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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地台构造演化与

周缘地区地震的关系

贺 明 静

(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

摘 要

邵尔多斯地台地质构造特征和地震活 动性与周缘地带有明显差别
。

但是在

地史演化过程中却有密切 的联 系 , 地 台内部地震活 动 虽然微弱
,

相对活跃时期

仍与周妹地震带活庆期 同步
。

据此讨论 了邵 尔多斯地 台的构造演化与周缘地区

地震的关系
。

那尔多斯地台跨有映西
、

甘肃
、

宁夏
、

内蒙和山西等五省 (区 ) 各一部分` 它和周缘地质单元的

分界应以地台周缘边界断裂划分
。

即在渭河盆地北侧大断裂带
、

山西离石深断裂带
、

河套盆地南侧大

断裂带
、

银川盆地东侧大断裂带以及沙井子断裂带之间
。

地史演化和地质构造方面
,

鄂尔多斯地台和
t

周

壕断
.

名盆地虽然有密切联系
,

但从具有独立水动力系统的沉积盆地角度来着
,

二者显然是不同的地质

单元
。

地史演化过程中
,

特别是中
一

新生代以来
,

更有明显的区别
。

虽然有人把阴山与秦岭之 间 , 贺

兰山
、

六盘山与吕梁山之间的广大地区作为鄂尔多斯地台的范围
。

本文仍同意把地台确定在上述儿个

边界断裂带之间
,

地台内部和周缘断陷盆地地震活动性的明显差别
,

更有力地支持这个论点
。

: 急鄂尔多斯地台是我国最古老
、

最稳定的华北地台一个组成部分
。

波浪镶嵌构造学说认为是北东向

外太平洋构造带的鄂尔多斯一川西波谷带与北西向古地中海沟造带的塔里木一河滩波谷带相互交织干

涉而沟成的 “ 波琉带” 。

它的两侧是 “ 东亚镜象反映中轴带 ” 。

地质力学观点把鄂尔多斯地台着作祁

目贺山字形沟造脊柱东侧的盾地
,

是新华夏构造体系第三沉降带的大型构造盆地
。

断块构造学说则认

为那尔多斯地台是晋宁运功时期拼接形成
,

中国大陆地壳的一个古老断块
,

断块形成于晚太古代
。

各

种学派的看法都承认这个地区地质构造简单
、

稳定的特性
。

近年来
,

石油地质助探在整个地台及周缘地区全面开展
,

地球物理和深井钻探资料加深了对鄂尔

多斯地台的汰识
。

地 台演化过程中
,

即保持了 明显的完整轮廓和稳定性质
,

也存在着构造应力场的多次

变化
。

特别是中一新生代以来几次应力场变化和周缘地震活动性强烈的断陷盆地形成有密切关系
。

地台

内部仍保持了构造活动性不强
,

地震微弱的特点
。

一 鄂尔多斯地台的构造演化

鄂尔多斯地台的沉积盖层形成一个不对称的构造盆地
、

东宽西窄
、

东缓西陡
。

沉积岩累计厚度最

大
、

地面出露前新生界地层层位最新的地方接近地台西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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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那 尔多斯地台边阶轮廓图 图 2 那尔多斯 地台重
、

磁力资科综合示意图

(据张抗 1 9 8 2简化 )

地台内部沉积盖层产状平缓
,

起伏不大
,

褶皱微弱
。

除了稀疏地分布一些延伸不大
、

切割不深
、

斯距不大的正断层外
,

很少有剧烈的构造变动
,

只是在地台边缘才有一些较明显的褶皱和断裂
,

缺乏岩

浆活动
。

(一 ) 太古一元古代时期鄂尔多斯地台的构造演化

地台的绝大部分为显生界以来沉积岩层覆盖
,
只是地台边缘有零星基岩露头

,

是推测和认识地台

签底结构和演化的线索
。

地震测深和区域重
、

磁力测量与深井钻探为研究地台构造演化历史与特征提

供了宝贵的资料
。

由于地台上沉积盖层的岩石磁化率极低
,
一般小于 50 x l 。~ . C 《治 M

,
区域性 航 磁

异常的分布与变化主要是基岩分布与变化的反映 (图 2 )
。

从图 2 中可以看到
.

l
`

她合南
、

北两部分
.

