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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南部及邻区地壳活动性研究

赵从俊 张健 沈浩 田晓燕

( 四川石 油管理局地质勘探开发研 究院 )

摘 要

本文依据表层构造展布特征
、

重 力
、

磁力场 背景及航磁资料反映的基底构

造性质
,

对四川盆地南部及相邻的滇黔 . 分地区 的地壳结构
、

构造应力场及潜

在的震源 区进行 了深 入探讨
。

研究表明
,

该区的构造应力场具有多向性和 多期

性
,

在 古生代
,

主压应力方向为近南湘向
,

近代转为近东西 向
。

东西向深断裂

活动徽弱
,

仅发生一些微 小地震
,

但东西向深断裂与其他方向断裂交汇区往往

是发生地震的场所
。

另外
,

不 同岩性的基底接壤地带也是地震多发区
。

一
、

表层构造展布特征

研究区 范 围西 起乐山
、

雷波
、

昭通
,

东至长寿
、

遵义
,

北起仁寿
、

合川一线
,

南至赫

章
、

息峰
,

即东经 1 0 3
。

一 1 0 7
。 ,

北纬2 7
。

一 3 0
“

之间的地区
,

面 积 约 1 3 0 0 0 0 k m “ ,

地跨云
、

贵
、

川三省
。

在大地构造位置上该区属于扬子地台西部〔 “ 〕
,

跨越四川盆地
、

川 滇 南北断褶

带及川黔褶断带三个一级构造单元
。

根据褶皱
、

断裂组合特征
、

构造体系复合规律
、

边界条件
、

受力状况以及构造形变特点

等
,
将研究区划分为 n 个三级构造单元 ( 图 1 )

。

这 n 个三级构造单元是
:

马边
、

屏山扭褶带 ( I :
一 l )

、

自流井凹褶带 ( I
:

一 2 )
、

威远
、

龙女寺隆褶带 ( I :
一

3 )
、

长宁摺带 ( 1 3
一 1 )

、

纳溪
、

叙永褶带 ( I :
一 2 )

、

永川
、

宜宾扭褶带 ( l
。
一 3 )

、

重庆弧褶带 ( 1
3

一 4 )
、

昭通
、

雷波断褶带 ( I )
、

盐津
、

威信褶带 ( 互
:

)
、

镇雄
、

仁怀扭

褶带 ( I
: ) 和桐梓

、

长寿褶断带 ( 1
3 )

。

研究区内的构造主要以北东东一北东向为主
,

其次为东西向及南北 向
,

北西向及北东向

构造仅在局部地区发育
。

北部 ( 四川盆地 ) 主要发育一系列褶皱适中的北东
、

北北东向的构

造
,
显示新华夏系构造在第三沉降带的优势

。

南部 ( 盐律一古蔺以南 ) 主要发育一系列东西

向
、

北东东向的扭动复合构造
。

该区东
、

西两侧的经向构造体系变形剧烈
,

显 示 了 长 期 活 动 特 征

,

业 控 制 了 四 川 盆 地 内

部 低 等 级

、

低 序 次 的 经 向 构 造 的 形 成

。

构 造 体 系 复 合 关 系 及 地 史 发 展 特 点 反 映 出

,
该 区 东 西

向

、

北 东 向 构 造 形 成 最 早

,

北 东 向

、

北 北 东 向 构 造 次 之

,

南 北 向 ( 东
、

西 两 侧 除 外 ) 及北西

向构造一般形成较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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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 川 南部 及 滇 黔 部 分 地 区 构 造 纲 要 图

1
一

级 构 造 边界 2
.

二 级
构

造 边 界
3

.

三 级
构

造 边 界
4

.

背 斜
5

.

鼻
状

构
造

6
.

压 性

、

压 扭 性 断 裂 7
.

张 性

、

张 扭 性 断 裂 8
.

枢 扭 性 断 裂
9

.

