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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柴达木盆地杂斯洼陷的

地震活动与发震构造

贺明静

( 侠 西师范大学地理系 )

孕斯注陷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西南部
,

地理位置处于青海省西北角与新报交界地段
。

当地海拔较

高
,

气候干早
,

严冬
,
除了地质勘探和矿藏开发人员外

,

别无居民
,

交通偏僻
,

缺乏人类
。

因而
,

历

史地震活动情况无从了解
。

19 54年以来
,

大规模的长期的石油地质勘探和矿产开发
,

使这里成为柴达水盆地一个 重 要 的 勘

探
,

开发基地
。

有记录的地震活动显示出这里是一 个地震活动比较活跃 的地区
。

1 9 6。年到 1 98 。年
,

共

发生 M s》 8 级地震十一次
,

其中M s 》 4 级地震八次
,

M s》 5 级地震三次
。

197 7年 1 月 2 日在注陷东

北部发生的一次 6
.

4级地震
,

震中烈度达到现度
,

地面出现一条 20 余公里长的地震裂缝带
,

五十年代和

六十年代建筑的简易住房 (干打垒 ) 全部倾地
,
只有砖砌的烈士纪念碑幸存下来

。

自此 以后
,

地震活

动更加频繁
,

四年之内
,
M s》 3 级地震共计八次

。

近儿年来
, 一

些地震科学工作者认为这 些 地 展活

动是阿尔金地震活动带的一部分
。

南 笔者从 19 5 4年起
,

在本区参与石油地质勘探和开发工作十余年
。

今年以工作之便
,

陪同我校地貌

专业几名研究生进行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实习和路线考察
。

在当地继续工作的一些老同事介绍下
,

对于

本区地震活动的震害遗迹作了一些了解
。

认为孕斯挂陷近儿十年来的地震活动是这个小型洼陷内部局

部构造所控制
,
发震构造应为油砂山背斜褶皱南翼的大型逆掩断层

,

这是一条北西— 北西西走向的

构造带
,

而与北东一北东东向阿尔金山断裂带不同
。

一
、

区域地质构造背景

孟孟 柴达木盆地是印支运动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大型山间盆地
。

`

`盆 印支运动使祁漫塔格山
、

可可西里
、

唐古拉山以至青海南山褶皱
、

隆起
,

自此以后
,

海水向南退

至藏北地区
。

侏罗— 白至纪 时期
,

沿目前柴达木盆地北缘
,

出现一系列断陷盆地
,

自西而东
,

如格

斯
、

红柳沟
、

清水河
、

红水河一采石岭
、

小深山
、

昆台依
、

赛什腾
、

鱼
·

卜
、

乌海
、

大红沟
、

红山
、

德

令哈等
,

在这些断续分布的封闭盆地里
,

初期断陷速度较大
,

多处形成暗色生油
、

生煤的陆屑沉积
。

中— 晚侏罗世以后
,

断陷速度减弱
,

多形成红
,

绿间的河
、

湖相沉积
,

向上红层增多
,

岩性变粗
。

各盆地沉降速度不一
,

沉积厚度 自2 00 一 2。。。米
。

部分盆地在中生界地层剥蚀面上还不整合地 覆 盖有

古一始新世充填型红色粗屑沉积
,

厚度 70 0 一 10 00米
。

柴达木盆地整体陷落的时间则在渐新世
,

即在印度次大陆与欧亚大陆相接而发生碰撞以后
,

青藏

高原开始隆起时
,

柴达木才形成大面积内陆沏盆
。

盆地的沉降和沉积中心
,

自西北向东南逐渐迁移
,

由于不同地史时期的沉降中心和沉降速度不 同
,

新生代总的沉积厚度最大的范围在红三军万界至邵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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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皿界一带
,

盆地基底最大埋深在 15 公里以上
。

而现代沉降中心偏南
,
以台吉乃尔

,

达布逊
,

粗布逊

等三湖地区为中心
。

其它地区大多于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
,

’

