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卷 第二期 5 7

尹

/
/

冬

托索湖一玛曲活动断裂带

崔中元
.

杨 斌
、

(国家地震局兰
.

州地震研完所)

在青藏高原内部
,

有许多规模巨大的活动断裂带
。

这些断裂带的活动方式各自有着不同

的特点
,

它们 的活动强度常常有显著的差别
。

正是这种差别
,

对于当地 山脉
、

水系的形成和

地热
、

地震的分布起着不同的控制作用
。

因此
,

研究活动断裂带及其差异性活 动 的 形 成原

因
,

当有助于我们对地震活动条件的认识
。

本文主要介绍托素湖— 玛曲活动断裂带的构造特征
,

对其挽近活动特征 的形成原因仅

作一般性讨论
。

一
、 ·

托素湖一玛曲活动断裂带构造特征

1
.

延展远
,

·

规模大托素湖— 玛曲断裂带在卫星照片上有清楚显示
。 `

言西起格尔木河上

游秀沟附近
,

东经阿拉克湖
、

托素湖
、

阿尼玛卿峰
、

玛沁
,
终 止 于 玛 曲

,

全 长 6 00 余公里

(图 1 )
。

平面形态呈舒缓的反 S型
,

总体走向 ( 两端点联线 ) 为北 60
。

西
。

它的西段走向
,

因为受到古老的布尔汗布达纬向构造带的影响而渐呈近东西向
。

它的东端止于玛曲
,

没有越

过黄河
。

根据是
: ①从 卫 照 上 看不出任何显示断裂继续东延 的迹象

。

②区域地质调查与卫

照判读吻合
。

积石 山复背斜 ( 古老的复背斜与挽近的隆起 ) 在黄河以西倾没
,

而这条断裂带

的成生和挽近活动性与积石山复背斜的活动有直接联系
,

因此断裂也应在此消失
。

③本 区水

系对活动断裂带
,

特别是大断裂带的反映最为明显
。

水系分布特点表明
:
黄河在这一带呈老

年期河谷地貌
,

分属于黄河
,

长江水系
。

若尔盖草原的主干水流方向以南北向为主
,

显然是

受眠山南北向构造带控制
,

与积石 山水系回然不同
。

推断这条断裂即使隐伏于若尔盖草原之

下
,

也不会东延很远
。

因此
,

从活动构造看
,

这条断裂带与眠山地区的构造是并不相连的
。

至于松潘地震与本带的某些地震在发生时间上似乎有什么相关性
,

应从大范围构造应力

场的分布变化上寻找原因
,

而不能据此认为这些断裂带是相通的
。

2
.

成生早
,

切 割深据地质历史分析
,

托素湖— 玛曲断裂带的成生与二迭纪晚期积石山

褶皱带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

布青山一一积石 山超基性岩带的展布很可能也受该断裂带控制
。

三迭纪时
,

`
,

积石山褶断带成为巴颜喀拉地槽的北部边缘构造带
,

不仅控制着巴颜喀拉地槽的

北部形态
,

且对以后巴颜喀拉地槽内部的构造线走向有一定影响
。

应属于规模巨大的青藏歹

字型构造体系的早期主要成分
。

从布尔汗布达山南部三迭
、

侏罗系 中大量陆相 中性火山岩喷

出及沿断裂带有印支期花岗名侵入等
,

推测这条断裂带影响地壳较深
。

重力资料沿托素湖断

裂 f 、 莫氏面变异带陡坎达 8 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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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挽近活动强烈 托素湖— 玛曲断裂带挽近时期以来
,

`

因受青藏高原整体 隆升 的 控

制
,

除表现继承性水平旋扭活动外
, :二

垂
:

直差异运动尤为强烈
,

成为青藏高原南部整体抬升与

北部相对陷落差异括动显著的断块地貌的分界线
。

因此
,

从总体看
,

这是一条统一活动构造

带 ; 但断裂带各组成部分的活动特点和活动强度有很大差别
,

表现了西强东弱的特点
。

现分

述如下
:

J
’

西段 f
,声
省秀沟至 阿尼玛卿峰

,
.

连续延长3 6。公里
。

这一段断层带构造形 迹 显著
,

挽近

活动强
。

断层走向在阿拉克湖以西为北 80
。

西
,

向东逐渐向东南弯曲
,

在托索湖以东为北 50
。

西
、

呈向东北突出的孤形
。

断层倾向南西
,

局部北倾
,

为逆断层
,

倾角陡
。

断裂挽近活动以

差异升降活动为主兼有顺时针扭动
。

_

证据为
:

·

①地貌显示断层以北为东西走向角布尔汗布达山
,

, 级夷平面高度为 3 8 0 0一 4 0 0 0米
;
而

断层以南布青
r

山一带同级夷平面高度为 5 0吸0米
,

走向与 f
,

一致
,

二者相差 1 0 0 0一 12 00 米
。

表

明在青藏高原
一

总体抬升的背景上
,

布尔汗布达山晚更新世以来显著下沉
。

并由于布尔汗布达

Ll
一

!的夹平面 由西向东倾斜
,

而布青山却无此情况
,

造成垂直差异运动在断裂的东段较西段要

大
。 .

考虑到 l 级夷平面的抬升时期
,

以及断层对托索河
、

乌兰乌苏郭勒河的控制作用和沿着

这些断陷河谷堆积的冰水沉积物的时代 (
』

Q 、
丸 推测这种差异活动的发生主要在晚 更 新世

以后至现代
。

1。夕1年 3 月 24 日布青山 6
.