区域重
、

磁力场 的分布和异常变化不同
。

地台北部以东西向条带异常为特征
,

正负相间
,

平行排列
,
磁异常幅度达 70 f , 1 00 0伽玛左右

,

深
`

井钻探证明基岩埋藏较浅
,

基底为太古代结晶杂岩
。

地台南部
,

重磁力异常明显
,

以北东走向的条带状正负相间异常为主
。

但异常幅度小
,

只有 2 0 0 -

25 。伽玛左右 , 正异常带在平面上 比较宽缓 ; 北东向重磁力异常背景值上
,

有不现显 的东 西 向 异 常

带
,

受北东向异常带的斜切
、

截断或迭加
。

显然
,

东西向异常带成生较早
,

是不同期的构造形迹
。

据张抗的意见
,

鄂尔多斯地台范围内不同走向和成生次序的重
、

磁力异常
,
反映了不同地质时期

建造的分布和构造线的方向
。

方向性不弧的负异常 (晋西北
、

清水河与贺兰山中段办与东西向正异常 (阴

山
、

伊克昭盟
、

桌子山北段与汾河下游的援山一带 )
,

反映了太古界地层的分布 ;旧太古代构造线的方

向 , 而北东向异常是早元古界下部吕梁群的反映 , 北北东向正异常急剧升高的位健和早元古界上部野

鸡山群的火山岩有关
。

表明在太古代和早元古代期间
,

曾经经历过多期方位不同的构造变动
。

根据深层地震和深井钻探资料
,

·

地合南部早元古界地层厚度变化较大
。

早元古界地层的分布有以

下特点
:

( 1 ) 早元古界地层在平面上呈北东
一

南西向条带
、

向北西一东南方向很快劣灭
,

厚度和岩 性 变

化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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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3 鄂 尔多斯地台南部早古生代末构造剖面 示意

图 (据张杭 1 9 8 2 )

( 2 ) 早元古界地层的岩性组合
、

地层厚度
、

火山岩化学成分都反映了裂谷环境的特点
,

可右盼
和欧

、

美各个地台早元
一

占代时期曾经普遍发育过的
一

; lt’ 裂各类比的 钧造环境
,

反映了北东向深断裂的梅

造性质 (图 3 )
。

了
.

( 3 ) 中一晚元古界地层厚度较大的地方
,

往

往是早元古界地层发育和厚度较大的地方
,

反映了

前期构造对后期建造环境的控制作用
,

和后期沉积对前期构造的继承性
。

( 4 ) 古裂谷的分布范围
、

延伸方向和区域重
、

磁力异常反映的北东
、

北北东向磁力正异常带吻

合
。

北东向古裂谷构造线
,

主要在五台期形成 , 北北东向古裂谷构造线则反映了沫沱期构造特点
。

.

证

明在早元古代地台构造应力场也曾经发生过变化
。

(二 ) 中元古代至古生代时期鄂尔多斯地台的构造演化
。

1
.

早元古代后
,

鄂尔多斯地台及周围地区经历的构造变动反映在地层接触关系上有角 度 不 正

合 , 沉积建造的岩相
、

构造特征不同
,

中元古界地层缺失裂谷型建造
,

属稳定的地台型沉积
。

但在地

台西缘出现南北向新生的贺兰裂谷
,

并且向南延长而与秦岭一祁连山裂谷形成三叉裂谷系
。

地台内部

的中一晚元古界地层有典型地台沉积特点
:

( 1 ) 厚度不大
,

一般只有二
、

三百米
,

向西到地台边缘才增厚到千米以上
。

地台北部有一个险起

的剥蚀区
。

( 2 ) 岩性稳定
,

下部为石英 (砂 ) 岩
,

上部为含隧石的白云岩
,

白云灰岩
。

( 8 ) 地层有缺失
,

根据岩性特征
,

只有相当于长城系和蓟县系的地层
,

上下都有沉积间断

( 4 ) 产状平缓
,

地震剖面上的T : :

一 T “ 反射层基本上是水平产状
,

最大倾角不过几度而己
。

,11
一

晚元古界地层厚度变化反映在地台南部有一个北东走向的厚度增大地带
,

位置和方向与早 元

古代时期古裂谷一致
,

而在地台中央则有一个北北东向厚度减薄的隆起地带
。

2
.

