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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肠年新疆玛纳斯西南八级地震地表

破坏现象与地质构造的关系

19 0 6年 1 2月 2 3日北京时间 2 时21 分在新疆玛纳斯西南发生的八级地震
,

历史资料虽有记

载
,

但有关地面破坏的详细情况则无反映
。

自1 9 7 2年以来
,

我局所属地质人员曾多次深入震

区调查访问
,

已作了几个专门总结
。

本报导在此基础上
,

就地震的地表破坏现象和发震构造

问题作一简略的介绍
。

一
、

地震形变带与构造应力场

现 已查明
,

在玛纳斯西南天山北坡
,

围绕准噶尔盆地南缘断裂带的一个段落
,

地面破坏

现象发育
。

它西起沙湾县大南沟
,

东至玛纳斯县清水河子公社贝木坊子一带
,

长约 65 公里
。

南抵沙湾县水泥厂
,

北达该县西戈壁
,

宽约 22 公里
。

地震裂缝
、

地震崩滑
、

地震塌陷
、

地震

鼓包
、

地震落水洞等破坏现象普遍而发育
,

如图所示
。

其间比较有规律分布的地震构造裂缝
,

在西起大南沟
,

东至回回沟
,

长 40 公里左右
,

南北宽 7 一 9 公里地域内
,

时断时续的展布
,

其总体延伸呈带状
。

其中有雁行状排列的张性地裂
,

张扭性地裂与追踪状张性地裂
。

雁行状排列的张性地裂 分 布范

围狭窄
,

方向颇具规律性
,

以北西西

向为主
,

单个裂缝长约 1 0 0 0米
,

宽 1

一 2 米
。

它们 的分布不受地形地貌影

响
,

切割沟谷与山脊
。

在同一地点所

见
,

一般为 2 一 3 条
,

最多处可达 8

条
。

它们或彼此平行或相互错列
,

反

映地震时在该地沿北西西一南东东方

向发生顺 时针扭动
。

张扭性地裂 展布范围较大
,

连

续性较好
,

很少成组出现
,

个体方向

紊乱多变
。

大体上分为三组
,

即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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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斯震区地表破坏示意图

向
、

北西 向与北西西向
。

地裂的缝壁相对平直
,

除有垂直滑移外
,

尚具有明显的扭动痕迹
。

北西向与北西西 向多为顺扭
,

北东向多为反扭
。

其水平错距一般为 2 50 厘米左右
,

最大者达

5 00 一 1 0 0 0厘米
,

远大于与其相伴生 的垂直断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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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状张性地裂 一般规模较小
,
分布局限

。

它们多沿北西向与北东向两组软 弱 面 发

育
,

总体方向与天 山北坡近南北向先成河谷相近
。

这类地裂多沿北东向分布并有将北西向地

裂错开
,

又被北西西 向张扭性裂缝切割的现象
。

上述近南北向追踪裂缝
、

北西至北西西向顺扭裂缝与北东向反扭裂缝
,

其组合反映在大

震时
,

震 区受到近南北向强大挤压力作用
,

推 测玛纳斯 8 级地震构造应力场的主压应力轴方

向为近南北向
。

二
、

发震地质构造背景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东天 山西段的北缘
。

呈东西向伸展的乌鲁木齐沉降槽地
,

部分横亘震

区
。

其北是准噶尔盆地
,

南面为依连哈比尔孕山
,

博罗霍洛山
。

这种山系与槽地排列的地势

概貌
,

反映出震 区构造体系 的主要轮廓
。

即主要为天山纬向带和西域系 中带扭动构造
。

天山纬向带历经反复多次的构造变动
,

走向因受其它构造因素干扰向北偏转
。

震中以北

地 区为乌鲁木齐沉降槽地的西段
。

其间展布三排纵向由中新生代地层组成的挤压隆起
,

为其

次级构造成分
。

挽近以来活动强烈
,

第四纪构造运动形迹屡见不鲜
。

西域系中带扭动构造带斜切天山
,

呈北西西 向延伸
,

展布于震 区之西南或南部
。

其中主

要断裂显示顺时针方向扭动之压扭性质
。

该构造带是组成 区域地质构造背景的重要格架
,

也

是控制历史和现今地震活动的主要体系
。

分割上述不 同体系的准噶尔盆地南缘断裂
,

延伸远
,

切割深
。

它不仅是西域系 中带的北

部边界
,

也是天山北部中新生界与古生界和剥蚀堆积丘陵区与侵蚀
、

剥蚀山区的分界线
。

该

断裂的新活动
,

不但使相邻地区水系发生 1
.

5一 2
.

5公里的顺时针方向扭动
,

河床纵坡发生波

折
,

而 且导致了第四纪砾石层的变形及其断裂两侧河谷阶地的变化
。

同时使天 山北缘断陷区

和天山强烈块断隆起区新构造垂直差异运动变得更加强烈
,

其幅度达 7 一 8 公里
。

第四纪垂

直差异运动幅度也达 2 公里多
。

在地震形变带的展布区内
,

一系列北东向和少量北西向压扭性结构面与准噶尔盆地南缘

断裂复合
,

将其明显扭错
,

致使分段出现
,

并在震中附近和纬向带中次级挤压隆起带相交接
。

综上所述
,

活动性西域系构造体系
,

是本区强震孕育的地质构造背景
。

而规模宏伟 的准

噶尔盆地南缘断裂在其特定的构造部位
,

即前述诸构造复合处
,

断面崎岖
,

岩块碎裂
,

在地

应力加强过程中
,

易引起应力集中
,

造成应变能的积累和释放
,

从而 导致本次强震 的发生
。

加丫11

三
、

地表破坏与地质构造的关系
. 、 ,

地震的地表破坏现象是现代地壳活动的具体表现
。

又往往是挽近构造运动的 继 续 和 发

展
。

这种继承性的活动又严格的受活动断裂的制约
。

上述地表破坏现象的展布地域
,

伸延方位明显受准噶尔盆地南缘断裂的控制
。

其中北西

西向分布的张扭性和北西 向雁行状排列的张性地裂
,

主要出现在该断裂的上盘
,

前者走向与

之平行
,

后者与之斜交
,

但其组合形态却反映了北西西一南东东向的顺时针扭动特点
。

近南

北向张裂和北西 向
、

北东向扭裂缝及其它破坏现象
,

主要见于该断裂的下盘
,

尤其在震 区内

金沟河至玛纳斯河谷一段较发育
,

这和北东
、

北西向扭裂面集中展布区域大体相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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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裂所显示的力学性质而言
,

属于张性兼扭动者
,

其垂直错距与水平错距相比
,

前者

小于后者
,

这和震区与之有关的地质构造所显示的力学特性基本吻合
,

扭动方向也 大体 一

致
。

皆为近南北向挤压力作用下形成的
。

上述地表破坏现象
,

受准噶尔盆地南缘断裂控制
,

与断裂强烈错动有关
。

因此
,

该断裂

是这次地震孕育和发生 的主要构造带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 柏美祥 方志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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