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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地磁科学被誉为近代地球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板块构造学说建立的三大支柱学科之一，
其在全球各大板块建立了磁极移动曲线和板块运动轨迹，使地球科学从“固定论”进入到“活动论”
时代。　　方大钧教授的科研集体通过对中国大陆板块内的塔里木盆地进行了近二十年的艰苦工作，
在横亘塔里木盆地荒漠、山区，东起罗布泊、雅尔当山，西至库车、拜城，直到阿克苏、喀什，南到
昆仑山前广大区域长达几千公里的20余条地质剖面（各个时代）的野外考察及取样和实验室测试，获
得了从早奥陶世以来各个时代大量的古地磁数据。作者以这些数据为主体并结合其他专家的工作，系
统编制了塔里木板块自早奥陶世以来显生宙视极移曲线（APWP）及块体运动模型，以运动学和动力
学观点系统总结了塔里木板块构造演化规律，其成果在国内外相关学术界及塔里木石油勘探部门已产
生重要影响。本书还系统编制了与塔里木板块毗邻地块的古地磁综合数据表及塔里木板块周边各个块
体显生宙视极移曲线对比图，探讨了塔里木板块与周边各块体地质历史时期在全球构造图中的位置及
构造演化进程中的相互关系及漂移与旋转规律。　　为了探讨塔里木与周边地块的相互关系，在本书
中作者还发表和系统整理了他们在中国东部如华北、华南（扬子、华夏）及东北（松辽盆地及其边缘
）获得的古地磁数据，特别根据已发表的中生代数据提出了松辽地块晚古生代至中生代、华北板块二
叠纪至中生代块体运动学模型，华北板块与扬子地块在印支期围绕其东部欧拉极的旋转拼合模型，以
及扬子地块与华夏地块三叠纪以前碰撞、拼合模型等许多创新性的成果，对中国东部二叠纪至中生代
磁性构造学研究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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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塔里木盆地显生宙古地磁与板块运动学》是作者对塔里木盆地古地磁研究的系统成果之一，侧重于
磁性构造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塔里木盆地显生宙古地磁与板块运动学》运用古地磁学的近代技
术与方法分析了塔里木盆地各时代岩石的剩磁特征，获得了塔里木盆地广大区域自早奥陶世以来各地
质时代的古地磁数据，编制了塔里木板块显生宙视极移曲线及板块运动模式图，总结了板块构造运动
和构造演化规律；通过与中国东部（华北、华南、松辽等）及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青藏等地块古
地磁数据与构造演化的对比分析，论述了塔里木与毗邻板块的相互关系，阐述了塔里木、华北、华南
各板块在全球古地理重建中的位置及与全球构造演化的相互联系；反映了作者以古地磁数据为依据，
从运动学观点出发，对中国区域构造演化进行综合探讨的特色。《塔里木盆地显生宙古地磁与板块运
动学》还论述了中生代碎屑岩石中的携磁矿物类型、成因及其对剩磁的影响，发现了喜山期重磁化对
盆地的广泛影响及重磁化与含烃构造流体活动成因上的联系，将古地磁学成果与油气移聚、成藏的一
些时空规律相互联系了起来。
《塔里木盆地显生宙古地磁与板块运动学》进行了红层压实作用对磁倾角偏低影响的实验研究，对磁
倾角偏低形成的因素及其可能导致磁倾角数据的误差进行了探讨。
为了适应教学需要，《塔里木盆地显生宙古地磁与板块运动学》还较系统地介绍了古地磁研究中采用
的一些基本理论、前沿技术和方法。
《塔里木盆地显生宙古地磁与板块运动学》可供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石油地质勘探广大科技人员参
考，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本科生的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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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出露地层有中志留统红色砂岩，上志留统至下泥盆统细砂岩，中石炭统比京他乌组下段石英细砂
岩，上段亮晶生物屑灰岩，上石炭统康林克组浅、灰白亮晶、微晶生物屑灰岩，下二叠统巴立克立克
组下部黑色灰岩、碎屑岩互层，上部滨海相砂岩、泥岩不等厚互层砂岩、泥岩互层及卡仓达尔组杂色
碎屑（具交错层理）层。该剖面地层与印干一带为横向变化。巴立克立克组、卡仓达尔组与库普库兹
曼组、开派兹雷克组相当。共在中志留统砂岩及下二叠统碎屑岩取得10个采点的钻孔岩芯样85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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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导师的著作，真实和可靠性无需怀疑，也是我撰写论文时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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