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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黄羊川断裂晚更新世以来活动特征的初步研究

今

;

,

可

黄羊川断裂西起天祝县冷龙岭东北缘
,

经关家台
,

穿曹家湖水库
,

沿黄羊川河的北侧断

续延至米家山和营家山的北坡
,

总体走向北东东
,

长 200 余公里
,

其东端有可能 与中卫一同

心断裂带相接
。

以往对该断裂的研究很少
,

还没有专门描述和讨论该断裂活动特征的文章
。

1 9 8 4年
,

作

者有机会对断裂展布区的卫片和航片进行
’

了详细的解译
,

并作了短期野外调查
,

发现这条断

裂是古浪及其周围地区活动最强烈的一条区域性断裂
。

1
.

构造地貌特征

航片上显示出整个断裂带呈明显的负地形
。

在西段的石咀儿一白塔顶一带
,

断裂深切山

体
,

形成线性展布的断层谷
,

相对高差 100 一 1 70 公尺 ; 中段的唐家岭一韩家山一带呈鞍形地

貌 , 金家湾以东
,

由晚更新世黄土构成的山脊梁赤出现一系列
“
丫口

”
地貌形态 , 由大景峡

再向东
,

断裂为两个地貌单元的分界线
,

南侧为明显隆升的米家山
、

营家山
,

北侧则为相对

下沉的山前丘陵和平原
。

大大小小的陡峻峡谷成线性排列于断裂的一侧 ( 图 1
、

5 )
。

嘟嘟馨黯替替
图 1 古浪黄羊川一带地形图

1
.

实测
、

推浏断层 2
.

上 升泉或下 降泉 3
.

水库

协

在黄羊川河北侧
,

断裂切割山麓线和山梁所形成的断崖和断层三角面如刀切一般笔直
。

三角面南倾
,

坡角大于 3 5
。 ,

高 10 一20 公尺 ( 图 2 )
。

航片及野外观察发现
,

在断裂中段
,

多条南北走向的山脊和黄土丘陵被切截错位
,

其错

距在西段为 70 一12 0公尺
,

东段可达 1 50 一 20 0公尺
。

多处见到眉脊构造 和 窗 棱 脊 构 造 ( 图

2 )
。

呈北北东和近南北向分布的沟谷水系在流经断裂线时
,

均明显地呈同向肘状弯曲
。

根

据航片和同比例尺地形图二得它们的扭曲幅度为 75 一 35 0公尺
,

靠近东段的下干沟约 80 0公尺

左右 ( 表 1 图 3 )
。

由于冲沟河谷被错移
,

沿断裂多处发现断头河
、

断尾谷 ( 图 4 )
。

断裂中段和西段还出露一系列断层泉
,

其中大部分为上升泉 ( 图 1 )
。

在新开路湾
、

香

水泉
、

打喇水以及四道现子等地可见断塞塘
,

面积一般为 0
.

2一 0
.

3平方公里
,

多为半月形或

近似三角形 ( 图 5 )
。

2
.

几点认识

( 1 ) 关于断裂活动的时代
:
地质资料表明

,

黄羊川断裂不仅切割石炭系
,
控制白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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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黄羊川河构造地貌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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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层 2
.

断层三 角面 3
.

断塞塘

4
.

眉脊 6
.

窗梭脊 6
.

剪刀点

图 3断层泉
、

断尾谷分布情况 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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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a
.

沟谷左旋错断及断头河分布情况

b
.

断层 中段文沟被左旋错扭
c

.

断层西段断头河
、
断尾谷分布情况

图 5断塞塘
、

峡谷分布图

1
.

上 升或下降泉 2
.

峡 口水库 3
.

断塞塘 令

沉积
,

而且在晚更新世的黄土地层中留下了许多地貌构造形变的痕迹
。

水利工程资料提供了

断裂切割最新地层的证据
:

横跨断裂中段的曹家湖水库于 1 9 5 8年建库以来
,

虽经几次加固
,

仍严重漏水不止
,

经开挖证实
,

坝体下有数米宽的砾石破碎带
,

这个破碎带与断裂通过的位

置十分吻合
,

显然坝体底下的河漫滩被错断
,

这是断裂在全新世乃至更新时期活动的佐证
。

以上事实说明
,

该断裂在海西期已经生成
` ’ ,

具有长期和多期活动的特点
,

第四纪以来特别

是晚更新世以来活动尤其明显
。

( 2 ) 断裂活动方式
:

断裂早期的活动显示了由北向南逆冲的压性特征
,

晚更新世 以来

活动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

以左旋滑动为主
。

需要指出的是
,

断裂中段的微地貌现象比东
、

西两段更为醒目
,

是否有最新地震活动的

因素
,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

( 3 )断裂滑动速率的估计
:

野外调查发现
,

干沟等较大沟谷存在两级阶地
。

一级和二级

阶地的高度分别为 2一 3 和 5 一 8 公尺
。

最高阶地由黄土状亚砂土和片状砾石层组成
, 一

从岩

性上可与黄羊川河的一级阶地 ( 高 10 公尺左右 ) 对比
,

属于晚更祈世的沉积
` ’ 。

一般认为晚

更新世距今 10 一12 万年
,

文献〔 3 〕测得洛川剖面马兰黄土底层年 龄 为 1 0 3 0 0 0 土 7 0 0 0 年
。

统

计
·

表明 ( 表 1 ) 这一 带的沟谷位错距离大多数为 20 0一 35 0公尺
,

若以 11 万年计算
,

断裂的滑

动速率为 1
.