8 级地震考察证实一些主要地震断裂南盘上升
,

北盘

下溉 垂直错动幅度远远大于水平错动
。 、

一
’ 、

②地震考察结果还发现主干断裂在地震时有顺时针扭动现象 ,
.

水平错距仅 2一 4厘米
。

从

后述的区域构造活动的总体分析也应有顺时针扭动
。

但 1 93 7年大震有些证据显示 f
:

反孤
东段

:

自阿尼玛卿峰南麓至玛 曲
,

断续展布长约
、

2 40 公里
。

此段断裂规模小
,

活动性弱
。

断裂 f
,

一

与 f
,

斜列
,

呈顺时针旋扭
。

f
Z

和 f 。断面北倾
,

f
4

南倾
,

总体略呈向南弯曲的孤形
,

为

逆断层
。

现代地形及夷平面展布反映了积石山的构造运动特点主要是
:

①构造活动的形式以

隆起为主
,

不象西段 f
,

那样以断裂活动为主
。

因而 f
Z 、

几
、

f
` 、

f
s

对地形的形成和水系的发

育不起主要控制作用
。

②隆起呈鼻状
,

西翘东倾
,

差异较大
,

西郁上升快
,

幅度大
。

积石 山
、

东头三级夷平而级差仅20 0一 30 0米
,

I 级夷平面高 4 4 0 0米
,

而同级夷平面在阿尼玛卿峰一带

为 6 0 0 0米
。

级翰也不同
,

如
`

1 1 级相差 1 0 00 一 1 5 0 0米
,
亚 l 级相差 5 0 0一 7 00 米

。

③构造活动

的主要时期在第四纪早期— 上新世
,

第四纪晚期到现代渐趋缓和
。

.

因而发生河流溯源侵蚀

使 山脊变窄
,

甚至切割山脊形成孤立高峰
,

以及黄河在此呈老年期特点等
。

从地震分布看
,

东
、

西两段差异也很大
。

由图 2 可见
:

本区地震分布的强度和频度除与构造活动的强弱程度成正比关系外
,

还有

儿个显著特点
:

① 5 级 以六
.

强震沿托索湖— 玛曲断裂带活动
。

而其它构造带内几乎没有
。

这种情况反

映了强展活动与断裂的力学性质和规模有关—
巨大的压扭性断裂带差异性运动显著地段有

利地震发生
。

`
.

②托索湖—
玛曲断裂带东段地震频度高

,

强度低
,

分布广
。

这与当地断裂带数目多
,

单条断裂规模小孙挽近活动弱
,

地下热异常高有关
。

造成应力相对分散
,

不易高度集中
。

③本世纪以来
, 6 级以上强震集中发生在 f

,

断裂 中段
。

这里小震稀疏大震频度高
,

强度

大
。

构造上是 f ,
与东西向构造带斜接复合

,

为两种应力场迭加强化的地段
。

反映地应力分布

强度大
,

易于应力集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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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区域构造背景及应力场分析

断裂带的活动特征及其差异性的形成原因很多
,

力场状态
。

一
’

厂
-

其中主要决定于当地构造条件和区域应

根据地质力学的基本原理分析本区现今存在四种局部应力场
:

1
.

南北向挤压应力场
:

·

布尔汗布达山
,

西倾山
。

·

2
.

南北向扭动 ( 顺 ) 应力场
:

共和盆地两侧
。

这是一种低一级的局部应力场
。

3
.

顺时针旋扭应力场
:
托素湖

-

— 玛曲断裂带及其以南部位
,

其特点是挤压带向西收敛

向东撒开
。

4
.

东西向挤压应力场
:
眠山

,

可达若尔盖
。

前三种应力场
,

反映了本区地壳运动方向以自北而南为主
。

由于地壳结构 的 不 均匀性

— 如共和盆地一带的地热异常与岩浆余热有关
,

其深部物质塑性较高等等— 东面地壳相

对西部南移较快
,

便引起了局部的顺时针扭动
。

`

当北部地壳这种不均衡向南挤压扭动的运动

方式
,

作用于托素湖— 玛曲断裂带这样一个孤形边界时
,
必然引起托素湖— 玛曲断裂带

的挤压为主兼顺扭这样一种活动特点
。

因此
,

从更高级的范围看
,

可认为托素湖— 玛曲断

裂带两侧的地壳在作旋扭运动
。

即断裂以北地壳相对南面缓慢地向南
,

向东扭动
。

由于眠山

南北向隆起带起了阻挡作用
,

结果形成玛曲孤
、

武都孤等强烈变形的地带
,

消减了北部地壳

南移的趋势
,

因之断裂带东段活动的规模和强度都较弱
。

第 4 种应力场是与川滇经向构造体系的活动联系着的
,

它是我国秦岭以南地壳向西长期

滑动推挤的产物
。

这种应力场在本区向北与武都孤西翼
、

碌曲孤等南北挤压应力场复合
,

互

相干扰
。

向西可能对积石山东头有轻微影响
,

它不可能改变积石 山断裂带的整体活动方式和

力学性质
,

它却能限制其向东发展
。

根据地质力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及许多模拟实验结果
, _

匕述应 力 场 分 析大体是能够成立

自勺
。

尚需指出
:

震源机制成果所确定的主压应力方位与地震宏观考察不符
,

也与本区应力场

状态分析不吻合
,

有待今后继续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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