以 扭 性 为 主 的
断 裂

1 0
.

性
质

不

明 断
裂

F 19
.

1 S t r u c t u r e m a p o
f t h

e s o u t h e r n 51。 h u a n a n d i t a ;
d j

a c e n t

二

、

区 域 地 球 物 理 场 特 征

1
.

磁 力 场 特 征

据 最 新 航 磁 资 料 分 析 结 果

1 ),

上 扬 子 地 台 的 磁 场 具 有 北 强 南 弱 的 特 点

,

研 究 区 正 位 于

上 扬 子 地 台 正 强 磁 异 常 向 弱 负 磁 异 常 过 渡 的 地 带

,

也 显 示 了 北 强 南 弱 的 特 点 ( 图 2 )
。

大 致

在 马 边

、

资 中 至 永 川 一 线 以 北 为 正 强 磁 异 常 区

,

上 延
5 k m后 异 常 值 仍 可 达 1 00 伽马

,

磁 异 常

等 值 线 密 集 ( 图 3 )
。

该 线 以 南 广 大 地 区 为 负 磁 异 常 区

,

异 常 等 值 线 稀 疏

,

并 且 无 一 定 走

向

,

仅 西 南 部 昭 通

、

威 宁 局 部 地 区

,

异 常 等 值 线 相 对 密 集

,

磁 异 常 强 度 可 达
一 1 00 伽马以上

,

根 据 岩 样 标 本 的 磁 化 率 测 定 的 结 果 ( 表 1 )
、

磁 异 常 正 演 计 算 以 及
△T 延 拓资 料 分析

,

研 究

区 北 部 高 磁 异 常 区 主 要 由 深 变 质 结 晶 基 岩 ( 混 合 花岗岩 岩体 ) 以及下地壳乃至上地慢的强磁

层引起的
,

正 演 计 算 的 最 大 磁 化 强 度 可 达
2 1 00 x 1 0一。 C G S M 以上

。

中 部 和 东 南 部 磁 异 常 反 映

了 相 当 于 板 溪 ~ 冷家溪群的浅、 中 变 质 岩 系 的 分 布
。

西 南 部 地 区 磁 异 常 则 主 要 反 映 了 峨 眉 山

玄 武 岩 的 分 布

。

另 外 从
△T 延 拓资料 看 ( 图 3 )

,

北 部 高 磁 异 常 区 。 、 5 k m 的 磁 场 强 度 衰 减

率 为 6 、 20 士伽马 k/ m
, 5 、 40 k m 的 衰 减 率 在 5 伽 马 / k m 左 右

,

上 延
l o k m 后 最 高 圈 闭 正 异

常 也 可 达 80 伽马
,

表 明 了 这 一 带 的 磁 异 常 属 深 源 异 常

。

而 其 余 广 大 地 区 异 常 衰 减 率 很 快

, O

` ) 刘 元 生
,

根 据 航 磁 资 料 对 上 扬 子 地 区 区 域 构 造 特 征 及 含 油 气 远 景 评 价 的 研 究

,

1 9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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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岩体
、

地 层 磁 化 率(51 )

27 4 x1 0一

5 22 x1 0一

岩 体
、

地 层

上 沙 溪 庙 群

磁 化 率(51 )

峨 眉 山岩 体

天 全 岩 体

21 x1 0一

纯 灰 岩
、

白 云 岩 0 ~3 0 x1 0一

峨 眉 山玄 武岩2 0 一8 0 00 x1 0一 砂 页 岩2 0 x1 0二

梵 净 山群( 冷家溪群) 31 x1 0
一肠 飞 仙关 页岩4 90 x1 0一

昆 阳 群1 8 x1 0
一口

、5 k m 的衰 减率 最 大可 达n4 伽 马 /k m
,

表 明 主 要 是 浅 层 异 常

。

5 、 10 k m 的 衰 减 率 降 至

3
.

