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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的证据显示，位于祁连山西段 酒西盆地南部的玉门断裂的最新活动时代 

为晚更新世末，并兼有一定的走滑分量 这一结果表明，酒西盆地块体周边断裂的活 

动具有同时性的特点，酒西盆地块体可能发生过顺时针旋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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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有关青藏高原北界的阿尔金断裂带与祁连 山构造带之间的变形分配、构造转换问题 

已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 祁连 山北缘断裂带最西段为酒西盆地南缘断裂带，而对该断裂带活动 

情况的认识尚存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活动时代问题，前人一般认为其活动时代 

限于中更新世末以前⋯～，而陈杰等(1998)通过研究穿过断裂带的石油河和白杨河阶地则认 

为该带以褶皱变形方式持续活动 ；二是关于 断层的活动性质问题，目前人们也有两种不同 

的看法，一种认为该断裂以逆冲为主兼有一定左旋走滑分量 J，而另一种则认为该断裂役有 

水平走滑分量 ．这些认识上的差异也反映了由于对该断裂带研究的薄弱，因而缺少有力的证 

据 由于该断裂带所处的特殊位置(青藏、塔里术和阿拉善等 3大块体的交 地带)，弄清这些 

问题对正确认识有关区域新构造变形等问题至关重要． 

玉门断裂属酒西盆地南缘断裂带的一支(图 1)研究表明 l5 J，酒西盆地南缘 Nww 向断 

裂构成一个大型推覆构造，而玉门断裂则是其推覆构造的前锋断裂．由于该推覆构造前展式发 

展的特点，玉门断裂的活动情况直接反映了整个酒西盆地南缘断裂带的最新活动 因此，笔者 

对玉门断裂进行了实地考察，所得到的证据表明，该断裂在晚更新世仍有较强活动，且显示了 
一 定的左旋走滑分量，笔者还就这一结果对区域构造方面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l 玉门断裂的第四纪活动特征 

玉门断裂位于酒西盆地的南部．西起青草湾，经玉门市、青头山，止于小红泉以东，呈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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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大致与其南部的祁连thdL缘大断裂平行展布，长约 70 km(图 1) 