早古生代时期

鄂尔多斯地台早古生代 时期的沉积作用主要发生在中
一

晚寒武世与早一中奥陶世
,

萨拉伊尔旋迥时

期
,

地台隆起经受剥蚀
。

早古生界地层的岩相与厚度变化表明
,

鄂尔多斯地台是华北地台的一部分
,

海仅来自东
、

西两个方向
,

基底隆起相对较高
。

属浅水环境
,

鳞状
,

竹叶状结构的碳酸盐岩占优势
。

地台两侧的贺兰古裂谷在早古生代时期仍 然 存 在
,

可能是从祁连一秦岭方向向东的辫浸通道
,

不但中一晚寒武系厚度远远大于地台内部
,

而且发育有完整的早寒武系沉积
。

地台北部
,

伊克昭盟地区 自元古代以米就是露出水面的古陆
,

早古生代时仍然是剥蚀区
。

总之
,

早古生代时鄂尔多斯是典型的地台环境
。

中奥陶界以后
,

和整个华北地台一起隆起上升到水面以上
,

经厉了上亿年的剥蚀
。

3
。

晚古生代时期
,

地台主体部分开始再度接受海侵的时间为中石炭世
。

中一晚石炭世海仗的特

点仍是来自东
、

西两个方向
,

海侵规模不大
,

形成厚度较小的煤系地层和浅水灰岩
,

但分布广泛
,

可

能与地台区长期剥蚀形成的准平原地貌有关
。

石炭纪末期
,

随着西
、

南部贺兰
、

秦一祁裂谷的关呱
褶皱

,

华北地台也缓慢隆起
,

鄂尔多斯地台开始形成盆地构造环境的雏形
。

堆积了河一湖
、

沼泽相为

主的山西组及石盒子陆屑沉积
。

整个地台内碎屑岩建造岩性
、

厚度变化比较稳定
。

晚古生代时期
,

哪

尔多斯地台构造演化的特点是
:

( 1 ) 继承了早古生代时期的地台性质
,

大面积缓慢的升降运动
,

在早一晚古生界之间形成了阿

断时间很长而地层产状变化不大的假整合为主的接触关系
。 、

飞
伪 ;哪{

( 2) 地台范围内形成厚度不大
,

岩性稳定
,

产状平缓
,

缺乏明显褶皱和断裂变动的海陆交互相沉积
。

( 3 ) 地台西部于早古生代后期关闭的贺兰古裂谷
、

石炭纪再度发育了裂谷环境
,

因而使地台西缘

沉积厚度 比地台区增大十倍
。 ` ~ 解 , 附

( 度 ) 二迭纪 以后
,

相对于周围的褶皱隆起带
,

地台进入区域性沉降时期
,

形成沉积盆地而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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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退出
,

发育了河湖相为主的碎屑岩
。

一

〔三 ) 中生代时期鄂尔多斯地台的构造演化
中生代时期是鄂尔多斯地台构造演化的一个重要阶段

。

印支运动使地台成为大型内陆独立湖盆
,

燕山运动期周盆地逐步缩小
,

早后完全隆起
,

并且在古老破裂带的基础上
,

为以后形成周围断陷盆地
.

带准备了条件
。

1
.

。 `

三迭纪时期

晚三迭世延长统地层的沉积相带呈环状分布
,

说明在印支运动以后
,

鄂尔多斯地台才完全成为独

立的沉积盆地
。

西部边缘上升幅度大
,

形成南北向串珠分布的山前凹地
。

三迭纪末期
,

盆地大面积隆起
,
经受了强烈剥蚀

,

形成相对高差较大
、

切割较深的古地形
。

盆地

中心的石油钻井证明
:

延长统地层顶面形成的古潜山和深切河谷是剥蚀作用形成的古地形起伏
、

潜山

顶部的地层层位新 , 古河道下切越深
,

和上覆地层接触的延长统地层层位越老
。

但在盆地南缘
,

印支运动发育了一系列近东西向逆断层
,

早一晚古生代地层向北掩覆在中生代地

层上
,

韩城上峪口
、

白水杜康沟
、

径阳峻峨山北侧
,

圣人桥
、

铁瓦殿的大断裂
、

断面南倾
,

属高角度 (5 。。
,

一7 0 0) 逆冲断层
,

表明南北向挤压应力的作用
。

是印支运动在地台区构造应力场留下来的构造形迹
。

2
.

