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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 , , 2年昌马地震破裂带

白启圣
(天水地震学校 )

1 9 3 2年 12月 25 日发生在我 国祁连山区的昌马 7
.

5级地震
,

对于人们研究大地震发生 的 地

质构造条件方面
,

是一个值得很好总结的震例
。

1 9 6 4年时振梁等对该地震的调查研究
,

提供

了很宝贵的资料〔 1 〕
。

19 7 4年原兰州地震大队对这一地震继续开展工作时
,

笔者参加了 半 年

实地考察气 此次考察成果亦有所介绍〔即
。

笔者至今以为
,

有关此次地震于地表出现的地震破

裂带特征
, 丁

’

特别在其空间展布
、

力学性质以及由此所反映的区域构造应力场特征等方面
,

尚

有值得进一步研究之处
。

本文拟就一些 问题作一探讨
,

并对前人研究中的某些 问题进行商榷
。

地震区的地质构造背景

昌马地震发生 在古生代以来形成
、

发展的祁连山北西西向构造带西段端部附近
。

但对区

域构造资料进一步分析发现整个河西走廊地 区存在一组以横跨褶皱形式迭加在北西西向构造

带之上 的北北西向构造 ( 带 )
,

即所谓河西系
。

它是由若千个相当于一级构造规模的北北西

向基岩隆起带与沉降带组成的
。

它们大约在中生代晚期出现
,

新生代 以来强烈活动
。

这一构

造型式展现的突出特点是
:
受其影响被卷入而复活的北西西向古构造岩块

,

一般只在它们的

边缘部分受到显著千扰
、

变动
,

籍以符合于新的北北西 向构造带的要求
,

而其内部结构则多半

仍然维持北西西向构造的原来面貌
。

河西系一级构造隆起带
,

在祁连山区前人认为主要有两个
,

分别位于冷龙岭和榆木山一

带
。

但有迹象显示
,

玉 门一带尚可能有第三个构造隆起带存在
,

即包括马宗山一文殊山一祁连

山主峰呈北北西 向一线 以西
,

大雪
`

山一疏勒南山一哈拉湖呈北北西 向一线以东的
、 ·

东西宽达

1 80 公里左右的范围内
。

沿着这一构造隆起带的边缘往往有一系列北北西 向右旋压扭性断层断

续出露
,

呈带展现
,

以及相应的地层陡立带或岩层走向沿北北西 向呈有规律的定向偏转等现

象出现
。

一级隆起带内部还常由一系列北北西向次级隆起带与凹陷带组成
。

酒西盆地与酒东

盆地就是早期北西西向大型酒泉盆地因上述晚期北北西向隆起的横跨
、

分隔作用而导致的这

种次级沉降带或凹陷带部分组成的反映
。

昌马地震区显著地受到这一第三构造隆起带的影响
。

在此次地震的极震 区内
,

至少有两个这种次级隆起带与凹陷带存在
。

主要以昌马 盆 地 西 侧

.

参加考察的人员还有
: 吕田保 、 王业新 , 张绍治 、 方洪银 , 才树弊 、 吴增益 , 李西候

、 戴华 光
、

险宝 弟
、

李四维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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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的朱家山一黑山 ( 鲁家山 ) 一小 口子一西贼沟山 ( 香毛山西侧 ) 一线的北北西向褶皱隆起带

