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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 阿尔金山北缘断裂带 (东北段)

基本特征及其与地震的关系

侯 珍 清 王 多
1

杰
( 兰州地震研究所 )

吞

摘 要

本丈详细论述 了阿 尔金 山北缘断裂带的空间展布和基本特征
,

探讨了 断裂

带的东延
、

平 移滑动 以及断裂带与地震活动关 系
,

指 出 : 阿尔金 山拓缘 断裂带

为一活动历史悠 久
、

具左旋平移滑动特征
、

切 割地壳较深的深大断裂带
,

过大

坝后
,

继续向东延伸
,

到宽滩山一带进入金塔盆地而消 失
。 `

该断裂带为一转换
心

断层
,

向左平移滑动的距离最大达 12 0公里
,

全新世 以来活动强度不 大
,

地 震

活动的频度较低
。

北缘断裂带的空间展布及基本特征

北缘断裂带位于甘肃西部阿克塞
、

肃北和玉 门县境内
。

西起安南坝向东经红柳沟
、

好不

拉
、

水峡口
、

大坝和赤金堡
,

过宽滩山后覆没于花海凹陷之 中
。

北缘断裂带呈北东东走向
,

延伸达 4 00 公里 (图 1 )
。

出露于高山和戈壁接壤处以及风化程度不同的新老地层形成 的
·

中
、

低山之间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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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阿尔金山北缘断裂带分布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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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缘断裂带以西约06 公里的千佛洞至安西双塔堡一线
,

有一条规模较大的第四纪断裂与

之平行
,

两者之间为平均海拔不足 1 5 0 。米的中
、

新生代沉积槽地
。

在地球资源卫星照片上北缘断裂带有清楚的戛示
,

其特征是线性构造清晰
、

平直
,

色调

分明
。

地球物理资料表明
,

北缘断裂带恰是地壳厚度的变异带
,

也是布伽重力异常梯级带展

布的位置
。

北缘断裂带总体走向为北 70 一 80
。

东
。

它切割和影响了从太古界敦煌群直到第四纪下更

新统玉门组砾石层的所有地层
,

其中
,

尤以上第三系所受影响最为强烈
。

沿 断 裂 带 有 断 续 出

露 的 加 里 东 中

、

晚 期 及 华 力 西 中 期 的 超 基 性 岩 体 和 华 力 西 中

、

晚 期 的 花 岗 岩 侵 入 体

。

岩 体

大 都 呈 条 状 或 扁 豆 状

,

其 长 轴 方 向 多 与 断 裂 带 走 向
一 致

。

现 就 几 个 地 段 分 别 论 述 北 缘 断 裂 带 的 基 本 特 征

:

1
.

阿 克 塞 县
红

柳 沟 剖 面

:

断 裂 位 于 上 新 统 ( N Z
) 红色

、

棕 色 粉 砂 岩

、

砂 砾 岩 与 前 震 旦 纪 ( A “ Z ` ) 深 变质 岩 系

之间 ( 图 2 )
。

断 裂 走 向 为 北 80
“

西

,

倾 向 南 西

,

倾 角 75 ~ 80 度
。

前 震 旦 系 ( A n Z ” ) 向 北

逆冲于粤新统
( N Z

) 之 上
。

上 新 统 地 层 产 状 变 化
软

大

,

靠 近 断 层 处 产 状 变 陡

,

倾 角 达
7 “ 度

以 上
,

远 离 断 层 则 倾 角 变 缓

。

地 层 中 挤 压 特 征 非 常 明 显

,

产 生 向 斜 褶 曲

。

2
.

阿 克 塞 县 大 鄂 博 沟 剖 面

:

断 裂 位 于 中 新 统 与 震 旦 系 之 间

,

震 旦 系 逆 冲 于 中 新 统 之 上 ( 图 3 )
。

断 层 走 向 为 北 85
。

东

,

倾 向 南 东

,

倾 角 60 度
。

在 接 触 带 处 绿 色 片 岩 经 挤 压

、

风 化 破 碎 成 为 灰 绿 色 土 状

,

挤 压 带

宽 50 米
,

一 般 为 20 ~ 50 米
。

中 新 统 红 色 岩 系 走 向 为 北 70
“

西

,

倾 向 南

,

倾 角 近 于 直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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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
。

粉 砂 岩 及 砂 砾 岩

红 柳 沟 断 裂 素 描 图

2
。

深 变 质 岩 系 3
。

岩 脉 4
。

断 层 5
。

产 状 图

’ 3 大 鄂 博 沟 内小 红 沟 西 侧 断 裂 示 意 图

3
.