侏罗一 白里纪时期

山= 二二下

二 , 二日军二口阵不 燕山运动时期
,

华北地台东部普迫发生强烈褶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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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燕 山运动 时期
,

鄂 尔多斯地 台区 地质

古地理略 图

裂和岩浆活动
。

并产生一系列断陷型含煤盆地
。

而鄂尔多

斯地台区在三迭纪末隆起剥蚀的古地形上
,

最先填充了下

侏罗世延安组底部河谷充填型碎屑岩
。

在填平作用的琴础

上
,

继续发育了大型沉积盆地
,

所不卜J的是
:

( 1 ) 随着鄂尔多斯地台东缘隆起
,

盆地沉积中心向

西移动
,

侏罗系地层厚度最大的地方在陕
、

甘
、

宁 三 省

(区 ) 交界附近 , 白妥系沉积中心则在经川南北 一 线 图

4 )
o

( 2 ) 燕山运动期间形成的褶皱特征是地 层 产 状 平

缓的弯窿形
,

长轴走向北东
。

地台内部三迭系剥蚀面 高 差

较大的地方
,

为陇东
,

盐一地定区形成较多的披盖式背斜
,

形态不规则
,

无一定的排列和走向
,

是古地形的反映
。

一

方面反映了燕山运动时期主压应力方 l刁为北西一南东向
,

同时也表明鄂尔多斯地台构造活动性很微弱
。

( 3 ) 鄂尔多斯地台西缘
,

与白平纪时沉降幅度坛大

的六盘山坳陷之间有一个南北向狭长隆起带
,

使东西西侧

同期的六盘山群和志丹群在岩性
,

厚度上有很大差异
,

并

且在隆起带上缺失或仅有很薄的早白米世沉积
。

由此看来
,

中生代时期
,

华北地台强烈分化和改造的同

时
,

鄂尔多斯地台虽然较多地保持了比较稳定的特性
,

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
,

地台内部形

成大型
、

独立的沉积盆地
,

起落频繁
,

构成三迭纪与侏罗纪之间的强烈侵蚀
,

上侏罗系地层的缺失以及早

白里世底砾岩广范分布
、

构造应力场发生过主应力轴由近南北向到北西一南东向的改变
。

燕山运动时

期
,

盆地周缘的隆起作用进一步加强
,

盆地中心西移
,

而盆地西
、

南地缘形成厚 J望区大的山麓砾岩
。

(四 ) 新生代时欺鄂尔多斯地台的构造演化

早白妥世后
,

地台结束了沉积盆地的沉降作用
,

再度大面积隆起
。

晚第三纪时期
,

堆积了厚度不

大的红土层
,

但分布另散
,

平面不连续
。

一般厚度约 60 米左右
,

最大厚度不过 2叨米
。

更新世期 间
,

除了局部地区形成一些厚度不大的河
、

湖相沉积外
,

主要是黄土
。

后期隆起作用进一步加强
,

形成 目

前的黄土高原地貌
。

但在地台周围
,

新生代形成重要的断陷盆地带
。

这些断陷盆地
:

1
.

最早发生在地台西
、

北
、

南边缘隆起上
,

断陷作月籽f始时期约在始新世
,

l h于断陷西侧山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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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台隆起速度不同
,

形成 了沉降中心偏向褶皱山系一侧的箕状结构
, :化缘河套盆地敏大机阵 常伽札

,

南缘渭河盆地最大沉降带偏南
,

面西缘的银川盆地最大沉降中心偏西
。

后期的断陷作用由此扩展
,

子

晚第三纪陆续形成了西北缘吉兰泰盆地
、

东缘山西地堑系和西南缘的千陇盆地
。

2
。

断陷盆地两侧均以正断层作为边界
, 新生代期间最大沉降幅度在 5。。o一 7 00 0米以上

,

仅第四

纪以来
,

不少盆地就堆积了 100 0一 20 00米厚的沉积物
。

这些边界正断层往往迭加在中生代逆冲断层带

或其附近
,

显然是利用了中生代时期由于压扭作用形成的破裂面
,

但是力学机制的性质完全相反
。

这

些边界断裂存在水平活动特性
,

儿乎是为人所公认和典型的地堑构造不同
。

8
.