和 玉门以西祁连山中的积阴功 台一妖魔山一红窑子一月儿红东山一石油河脑一线北北西向构

造隆起带以及相应的凹陷带 ( 如昌马盆地就是其组成部分 )为代表
。

该两条次级隆起带东西宽

度均在10 公里左右
,

两带东西 相距约 50 公里
。

隆起带北东东一侧大都伴有一条或数条规模可

观的北北西 向高角度 冲断层
,

断面 均向南西西倾斜
,

长 2 一 4 公里
,

它们分别于极震区小口

子和红窑子一带与北西西向昌马断裂带交接复合
。 _ - -

一

由于北北西 向构造隆起带的迭加作用
,

北西西走向的祁连山在迭加地段 内于现今地貌上

表 现为特别高峻的呈北北西 向连线的山峰或山脊
,

甚或构成此方向的终年积雪线
,

并出现 以

北北西向为主要流向的疏勒河
、

北大河及其附近的各种北北西 向压扭性构造形迹
。

大量古生

代基性
、

超基性岩体亦因这一方向的褶皱隆起于区内最高海拔地带而相应的成群裸露
,

以及

中
、

新生代早期形成的北西西 向昌马一西水峡沟断裂谷地因这些晚期北北西 向次级 隆 起 作

用
,

现今多处己被重迭
、

隔断
,

构成了若干小型现代分山岭
。

所有这些
,

都是显示北北西 向

构造带现今强 烈活动 的重要证据
。 `

. 、

一

二
`

综上所述
,

有几个重要现象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

卜

昌马断裂带中
、

新生代 以来强烈活动的地段 ( 昌马一西水峡断裂谷地 )
,

恰好位于上述

第三个北北西向二级构造隆起带东西宽
一

度范围内的最居中地段
。

该地段内
,

新生代地层或沉

积物分布的受控性甚为突出盯
一

_ 、 -

一整个地震破裂带亦被局限在这一巨型隆起带的宽度范围内 ( 理由后 述 ),
一

其地表
一

出露长

度亦与该断裂谷地之长度范围相当
。

而受控的挽近 时期地层或沉积物的存在与消失
,

似乎构

成了活动断裂存在范 围的一种宏邓地震地质标志“
’

-

在前述两个 次级北北西向隆起带与北西西 向昌马断裂带交叉复合地段内
,

地震破裂带的

规模最丸一地而通受破坏的程度
〕也最强 烈协

:

特别是北北西
.

向的地裂缝更显著
。

一 `

爪 1兜 2年瞥
二
乌天地震匆乙处在上述区

气

域地质构造背景上厂由子北北洒向构造带的多条活动断

层 ( 例如 J/ 叮百子断层
、

红窑子断层 ) 与独一的北西西 向昌 马 大断 裂 带 发 生 的 “
复合

’ ,
_

作

用厂提供了地应力得以集中的地质构造条件
_

而孕震的
。

一

但是对这种特殊构造部位不能理解为

一个或 J七个
;

简单
一

的交叉点
,

而是在一定复杂范围丙
,

一

特别是复合处的附近或周 围
,

形成多段

应 力集中
`

区乒它们相距不远
,

从总体上构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统一储能体 ( 相当于震源组合

模式中的通过调整单元作用而构成的应力积累单元 ) 才最终导致地震钓 、 将昌马大震的宏观

震 中位置椎断位于小 口子断层与红窑子断层二者相距之间的最居中
:

地段
,

`

即二道川一带是较

为合适的
。

.

·
一

、
一

_

我 国河西走廊地区若干历史强震的发生
,

如 1 92 7年古浪 8 级地震
, 19 5 4年山丹 7

一

矛级地

震 以及 1 6 0 9年肃南红崖子 6 会级地震等等
,

都与上述两种不同构造的复合有关
。

由于同才型
1

式 的北北西向活动构造带在较大范围的不同地段内
,

横跨着归属不
一

同的北西西 向构造带或其

它构造 ( 带 )
,

且与地震的发生紧密相关犷因而显示了北北西 向活动构造带至少对这一地区

内的地震空间分布起着显著的主导作用
。

地震破裂带形成的构造应力场分析

综合分析地震破裂带的空间展布
、

组合特征、
、

力学属胜 以及所处区域地质构造背景等资



第 理期
`

白启圣
:

关于1 9 3 2年昌马地震破裂带

料
,

可以认为地震破裂带的产生
,

是与北西西向左旋剪切应力的直接作用密切相关的
。

这一

左旋剪切 破裂面的出现文是与河西走廊地区现今活动最为强烈的北北西向构造带 ( 河西系
·

)

