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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马断裂带古地震遗迹初考 必

于 王民

( 国家地震局第二浏童队 )

摘 要

本文时昌马断裂带的大河坝一小 东沟梁一段所发现的一些 古地震构造刹 面

及其它古地震地质标志进行 了简要描述和分析
,

韭甘古地震遗迹所表示的古地

震活动事件作 了初 步讨论
,

指 出昌马断裂带是深入研 完古地震活 动的良好场所
, 李

昌马断裂带是祁连山北缘北西西向构造带中的一条强烈活动断裂带
,

是 1 9 3 2 年 的 昌 马

7
.

5级地震的主要控
、

发震构造
。

1 9 8 3年 5月至 8 月
,

笔者
.
对昌马断裂带及 1 9 3 2年昌马 7

.

5级

地震构造形变带进行考察期间
,

在该断裂带的大河坝一安门河坝一小东沟梁一段发现了一些

古地震遗迹
,
包括古地震构造剖面

、

陡坎
、

沟谷等
。

这些古地震遗迹对于研究昌马断裂带新

构造运动及其所控地震的活动性等方面
,

都是很宝贵的资料
。

本文拟对这些古地震遗迹作简

要描述和分析
。

古地震构造剖面

1
.

石庄湾子西部古地震砂脉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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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昌马断裂带古 地震遗迹分布图
1

.

昌马断裂带实测及推测部分 2
.

北北西断裂带实测及推测部分 3
.

1 9 3 2年昌马地艇形变带

4
.

古地盆形成的地貌陡坎 5 ; 古地震剖面位登 6
.

古地震形成的沟谷及 外缘 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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粼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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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保尔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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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位置见图 1
。

在长约0 2米范围内
,

可见 4 条同期砂脉剖面
,

其中之一如图 2 所示 `
.

砂脉切割了 Q 皿一 1 砂砾石层
,

其上为 Q 皿 一 2砾石层覆盖
。

脉体成分为黄 绿 色 中细 粒砂
·

质

夹少量砾石碎块
。

砂脉剖面形态呈下窄上宽的喇叭管状 ( 砂粒 ), 下宽约为“ ”厘米
,
上宽零

于 1 米
,

顶部向北侧伸长约 3 米
,

终端形成一砂囊
。

Q : 一 1 砾石层在近砂脉两侧 相 向 呈级

,’j \,, 字型翘起
。

誉 就其形态
、

成因分析
,

这些砂脉是古地震发生时冒砂现象的遗迹
。

尽管由于剖面露头所

限而未见液化层的层位所在
,

但从该区第四系地层成份组构来看
,

其下部前 Q , 地层内有 砂

层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

况且该剖面处于山前洪一冲积斜坡地带
,

下部地层一般都富含水分
。

这

样
,

在地震发生时
,

强烈振动引起下部富
,

水

砂层液化
,

沿上层薄弱或破裂部位压挤而出

造成喷砂冒水现象
。

Q :
一 1 砾石 层 内 t’/ 又”

字型翘起乃为砂体自下而上喷流过程中的牵

引所致
。

剖面上砂脉顶部向北侧延伸部分显

示了砂体喷出后
,

受当时地表地形控制的溢

流情况
。

由砂脉与地层的关系推断
,

它表示

了 Q 盆一 i 末期的一次古地震活动事件
。

另外
,

石 庄湾子西部还有两个古地震砂

脉剖面
,

其代表的地震活动事件与此剖面相

当
,

不再赘述
。

2
.

石庄湾子东部冲沟内古地震构造剖面

图 2 石 庄湾子西古 地震砂脉%l] 面素描 图

①Q : 一 1 浅灰绿色 砾石层 ② Q I
一 : 底部深红

色泥砾薄层
,

上部为灰红色砂砾层 ⑧ Q u 黄土斑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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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剖面位于 1 9 3 2年昌马地震形变带之下
,
古地震构造主要发生于 Q 互

二 i 黑色 粘质砂 土

层中
。

其内地层强烈褶皱弯曲
,

同时被数条黄绿色中细粒砂夹黑色粘土成份的砂
’

脉切割
。

其

中两条砂脉在上部沿地层层间延伸而呈
“ 7 ”

型弯曲
。

在 Q 皿 一 1粘质砂土层中还 发 育 一 组

产状 N w 80
。

/ N E 乙 80
“

的断层
,

亦有砂脉沿断层上冲
。

这些褶皱
、

断层构成了宽约 5 米的 强

烈褶断带
。

褶断带内
,

有砾石层成分的楔状块体插入
,

楔状体物质成分与其上覆盖的Q , 一 : “

砾石成份相似
,

暂定作 Q : 一 2 ’ ( 图 3 )
。

. ’