玉门断裂是划分酒西盆 

地内次级 单元 的特征构造 

酒西盆地分为 4个次级构造 

单元：南部基岩 隆起带、中央 

向斜拗 陷带、北部单 斜斜坡 

带和西部 凹陷 J，其 中前三 

者的展布方 向与北西西走 向 

的祁连山北缘大断裂大致平 

行，而南部基岩 隆起 带与 中 

央拗陷带之间的分界即为玉 

门断裂 (图 1)．断裂 以北 为 中 

央拗 陷带，新生代地层 总体 

上为一宽缓的 向斜，褶 皱 比 

图 1 玉门断裂 区域构造略 图 
Fig I Regional structures around the Yumen [ault 

① 阿尔盎北缘断裂带 i@ 嘉峪关断裂；@ 玉门断裂 

@ 酒西盆地南蟓主断裂；@ 昌马断裂带 

较微弱，呈现代洪积平原地貌 断裂以南为南部基岩隆起带 地貌上为相对高出约 600 m 的台 

地，构成第 3级夷平面 ，呈现代侵蚀地貌 隆起带构造 由著名的老君庙背斜为代表的一组褶 

皱构造和一组南倾逆 1巾断层组成，背斜北翼陡南翼缓，北翼被一组南倾断层逆冲错断 ，成为 

构造变动摄为强烈的地带，其 中主断层即为玉门断裂，或称庙北断裂或庙北逆掩断层 j 

玉门断裂与酒西盆地南缘主断裂之间有着密切关 系，它们是同属于一个酒西盆地南缘推 

覆构造的两支重要断层 ’61；同时，推覆构造带内部的主要滑动断裂 的活动时代由南向北依次 

变新，表现出前展式特点 因此，玉门断裂不仅是酒西盆地南缘断裂带的重要成员，而且也是最 

为活跃的一支，它的活动变形更能体现北祁连与酒西盆地两块体之间的摄新变形情况． 

根据断裂的构造特征和活动性特点，以大红泉为界，将断裂分为东、西两段 断裂西段一般 

未出露地表而成为盲断层 ．陈杰等(1998)对横切过背斜的石油河、白杨河阶地纵剖面的研究表 

明，该断裂的活动并未停止于中更新世，而是以活动背斜的形式仍在持续着构造变形．东段 出 

露地表，且有清楚的地貌显示 

1．1 玉门断裂东段的几何展布与地貌特征 

玉门断裂东段西起大红泉，向东止于大黄沟以西，全长约 16 km．断层在走 向上有一个 明 

显的转折，主体部分走 向北西西(280。)，沿走向由5个左阶雁列的次级断层组成，阶距大致为 

300 m 断层于小红泉东 5 km处附近转为北西向(310。)，由2～3条次级断层呈右阶雁列延续， 

东端可能与祁连lJJ北缘主断裂台并(图 2)． 

断层 由南 向北逆冲，地貌上形成南部隆起与北部洪积平原之问的鲜明对 比，断层三角面和 

断崖陡坎呈线性延伸 由于南盘抬升，遭受侵蚀，许多 冲沟横向切人，使古地貌面残缺不全．冲 

沟切人深度不大，最大深度约 100 m，常见宽阔的沟谷 

以西淘口的洪积扇作参照，大致可划分出以下几期洪积扇 D0指现代仍在进行堆积的洪 

积扇，冲淘频繁改道，青灰色现代洪积物裸露地表，没有黄土覆盖，在卫星影像下色调最深；D 

主要展布于玉门断裂以北，扇顶位于断层线上，D。基本被主 冲沟废弃，扇面上有薄的黄土覆 

盖；D2主要沿玉门断裂展布，由于受后期洪积扇的改造，洪积扇的形态常呈反三角形，有大约 

30 cm厚的黄土覆盖，扇切割较弱；D3多残留于玉门断裂所形成的断坎北侧，扇面上有 50 cm 

厚的黄土覆盖，有明显的扇切割，在断层带上上盘的切割深度可达 15 m，在下盘也可见到两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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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地，深度 1～2 m；D4分布于西 

