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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庐断裂带中南段和茅山断裂带中段

土层原应变主轴方位测量

孙 寿 成

( 江苏省地震局

郊城一庐江断裂带中南段
,

不仅是贯穿苏鲁皖三省的一条著名的北北东向断裂带
,

同时
-

也是中国东部强震活动的主要区段之一
。

与郑庐断裂带中南段走向近乎平行的茅山断裂带中段
,

系指沿苏南茅山山体走向展布的

一束断裂带
。

历史上沿该段曾发生过一系列中强地震
,

特 别 是 1 9 7 4 年以来
,

在该段的漂阳

上沛附近连续发生两次破坏性地震 ( 1 9 7 4年 5
.

5级和 1 9 7 9年 6
.

。级 )
。

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两条

断裂部分区段的土层原地应变 (
s t r a in in s i t u

) 主 轴 测 量
,

了解其应 变 主轴 的 分布特

征
。

尽管岩体和土体在力学属性上有较大差别
,

但对于低应力的情况下
,

土力学的研究证实

了土体同拌具有某些弹塑性变形的力学特征〔 : 〕。

土层原地应变主轴方位测量建筑 在 弹性理

论的前提上
,

运用钻孔变形方法和应变解除技术进行的
。

为了使问题的分析和计算简化
,

只考虑地应力 ( 变 ) 是平面应力 ( 变 ) 状态
。

因此
,

作

为直接测量用 的传感部分— 探头
,

系由平面组合的电阻应变片阻栅
,

即应变 阻 栅 花 ( 互

成 12 0
。

角 )
,

粘贴在橡胶柱 体 ( E 橡胶 = S Ok g /
c m

“
) 内同一平面上构成的

。

测试仪采用桥式电路的电阻应变仪 ( 如 Y J D一 1 型或 Y J一 5型等 )
。

测孔 内的各个方向的径 向变形
,

其具体的测量是通过测量孔内放置的探头各个方向的变

形 ( 应变 ) 来实现的
。

解除方法
:

将经过室内率定和检验的探头
,

预先定向埋入一定深度 ( 一般 > 1
.

00 米 ) 的

原生土层中
,

业使之与土体密切接触
。

约一周后 ( 时间的确定
,

以探头测试该数稳定为度
,

据实验观察
,

以不小于一周为宜 )
,

在探头周围挖一同心园环状应变释放槽 ( 槽深为测孔潇

度加上解除半径长度 )
,

使测孔外围的应力得到解除
。

1
.

对于郊庐断裂带中南段取 12 个点进行测量
。

各测点土层原地最大主压应变轴方位见下

表中 i 一 1 2
。

对茅山带中段取 5个点进行测量
。

各测点土层原地最大主压应变轴方位见下表中 1 3 ~

17
。

2
.

上述两条断裂带部分土层原地最大主压应变轴向测量结果有如下事实
:

( 1 )土层中的原地最大主压应变轴分布具有明显的方向性特征
。

这种特 征表明土层中原

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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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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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最大主压应变轴方位因地而异
,

某个局部的土层原地最大主压应变轴方位
,

仅表征那个特

定范围钓应力 ( 变 ) 状态
。

( 2 )整个测区所测得的结果反映的土层原地最大主压应变轴方位似有分区性特征
。

如郑

庐带中南段土偿原地最大主压应变轴方位测点 1。个
,

其中主压应变轴方位为北东或北东东的

有 9 个 ` 占90 %
。

这与本区大地测量 ( 1 9 7 3年一 1 9 5 4年 )
’ 、

震源机制解以及 地 震地质方法

所推演
;

的现代或新构造时期区域应 力场特 征
辛 . 〔幻 相一致

。

但是
,

茅山断裂带中段的 5 个测

点
,

一

其中 4 个测点土层原地最大主压应变轴向皆为北西或北北西 向
,

恰好与郊庐带中南段区

域相反毛

( 3) 土层中原地最大主压应变轴向除具有区域性的特点外
,

对于同一区域
,

也不完全统

一
,

有的甚至相反
。

它除了包含测试系统误差影响外
,

主要地是反映了测点所在部位不 同走

向的断裂的不同的应力 ( 变 ) 状态
。

如郊庐带中南段的那县运河公社三连测点 ( 1 号 )
,

该测

点离开郊庐带有一定距离
,

其最大主压应变轴向与整个带的应变状态不相 同
。

还有位于淮阴

一响水口大断裂 ( F
。

) 上的盯胎磨刀 涧 ( 10 号 ) 和淮阴老张集 ( n 号 ) 两个测点
,

由于它们

不直接在郊庐带范围内
,

因此
,

其土层原地最大主压应变轴向也与带内的相反
。

同样的情况
,

在茅山带中段也有
,

如漂水县东庐砖瓦厂 ( 17 号 ) 测点
,

它可能受到北西 向的白 马 断 裂 影

响
,

其最大主压应变轴向为北东 向
。

以上这些测卓测量结果都是与所在区域土层原地最大主

压应变轴优势分布不协调的
。

3
.

比较上述两条断裂带所在 区域的土层原地最大主压应变轴向优势分布特征
,

尽管这两

条断裂带在整体构造线上近于一致
,

然而它们的主应变轴优势在取向上恰好相反
,

表现这两

.

国象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19 7 9年研究资料

. 。

卑永正等1 9 8 0年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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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现代应力场不一致
。

这两个地区大致以淮阴一响水口断裂为界
,

在地质构造分区上分

属于华北胶辽断块和华南下扬子断块
,

不仅其地质发展历史
、

岩浆活动
、

基底组成和沉积建

造上有较大差异
,

一

、
而且近期有人将它们以淮阴一响水 口断裂为界

〔 : , ,

分 别响属于两个性质

不同的晚新生代冬鳞应力场
,

这与本文所提供的结论是吻合的
。

_

综上述有坷下认识
: 土层原地主压应变轴空间分布特征

夕
首先取决于区域现今应力场活

动 方式
。

对于同尸粤域
`由于地壳浅层在统一的区域现今乒力场作用下

,

土层原地最大主压应

变轴向具有优烈上的一致性
。

但是
,

具体测点的土层原地最大主压应变轴向与所在位置通过

收断裂产状有丸 不 同区域可能受到不相同的区域应 力场作用
,

其土层应变状态 有 较 大 差

长

乡

异
,

不能建立对 比关系
。

( 本文 1 9 8 0年 8 月 1 0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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