、
,

~

厂

笔者认为
,

该剖面是一个典型的古地震构造剖面它代表了至少一次地震活动事件
。

由于

该剖面位置恰处于一条下古生代断裂破碎带之上
,

所以一旦地震发生
,

形变现象就显得强烈

1

擎砰擎
N 2 5认 / S w“ 0

,

图 3 石庄湾子东古地震刹 面素描 图

①Q 班 一 1 黑色沙土层 ② Q 皿
一 : . 砾石层楔状块体

⑧ Q 互 一 : 忍灰红色砾石层 ④ Q N 黄土孤盖层

F i 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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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P r o f i l e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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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吊大板 沟古地 震剖 面素描 图

① Q 且
一 1 浅灰色砾石层 ② Q 皿一 浅灰色砾石央

砂层透镜体 ⑧Q 少黄土砚益层 ④ 1 9韶年昌马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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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
。

其内包括了地震断层
、

地震扰动褶皱
、

地震构造楔
、

地震喷砂等一系列古地震构造形式
。

从部面上看
,

各种地震构造现象均波Q : 一 : “
砾石层所覆盖

,

因此
,

古地震事件发生 在

Q , 一 1末期一 Q班
一 2初期

。

3
.

吊大板沟内古地震构造剖面 ( 图 4 )

该剖面位于 19 3 2年昌马地震形变带之下的第四系中
。

地层 由上往下依次为
: Q那黄土 层

( 厚约 0
.

5米 ) , Q 皿
一 2砾石层夹透镜状砂层 ( 厚约 0

.

5米 ) , Q 及
一 1浅灰色砾石层 ( > 2 米

,

未见底 )
。

有一条宽约 20 厘米
,

成分为粗砂细砾的砂脉切割了 Q ,
一 1砾石层并尖灭 在其内

。

砂脉两侧有 A
、

B两组地层变形系统
。

A 为一组反
“
S
”
形褶曲组成的共轴面同心褶皱系统

,

其轴面在剖面上的视倾角为 26
。 ,

未见断层迹象
,
该褶皱系统载止于 Q ,

一 2地层之下
。

B为一褶断系统
,

其褶皱形式与 A 相同
,

但沿褶皱轴面是一逆断层
,

可视为 A系统进 一

步发育的结果
。

该断层切穿了 Q份黄土层直抵 19 3 2年昌马地震形变带的鼓包之下
。

该剖面至少代表了两次地震活动事件
。

第一次发生于 Q : 一 1末期
,

产生了喷砂 冒水 现

象
、

褶皱系统 A 及 B的初级阶段
。

系统 A 的形成可能是其下深部存在有 断 层
,

当地震活动时

沿着受下部断层影响的Q一
2地层内的潜在薄弱面发生压扭性运动

,

而出现反
“ S ”

形摺皱
。

第二期即为 1 9 3 2年昌马7
.

5级地震活动
,

使系统 B 由初级的褶皱系统发展到出现沿 轴 面 的断

裂面— 地震断层
。

蚕

手气

母

二
、

其它古地震地质标志

1
.

古地震陡坎

19 32年昌马地震形变带在安门河坝一雅儿河坝的山前斜坡地带
,
一般表现为线状延伸的

地震陡坎形式
,

总体走向为 N 70
。

~ 80
O

W
。

陡 坎 高约 3 ~ 5 米
,
陡坎后部 一 般有 2 ~ 5 米

宽之张裂缝带
。

这种斜坡地带的地震陡坎
,

其形成过程应为
:
发震断层上盘压性逆冲使表层挠

曲 撅动
、

多力作用 , 线状下滑使表层掀斜陡立 、 前剖形成陡坎
。

陡坎顶部及后部出现张性裂缝

( 图 5 )
。

可称之为地震挠曲一重力滑移构造陡坎
。

砰

后 宫已裂猫 J百 含 a夔级
口 l

4 护

.

a 夙始 场 形 b
.

地盆日寸次层 挽曲后
仪 亏 力作 用下 姗 动

C及店 的 烧曲一 份力动
移随 坎

图 5 料坡地带地震挠 曲一重 力滑移陡坎形成过程示意图

F ig 5 T h e f o r m a t i o n o f s e a r l, f
r o m t h e s e i s m i e

w a r P i n g一 g r a v i t y一 s l i P i n s l o P e r e g i o n
.

在安门河坝
、

雅儿河坝等地段的现代地震陡坎两侧
,

存在一些与正常斜坡地形极不协调

的
、

平行于现代地震陡坎而断续延伸的地貌陡坎
,

其形态亦可与现代地震陡坎相类比
。

笔者

认为
,

这些地貌陡坎是与现代地震陡坎同因的古地震构造陡坎
。

由于古地震陡坎形成之后经受了长期的剥蚀
,

所以其陡坎高度低于现代地震陡坎 (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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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
全

为 2 ~ 3
一

米 )
,

陡坎外壁也不象现代地震陡坎那样陡直
,

而是较为圆滑
,

其上已 被 草 皮 覆

盖
,

顶部裂缝 已很难辩认
。

但陡坎上部
、

后部仍存在有宽约 2 ~ 3 米之平台或凹地
。

这些平

台或凹地
,

就是地震陡坎形成时 因表层下滑而引起的后部重力裂缝所在位置
。

因而
,

这类陡

坎可作为古地震的一种地质地貌标志
。

但是
,

其代表的古地震活动时代尚需进一步考证
。

2
.