沟的主冲沟两侧；D 和 D6主要为 

沟老洪积扇面的残 留，时代为第 

四纪早期，本区的阶地在大红泉发 

育最全，可见到 8级阶地，根据航、 

卫 片判读 与野外 剥 比调查， 时 

代 与D【相当， 时代与 D2相 当， 

TJ、 时代 与 D3卡日当， 、T_与 

相 当，Ts与 Ds相当 

地貌面的年 代t要受构造运 

动和气候两种因素的控制，在 一定 

区域内同一级地貌面的年代可 以 

对比．参照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等(1993)的结 果， 为全 新 世 洪 

积扇；D．相 当于晚更新世晚期，大 

黄沟 口Ⅱ级阶地的热释光 年龄 为 

l3 0±2 l ka ；D2、D3相 当于晚 

更新世早 、中期、其中于 D 匕取得 

图 2 玉门断裂东段构造一地貌图 
r‘ 2 T and ge~,morphk：n p【 L -ll‘ 

s ⋯ 【 I Yume~,‰ Il1 

条带 瓯为阿第四纪基岩； ．一 洪积鹚 } 

口 热释 地fF龄； =叵门断裂；0 酒西盆地南缝主断剩 

的热释光年龄为 45 5±5 6 ka； 相当于中更新世；D̂ 形成于早更新世 ． 

玉rj断裂东段断错的壤新地貌面为 Dz、 ，留下清晰的断层地貌，但在全新世地貌面上无 

断 错 显示 

1．2 玉门断裂最新活动时代的构造学证据 

剖面 1：见于夫 。泉冲淘西壁(图3)图中 N 地层构成一背斜，背斜核部 的若干横向张性 

小断层使上覆 Q 砾石层产 t挠曲、位错及砾石的定向排列，最大位错(砾石层底面)可达 1 n ， 

说明此背斜在 Q 时期仍自显著的褶皱变形 从砾石被挤入的情况判断应 为同震褶 皱变形的 

结果 主断面并未出露．但大红泉冲沟西侧的11～ Ⅵ级阶地在断层通过处全部错断形成线性陡 

坎(圈 3)，坎高可达十余米、d]此判断主断层应从陡坎前缘通过 

从剖面上可分辨出两次古地震事件．第一次事件(距今26 8=2 1 ka)造成覆盖于 面上 

的砾石层的错动及砾石的定向排列：第二次事件{距今 14 1±1 l ka)使得覆盖于该砾石层之 

I 的砂砾石层及两者之问的 整台面发生挠曲及错动 

剖面 2：位于小红泉东 一较大冲沟东侧(图 4a)．剖面 示有 3条倾 向南西的逆断层，其中 

旧 3 大红泉冲沟西壁剖面 
rI 3 A prafile nll he 、． ldc of【he Dzho：：gquan gully 

① 牯黄包粘上岩 岩{② 橙散砂砾石层 

@ 戏黄邑亚砂土层；@ 砂砾石夹黄土层；Ⅱ 热释光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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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断距较大 就 Fl而言，Q】逆冲于 Q2之上，可见垂直断距大于 15 n1． 

错断了 Q 砾石层，并逆冲于 Q]砾石层之上，断层附近砾石层发生强烈挠曲，垂直断距 

(Q2顶面)5 8 m(图 4b)断面半直，向上分叉成两分支断层，断面 上有约 2 cm厚的半胶结挤 

压破碎物质 剖面顶部有一层覆盖于断层之上的冲洪积层未被错动 

F̂ 规模较小，由两条次级断层组成，累计垂直错距 40 cm，但它断错的地层的时代最新，为 

图4 小红泉东 十沟(位置见图2)东壁剖面 
Fig 4 A profile。ll the east side of⋯ gully ea 『0f Xiaohong~uan gully 

a 剖面 b F：斯错情虬 ： F．断错情况 ① 河流相上黄色柑 敞砂层兜砾石层 ； 

② 青轭色球“层 ③ 砂砾石妊黄土层 ；④ Q2半腔结 莆褐色砂砾石层；@ Q 黄灰色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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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末期的漫滩砂堆积层(图 4c)F3通过处的 l级阶地未见变动． 

除以上两个代表性剖面外．沿断裂还可见到若干错断晚更新世砾石层的剖面 这些事实表 

明．玉门断裂在晚更新世仍有较强活动 从断裂通过处观察．全新世形成的 I级洪积扇及 I级 

阶地上未见活动地貌 显示． 

1．3 玉门断裂的走滑活动 

断裂西段没有走滑活动的地貌显示，而断裂上盘斜列的背斜构造指示该构造带形成时期 

(第四纪早期)主压应力场为近南北向，可能代表 该构造带 曾经有过一定的右旋扭动的历史． 

断裂东段断层迹线 比较直，在剖面上断层面也很平直(图4)．一些微地貌现象也显示 了此段在 

大约晚更新世时期发生过左旋走滑活动 在大红泉附近．断裂的走滑情况不清楚，而在小红泉 

以东有明显的微地貌反映．沿断裂一些冲淘及 山脊发生了明显的左旋位错(图 5) 