断陷盆地的构造形迹构成了主压应力的北东一南西方向扭动构造的典型形态 (图 8 )
,

光弹

模拟实验 (王春华等 19 82 ) 和第西纪构造地貌 (杨景春等 19 8 3) 的研究都证明
,

新生代的构造应力场和

现代应力场是一致的
,

主应力轴为北东向
。

断陷盆地地震活动的震源机制解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

值得指出的是
,

鄂尔多斯地台内部的现代构造应力场和周缘断陷盆地是一致的
。

例如地台内部油

井压裂和注水开发发现有水沿北东方向裂缝面定向窜进的事实
,

证明主压应力轴向为北东方向
。

4
.

地台与周缘断陷盆地带构成的统一力学模型看来
,

断陷盆地的形成应当是在右旋力偶扭动作

用下形成的
,

周缘统一的力学机制
,

正好合
.

成了一个地台整体逆时针方向转动的图象 (图 5
、

6 ) 而与

燕山期相反
。

说明鄂尔多斯地台又经历过构造应力场的改变
。

((( l 毛 1 t 1 1 . 1 . 111 l } 1 1 ,, 卿 l ! . 1 ... 1
~
几 产产

甘甘甘

用用用

瞬到. 缓习~
图 6 邻尔多斯地 台周缘构造带

力学机制 示意 图

曰
。

口
. ,

回
.

。

图 5 鄂 尔多 斯地台及周缘地 区新生代地质构造 略图

二
、

鄂尔多斯地台及周缘地区的地震活动

历史地没 (图 7 ) 和现代地震 (图 8 ) 活动的分布在鄂尔多斯地台及周缘地带形成了鲜 明 的 对

照
。

从地震的时
、

空分 乍特征可 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

(一 ) 鄂尔多斯地台的地震活动
鄂尔多斯地台所处的地理 位置在我国历史上开发较早

,

因而历史地震的记载也 比较早
。

但是从历

史资料和现代地震记录看来
,

地台区地震活动特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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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地震的强度很低

自有地震历史记载和仪器观测地震记录以米
,

震中在鄂尔多斯地台拭内的地震活动投有
`

6 级和 6

_ _ .

_
、

_ , .

_
_

…
_

_
_

…
, _

.

…
_ ’

二
_ _

. ,
. _ _

/
_

1

级以上的地总 震甲烈皮求向也只们 恤儿 地甘认 卜,开友生 2 ’ 沉甲抓地畏气
5 玄

: 、 、 ,》 4

番)
.

_ 二
_ . _

.

二 _ . _

3 “
.

_
.

_ .
`

_
_

_ _

1
.

_ _ .

_ _

二 _ _

2
.

地台区内地戏的频度有日氏
。

坦从地 台 区 的 M多 4了级地裘相地台周绿 M乡 6万级地准的 M一
’

T图来看 (图 9 ) 地台区地震活动的相对活跃期与地台周缘地震带基本
一

L是同步的
,

特别是 在拐一 `

世纪时
,

华北地震区全面活跃的时期
,

鄂尔多斯地台和周缘地震带的地震活动都达到高潮
。

白磕肤
展级 A

………
一}l

川山川川叭川川川

}{!
l导以)

J

6二
人,白

1八O乃

—
南北地艘带北段

200 0年

份 渭地旋秘

图 9 鄂 尔多斯地台内部与周缘地区地震活动对比 图

( A
.

周缘 M。 ) 5去
, B

.

地 台内部 M s ) 4于 )

3
.