古地震沟谷

在 昌马断裂带小东沟梁山北麓
,

有一条与
一

山体走 向平行
,

沿断裂带走向延伸的近东西向

沟谷
,

穿越了山麓斜坡上的横向坡梁
。

沟谷南侧为主体高山的北倾斜坡
,

北侧 为 高 出 谷 底

2 一 20 米的反倾陡坎
,

陡坎外缘斜坡与山前平川壤接
,

比高约 30 一 50 米 ( 图 6 )
。

沟谷横剖面

呈不对称
“ U ”

形谷
,

宽约 30 一 50 米
。

纵向上因受横向山梁及冲沟 的影 响而使谷 底 波 状 起

伏
。

沟谷两端受南北 向大山河沟的限制而截止消失
,

全长约 3 公里
。

离 山 李耳坡

、

I S J Z年 地 及 形 变翎 姗 过位 皿

图 6 小 东沟梁湘麓古地震沟谷剖 面形状示意图

F 19 6 T h e p r o f i l e o f a v a l l e y p r e e e e d n g f r o m s o m e a n e i e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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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河谷内未见河流相沉积建造及其它外动力侵蚀现象
,

所 以它不是古河道或其他外

动力因素的产物
。

同时
,

注意到那些山体的横向冲沟及坡梁
,

在通过该沟谷后均 向西偏转弯

曲
, 1 9 3 2年 昌马地震形变带恰好沿沟谷北侧 陡坎展布

,

因而
,

此沟谷的形成
、

发展与昌马断

裂带的断层活动有关
。

通过该沟谷的横向冲沟
、

坡梁的牵引现象
,

表现出断层 的反时针扭动

性质
。

在古地震研究中
,

中外地震工作者曾对古地震地质标志作过讨论总结 〔 1 〕〔 ” 〕 ,

根据这

条沟谷的形态特征及其与昌马断裂带的关系
,

笔者认为
,

这条沟谷就是古地震活动中
,

断层

两盘相对运动以及重力滑动
,

使被断层切割的岩块发生相对位移而形成的具有陡 坎 的 凹 地

—
地震沟谷

。

勿
三

、

对以上古地震遗迹的初步认识

昌马断裂带是第四纪 以来强烈活动的断裂带
。

其新构造运动的标志很多
,

诸如第四纪洪

积扇 的线状展布
、

形态特征变化及其前缘地貌陡坎
、

断层三角面的线状分布
、

水系
、

冲沟的

牵引现象
、

第四系内断层的广泛发育等等
。

同时根据以上古地震遗迹的存在
,

结合 1 9 3 2年昌

马 7
,

5地震的发 生及其地表形变带的研究
,

说明昌马断裂带第四纪以来也是一条具 有 控
、

发

震构造条件的强震活动带
。

从已发现的古地震遗迹来看
,

那些古地震陡坎
、

古地震沟谷代表了儿期地震活动
,

各期

地震活动发生的时间等都还不能论定
,

有待今后进一步考察研究
。

但这些古地震遗迹代表的

古地震活动事件一般都在第 四纪上更新世中期 以后
。

石庄湾子的古地震构造剖面相当集中
,

小东沟梁山前地震沟谷的规模较大
,

可看作古地震宏观震中所在位置
。

若将这些古地震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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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变形的强度与 19 3 2年昌马 7
.

5级地震形变强度进行对 比
,

它们代表的地震活动
,

震 级 应

不小于 7 级
。

由于这次对昌马断裂带古地震遗迹 的考察比较粗略
,

还不可能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分析
。

但笔者认为
,

昌马断裂带是进行古地震研究的良好场所
,

若对其作系统细致的考察
,

可能会

有更
.

多的古地震构造剖面 ( 包括较深部剖面的开发 ) 以及其它古地震地质标志被发掘出来
。

更兼有 1 9 3 2年昌马 7
.

5级地震构造的类比条件
,

对古地震遗迹的研究极为有利
。

这方面 的研

究工作
,

对于分析昌马断裂带新构造运动特征
,

掌握其地震活动规律
,

探讨地震的控
、

发震

构造形式及性质
,

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

在资料整理及成文过程中
,

受到白军会同志的大力支持
,

谨此致谢
。

( 本文 1 9 8 3年 2 月 25 日收到 )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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