2 讨论 

如前所述，玉¨断裂的最新活动情 况代表了酒西盆地南 

缘断裂带的最新活动-对 比盆地周边断裂 的活动特点、容易得 

出一个结论 ：围绕盆地的边界断裂的活动具响同时性特点 

酒西盆地北西边界为阿尔金北缘 断裂带东段(巴个峡 以 

东)，该断裂中更新 世以来水半活动 的强度逐渐减 弱 ，宽滩 

山以东晚更新世 后没响1括动 盆地东界为嘉峪关断裂，该 

断裂的主要活动时期为 中、晚更新世．无全新世 活动证 据，凡 

在北大河等处所见到的若 干断层剖面上，覆盖于断层之上 的 

新堆积物均未经受过变乱 这些新堆积物底部的 c年龄均大 

于 10 ka①
．  

酒西盆地块体周边断裂活动的同时性特点可能暗示块体 

具有独立块体的特征，这种独立性不仅 表现在块体几何和周 

边断裂活动时问的 一致性 上，而且也体现在块体的运动学方 

面 

盆地北界阿尔金北缘 断裂带东段，呈明显的左旋走滑特 

图 5 玉门断裂一冲沟 
(住 置 见图 2)水平 

住 错 实测平 面图 
F 5 A planlmerrle n p showing 

the dislocation gully 

by r1Ie Y~lmen fault 

～

lru为4级 阶地 

点 断层活动将一系列河谷、冲沟左错，疏勒河左旋量达 2 800 m、断裂的走滑量 自西向东呈衰 

减趋势 一，但在宽滩山一带航、卫片上仍有 十分清楚的左旋位错地貌，常有 2(】～30 m 的断错 

现象 另据邢戚起等”⋯+阿尔金北缘断裂带东段晚更新世 以来水平走滑分量远大于垂直分 

量、该断裂带不是地壳缩短地带．而是使两侧块体擦肩而过．显而易见，该断裂带东段剥青藏块 

件的北上几乎不起阻挡作用 更值得一提 的是，阿尔金断裂在 巴个峡 以东其走 向发生明显转 

折，由北北东转为近东西向，作为走滑断裂在走向的这种转折部位应该造成局部挤压，产生隆 

起 而本区阿尔金断裂在转折部位的内侧并未造成较大规模的隆起，这样阿尔金断裂的转折有 

利于酒西盆地块体的旋转 

盆地东界的嘉峪关断裂为挤压逆冲活动性质，断面多倾 向南西．倾 角较大 ．断层活动使盆 

地基底西高东低，落差达数百米 值得注意的是．该断裂的逆冲量是不均衡的，北西段大于南东 

段，使得榆树沟山一文殊山北： 西 向隆起表现出强烈的西北部向上翘起的特征，造成北大河在 

@ 同 389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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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新世以来经历了4～7次由北西向南东的迁移改道，隆起带东缘沿嘉峪关断裂在山前形成 

洪积扇均向南西侧叠① 榆树沟山西北部恰好处在酒西盆地块体的东北角，也就是冲突最为强 

烈的部位，首当其冲地成为地壳聚敛的前沿 

玉门断裂的左旋活动也支持 r酒西盆地块体顺时针旋转的观点 

另外，酒西盆地块体周边断裂在全新世 来都无明显活动，一种解释是 由于昌鸟断裂的向 

北逆冲兼左旋走滑活动对阿尔金断裂左旋量的大量吸收和转换，而酒西盆地周围断裂活动的 

同时性特点使这种解释更加合理 

3 认 识与结论 

(1)酒西盆地南缘断裂的最晚活动时代为晚更新世末 西段为活动盲断层、活动褶皱的方 

式，东段为走滑兼逆冲的方式，并造成南部隆起带在地貌上西高东低的特点． 

(2)围绕酒西盆地的各边界断裂的主要活动时期为 中、晚更新世，全新世以来基本停止活 

动，块体周边断裂的活动时代具有一致性 

(3)酒西盆地块体在向北推挤的过程中可能产生顺时针旋转，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榆树 

淘山一文殊山 NNW 向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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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OF THE YUMEN FAULT．WESTERN QILIAN MOUNTAINS，DURING LATE 

QUATERNARY AND ITS IMPLICATIoN To REGIoNAL TECToNIC MoVEMENTS 

CHEN W en—bin ．LIU Bai．chi【，XU Xi wei ，DAI Hua-guang【，W ANG Feng 

(1 nzhou institute o／、Seismology，CSB， nz~ou 730000，CAina； 

2 Mstitute ofGeology，CSB，t3~)ing 100029，China) 
● 

Abstraet 

Field investigation reveals that the latest time when Yumen fault，western part of Qilian 

Mountains re'as active is the end of the late Pleistocene，and that the fauh is coincident with other 

faults around west Jiuquan basin It is also found that Yumen fault had not simply restricted to 

dip slip motion，strike·slip motion is indicated．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west Jiuquan basin block 

might have rotated clockwise 

Key words：Quaternary；Qilian Mountains：Yumen fault；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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