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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15年来通过国内外十多个大陆山链的实践，从变形构造动力学角度，结合
地学多学科的研究，阐述造山过程及造山机制，解析“碰撞型”及“非碰撞型”山链的形
成过程及与之相伴随的变质、岩浆演化规律的一部力作。

本书在韧性剪切带、剪切应变、流体作用及动态部分熔融、大陆山链的造山作用、造
山机制的转化及大陆山链类型的划分等方面有许多新的创见，结合当前大陆山链研究的新
进展形成作者对大陆山链变形构造动力学自己的见解，为我国大陆山链的研究起到积极的
推进和典范作用。

本书对从事大陆山链、构造地质、大地构造研究的人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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