经褶皱形成隆起
。

根据钻达基岩的石油探井和地球物理资料
,

盆地的基底结构虽不均一
,

盆地东部以晚元古代结品

变质岩为主
,

由于酸性 一基性岩浆活动较强
,

高强度
、

不规则的磁力正异常较多
。
盆地北部为下古生

界变质岩系
,

航磁表现为条带状负异常
,

走向北西 , 盆地西部则以古生代褶皱为从底
,

岩性变化大
,

变质程度不深
。

盆地新生代盖层褶皱和断裂构造的格局
,

除了基底构造线与活动性的控制作用外
,

周缘褶皱山系

的构造线与构造活动有着重要意义
,

特别是盆地西部
,

受阿尔金断裂带长期的左旋走滑构造活动的控

制
,

形成明显的扭动构造形迹
。

背斜褶皱成带成行
,

且成斜列形式
,

形成与阿尔余断裂带相斜交的北

西向反
“
S” 形褶皱带

。

自北而南如
:

红沟子
,

黑梁子
,

尖顶山背斜带

咸水泉
,

南翼山
,

油冬子背斜带

干柴沟
,

油泉子
,

开特米里克背斜带

狮子沟
,

油砂山
,

南北乌斯背斜带
。

各背斜带之间
,

向斜多为鞍状或隔槽式
,

大型断裂带也平行地以北西 一 北西西走向为主
,

如狮子

沟一油砂山南翼大断裂
,

油泉子轴心大断裂等
。

这些断裂带往往是次级构造单元的边界
。

狮子沟一油

砂山南翼大断裂就是背斜带与杂斯注陷的分界
。

具有走向稳定
,

断距大
,

地貌标志明显
,

现代活动强

烈的特点
。

图 1 杂斯洼陷附近地质构造略图

二
、

地质构造与地震活动的关系

孕斯洼陷北侧狮子沟
,

油砂山背斜带是第三系地层组成的大型背斜褶皱
,

面积分别为 170
、

50 0平

方公里
。

褶皱明显
,

植被缺乏
,

地层裸露
,

构造的力学特征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

背斜轴向均呈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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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
·

“ S” 形
,

自西而东
,

轴向由北西西一北西一北北西一北西西扭曲
,

在轴向变化部位出现闭 合的
“
高点” ,

如狮子钩构造自西而东为狮子沟
、

花土沟
、

游园沟高点
。

各高点闭合面积尔大
,

背斜东北

翼缓 (十余度至二
、

三十度 )
,

西南契陡 《由五
、

六十度至直立
,

油砂山西北翼出现倒转 )
。

背斜轴

心部分断层发育
。

.
-

.
、

户

以油砂山构造为例
,

构造隆起的最高部分在背斜西端 `油砂沟高点 )
,

高点受北东
、

北西两条共
扼破裂的正断层的切割

,

东盘上升
,

汕层株璐
,

形成有名的油砂山 ,

酋盘下降
,

大部分油 层 未经
.

剥

蚀
,
即今油砂山的浅油藏

。

在汕田开发
一

区的地面上
,

明显有两组地面断裂
。

一组是走向北北东的正断

层
,

断距不大 (儿米至十几米 )
,
西倾

、

正断
、

倾角陡 ,7 。一 8。
。

)
,
延伸数百米至 1一 2 公 里

,
`

向

两翼尖灭
,

向下断距变小
,
可能是背斜弯曲发生的脆性引张破裂 , 一组是走向北东的逆断层

,

油田范

围出膝清楚的只有中 12 8井到中 27 井之间的G断层
。

特点是断面倾向北西
,

倾角5 00 左右
,

断面弯 曲
:

走向有变化
,

延伸较长
,

断层两侧地层的岩性有变化
,

东南细而西北粗
,

厚度则
,

向西北增大
,

可能表
沉积作用时就已形成

,

断距 50 一 80 米
。

断距最大的是油砂山背斜酉南翼的走向逆掩断层
,

断层发生西南买地层倒转部 位
,

根据 195 7下

195 8年所钻的砂中 . 井和砂探 “井等石抽探并
,

逆挑断层倾向北东
,

倾角 4。一 5 0度
,

断层带宽度 80 一 i泛。

米
,

地层断距在 2。。。米以上
。

在构造上是狮子沟一抽砂山背刹带与孕撕注陷的分界 , 地貌上是冲沟探

切
,

悬崖壁立的山地丘陵与缤枷戈壁平原的分界
,

断层两侧地貌的强烈对比反映了断层垂直差异活动

图 2 油砂山背斜油砂钩高点西部断裂分布图

中 N三 6 0
.