肃 北 县 好 不 拉 沟 剖
面

:

断 裂 总 体 走 向 北
7 0

’

东

,

倾 向 北 西

,

断 裂 北
侧

为 前 震 旦 系 ( A n Z e
)

,

由 混 合 岩

、

花 岗

片 麻 岩 和 绿 泥 石 英 片 岩 夹 灰 岩 组 成

。

断 裂 南 侧 为
抹

绿 色 板 岩 和 千 枚 岩 互 层 的 中 寒 武 统

,

岩 层
叫 卜 一

走 向 近 东 西

,

倾 向 南

,

倾 角 较 缓

。

断 裂 破 碎 带 宽 约
3 00 ~ 4 00 米

。

4
.

水 峡
口

剖 面

:

断 裂 总 体 走 向 为 北 70
。

东

,

倾 向 南 东

,

倾 角 60 ~ 70 度
。

断 裂 北 侧 为 前 震 旦 纪 地 层 ( 岩 性

同前 )
,

片 麻 理 较 发 育

,

产 状 为 北 60
”

西

,

向 南 西 倾 60 度
。

断 裂 南 侧 为 上 新 统 黄 绿 色 粉 砂

岩

、

黄 褐 色 砂 岩

,

顶 部 为 红 色 粘 土 层 及 粉 砂 岩

,

走 向 为 北 30
。

东

,

向 南 东 倾

,

倾 角 变 化 较

大

,

介 于 20 一 55 度之间
.

。

北 缘 断 裂 在 这 里 表 现 为 一 张 性 断 层

。

郭
大 区 域 现 象 分 析

,

上 新 统 主

要 以 不 整 合 关 系 覆 盖 于 较 老 地 层 之 上

,

由 于 基 底 断 裂 的 新 活 动

,

导 致 水 峡
口

处 表 现 为 正 断 层

甲

性 质

。

5
.

西 山 剖 面

;



3 期 侯 珍 清 等
:

阿 尔 金 山 北 缘 断 裂 带
( 东北 段 )基 本 特 征及其 与地震 的 关系 湘

断裂 位 于西 山 北麓
,

走 向 为 北 50 一 60
。

东

,

倾 向 南 东

,

断
面

倾 角 60 度
,

断 裂 南 东 盘 ( 即

上盘 ) 为奥 陶纪 地层
,

局 部 所 见 为 灰 岩 和 绿 色 火 山 岩

。

北
茜

盘
( 即下 降盘 ) 为第 四纪 砾岩

,

前 者 逆 冲 于 后
者

( Q ) 之 上
。

由 于 风 化 堆 积

,

断 面 表 现 为 一 平 缓 的 负 地 形

。

断 层 为 逆 冲 性

质

。

就 此 处 所 见

,

说 明 阿 尔 金 山 北 缘 断 裂 在 下 更 新 统 之 后 仍 有 活 动

。

6
.

赤 金 堡
剖

面

:

照 片 1 赤 金 堡 断 裂 (镜 S S O
O

W )

断 裂 分 布在 赤金 堡 以北一 带
,

总 体 走 向 为 北
8 00

东
。

断 裂 切 割 了
前 震 旦 纪

、

寒 武 纪

、
一

侏 罗 纪

、

白

垄 纪 和 晚 第 三 纪 等 地 层

。

就 赤 金 堡 北 山 所 见

,

断 裂

在 前 震 旦 纪 与 侏 罗 纪 地 层 接 触 处 通 过

,

显 示 平 移 正

断 层 性 质
( 照 片 1 )

,

侏 罗 纪 地 层 ( 上盘 ) 下 滑
。

在 断 面 处 见 到 两 组 擦 痕 面

,

其 一 擦 痕 接 近 直 立

( 80 度 )
,

其 二 擦 痕 近 水 平 ( 25 度 )
,

显 示 为 左 旋

滑 动

。

就 现 今 所 见

,

断 裂 带 的 挤 压

、

剪 切 特 征 十
分 明

显

,

破 碎 带 的 宽 窄 因 地 而 异

。

视 具 体 部 位 不 同

,

断

裂 性 质 有 一 定 差 别

,

但 主 要 为 具 有 平 移 滑 动 兼 挤 压

性 质 的 逆 冲 断 层

,

仅 局 部 地 段 表 现 为 平 移 正 断 层

。

几 个 问 题 的 探 讨

1
.