地台区内的地震活动震中分布另乱
4

。

地台区外的大地震在地台区内所形成的地震破坏高于地台么内本身的地震活动
。

如 1 5 56年华

县大地震与工9 2。年海原大地震在地台区都形成了面积较大的姐一恤度烈度区
,

造成较大的破 坏 与 担

失
。

(二 ) 鄂尔多斯地台周缘的地震活动

有关鄂尔多斯地台周缘的地震活动论著很多
,

特别是对地台西缘 自银川盆地至平凉一天水一带的

南北向地震带的北半段
、

地台东侧汾渭地震带研究工作更多
。

对于这些地区地震活动的规律和特征也

都有较多的看法
:

1
。

地震活动的周期性

鄂尔多斯地台周缘的地震活动虽然发生在地台不同部位的外侧
,

但是以历史地震活动的起伏来看

(图 7 )
,

地震活动具有相对活跃和平静时期交错出现的周期性
。

从历史地震记载较多的公元十一世

纪以来的资料看来
:

( 1 ) 地台周缘的地震活动有比较统一的周期性
,

即同时起落
。

以百年左右无 6 级以上地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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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期的标准
,

可以看出有三个地震活动相对活跃时期
:

第一活跃期在公元 12 一 1凌世纪
、

历时 250 余年
。

自1 10 2年宁武 6 级地震到 13 6 8年徐沟 6 级 地 震姗

间
,

地台周缘共发生 M ) 6 级地震 12 次
,

最大震级为 130 3年洪赵 8 级地震
。

第匕活跃期自15 世纪开始
,

16 一】7世纪达到高潮
。 l

_
. _ _ _

.

_

二
_

_
_

_ _

从 1 4 7 7牛银川 6 万地震升始划 1 7 3 9牛半岁 8 级
山

_
. ,

_
`

二
_

二
_ ` . _ _

_
.

1
_

三 _
_ ,

二 _ 二 _ _

地震止
,

地台周缘共发生 M ) ” 级地震 ’ ” 次
、

其中 “ 级地震三次
, 7

·

”一 7
言级地震 “ 次

。

地震的强

度和频度远远大于上 一个活跃期
。

`

第三活跃期始于 1 8 1 5年
,

至今尚未结束
,

这个活跃期至今只发生过 6 级以上地震 6 次
,

最大震级

为 7 级
。

强度和频度远远低于上一个活跃期
。

( 2 )地台周缘不同部位在不同活跃期内的地震活动性又有一些差别
。

第一活跃期内
,

地震活动主要在地台东南缘的汾渭地震带
,

占M》 6 级以上弧震次数 的 三 分之

二
,

最大地没也发生在当地
。

地台西缘的地震活动主要在南段的固原一带
。

第二活跃期内
,

地台西缘M ) 6 级地震共有 9 次
,

几乎占总数 ( 19 次) 的一半
,

地震活动以银川

盆地为主
。

第三阶段在地台北缘开始出现了M 》 6 级地震
。

2
.

地展活动在平面上的震中迁移
`

地台周缘地震活动相互联系的又一种表现就是地震活动的震中在地台周围往返迁移
。

例如 ( 1 )
、

公元仪世纪时
,

_
_

。 _ _

1
.

_
_ .

_

! 3 0 5年 5 月 8 日大 l司 6下级地旋
自

1 30 6年 9 月 12 日地台西缘发生创原 6 级地震 , 随后

于 J 3 3 7年 9 月 8 日怀来 级地震
。

( 2 )
、

公元 1 5世纪时
,

! 4 7 7年 5 月 1 3日银川
l

_
`

C了级地震
自

1 48 7年

,占一
2

八O

。 月
一

,。 日 ,}。二 6
一

立级地震 ; 尔后 1 4 95年 4 月 10 日中卫 6
1

_
_

了级地震
性

1 5 0 1年元月 19 日功邑发生 7 级地震

表 1 鄂尔多斯地台周缘地震展源机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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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公元工 7世纪初
, 2 6 2 8年 1 2月 1 8 日广灵 6

日平陆又发生 6 级地震
。

地台周缘地震活动这种呼应关系由图 7 也可以着出妥一”
’ -

8
。

地合周缘地震的震源机制解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表 l ) Oe’ ( 1)
、

