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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首山北缘断裂带东

段古地震事件的初步研究

1
、

前言

龙首 山北缘断裂带是甘肃西部重要的强震活动带
。

地震活动资料表明
,

该断裂带上的中

强地震主要集中分布于西段的保得河断裂上
,

如 1 ” 5 ` 年山丹 7

专级地震等
; 而东段的白家

咀 断裂尚无历史地震的记载
。

为了客观评价白家咀断裂的活动特征及强震的潜在危险性
,

作

者在白家咀 及其以西地段沿断裂布设了数条断层气体测试剖面
,

并进行了人工探槽开挖
,

在

探槽剖面上首 次发现了多次古地震遗迹
,

本文对此作初步报导
。

2
、

白家咀断裂的活动特征

白家咀断裂为龙首山地与潮水盆地的天然分界线
,

西起于宽龙井一带
,

沿龙首 山北麓延

至金川白家咀以 东而消失 ( 图 1 )
,

全长 45 公里
。

断裂走 向北 7 0
。

西
,

倾向南西
,

倾角 5 。
。

一

8 0
。 。

该断裂 自侏罗纪 以来
,

具有长期活动的特点
,

并 以挤压逆冲兼左旋扭动为主
.

断层破碎

带及影响带宽达 1 4 0 0 多米
。

根据钻孔资料
,

白翌纪以来其垂直断距大于 1 2 0 0 米 ; 上新世 以

来大于 6 0 0 米 ; 早更新世以来大于 2 0 0 米 ,
中更新世以来约 1 4 0一 2 0〔 米

。

总体上东部的垂

直断距大于 西部
。

在金川镇西
,

断裂北侧一系列的孤山
、

残丘及泉水呈线状排列
,

部分地段

形成宽 2 0 0一 3 0 0 米的断层槽地
。

在白家咀附近前震旦纪的变质岩系冲覆于 上更新统及全新

统砾石层之上
,

沿断面砾石呈定 向排列
,

并有挤压透镜体嵌于其中
,

由于断裂的左旋错动
,

沿

断裂形成北西西 向的断层陡崖或陡坎
.

3
、

古地震现象的分析讨论
_

为研究 白家咀附近断层陡坎的成因机制
,

作者在该地垂直断层陡坎的方向即破碎带北部

前震旦纪断层角砾岩与晚第四纪砾石层的接触带开挖了人工探槽
。

探槽深 .6 3 米
。

所揭露出

的断面平直清晰
,

走向北 7 。
。

西
,

倾向南西
,

倾 角 8 。
。

( 图 2 )
。

断层上盘从顶到底部为全新

世 冲
、

洪积砂砾石层
,

厚约 3 0一 50 厘米
,

其下为层理清楚的姜黄色
、

黄 色碎裂岩
,

层间产状

为 N , v / s w 乙 4 00
,

厚约 2
.

1 米
,

它们被盖于厚约 1 米的黄色夹暗绿色碎裂岩之上
; 再下层为

厚约 7 0 厘米的砖红色夹黄 色断层角砾岩层
,

与下盘同层位的断距约 7 0 厘米 , 最下部为紫红

色断层 角砾岩
,

其中夹有团块状大角砾
,

与下盘同层 位的断距为 1
.

8 米
。

在断层下盘的顶部发育有两个明显的崩积楔
,

楔体上宽下窄
。

下部的崩积楔深约 1
.

2

米
,

顶宽约 6 0 厘米
,

楔体 由两部分组成
,

楔外侧为全新世下层砂砾石楔
,

向下逐渐尖灭
; 楔

内从下往上分别为砖红色断层角砾
、

黄色碎裂岩夹细砾及姜黄色碎裂岩夹细砾等崩积物
,

经

,

觉绝对年龄样品鉴定
,

其时代为 1 1 0 0 0 士 7 0 0 年
。

上部的楔体深约 6 0 厘米
,

顶宽约
、

4 0 厘米
,

楔中为全新世上部的砂砾石层
,

经
1̀
C 年龄样品鉴定

,
一

时代为 5 7 0 。士 1 5 0 年
。

野外调查证实
,

上述构造崩积楔与 白家咀 断裂的全新世活动密切相关
。

我们认为
,

在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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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迭置的两个楔体应是两次地震造成的
,

它们分别

反映了白家咀断裂全新世早期和 中期的两 次活动
。

4
、

结语

白家咀探槽揭示的古地震现象表明
,

虽然龙首

山北缘断裂带东段历史地震及现代 中强震 的活动较

少
,

但在全新世早期和中期确曾发生过两次规模较

大的古地震事件
。

这两次事件的产生与断裂带东段

的白家咀断裂全新世以来的强烈活动密切相关
。

因

此
,

应该引起我们的重 视
。 ’

本文仅涉及古地震事件的初步报导
,

该事件的

强度等问题 尚待进一步研究
一

甩

图 2 白家咀探检例面 ( 上丰部分 )

①砾石层夹细砂层 ②姜黄色
、

黄色碎裂岩 ③黄色碎裂岩夹暗

绿色断层泥 ④砖红色断层角砾

岩 ( 细角砾 ) ⑤紫红色断层角砾

岩夹团块状角砾 ⑧黄色碎裂岩

夹细砾 ⑦姜黄色碎裂岩夹细砾

,` C 年代为 1 1 0 0 0士 7 0 0 年

,月 C 年代 为 5 7 〔 0士 1 5 0 年

“ C 样品由兰州大学地理系
1` C 实验室测定

,

仅致谢意
。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序元模

( 金昌市地震局

王多杰

何振荣

何根巧

赵成文

常秋君 )

周华国 )

P R E I J州任N A R Y S T UD Y O N P AL公万E】S扮II C E明欧们旧 O N n
.

犯

Z O N E A L O N G T日E N 0 R l l l 月刃N G E O F L O入( 石 H O UrS H A N

F A U L T

A T

L i a O Y aU 几川旧 , v 几川 g E泊Oj ie ,

eH

( 月 , 叭邵血 及妞毋 t汤 众成么晓 of

eG
n q如

,
C h a n g

乙刘劝浏
,

吕夕召
,

q uj 罗
已翰心 )

H e Z h e n
or gn

,

( 份俪睡砂汉 丑甲“ 阳

刁扭 O

of

(孰e n g w e n ,

刁加 u H山鸡PO

而昭爪切夕 戊夕
, G山翻止

,

己她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