阿
尔 金

山
北 缘 断 裂 带 的 东 延 问 题

阿 尔 金
山

北 缘 断 裂 带 向
东

过 大 坝

后

,

其 去 向 如 何
? 有 两 种 意 见

,

其 一

-
- -

一 - - - -

—认为北缘断裂带过大坝后即向南偏转与祁连山北西向构造带相接,

构 成 祁

吕 贺 兰 山 字 型 西 翼 反 射 弧

;
其 二 认 为

该 断 裂 过 大 坝 后
,

业 未 向 南 偏 转

,

而

是
斜

切 祁 连 山 构 造 带 继 续 向 东 延 伸

。

通 过 野 外 实 际 考 察 我 们 赞 同 后 一 种 意

见

。

虽 然 大 坝 以 东 地 区 断 裂 带 两 侧 在

地 貌 上 的 变 化 不 很 醒 目

,

但 地 表 断 裂

十 分 明 显

,

断 续 出 露

,

以 赤 金 堡 一 线

最 为 清 晰

,

为 一 左 旋 滑 动 的 平 移 正 断

层

。

在 卫 星 照 片 上

,

北 缘 断 裂 带 十 分

清 晰

,

影 象 线 条 平 直 如 刀 切

,

色 调 清

楚

。

大 坝 至 宽 滩 山 之 间

,

影 象 线 条 和

色 调 仍 显 示 出 了 断 裂 的 形 迹 ( 照片 照 片 2 地 球 资 源 卫 星 照 片 ( 玉门市幅 )

2 )
。

此 外

,

位 于 宽 滩 山

、

黑 山 之 北 金 塔 盆 地 南 缘 的 钻 孔 资 料

带

也 证 实 了 该 断 裂 的 存 在

。

事

.

甘 肃 省 地 质 局
, 1 : 50 万甘肃省地质图

,
1 9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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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一

阿 尔 金 山 北 缘 断 裂 带 为 一 北 东 东 向 展 布 的 多 期 活 动 的 地 表 形 迹 相 当 清 晰 的 深 大 断 裂

它 西 自 安 南 坝 起 一 直 向 东 延 伸

,

过 宽 滩 山 后 消 失
于 金 塔 盆 地 之 中

。

冬
断 裂 带 的 平 移 滑 动 问 题

在 北 缘 断 裂 带 展 布 的 地 区

,

祁 连 山 北 西 向 构 造 带 中 震 旦 纪

、

寒 武 纪

、

奥 陶 纪

、

志 留 纪 等

证仁

补

实
州

带

"
.

全

地 层 都
以

北 缘 断 裂 带 为 界 面 发
生

了 拖 曳
现

象

( 图 4 )
。

根 据 地 层 的 拖 曳 现 象 和 拖 曳 长 度

,

可

以 说 明 阿 尔 金 山 断 裂 发 生 了 巨 大 的 水 平 滑 动

,
而 且 显 然 是 左 旋 平 移 滑 动

。

其 滑 动 幅 度 最 大 可 .

阵
’

·

; ” 公 里 左 右
。

兰
:
抢

· ,

介

二

“
、

L

全

“ 王
`

.

,
`

r~ se ee
~ .

七 二 , 握

_ ,一
箕
兹 彝

篡

缈

.
乙 召 ~ 卫 J公 ,

生(互
之{2」 3丈1 1辛舀〕 ,〔 困 日三 弓

矽 匕

磷

图 4 阿 尔 金 山 北 缘 断 裂 带 南 侧 早 古 代 地 层 拖 曳 构 造 略 图

1 一 4 地 层 时 代 5
.

北 缘 断 裂 6
。

错 动 方 向

阿 尔 金 山 北 缘 断 裂 带 的 水 系 分 布 特 点 也 显 示 了 断 裂 带 左 旋 平 移 滑 动 的 特 征

:

① 肃 北 县 红 柳 峡 至 好 不 拉 一 带
,

由 山 中 向 北 流 的 水 系

,

过 断 裂 带 后

,

都 沿 断 裂 带 走 向 背

_

色

源 向 左 偏 转 一 段 距 离 后 再 向 北
流 去

。

水 系 平 移 的 规 模 不 等

,

最 大 距 离 为
6 公 里 ( 如 红 柳 峡

河 )
,

其 次 约
2 公 里 ( 如好 不 拉 ) ( 图 5 )