P轴方向大多平行于震 中所在

位置附近的地台边缘
。

只有地台酉南缘的地震例外
,

P轴方向在当地为北东一西南向
,

垂直于地台边

界
。

( 2 )
、

P轴和 T 轴与水平面的夹角普遍小于 30 。 ,

有的近于水平状态
。

表明地震应力以水平分量为

主
。

( 8 )
、

地震断层的倾角较陡
,
一般均在 5砂一 7。 。 。

( 4 )
、

地震的震源深度多数在 20 公里上下
,

都

属于地壳内部的浅源地震
。

此外
,

对地台周缘强震等震线长轴的统计也表明几乎所有强震的长轴都大

体上平行于地台边缘的走向
。

周缘地震的等震线长轴几乎形成一个环形包围在地台外围 (图 10)
。

对活动断裂的调查
,

地台周缘的断陷盆地均以正断层与地台相接
,

所有北东向正断层都有右旋扭

转性质
。

而近东西和北西向断层则有左旋扭动性质
。

只是地台西南缘千一陇盆地的北西向逆断层和正

断层为右旋性质 (靳金泉 1 98 2 )
。

断层面的阶步
、

擦痕和地面位移表明水平位移大于垂直位移
,

和震

源机制解的结果一致
。

力学解析认为是北东向主压应力作用的结果
,

和华北地台的构造应力场是一致

的
,

也和鄂尔多斯地台内部的应力场特征是一致的
。

4
。

地台周缘各断陷盆地的地震活动很少发生在盆地的边界断裂上
,

尤其是大地震多发生在盆地

最大的沉降中心 (如 1 5 56年华县地震
、

1了3 9年平罗地震 ) 和两组或几组断层交汇部位
。

而大地震发生

的各个断陷盆地又都反映有地壳厚度轻微减薄的现象
,

表明盆地在右旋力偶作用下形成拉张陷落时
,

伴随有上地慢的轻微上拱现象
,

增强了盆地的断陷作用和构造应力活动
。

三
、

鄂尔多斯地 台与周缘地区地质构造与地震活动的关系

(一 ) 鄂尔多斯地台演化的历史表明
,

它和世界上大多数稳定地台一样
,

幕底形成早 (太古代 )
,

虽

图 1。 粤卜尔多斯地 台周缘强殷等震线长轴方位示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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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早元古代时期经厉过发育古裂谷的阶段
,

中一晚元古代时即已进入整体缓慢升
、

降的稳定阶段
。

`

卜一新生代时
,

华北地台逐渐解体
,

而鄂尔多斯地台则继续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性质
。

但是在华北地台构造演化剧烈的每一个阶段
,

鄂尔多斯地台也反映有相对活跃的性质 , 主要地表

现在构造应力场的多次转变在地台区内也留下了明显的
、

可以识别的构造形迹
,

而随着鄂尔多斯地台

融应力场的改变
,

周缘地区的地质醚
也发生过相应的变化

。

两者之间形成统一和协调的 力兰J L

制
。

(二 ) 中一新生代以来
,

鄂尔多斯地台构造应力场的变化和周缘地区地质构造的演化表现为既在统一

的区域应力场的控制和作用之下
,

又具有相互独立
、

互为影响的关系
。

中生代时期
,

区域构造应力场的特征是主压应力方向为南北向 (印支期 ) 和北西一南东 向 (燕山

期 )
,

周缘地带表现为在左旋力偶作用下形成雁列式隆起
,

地台相对坳陷形成大地内陆沏盆
。

新生代以来
,

区域构造应力场 以主压应力轴向北东一南西为特征
,

周缘地区的构造演化表现为在

右旋力偶作用下的断陷作用为主
、

地台相对隆起
。

因而
,

相对于周围的其它地质体
、

鄂尔多斯地台作

反时针方向的扭动
。

对此
,

车福鑫于 1 96 5年研究陕西陇县地质时
,

根据当地构造接合关系就提出了陇

西地块和鄂尔多斯地台有顺时针式相对扭动的现象
,

近几年来的罗焕炎
、

邓起东等又作过多次阐述
。

(三 ) 鄂尔多斯地台的地震活动虽然微弱
,

震中分散
、

缺乏分布规律 , 但相对活跃的时期往往与周缘

地震带同步
,

且和相邻断陷盆地地震活动的起伏有密切关系
,

因之对地台区中
、

小地震的监测有助于

对周缘地区大震
、

强震趋势的了解
。

地台周缘的地震活动频度高
、

强度大
,

大地震发生在断陷盆地内部
,

地震活动具有明显的统一周

期
。

十九世纪 以来开始的活动周期至今尚未结束
,

地震活动主要转向北半部
。

因之对地台北半部周缘

地区今后发生大震强霍的危险性应予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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