》，１９９０，３６（１）：１～１３．

被引次数：６８．

３．朱光，徐嘉炜，孙世群．郯庐断裂带平移时代的同位素

年龄证据．《地质论评》，１９９５，４１（５）：４５２～４５６．

被引次数：５８．

４．邓晋福，赵国春．中国东部燕山期火成岩构造组合与造

山———深部过程．《地质论评，２０００，４６（１）：４１～４８．

被引次数：５７．

５．朱金初，黄革非，张佩华，李福春，饶冰．湘南骑田岭岩

体菜岭超单元花岗岩侵位年龄和物质来源研究．《地质

论评》，２００３，４９（３）：２４５～２５２．

被引次数：５０．

６．和政军．燕山—阴山地区晚侏罗世强烈推覆—隆升事件

及沉积响应．《地质论评》，１９９８，４４（４）：４０７～４１８．

被引次数：４９．

７．李锦轶．新疆东部新元古代晚期和古生代构造格局及其

演变．《地质论评》，２００４，５０（３）：３０４～３２２．

被引次数：４４．

８．肖序常．青藏高原构造演化及隆升的简要评述．《地质

论评》，１９９８，４４（４）：３７２～３８１．

被引次数：４４．

９．宗国洪，王秉海．济阳盆地中生代构造特征与油气．《地

质论评》，１９９８，４４（３）：２８９～２９４．

被引次数：４３．

１０．韩宝幅，洪大卫．新疆北部后碰撞幔源岩浆活动与陆壳

纵向生长．《地质论评》，１９９８，４４（４）：３９６～４０４．

被引次数：４１．（注：本网站可以查询专家个人各个期刊

发表的论文引文情况，欢迎使用）

０３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