相联系
。

构造体系的分析表明
,

河西系的形成
、

发展与强 烈活动
,

始终受到中国西部地区自

中生代 以来存在着的东亚大陆中部相对地向南运动
’

、
’ 一

印度地块相对地向北运动的这乙不均挤

压或顺时针扭动作用的制约
,

只是在中生代晚期 以来出现的特定边界条件下
,

才导致了北东

东方向挤压应 力场 出现
,

以及相伴随的呈共扼形式的北西西 向左旋剪切应力和北北东 向右旋

剪切应力的产生
。 :

其中
,

北西西
一

向左旋剪切应力特别容易沿袭或利用区内早先形成的北西西

向构造破裂面 ( 如断层面 ) 而 显著地表现出来
。

昌马活动断裂带新生代以来的活动性
,

就是

在这种基本条件下不断发展变化而强烈活动的
。

1 9 32 年地震 时应孕而生的三条规模等同的地

震裂缝带
,

以及在北西西与北北东
.

方向上地震裂缝表现出不同方式的剪切运动性质
,

恰好反

映了上述北东东向挤压应力场的统一作用
.

。 ·

例如
·

,

出现在朱家戈壁一级阶地上密集成群的北

北西 向张性地裂缝带
、

鲁家湾东南戈壁滩上呈反多字型排列的北北西
,

向压性地震陡坎
,

以及

出现在红窑子以南
、

月儿红东山以北和捷大坂沟口附近一带的北北东向雁行状张性地裂缝带

等等
,

都是与上述区域中顺时针扭动作用所产生 的北东东向压应力场及其在相应方位 上出现

的剪切应力场相吻合一致的
。

因此
,

它们较清楚地反映了河西系的应 力场特征
。

关于昌马地震破裂带形成的力学哗型 问题
,

前人曾有极 震区的区域应力场主要是近南北

向的挤压使北西西 向断层发生逆冲兼 有顺钟 向平移活动 以及北北西 向断层则 以剪切性质为主

的意见
。

笔者 以为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

区内广泛分布的北西西构造带走向
,

一般都在北 7 。
“

一 8 0
。

西
,

挤压特征 显 著
,

应 是 北

1 0
。

一 2 0
“

东压应 力作用下的产物
,

而不应是简单的近南北向的挤压作用
。

否则
,

区域中应以

展现强大的东西 向构造带为突出特点
。
至于构造带具有水平剪切特性

,

仅 以单纯的 ( 外力 )

矢量分解而进行应力场分析
,

亦值得商榷
。

问题的关键之一是
:

北西西 向地震破裂带是否具

有右旋平移特性 ? 笔者以为前人尚未能提供出直接的确切证据
。

笔者以为
,

为研究地震 问题
,

对于地质构造带的发展
、

演化及其在时
、

空关系方面 因边

界条件的不同和 变化
,

而出现的不同构造带相互制约
、

影响而又协调的作用是值得探究的
。

加强对地震区的区域构造分析
,

寻找出现今强烈活动的构造成 分及其表现形式与分布规律
,

并

注意对活动构造带的力学性质及其转化 以及所处 区域构造或大地构造部位的鉴定分析
,

活动

构造带的时
、

空演化特点等等
,

都是今后地震地质工作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方面
。

我 国甘肃
、

青海接壤地带 ( 很可能还包括兰 州以东的部分地区 ) 的历史强震分布
,

与北

北西向构造带 ( 河西系 ) 的现今强烈活动息息相关
。

研究这一构造型式在早期构造背景上发

育起来的表现形式
、

空间分布及其现今活动特征
,

特别对与北北西 向一级构造带上相对应的

大型剪切带进行鉴别
,

对今后分析认识这一地 区的地震地 质特征
,

预测地震危险地带
,

进行

地震区划等都是有帮助的
。

、

本文承郭增建研究员鼓励
、

指导
,

吕田保
、

韩健同志提 出宝贵意见
,

特致衷心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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