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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陕甘川邻接区复合造山带与成矿》提出和研究了位于陕西、甘肃和四川三省相邻地区的西秦岭
一东松潘一甘孜印支一燕山期三维滑脱挤出复合造山带，进行了滑脱挤出造山带构造单元划分，提出
了挤隆带与挤陷带新概念和控矿断裂成矿期方法。
　　本书进行了复合造山带几何学、运动学、流变学、年代学、动力学研究，并分别研究了地层沉积
、构造、岩浆岩以及地球化学与金（多金属）成矿的关系。
在总结成矿地质条件和成矿规律的基础上，采用MAPGIS进行了陕甘川邻接区金成矿远景区预测。
　　本书提出的三维滑脱挤出复合造山带具有推广应用前景。
建立的复合造山带地质与成矿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新的技术手段，可供同类研究借鉴。
本书可供从事造山带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矿产地质、岩石流变学、数值模拟、GIS应用等方
面的科研、技术人员以及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使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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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研究区位于陕甘川三省交接区（图1&mdash;1），构造上
处于扬子地块西北缘的松潘一甘孜造山带与西秦岭造山带接合部位。
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1929）提出秦岭东西向构造带以后，地质力学工作者又根据西秦岭构造
变形特点提出了武都山字型或武都弧形构造。
30年代赵亚曾、黄汲清曾在区内进行地质调查。
40年代，叶连俊、关士聪（1944）在该区进行路线地质调查，创立了碧口系和白龙江系等地层单位。
1957年，张文佑等在桥头一郎木寺一带进行路线地质调查后，撰写了&ldquo;西秦岭构造岩相带的初步
认识&rdquo;。
六七十年代，陕甘川三省完成了该区16幅1：20万区调图幅。
80年代又对若干图幅进行了修测。
近年来，完成了40多幅1：ST区域地质调查。
这些工作为区内地层、构造、岩浆岩、变质岩和矿产地质研究打下了基础。
三省地质志的完成，对以往工作进行了总结，将研究区的基础地质工作推进了一步。
　　李春昱（1978）最早将板块构造理论引入西秦岭造山带的研究中，提出祁秦板块的观点。
张二朋（1992）主编的《1：100万秦岭一大巴山及邻区地质图》和许志琴等（1992）提出的松潘一甘
孜造山带涉及本区的若尔盖、摩天岭和龙门山构造带。
许志琴提出的大规模滑脱构造为本课题提出的滑脱挤出造山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研究基础。
张国伟等（1996）主编的（1：100万）《秦岭造山带大地构造图》涉及本区东部，为本区东部的深部
结构研究奠定了几何学基础。
陶洪祥等（1993）对碧口岩群的构造研究作出了较扎实的基础工作。
　　殷鸿福等（t992）、李晋僧等（1994）、秦克令等（1990）、赵祥生等（1990）和杜远生等（1997
）的工作，使研究区的地层古生物和沉积学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三省的地层清理工作，对研究区地
层作出了进一步总结。
李先梓等（1993）对秦岭一大别山花岗岩的研究等，在区域花岗岩研究方面取得了系统性成果。
　　通过化探扫面、异常查证和地质找矿工作，研究区发现了一大批金、铜多金属矿床（点），通过
部分矿床（点）的普查、详查和开发实验，不仅在找矿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而且通过地质体的揭露
和矿床学研究，使研究区成矿规律的研究也得到相应深化。
耿树方等（1994）、郑明华等（1994）、杨恒书等（1995）、王平安等（1998）以及陕西综合队和西安
地矿所（1995）等的工作，在研究区金、铜多金属成矿条件、成矿规律、成矿系列等研究方面取得了
重要进展。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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