9伽 马 / k m
,

表 明 这 些 地 区 的 深 部 磁 性 体 的 磁 性 亦 很 微 弱

,

在
△T 上 延 l o k m 图 上

,

大 部 分

圈 闭 的 局 部 异 常 已 不 存 在

,

与 图
3 相 比

,

磁 异 常 等 值 线 变 得 更 稀 疏

。

2
.

重 力 场 特 征

该 区 重 力 场 的 分 布 有 两 个 显 著 特 征

: ( 1 ) 全部绝对异常值为负值
,

变 化 范 围 为
一 80 、

一 23 0毫 伽
。

这 与 整 个 上 扬 子 地 台 区 域 重 力 场 是 一 致 的

。

( 2 ) 以大足重力 高 为 中心
,

向 四

周 异 常 值 增 大

,

在 西 部 形 成 重 力 梯 度 带

,

而 东 南 部 重 力 异 常 变 化 相 对 平 缓

,

形 成 一 些 异 常 圈

闭 区 ( 图 4 )
。

大 足 重 力 高 区 影 响 面 积 达
8 0 0 0 0k m “

以 上

,

它 的 存 在 除 反 映 有 高 磁 性

、

高 密 度 的 侵 入 体

外

,
还 与 这 一 地 区 的 下 地 壳 的 增 厚 有 密 切 的 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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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g
.

4

四 川 南 部 及 邻 区 布 格 重 力 异 常 图

G r a v i t y a 乙 o
m食l y i a t h

e 5 0 “ t b
e r n S i e h往a n

a 二 d i t: a d j a e e n t a r e a s

,

据 地 矿 部 航 空 物 探 总 队 玲 跪 年 资 料 ( 单位
,
伽 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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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基 底 构 造 特 征

1
.

岩 性 结 构 及 埋 藏 深 度 特 征

据 航 磁 及 钻 井 资 料

,

研 究 区 的 马 边

、

隆 昌

、

温 水 一 线 以 北 地 区 为 刚 性 基 底

,

深 变 质 强 磁 性 基 底 的 组 成 部 分

,
局 部 有 呈 椭 圆 状 的 地 壳 深 部 弧 磁 性 侵 入 岩 体

,

k m 公 ( 图 5 )
。

是 川 鄂 古 陆

面 积 约 数 百

图
5 四 川 南 部 及 邻 区基 岩 理 藏 深 度 图

劳

F 19
.

6 B u r
孟

e
d d e p t五 o f b a s e r o 。 k i n t h

e : o u t h e r
五 S i c h it a 。

a n d i t s a d j
a e e n t a r e a s

以 威 远 为 中 心 有 一 平 面 形 态 呈 梯 形 的 中 酸 性 岩 体 分 布

,

面 积 约
3。。 c01 m “ 。

自 贡

、

隆 昌 以

南

,

雷 波 一 叙 永 以 北 地 区 为 介 于 川 鄂 古 陆 刚 性 基 底 和 江 南 式 塑 性 基 底 之 间 的 中 深 变 质 结 晶 基

底

,

呈 东 西 向 展 布

,

横 亘 于 研 究 区 中 部

。

古 蔺 一 温 水 以 南

,

主 要 为 峨 眉 山 玄 武 岩 分 布 区

,

面

积 约
3 0 0 0 0 k m “ 。

研 究 区 基 岩 埋 藏 深 度 ( 图 2
、

5 ) 具有两个明显特征
:

( 1 ) 大致 以乐 山一 宜宾一 叙 永

一 温水 一线 为界
,

北 部 基 岩 埋 藏 深 度 为
3 一 9 k m ,

南 部 基 岩 埋 藏 深 度 一 般 为 0
.

