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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级地震区的物探资料

李四维

(武汉地质学院 )

摘 要

9] 32年甘 肃昌马发生 了 7
.

5级地震
。

我们 沿此破裂带对 13个剖 面进行 了 电

刚 深勘探
。

调查的结果 可 用来研 究这次地震破裂带的 分布及其与第四纪 断层分

布的关 系
。

本文主 要分析 了该地 区的构造 条件及构造应 力的作用方式
。

1 9 3 2年 1 2月 25日昌马 7
.

5级地震所形成的破 裂带长达 1 16公里
,

破裂带整体呈北西西向分

布
。

整个带又由几条北西西一北北西一北西西向呈反 S型展布的陡坎
、

鼓包或地裂缝带雁 列

组成
。

其平面分布如图 1 所示
。

地震形变带的陡坎
、

地裂缝均为南西盘逆冲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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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纪断裂

1 9 3 2年 昌马地震主要 裂缝分布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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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陡坎 3
.

地震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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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测深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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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马地震破裂带的形成是地壳现今构造运动的结果
。

极震区 附近的第四纪构造是挽近构

造运动谱写的历史
,

它们之间必然存在内在的联系
。

我们横跨地震破裂带进行了十三条 l
一

匕测

深剖面测橄来研究地震破裂带分布与第四纪构造分布的关系 ( 图 2 )
。

( 1 ) 在地震破裂带的下部都可 以追索到第四纪断层的存在
。

第四 纪断层带按北酉西方

向分布
,

但断层的走向也依北西西一北北西一北西西方 向变化
,

呈反 S型展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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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昌马断层 电侧深工作结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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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第四纪断层均为高角度逆
、

冲断层
,

断层的南盘
、

西盘上升
。

断层两侧第四系砾石

层厚度差达3 00 一 50 0米
,

沿整个断层的一侧有相近厚度的第四纪砂砾石沉积
。

( 3 ) 第四纪断层控制昌马盆地的发育
。

昌马盆地以此断层为西南边界
。

盆地的西缘
、

南缘沉积最厚
,

砾石粒度大 (所测得视 电阻率值高达 10
“

Q
·

m )
。

顺序向东
、

向北砾 石 层 沉

积逐渐变薄
,

粒度变细 ( 所测得视电阻率变低约为 10
“

Q
.

m )
。

从沉积形态变化 可 见 昌马

盆地是 由第四纪逆冲断层所控制的压性构造盆地
。

对比昌马地区第四纪构造的特点
,

可 以看出昌马地震的构造活动方式与本区第四纪以来
一

长期的构造活动方式是一致的
。

昌马小 口子第四纪断层似乎是在北西西 向香毛山老断层的基础上继承活动
,

但这条断层

在小 口子一带扭转成北北西方向
,

而不沿北西西向老断层继续向西延展 ( 见图 2 )
。

电测剖

面发现恰好这一位置上存在一组 隐伏的北北西向断层 ( 见图 3 )
。

这组断层两侧的白奎系地层的厚度有显著的差异
,

西侧一般在 20 0一 3 00 米左右
,

东侧厚

度超过 70 0米
。

由剖面看这组断层控制了 白噩系地层的沉积
,

断层西侧为白翌纪的相对 隆 起

带
。

昌马第四纪断层走向的扭转就是受这个褶断带边缘断裂控制的结果
。

初步调查表明昌马

第四纪断层在东部石庄湾子及红窑子
,
`

一带方向的变化也与在 上述位置存在白里纪褶断带的控

制有
`

关
。

河西及邻近地区普遍发育一系列北西西向老构造带及一组近东西 向的老构造
,

它们形成



西 北 地 震 学 报 第 7 卷

犁 n*

3 0 0卜几

5 0 9

10 0 国}

一飞一
、

_

……丫
-

l
.. es卜

les
L

图 3 昌马 l
、

l 剖面 电测解释推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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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n t e : p r e 士a t i o n s a n d i n f e r e n e e s o f 亚

p r o f i l e s i n C h a n g m a a r e a
.

1
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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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里东期
。

它的一级褶断带可分为祁连带
、

青海南山
`
}片

、

布尔汗— 积石吐l带
。

这三个带

在布伽甭力异常图 卜反映为明显的区域重力梯级带
,

它们
一

切剂地壳较深
,

控制了超基性岩的

分布
。

中生代这个这域义形成一 系列并列的北北酉 向褶断带
,

自西而东有积阴功台一妖魔山褶

断带
;
黑 山一文殊 山褶断带 ; 大青山一榆木山褶断带以及龙首山一大黄山褶断带

。

物探剖面

说明在这些褶带上白坐系地层极薄或者缺失
,

而它们的外缘则有较厚的白玺系地层沿北北西

向分布
。

褶断带内及边缘分布有一组北北西向冲断层
。

新生代
,

上述两组构造没有完全遵循它们原来的方式活动
,

也 即这两类构造体系本身并

没有 活动
。

新生代的构造活动仅是 利用上述两组构造带的某些部位进行活动
,

特别是这两组

大型构造带的复合迭加部位应力集中
,

新构造活动更为强烈
,

因此这两组大型构造带的复合

迭加部位便是本区控制强 震发生的构造部位
。

在河西如玉门西南昌马一带
、

嘉峪关南
、

民乐

西
、

武威南古浪等区都属于这类构造部位
。

在南部青海地区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构造部位
。

( 本文 1 9 8 2年 5 月 3〕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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