8毫米 /年一 .3 2毫米 /年
。

七古堆附近一些较小的沟谷只有一级阶地
,

其高度与千

沟一级阶地相当
,

为 2 一 3 公尺
,

应属于全新世时期的沉积
。

这些沟谷的位错幅度多为 75 “

彝

1) 甘肃地质局第一区测队
,

区域地质矿产报告 ( 武威幅 )
,

19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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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公尺
,

若以 1 万年计算
,

则断裂的滑动速率约为 7
.

5毫米 /年一10 毫米 /年
,

平 均 为 8
.

8毫

米 /年
。

与晚更新世的滑动速率比较
,

全新世的滑动速率明显的增大了
。

表 1

长度 ( km ) 扭曲幅度 ( m ) 错 断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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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家 庄 北 沟

七 古堆湾北东沟

七古堆 湾 北 沟

华 儿 岭 沟

华 儿 岭 西 沟

魏 家 沟

李 家 沟

下 千 沟

注
:

沟谷长 度是 指沟脑 源头到断裂线的距离
,

扭曲幅度和沟谷长度均根据航片 和同比例尺地形图盈 得

3
.

地屁活动

文献〔 2 〕指出
,

当垂直向上的力作用于地壳时
,

显示拱曲或隆升的部分及其周围的介质

夺 将出现受拉状态
,

从而在断面上产生水平向的张应力
,

或产生铅直向的剪切应力
。

其结果是削

弱了断层面上摩擦阻力
,

或者加速断层面上剪应力的积累
,

因而更有利于地震的发生
。

丫 我国大陆上许多走滑型断裂带上强震密集的地段附近
,

在地貌上的一个共同特点是
,

都

有隆起的山峰
。

作者认为
,

对黄羊川断裂带上的两个隆起山峰 ( 东段的秦家大山和西段的白

塔顶 ) 必须给于足够的重视
。

这两个隆起都处于断裂扭曲拐弯部位
,

是水平挤压力最强烈的

地段 ( 图 6 )
。

~~~~~

JJJ广沙沙

乡乡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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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于

口口

声声
尹尹 ,,

图 6

译
断裂西段近数十年的弱震活动十分频繁

, 1 9 8 4年 12 月 7 日哈溪 4
.

7级地震的 宏 观震 中位

于断裂上的关家台一带
,

说明白塔顶隆起对该区地震的孕育和发生有一定的影响
。

秦家大山

一带的地震强度 和频度远不如西段
,

但是地貌形变特征显示在以前某个时代
,

秦家大山西段

的断裂活动更为强烈
,

可能发生过强烈地震
。

因此
,

秦家大山一白塔顶之间的断裂现正处于

重新闭锁积累应力阶段
,

而白塔顶以西则处于应力调整释放阶段
。

如果将地貌形变明显的白塔顶一秦家大山段和 目前地震活动频度较高的白塔顶一冷龙岭

段当作可能发震 的两个区段
,

它们帅长度分别是 43 公里和 1 7公里
,

按 经验公式 〔幻
,

M = 3
·

3

十 2
.

1烤L计算
,

白塔顶一秦家大山段的地震震级为 6
.

7 , 白塔顶一冷龙岭段为 5
.

8级
。

显然断

裂中段发生地震的强度将大于西段
。

但在时间上西段有可能早于东段而发震
。

4
。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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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浪黄羊川断裂水平左旋滑动特征的研究仅仅是初步的
,

但这条断裂的发现对古浪及

其周围地区区域稳定性的评价
,

对该区烈度区划工作及中短期地震的监视布署都有一定的意

义
。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万夫领 )

( 本文 1 9 8 6年 2 月 5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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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了年元月 8 日甘肃迭部5
.

9级地震

1 9 8 7年元月 8 日凌晨 2 点19 分
,

甘肃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发生
`

了5
.

9级 地 震
。

震

后兰州地震研究所立即组织了17 人的考察队赴震区进行考察
。

由于当地房屋均为木结构
,

所以此次地震没有造成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
。

此次地震震中

位于迭部县东北 20 余公里的高山区
,

极震区烈度为珊度
,

主要分布在光盖山一迭山分水岭及

其以南的扎朵那
、

业库和祖西一带
,

呈椭园型
,

长轴方向北西西
,

长约 29 公里
,

短轴长 13 公

里
,

面积约 30 0平方公里
。

这次地震有感范围达 1 2 0。平方公里
。

震区内发育一 组 密集排列的

北西西向断裂
,

这组断裂均为高角度的逆断层
。

震害分布与北部的三条断裂有密切关系
,

考

察见到的地震裂缝也以近东西向为多
,

主要沿中间一条断层— 光盖山一迭山南麓 断层 分

布
。

地震裂缝可见长度为 10 米
,

一般宽为 3 一 5 厘米
,

深约 25 厘米
,

属于张裂缝
,

未见有明

显的水平位移
。

沿此方向出现大量的基岩崩塌多处
,

坍塌的规模相当大
,

达 1 0 0 0多立方米
。

极震区及震害的分布表明
,

这次迭部 5
.

9级地震的发震构造为光盖山一迭山南麓断层
。

另外

也有迹象表明
,

震 区内分布的北东向断裂也参与了活动
。

考察确定宏观震
`
卜位于祖西村北竹

路沟脑处 ( 即北纬 3 4
“
1 4 ` ,

东经 1 0 3
0

1 5 2 )
。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侯珍清 )

,

参加考察 的人 员有 : 林思诚
、

侯珍清
、

杨 玉衡
,

刘维贺
、

张生源
、

梁宗岱
、

郭安宁
、

段军 毅
、

蒋 小 泉
、

王 怡 仁
、

夏根宏
、

周永庆
、

张秀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