5一 3 k m
。

( 2 ) 基岩隆起和拗陷的走向大都呈北东向
,

少 数 为 东 西 向 一 北 东 东 向

,

间 或 有 北 东 与 南 北

向 的 复 合 形 态

。

在 乐 山
一 温 水 一 线 以 北 地 区

,

么
,
州 至 重 庆 为 该 区 最 大 的 基 底 拗 陷 带

。

拗 陷 带 呈 北 东 向 展

.

据 1 9弱 年 地 矿部 航 空物 探 总 队 资 料 绘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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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

并 延 伸 至 川 东 地 区

。

基 岩 最 大 埋 藏 深 度 在
g k m 以上

。

以 威 远 隆 起 为 中 心 的 川 中 褶 带 是 该

区
大 型 相 对 隆 起 区

,

形 成 一 系 列 北 东 向 或 近 东 西 向 展 布 的 局 部 隆 起 和 拗 陷

。

在 乐 山 一 温 水 一

线 以 南 地 区
,

基 岩 隆 起 展 布 方 向 以 东 西 和 北 东 向 为 主

。

该 区 南 部 广 泛 分 布 着 峨 眉 玄 武 岩

,
形

成 众 多 北 东 向 的 玄 武 岩 凸 起 和 凹 陷

,

反 映 了 基 底 背 景 构 造 走 向 仍 为 北 东 向

。

2
.

基 底 构 造 特 征

根 据 对 重 力

、

航 磁

、

地 震 及 地 质 资 料 的 综 合 分 析

,

发 现 区 内 发 育 有 :24 条基底断裂
,

按 走

向 可 分 为 东 西

、

南 北

、

北 东 和 北 西 向
4 组

,

其 中 有
5 条 深 达 上 地 慢 ( 图 6 )

。

这 5 条 深 断裂

是
:

( 1 ) 资阳深断裂
:

走 向 北 西 3 2 5
“ ,

长
2 4 0 k n l

以 上

。

( 2 ) 仁怀基底断裂
:

走 向 呈 南 北

,

向 南 延 伸 出 研 究 区

,

北 段 与 北 东 东 向 的 中 梁 山 基 底

断 裂 相 接

。

( 3 ) 摘连一叙永深断裂
:

走 向 近 东 西

,

长
18 0k m

。

( 4 ) 盐津基底断裂
:

呈 南 北 向 展 布

,

长 达
16 o k m ,

向 南 延 至 黔 中

。

( 5 ) 昭通一会东深断裂
:

走 向 北 东
,

长 l o s k m ,
向 西 南 延 伸 并 与 著 名 的 南 北 向 小 江 断

裂 相 切

。

图 6 四 川 南 部 及 邻 区 基 底 结 构 图
劳

1
.

上 地 投 断 裂
2

.

地
壳

上 部 断 裂
3

.

川 鄂 古 陆 江 汉 地 块 强 磁 性 基 底
4

.

川 中 昆 阳 过 渡

基 底
5

.

中 酸 性 岩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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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构 造 应 力 场 与 地 壳 活 动 性 探 讨

1
.

表 层 构 造 展 布 特 点 反 映 了 应 力 场 作 用 的 多 向 性 和 多 期 性

。

北 面 乐 山
一 龙 女 寺 隆 起 及 南

侧 黔 中 隆 起

,
均 属 古 生 代 近 东 西 向 的 巨 型 隆 起

,

反 映 了 古 生 代 应 力 场 的 主 压 应 力 方 向 为 北 北

西 ` 南 南 东 或 近 南 北 向
。

在 这 一 应 力 场 作 用 下 形 成 了 沪 州 一 叙 永 一 带 一 系 列 低 序 次 的 东 西 向

构 造

,
并 不 同 程 度 的 影 响 和 控 制 了 北 东 向

、

北 北 东 向 复 合 构 造 的 展 布

。

规 模 宏 伟 的 经 向 构 造

体 系 反 映 了 东 西 向 挤 压 应 力 作 用

。

在 东 西 向 挤 压 应 力 作 用 下

,

在
四 川 盆 地 南 部 形 成 了 一 系 列

规 模 小

、

展 布 有 序 的 南 北 向 构 造

,

并 形 成 了 横 跨 于 纬 向 构 造 上 的

“
纳

、

叙 棋 盘 褶 带

,, 。

2
.