。

② 大 坝 附 近 疏 勒 河 出 山 处
,

河 流 过 断 裂 带 后 也 背

、、 几

少 矛 于于
少少/

厂
`

匕

呀
只 甲 男男

图
5 好 不 拉 ~ 红柳河

源 向左扭转
,

河 流 向 左 流 动 了 5 公 里 ( 见照 片 2 )
。

以 水 系 移
动

的 距 离 作 为 衡 量 断 裂 带 平 移 的 距 离 显 然 欠

妥

,

但 可

作
为 断 裂 带 平 移 的 佐 证

。

参 考 文 献 〔 3 〕 指

出
,

M o l n 扛 r
认 为 阿 尔 金 山 断 裂 带 左 旋 平 移 滑 动 约

40 0 公 里
,

但 在 实 际 考 察 中 业 末 获 得 具 体 资 料 来 证

实

。

水 系 分 布 简 图
3

.

北
缘

断 裂 带 的 属 性 及 活 动 性 问 题

_

北 缘

断

裂 带 切 割
了

前 震
旦 纪 至

第
四 纪

中

、

下 更 新

统 及 至 上 更 新 统 所 有 地 层

,

业 对 它 们 起 一 定 的 控 制 作 用

。

显 然

,

北 缘 断 裂 带 在 早 古 生 代 ( 或 更

早 ) 时 期就 具有 雏形 了
。

经
过

历 次 构 造 变 动 逐 步 发 展

、

完 成

。

上 新 世 以 来 的 喜 马 拉 雅 运 动 在

这 一 带 的 表 现 较 为 普 遍

,

除 造 成 新 老 地 层 间 的 断 层 接 触 外

,

上 第 三 系 发 生 断 裂 和 褶 皱 变 形

,

甚 至 使 更 新 统 砾 石 层 发 生 倾 斜

,

褶 曲 和 错 断

。

沿 湘
缘 断 裂 带 有 加 里 东 期

,

华 力 西 期 基 性

、

超

基 性 岩 体 呈 带 状 分 布

。

以 上 说 明

,

北 缘 断 裂 带 为 历 史 悠 久

、

切 割 地 壳 较 深

、

现 今 仍 有 活 动 的

深 大 断 裂 带

。

但 是 北 缘 断 裂 带 北 侧 山 前 所 有 巨 大 冲 积 扇 扇 体 至 今 基 本 完 好

,

扇 裙 一 般 仅 有 轻

微 的 下 迭

,

下 切 面 较 少 且 低

,

多 数 横 向 冲 沟 较 宽 而 浅

。

河 床 坡 度 较 小 及 阶 地 不 发 育 等 特 点 表

明

,
、

断 裂 带 现 今
活 动

不 很
强 烈

,

差 异 升 降 运 动 也 不 明 显

。

前 已 述 及

,

北 缘 断 裂 带 南 侧 祁

_

连

山

、

昆 仑 山
构 造 带 中 北 西 走 向 的 震 旦 纪

、

志 留 纪 的 地 层 被 拖 曳 的 形 态 说 明

,

该 断 裂 带 的 活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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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尔 金 山 北 缘 断 裂 带
(东 北 段 )基 本 特征 及 其与 地震 的关 系 吓

谁

不是 突然 事 件
,

而
是 琳

二 种
长

期 收

、 ,

缓 慢 的 蠕 滑 方 式
逃 行 的

, 而 尽 青 藏 序 厚 部 分 外 于 丰 匆 典

置 声 即 在 区 球 性 压 力 推 动 下
,

。 :

青 藏 高
厚

向 北
东

方 向 移
动

、
在 长 期 高 压 炸 用 下 傅 井

塑 性
弯 形

淤

产 生 如 今 的 地 层 拖 曳 现 象
。

_
.

一

’

一

`
_ ’ -

’

、
一

、
、 ` ; 、

’
, ,

几 犷
东

一

;
、

就
区 域 构 造 特 点 分 析

,
’

我 们 初 步
认 为

、 北 缘 断 裂 带 真 市 焦 代 似 来 就 唇 于 尽 左 旋 滑 动 内 丰

的
.

转 换 断 层

。

张 文 佑 教 授 指 出
〔 ` ’ ,

从 晚 元 古 代 到 早 古 生 代 时 期

,

由 于 遭 受 北 北 东 , 声
子
柬酒

方向的拉张作用
,

昆 仑

、

祁 连 处 于 扩 张 阶 段

,

阿 尔 金 山

.