泛
-

乡扩
省 /

图 3 油砂山背斜找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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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强烈程度
。

由于沿断层带的崩塌覆盖
,

断层带在地表未出露
。

这一隐伏断裂带在重
、

磁力等

地球物理场上有明显的显示
。`

近期儿次地震活动的宏观震中
,

地震裂缝带和极震区长轴也都与这条断

裂带符合
。

同时
,

地球物理和地质
,

地貌资料也证明这条断裂带是由九条相互斜列的北西向断层组成

的
,

并不是一条走向稳定
,

延续不变的单一断裂
,
因而使七个泉

、

狮子沟
、

油砂山以及东柴山等背斜

摺曲也成斜列式分布
。

大乌斯以东
,

断层在地貌和地球脚
.

理场上无明显的反睐
,

有记录的地震活动也

明显减少
。

.

、
.

` 、 、
-

根据影响较大
,

时间较近的儿次地震考察
,

震中位置
、

极震区方向
、

地震裂缝的产状和延伸方向

等
,

都表明杂斯洼陷近年所发生的地震活动与这条断裂带有关
。

例如 19 77年 1 月 2 日 6
.

4级地震 (宏观震中在北纬 38
0

0 4,
,

东经 9 1
0

0 4, )
。

极震区位于油 砂 山背

斜西部倾没端至七甲沟之间
,

’

烈度为祖变
,

砖柱木框架土坯平房全部倒毁
,

地面出现裂缝
。

等震线长

轴与山地一戈壁分界即逆掩断层距地表最近处的位置和走向都是一致的 (图 4 )
。

19 7 9年 12 月 2 日发生的 5
.

6级地震
,

震中烈度砚宽
,

极震区位于油砂山一狮子沟构造之间鞍 状向

斜 (建设沟
,

到花土沟交点之间
,

等震线长轴位置和方向则与花土沟一游园沟两高点西南翼与戈壁砾

石平原交界线一致
,
呈北北西向

。
`

特别是 ] 97 7年6
.

理级地震在油砂山背斜西南翼所造成的地震裂缝
,

据青海石油管理局参予调 查 的

地质人员介绍
,

裂缝带长 20 余公里
,

正好位于丘陵山地与戈壁交界
,

裂缝走向北西西
,

倾向北东
,

上

盘向西南方向仰衔
,

错距 十几厘米
,

应属逆断层性质
。

与背斜带西南翼的逆掩断月有着密切 的关系
。

.

言
`

、 、 、

朵斯库勒湖

:了、 地。`界线 , 一 隐伏断裂 落夕携狐酱搬麦夕 )

` 乃心 -~ Q̀
,

二

9 77 年 l 月 旧
4级地那等柑线

图 4 录斯注陷两次地震等震线 图

据青海省地震局对 1 9了7年 1 月 2 日 6
.

4级地履所作的震源机制解
,

认为发汲断川的走向应为 2 8 3
。 ,

倾向北东
,

倾角 4 ,
。

5
。 ,

属逆断层
。

断层面解的资料与油砂山西南翼隐伏大断裂失全一致
。

主 压 应力

的方向应为北北东向
。

三
、

朵斯洼陷地震活动与柴达木盆地地震活动的关系

柴达木盆地无历史地震活动的记载
,

但从拼年代以来的地震记录看
,

盆地地捉活动还是比较强烈

的
。

其中如
19 3 7年都兰附近的 7 于级地震

,

震中烈度达到 X度
,

这是盆地有记录以来最大地震
。

地震震级大于或等于 6 级的地震还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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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52年 10 月 6日乌图美仁附近的 6级地震 ,

19 6 2年 5月 21 日霍布逊湖附近的6
.

8级地震 ,

19 77年 1 月 2 日油砂山附近的 6
。

4级地震等
。

根据 《 中国地震目录 》 与青海省资料
,

盆地 自姗年代至今
,

其中M s
) 盛 t f : 级地震 43次 , M s》 6 级地震 25次

。

J

心

共记录了 M : 》 8 级 以上地 震 53 次
,

甘
二产

’

~ 、 、
肃

码补 、

一

盯,’it U
`

硬
· “
钻

·

9

匕兰生
,黑压

石
。

丁卜
。

犷疵
。

篡~

止卿里~ 一
_ _ _ _

匕一~
_ _

,

匕竺二一五一
_

图 5 柴达木盆地地震 ( 10 32一1 9 7 9 ) 震中分布图

图 5 表明
:

1
。

柴达木盆地地震活动主要集中在盆地南部
,

即第四纪沉降速度较大的地方
。

其中
,

第四纪沉降

幅度最大 ( 28 00一 3 2 00米 ) 的三湖洼陷区地震活动频度最高
。

2
.