从 断 裂 体 系 展
布 特 点 分 析

,
西 部 主 要 发 育 一 系 列 北 西

、

北 西 西 向 反 扭 断 裂

,

并 与 北 东

向 断 裂 交 织 形 成 一 系 列 棋 盘 格 式 构 造

,

显 示 了 受 晚 期 经 向 构 造 体 系 的 应 力 场 作 用 所 致

。

同 时

西 部 一 些 明 显 的 活 动 性 断 裂 往 往 反 映 了 基 底 断 裂 的 存 在

,

地 震 多 发 生 在 不 同 断 裂 交 汇 复 合 地

带 ( 图 5一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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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四 川 南 部 及 邻 区 震 中分 布 与 断 裂 关 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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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基 底 结 构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控 制 了 盖 层 的 构 造 形 变

,

并 影 响 到 地 壳 的 活 动 性 与 稳 定 性

。

基

底 岩 性 变 化 带 的 分 界 处 往 往 存 在 基 底 断 裂 或 深 断 裂

。

乐 山 附 近 及 威 远 火 成 岩 体 的 存 在

,

不 仅 控

制 了 盖 层 的 形 变

,

而 且 控 制 了 高 强 度 的 磁 性 体 边 缘 基 底 断 裂 的 展 布

。

马 边 至 雷 波 一 带 的 地 震

群

、

带 呈 南 北 向 分 布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由 于 基 底 不 均 一
(三 大岩 性 区接 壤 地带 )所 引 起 的

。

自 贡

一 带 的 地 震 活 动 除 受 拓 西 向 断 裂 控 制 外

,

还 受 到 东 西 向 展 布 的 自
贡 一 隆 昌 基 底 断 裂 的 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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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四川盆地
、

川 黔 褶 带

、

川 滇 南 北 带 接 壤 地 区 的 盐 津 一 叙 永 一 古 蔺 一 线

,
虽 有 基 底 深

断 裂 存 在

,

但 是 却 与 自 贡 地 区 不 同

,
没 有 出 现 地 震 活 动

,

仅 有 一 些 微 观 的 地 壳 活 动

。

这 主 要

是 由 于 自 贡 一 带 处 于 刚 性 与 柔 性 基 底 交 接 地 区
,

而 盐 津 一 古 蔺 一 线 处 于 柔 性 基 底 与 中 强 性 岩

体 交 接 区

。

此 外

,

自 贡 一 带 岩 性 结 构 不 均 一

,

断 裂 网 络 复 杂 ( 多 向性 )
,

`

而 盐 津
一 古

蔺 一 线

的 岩 性 相 对 均 一

,

断 裂 格 架 以 东 西 向

、

南 北 向 为 主

。

反 映 了 同 等 级 的 深 断 裂 ( 资中断裂与绮

连一 叙永深断裂 ) 的方向不同
,

其 控 震 能 力 亦 有 差 别

。

东 西 向 深 断 裂 往 往 活 动 微 弱

,

仅 发 生

一 些 微 小 地 震

。

一 般 深 断 裂 往 往 不 及 地 鳗 上 部 基 底 断 裂 活 跃

。

但 是

,

值 得 提 及 的 是 绮 连 一 叙

永 深 断 裂 在 与 其 他 方 向 的 基 底 断 裂 交 汇 地 带

,

例 如

:

雷 波

、

盐 津 地 区 以 及 东 西 向 深 断 裂 与 盐

津

、

镇 雄

、

杀
岭 等 南 北 向 基 底 断 裂 交 汇 处

,
是 地 震 的 明 显 活 动 地 带

。

( 本文 1 9 8 8年 9 月 19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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