断 裂 带

以

转 换 断

层

方 式 曾 发 生 过 右

旋

平 移 滑 动

,
加 里 东 运 动 之 后 昆 仑

、
一

祁

一

连 山

一

地 区 转 为 受 挤 压 石

、

阿 尔 金 山 断 裂 带 则 改 变 为 左 旋

平

移 滑 动

。

文 献
〔 , 〕认 为 阿 示 金 山 大 断 裂 是 在 地 层 褶 皱 的 同 时

,

由 于 地 槽
部

分 向 东
北

推 衫 而
生

成 的

,

相 当 于 一 个 转 换 断 层

。
转 抉 断 层 的 性 质 随 时 间 的 演 化 发 生 改 变 是 可 能 的

。 “
现 有 资 料 和

研 究 结 果 认 为 自 古 生 代 以

一

来 该 转 换
断

层 主 要 显 示 为 左 旋 平 移 特 征 ;
.

:
·

…
二 一。

: 之
厂

一 之- - -
一

户
叹

、 .

、 ’ 、 一

扩
叭

。

井

一 几

戈 i

一 、

:
八 一 「 卜

一

佗

北 缘 断

`
一

裂 带 与 地
震

`·

”

, ,

蕊 丁 勺

小
硬

二

工

,

地 震 活 动 性 及 其 与 断 裂 的 关 系

据 历 史 记 载

,

阿 尔 金 山 北 缘 断 裂 带 及 其 附 近 强 震 呈 带 状 分 布

。

强
震 位 于 断 裂 带 上 或 其 附

近 ( 图 6 o) 自公元̀ 7 85 年嘉峪关 6 级 地 震 起 至 今
,

井
发

生 叭
》 ;备级娜震沈次

,

其
中 乞

级

睡

以 上 地 震
3 次

, “ 级 以 上 地 震 8 次
, “ 级 终 上 地 震 ` 丈 乒

r

(
养

“ 李 砚
。

:
L

· ’ _

图

7
为 阿 尔 金 山 北 缘 断 裂 带 近 期 ( 1 9肠 年 ~ 1 9 8 Q年 ) 弱震 ( M

.

> 2
,

级
〕

`

活
动

概

.

貌

。 .

易

7 清 楚 地 表 明 弱 震 的 活 动 于 肃 北 以东 至 鼎 新 之 间 较 为 频 繁
, 一

红 沟 子 西 北 也 时 有 发 生

。

就 现 有

.

巴

全

导

不

生 O
, 。

t . 今o

图
6

:之

阿尔金山北缘断裂及附近强震震中分布图
· ` 、 、

1
.

M
。 = 7 级 2

.

M
。 = 6 级 3

。

M
. = 6 级

4
。

M
。

二 4 级 5
。

北 缘 断 裂 .6 地 震围空区

协

……
牙 啼 礴礴

气洲 图7 阿 尔 金 山 北 缘 断 裂 带 及 附 近 弱 震 震 中分 布 图

一
场一 一 一共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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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 可 以看 出
,

强 震 和 弱 震 活 动 不 但 频 度 低

,

而 且 强 度 也 不 大

。

据 有 关 调 查
.

和 研 究
〔 4 〕 ,

北

缘 断 裂
带 附 近 的 昌 马 地 震 ( 1 9 32 年 ) 的发 震构造 业不 是 北东东 向的阿尔 金 山北缘断 裂

。

昌 马 斧

地 震 的 地 震 形 变 带 走 向

、

极 震 区 长 轴 方 向 等 皆 为 北 西 向 和 北 西 西 向

,

显 然

,

昌 马 地 震 虽 然 位

于 阿 尔 金
山

犯
缘 断 裂 带 附 近

,

但 它 是 北 西 向 断 裂 构 造 活 动 的 直 接 产 物

,

而 与 北 缘 断 裂 业 无 直

接 关 系 一

’

阿
尔

金 山
北 缘 断 裂 带 及 其

附 近

强
及

目 录 表

_

1 乡

. ,

发
“ “ 间

} : 中位置 发盘时间 震中位置

年
}

”

}
”
}
北色
座

震
级 地名 年 }

月
}
日
{
场七纬

!
东经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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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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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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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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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1 /名

7 1 / 4

7 1 / `

7 1 2 .

