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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用結合磁化率異向性（AMS）和結構方法來評估突尼斯阿特拉斯西

北部的構造演化。在 18 個地點從阿普第期階至坎帕期階的細粒白堊紀沉積物中

共採集了 370 個定向樣本。為了辨識 AMS 訊號的主要磁載體，利用熱磁技術分

析了代表性樣本。結果表明，鐵磁性（s.l）礦物起的作用很小，這支持了順磁性

礦物是主要貢獻者的結論。AMS 結果顯示，12 個地點表現出正常的 AMS 結構，

這是弱變形沉積物的典型特徵，具有明確的磁線理和與層面次平行的磁葉理。磁

線理僅定義了兩個主要方向，並且主要受該地區記錄的構造變形控制。AMS 和

結構分析均表明，阿普第期-阿爾布期地層的伸展方向總體呈南北方向，而阿普

第期-阿爾布期地層的縮短方向則呈西北-東南方向。除了森諾曼期-坎帕期地層，

AMS 結果與微構造分析不一致外，大致南北向的磁線理歸因於早白堊世同沉積

裂谷階段，並且沒有被後期的西北-東南向擠壓階段所覆蓋。因此，可以得出結

論，AMS 紋理是在變形的早期階段獲得的，一旦岩化，它幾乎不會受到後續構

造運動的改變。此外，AMS 結果也揭示了兩種未定義的結構：一種是沉積結構，

兩種是逆結構。綜合磁性和礦物學研究證實了磁性礦物學對最終 AMS 組構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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