地震活动的震中分布和地震等震线长轴方位等同样表明了当地主要构造线的走向与震中分布的

一致性
。

3
.

杂斯洼陷的地震活动主要与狮子沟
,

油砂山西南翼
,

与孕斯洼陷之间地质
、

地貌分界线的隐伏

断裂有关
。

随着断层带向东南方向上地质一地貌标志变得不明显以后
,

大乌斯至村森之间
,

地震活动

极少
。

因而
,

这个隐伏断裂的延伸长度可能不超出东柴山以东
,

即杂斯洼陷的范围
。

和三湖地区断裂

带在构造上不一定有直接连系
。

4
.

三湖地区的地震震中分布
,

集中在现代沉降中心线南北两侧
。

此带即涩聂湖一桩布逊湖~ 线
,

大体沿现代三湖沼泽带北缘
,

南带在乌图美仁至诺木洪一线
。

而录斯洼陷的地震震中则仅分布在洼陷

北缘一线
,

洼陷南缘没有明显的地震活动
,
两个洼陷的地震活动在平面分布上是不相同的

。

根据地球物理资料的解释
,

朵斯洼陷是一个新生代独立的小型沉降中心
,
重力线在东柴山一带闭

合
,

而与三湖注陷地区相隔有黄石一红盘隆起带
。

两个洼陷在第四 纪期间的构造活动 也 有 很 大的区

别
:

1
。

录斯洼陷早一中更新世时堆积了洪积一冰水相七个泉砾石层
,

厚度数十米至二百余米
。

中更新

世末
,

受轻微褶皱
,

分布在第三系地层组成的背斜倾没部分
,

与上覆晚更新世地层呈交角不整合
。

三湖洼陷第四 纪以来
,

连续沉积
,
更新世地层在纵向上虽然有岩性

,

生物种属和生态的变化
,

反

映了沉积环境的气候
,

水文条件的改变
,

但在沉积上一直是连续的
。

大型平缓褶皱活动几乎影响到整

个更新世沉积
。

2
.

朵斯洼陷的第四 系地层总厚度只有 60 0余米
,

而三湖洼陷第四系地层厚度三千米左 右
。

反 映了

在同一时期相差很大的沉降速度
。

3
。

地震活动的强度和频度方面
,

三湖洼陷也明显地强于杂斯洼陷
。

可见柴达木的地没活动主要姑

第四 纪以来垂直差异升降运动的结果
,
因而受制于当地局部构造的控制

,

并不直接受阿尔金断裂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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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几点认识

系斯洼陷是柴达木盆地目前石油勘探和开发的重点脸区
,

琴是青海省与南疆交诊必经之呜 七十

年代以来不仅发生了多次地震活动
,

而且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破坏
。

因而引起人们的关切和注意
。

根据

现有地震活动和当地地质构造的特点
,

笔者认为 ,

1
.

杂斯洼陷的地震活动是洼陷本身的构造活动的反映
,
主要发震构造应为北西一化西西向狮子沟

一油砂 山南翼逆掩断层
,

与北东向阿尔金山断裂带的构造活动没有
一

直接连系
,

也没有发现二者有同步

活动的现象
。

“
·

二
、

杂斯洼陷的地震活动和柴达木东南乒湖洼陷的地震活动都发生在第四纪垂六差异活动比较强

烈的地带
。

但是二者在构造上没有共同的直接连系
。

无论在强度和频度方面
,

杂斯注陷的地震活动都

低于三湖洼陷
。

3
.

杂斯注陷的地震活动有逐渐向北西方向迁移的趋势
,

对于红柳泉
、 一

匕个泉
、

狮子沟之间的三角

地带应当予以充分注意
。

4
.

从油田基地的实际情况出发
,

应以低层平房建筑为主
,

并且注意在松散砾石层地区 的 地 基 处

理
,

特别是地面水渗
、

漏问题
。
工程和民用房舍户尽量布置在地形开阔的地方

,

远离该大断裂的通过

位置
。

文内所用资料和数据均是石油部门一些老同志介绍
,

表示感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