6 3 / 4

5盆 / 2

6

5 1 /名

5 1 / 4

4 , / 4

4
。

7

甘 肃
,

嘉 峪 关 西 北

甘 肃

,

玉 门 大 坝

青 海

,

哈 尔 腾

新 租

,

罗 布 泊 东 南

新 疆
,

民 丰

,, ,’

甘 肃
,

玉 门 昌 马

新 疆

,

若 羌 西 南

青 海

,

苏 干 湖 一 带

甘 肃

,

肃 北 东

甘 肃

,

肃 北 东 北

甘 肃

,

肃 北 北

青 海

,

茫 崖 镇

青 海
,

冷 湖 镇

1 9 6 6

1 9 6 7

1 9 7 3

1 9 7 7

1 9 7 7

1 9 7 7

1 9 7 7

1 9 7 9

1 9 7 9

1 9 7 9

1 9 8 0

1 9 8 0

2 13 7
0

5 6 ,

3 6
.

8
0

1 。

7
。

1 0 12 0 13 8

。
O

。
9 9 1

。
8

。

1 2 12 5 13 9 1 2 }3 1 }3 9
0

0 1
,

{9 1
0

2 6 ,

9 12 6】3 8
。

3 2 12 14 0

9 }2 8 }37
。

6

9 0
。

9 0
。

丫

1 7 , }90
0

1 8
,

39
“

0 0
,

95
0

5 2

7 }3 1137
0

4 2
,

}90
0

4 5 ,

新 疆
,

阿 其 克 库 勒 湖

新 姐

,

油 泉 子

甘 肃
,

肃 北 北

新
、

青 交 界

新 骚
,

若 羌

新 青 交 界 冷 湖 西

新 青 文 界 索 里 库 里 北

新 服
,

阿 尔 金 山

,’ ,,

,, ,’

甘 肃
,

肃 北 东 南

青 海

,

茫 崖 南

.

护o8护r80600000ro7尸2000009896舫83839197869495959590的

黑

O

:
O

ó匕O臼一勺八U
.

…
1 12 3{3 9

5 12 4 13 8

1 1 }3 9

资 料 来 源
. - -

一1 。

陕

、

甘

、

宁

、

青 地 震 目 录

,

国 家 地 震 局 兰 州 地 瓜 研 究 所 编

2
.

中 国 强 瓜 简 目

,

国 家 地 震 局 编 ( 19 7 7年 )

3
.

全 国 地 震 目 录

,

国 家 地 震 局 编 ( 1 9 7了年 )

北 缘 断 裂 鸭 震 活 动 的 上 述 特 点 与 断 裂 带 的 活 动 性 和 自 身 的 属 性 有 密 切 关 系
。

前 已 述 及

,

北 缘 断
裂

带 应 属 于 转 换 断 层 性 质

,
_

事 实 证 明

,

转 换 断 层 处 地
震

活 动 的 强 度 和 频 度 不 高

。

此

外

,

北 缘 断 裂 带 虽 形 成 时 间 较 早

,

切 割 地 壳 较 深

,
一
经 过 多 期 活 动

,

但 它 的 活 动 不 表 现 为 一 种 突

发 事 件

,
’

而 是
以

长
时

期 的

、

缓 慢 的 塑 性 蠕 滑 方 式 进 行 的

,

因 而 才 使 地 层 在 沿 断 裂 带 平 移 滑 动

时 发 生 塑 性 形 变

,

产 生 拖 曳 现 象 ( 图 4 )
。

这 种 性 质 的
活 动

,

即 使 受 力 很 大

,

也 多 半 在 地 层

塑 性 形 变 中 及 以 弱 震 活
动 的 方 式 逐 渐 消 失

,

不
会

积 累 很 强 的 应 变 能

,

偶 有 弹 性 破 裂

,

其 强 度

也 不 会 很 大

。

这 就 是 阿 尔 金 山 北 缘 断 裂 带 的 运 动 学 特 征

。

也 是 该 带 没 有 大 震

,

仅 有 有 限 的 中

强 震 和 弱 震 活 动 的 原 因

。

( 本 文 1 9 8 2年 2 月 一0 日收 到 )

.

、 尸
,

尹
考

鸿
甄

海 原

、

古 浪

、

昌 马 ` 山 丹 四 个 大 震 地 震 构 造 背 景 研 究 报 告
, ` ” 8“

.

杨 斌
,

陕
、

甘

、

宁

,

青 现 今 区 域 构 造 应 力 场 的 初 步 探 讨

,
1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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