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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孔家崖断裂活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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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瑞　郑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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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主要根据调查资料及电测深 、钻探资料论述了孔家崖断裂的展布以及第四纪以来不同

地质时期活动特征.早更新世以来该断裂的平均倾滑速率为 0.17 ～ 0.21 mm/ a , 全新世以来平均

倾滑速率为 0.2 mm/a.根据该断裂的展布及活动特征对某场区的工程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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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孔家崖断裂是一条规模较大的全新世活动断裂.它横穿兰州市区 ,对市区工程建设有重要影响.笔

者在 80 年代中期对兰州市区进行 1:25000 地震地质填图时对该断裂带进行过较详细的调查.由于某地区工

程地震工作的需要 ,在 1997 年 5 月～ 7 月我们又对该断裂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本文介绍了对该断裂带的调

查研究结果.

1　孔家崖断裂平面展布
孔家崖断裂(原名刘家堡断裂)[ 1]是兰州市区内的一条重要的活动断裂.该断裂位于金城关断裂带南侧 ,

与金城关断裂平行 ,纵贯市区中心.该断裂西起安宁区杏花村 ,向东经刘家堡 、孔家崖 ,过黄河经兰毛一厂 、西

关什字 、五里铺 , 至桑园峡泉子沟附近 , 全长约 40 km.其总体走向 N65°W ,倾向南西 , 倾角较陡.以孔家崖为

界 ,该断裂东段大致呈直线型 , 走向为 N74°W;西段总体走向 N50°W ,局部偏转为 N38°W(图 1).

图 1　孔家崖断裂平面展布图
1全新统;2 上更新统;3 上第三系;4 下白垩统;5 前寒武系;6花岗岩;7 金城关断裂;8 孔家崖断裂

2　孔家崖断裂运动性状及活动速率
该断裂为隐伏的倾滑性活动断裂 ,有些地段可见到断错第四纪地层.

在桑园峡南的泉子沟 ,断裂发生在西柳沟组粉砂岩及细砂岩内 ,在 6 ～ 7 m 宽的范围内分布有 3 条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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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泉子沟断裂剖面图

主断层走向 N80°W ,倾向南西 , 倾角 70°(图 2).断层将晚更新世早期

砾石层垂直错断 ,错距为 2 m ,而马兰黄土层未见断错.这说明 , 孔家崖

断裂东端晚更新世中期以来没有明显的活动.

在孔家崖 ,断裂发生在下更新统五泉砾石层和中新统咸水河组之

间.断裂 NE 盘为咸水河组 ,岩性为浅紫红色 、黄色粉砂质粘土层及灰

黄 、灰白色砂岩等 , 地层走向 N45°W ,倾向 SW ,倾角 65°;SW 盘为五泉

砾岩 ,其砾石成份较杂 , 磨圆度一般 , 分选不好 , 胶结至半胶结 , 地层走

向为N80°W , 倾向SW ,倾角 36°.该断裂对Ⅱ级河流阶地卵石层断错不

明显(图 3).

在兰州市安宁区经济开发区 16 号场址区 , 钻探资料证实 , 断裂通

过场址区东北角 ,走向 N38°W , 其平面展布如图 4 所示.从图 4 可以看

出 ,位于断裂西南侧的卵石层顶面埋藏深度普遍比东北侧浅 , 显示了

断裂的存在.

电测深剖面[ 1] 及钻孔资料显示 , 该断裂断错早更新世五泉砾石

图 3　孔家崖北西向断裂剖面图

图 4　孔家崖断裂在 16 号区平面展布图
1 剖面位置及编号;2 边缘勘探线;3 断裂倾向 、倾角;

4 钻孔位置及编号 ,横线上方数字为卵石层顶面深度(m);
横线下方数字为终孔深度

层.断裂 SW盘五泉砾石层最大埋深 272 m , 而 NE 盘基岩顶面最大

埋深为 11.4 m , 表明该断裂最大垂直断距达 260 多米.若早更新世

按 120×104 ～ 150×104 a 计 , 则早更新世以来断裂平均倾滑速率为

0.17～ 0.21 mm/a(图 5).

在 16 号场址区 , 据钻孔资料做了 3 条 NE 向地质剖面 , 如图 6

所示.3 条剖面显示 , 断裂北东盘卵石层顶面埋深一般为 5 m 左右 ,

基岩顶面埋深一般为 7 m 左右;断裂南西盘卵石层顶面埋深约 3 米

多 , 其下部为五泉砾石层 , 顶面埋深在 10 m 左右 , 在 20 m 以下未见

基岩.从 3 条剖面来看 ,卵石层最大垂直位移为 2.8 m , 最小垂直位移

为 1.2 m ,平均垂直位移为 2.2 m.据文献[ 1] 介绍 , 兰州市黄河Ⅱ级

阶地(14 C 年代测定)形成时代最早为 1.1×104 a , 属全新世早期.以

此计算 ,全新世以来断裂的平均倾滑速率为 0.2 mm/a.

孔家崖断裂在第四纪以来不同地质时期 ,

其活动性质发生过明显的变化.早更新世至晚

更新世晚期 ,表现为高角度正倾滑性质 , 即南西

盘下降 ,北东盘上升 ,在同一深度南西盘为五泉

砾岩 , 北东盘为紫红色 、黄色砂岩.晚更新世晚

期至全新世 ,表现为高角度逆倾滑性质 , 即南西

盘上升 ,北东盘下降.

3　对工程建设的一些建议
在 16 号场址区 , 由于孔家崖断裂从区内通

过 ,因此应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例如 , 可将原设

计方案中的高层楼移到该断裂影响范围之外 ,

即移到该区西侧或西南角 , 低层建筑 、平房 、食

堂 、花园 、仓库等可置于断裂附近.在施工中应

采取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加固地基 , 加固建筑物

本身的整体结构和抗震性能 , 这样可使建筑物

在使用期内的安全性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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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龚家湾—兰毛一厂电测深剖面图

图 6　16 号场址区 3 条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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