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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一庐断裂中段应变和

位移的定量研究

许浚远 徐嘉炜
(中国地质大学石油系

,

武汉
,

43 00 7 4) (合肥工业大学
,

23 0( 沁 9 )

摘 要 通过横穿郑一庐断裂中段— 沂沐断裂带基底剪切带的应变测量和

分析
,

获得了其剪应变函数和位移函数
。

主题词 应变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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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许多研究 已证明郑一庐断裂发生过巨大的左行平移剪切变形
,

尽管其平移时代的

认识仍未统一 〔 ’ 一 ”
.

郑一庐断裂 中段— 沂沐 断裂带是研究其平移规律的关键地

带
。

该段左行平移的醒 目标志是 昌邑一大店断裂西侧太古界泰山群和东侧早元古界胶

东群的变质面理遭左行剪切
,

偏离了原来的走向
,

形成大型基底韧性剪切带
。

但由于

剪切带多被盖层覆盖
,

露头有限
,

而且还限于构造地质学定量化研究程度
,

使人们至

今未知其应变和位移分布的完整规律
。

本文报道这一方面最新研究成果
。

1 应变测量

深变质岩中韧性剪切带的体积变化是由于剪切变形引起的变质相的变更
,

但由于这一

体积变化很小以致可以忽略 “ ,5)
。

剪切带围岩为混合岩化深变质岩
,

经强烈的静态重结

晶
,

其中粒状矿物定向近似球形对称
。

测量 1 00 个石英颗粒两垂直方向直径
,

其此的乘积

的 10 0 次方根为
:

1

琢
一 ’

~
一 0 ” 73 “

这表明剪切带的原岩均匀变形约为零 ⑥
。

为了确定剪切带剪切变形应变类型
,

测量了采自剪切带中初糜棱岩中的 10 0 个石关颗

粒变形斑晶 3 个主应变方向粒径
,

据 R o ib n ( 1 9 7 7) 提出的方法求主应变比率
,

再将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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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略小于 1
,

基本上可将剪切变形看作是平面应变
。

平面应变条件下
,

剪切带剪切弯曲面理和新生面理与剪切方向夹角分别存在下列关

系 ( 5〕 : ; 二 2八 g Z Q 和 r = e t g : `

一c t g仪
。

连接昌邑一大店断裂与安丘一营县断裂在南北两端交会处的直线为剪切平面
,

则剪切

方向为 N 20
”

E
。

剪切带各露头点剪应变计算结果见附表
。

附表 大型韧性剪切带实侧应变

A p P e n d i x if g
.

M e a s u er d s t ar in o f t h e g r e a t d u e t i le s h e a r z o n e

冯家庄 19 0 高地 东院 王家山 贵龙峪 龙潭庄 于家河 张官庄 吕家庄 82 高地 老宫庄

座标

( k m )
2 2石5 1 3 8 1 1

西 剪应变

24 3

1
.

3 6 4

2 2 3 2 0石 19 4 18
.

3 17 2 15 4 14
.

5

1
.

9 6 6 2 6 3
.

14 5 3
.

7 4 7 4
.

2 7 1 5
.

3 3 1 6
.

14 5 6石 7 1 8
.

1 15

饮 马 宫 庄 神 堂 掖 县 上田家

座标

( k m )

东 剪应变 6 7 51 3
.

9 6 8

24 4

2
.

7 14 1 6 8 6 1 0 12

2 应变和位移分布

大型基底韧性剪切带常被盖层特别是第四系覆盖或深埋在地堑之中
,

限于现今剪切带

应变定量化研究程度
,

前人没有研究横穿整个剪切带应变和位移分布
。

作者研究了大量简

单剪切带应变分布规律
,

提出剪应变函数统一表达式 ⑦
。

下= , 。 e x v ( 一 b lx }
”

)

式中 y。 为剪切平面处剪应变值
,

b 和 n
为大于零的常数

,

x 为距离剪切平面的横座标
。

据上式
,

可以用已知实测应变 (附表 )
·

拟合剪切带剪应变函数
,

从而得到昌邑一大店

西
、

东两侧剪切带剪应变函分别是 (图 l)

, w 二 1 3
.

3 e x p (一 3
.

8 5 x 1 0一 ,

护 )

儿 尸 8
·

2 3 8e x p (一 l
·

9 9 5 x 10
一 ,

X2 )

剪应变函数可纠正前人
“

信手内插
”

的随意性
,

实现剪应变的外推
。

根据剪应变和位移

的函数关系
。

S ( X ,一

丁丁; x( d) x求得剪切面西东两侧剪切带位移函数分别是
:

S w = 19 o e x cr ( 6
.

2 5 x l o
一 2

幻 (k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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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底大型韧性剪切
带应变分布+( 一实测应 变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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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函数 (图 2) 与部分出露的构造线

相当吻合
,

佐证了剪应变函数的可靠性
,

因

而理论上求出 的剪应变和 位移分布是可信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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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底大型韧性剪切带位移分布
F ig Z D i s P l a e e

m
e n t a n a ly s i s o f

g r e a t b a鱿 m
e n t d u e t i le s h ea

r z o n e

l一剪切平面和剪切方向 ; 2一剪切弯曲的变质面理和线

理 ; 3一原始变质构造线 ; 4一实测应变点间理论位移曲

线 ; 5一外推位移曲线 ;
卜横座标

; 7一位移函数 ; 8一余

误 差 函 数 ; 图 中
:

sw
= l呱 fcr( 6 2 5 x lo 入 ) ;

s e 二 1 63
.

s e

fcr (4
.

4 6 x 10
一

x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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