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1卷 第 3 期

19 9 1年 9月 N O R T H WE S T E R N

北 地 震 学 报 Vol
.

13
,
N o .

3

S E I S M O L O G IC A L J O U R N A L S e p t
. ,

1 9 9 1

犷惹犷靡
朴娜 . 栩翎弃

桌子山断裂带及其新活动特征

1
。

前 ,

桌子山断裂是南北地震带北段地区内的一条长期活动的大断裂带
。

1 9 8 9年
,

在为石咀山

电厂扩建工程区作地震危险性分析与断裂活动性评价工作中
,

笔者对桌子山断裂带进行了较

系统的实地考察
,
并取得了大量断层新活动方面的资料

。

本文是对该断裂带主要活动特征的

简单介绍与初步分析和总结
。

2
。

断砚砚布与活动方式

桌子山断裂带位于桌子山区的千里山西麓和岗德尔山东
、

西两麓
,

即前人所称千里山西

缘断裂和岗德尔山东趁断裂气 本文将其统称为桌子山断裂
。

该断裂北起瞪 口南乌 兰 布拉格

沟一带
,

向南顺千里山西麓经哈让贵乌拉和千里山钢厂东侧
,

过千里沟 后断 裂 分为东西两

支
,

西支以南南西方向沿凤凰岭西麓和岗德尔山西麓延伸至三道坎东侧 , 东支仍大致以原走

向经凤且岭东侧
、

岗德尔山东趁
,

至老石旦煤矿西 ( 图 1 )
。

整个断裂带呈近南北向展布
,

长度约 76 公里
。

图 1 桌子山 断裂带分布 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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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整合地质界线

该断裂带活动历史悠久
,

历经多次构造运动
,

并使其活动方式发生 了明显的转变
。

在早

期
,
断裂表现为西倾逆冲性质

,

沿断裂带
,

在基岩中多处见断裂西盘向东冲覆
,

有的甚至形

成 “ 飞来峰 , 构造
。

但是
,

在晚期
,

断裂带性质有明显的转变
,

变为挤压一 右 旋 走 滑的性

质
,

据考察
,

切割第三或第四纪地层的断面有西倾者
,

也有东倾或近直立者 , 剖面上断层有

显示逆断性质的
,

但也有显示正断性质的
。

在地貌上
,

冲沟呈明显的右旋错动
。

昌
。

断层断活动及其衰现特点

第四纪以来
,

该断裂带活动显著
,

并且有明显的分段活动特点
。

不 同地段其地质地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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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

断层活动强度及最新活动时代不尽相同
。

在千里沟以北
,

第四系与千里山基岩之界线甚

为平直
,

1 / 2 0万卫照上特别清晰
。

据实地考察
,

断层切割了山前洪积扇裙及全新世初期冲沟

阶地
。

图 2 所示为千里沟北岸一级阶地壁上出露的断层剖面 ( 照片 1 ) ,
剖面中共发育四条

断层
。

其中
,

F
。

为发育在太古代地层中的老断层
,

断面西 倾
,

倾 角 仅20 、 30
。 。

F
。 、

F 。和

F 。
为第四纪新断层

。
F `
上部东倾 8 5

。 ,

向下变为直立或略向西倾 , F 。
直 立 , F

d
略向东倾

。

这三条断层同断错了高出冲沟底约 4米的阶地砾石层
,

并在地貌上形成坡向西的断坎
。

坎高

约 2 米
,

最大坡角 8 一 10
。 。

在断层 F
。

与 F d
之间的剖面顶部被断黄土层中采得

’ `
C 样品

,

其

年代为 9 7 1。 土 7。年
。

另沿断层追索
,

发现高 1 一 2 米的低阶地未被断层 错 动
。

因 此 可以断

定
,
该断层在全新世早期曾经有过强烈活动

。

在千里沟北约 1 公里处出露的断层剖面
,

断面

西倾
,
倾角63

。 ,

断层东西两盘分别为奥陶纪灰岩和第三纪砖红色泥 岩 ( 照 片 2 )
。

另外
,

在该断面之南发育晚更新世早期高台洪积扇
,

切割该扇面的数条冲沟右错 12 米
、

20 米和 22 米

( 照片 3 )
。

其中
,

右错 12 米的冲沟北壁亦出露断层
,

断面西倾
,

倾 角 57 一 60
。 ,

切割了晚

更新世砂砾石层及黄土层 ( 照片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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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里沟北岸断层刹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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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里沟南
,

桌子山断裂分为东西两支
,

西支沿凤凰岭一岗德尔山西麓展布
。

在地貌上

构成山原分界
。

与千里沟以北断层相比
,

其活动强度明显减弱
。

东支断层大致以卡布其为界

又可分南北两段
。

北段沿桌子山西麓和凤凰岭与桌子山之间延伸
,

断层新活动也较弱
,

沿线

高约 4 一 10 米的阶地未被错动
。

南段沿岗德尔山东麓展布
,

活动较强
。

在代兰特拉一带
,
断

层错动山前中更新世高台洪积扇
,

使断层西侧该洪积扇面发生反倾
。

在代兰特拉南约 5 公里

处
,
断层切过晚更新世晚期山前戈壁

,

形成低缓的西倾反 向陡坎
。

陡坎 坡 角 3 一 7
。 。

再向

南
,
自白云哪博北至老石旦火车站西

,

断层在 地 貌 上 表 现 为 断 续延伸的基岩垄脊 ( 照片

5 )
。

其特点与贺兰山西麓巴音浩特一古城子全新世断层上出现的基岩垄脊十分相似 ( 照片

6 )
。

垄脊底宽一般 20 、 50 米左右
,

高度约为十几米至四
、

五 十 米
。

在 白 云鄂博一带
,

垄

脊的东缘边界十分平直
,

应为断层所在位置
。

显然
,

这种地貌现象能够得以保存下来
,

无疑

是断层强烈活动的结果
。

4
、

结 论

( 1 ) 桌子山断裂带在早期呈逆冲一逆掩性质
,

晚期 ( 大约自新构造期以来 ) 转变为挤

压一右旋走滑性质
。

( 2 ) 第四纪内
,

断裂具有明显的分段活动特点
。

就晚更新世晚期以来的活动情况看
,

以千里沟北断层段和岗德尔山东麓断层段活动性较强
,

其它段落较弱
。

( 3 ) 断裂带的局部地段在全新世有过活动
, ` 毛C数据表明其最新活动时代可能 在全新

世早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