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0 西 北 地 震 学 报 x 98 5 增刊

鄂尔多斯块体东部边界带新

地质构造与地震活动的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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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块体东部边界带为南起渭河盆地
、

运城盆地
,

经临汾盆地
、

太原盆池
、

忻定盆地
,

北至

大同盆地及怀来延庆盆地等新生代断陷盆地带
。

亦称山西裂谷带或山西隆起断陷带
。

它与鄂尔斯块体

西界的贺兰山
一

桌子山山前新生代断陷带
,

阴山
·

以南鄂尔多斯块体北缘河套
一

呼包断陷带
,

在中生代以

后的地质发育史及新构造运动特点等许多基本点方面有共同特征
。

断陷带在历史时期
,

共发生过七级以上地震八次
,

其中八级地震三次
。

本带以西是块体的过渡带
。

根据区域地质研究
,

过渡带包括吕梁山隆起及吕梁山酉坡构造形迹不

显著的挠褶带
。

带内古生代岩层顺走向呈南北方向延伸
。

吕梁山西坡的挠褶带岩层平缓
,

自黄河向东

浮渐翘起
,

只有局部地方构成一些极为开阔的小型褶曲和逆冲断裂带
。

这一带的沟造运动和地震活动

性
,

较边界带的地震活动性弱的多
。

历史上米发生过六级以上地震
,
地震活动水

〔
`

砰与鄂尔多斯块体相

当
,

近期以来较块体活动性强
。

已发生过的六次 6 一 5 : l/ 级地震
,

有的发生在小型新生代盆地中
,

有的在震中区无明显的断层
。

地震活动以靠近临汾盆地的蒲县一带为最强
。

过渡带 5级以上地瓜 (自南向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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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断陷地带的地震地质特征
,

前人做了不少工作
。

19 73年邓起东等 “ 1归纳为
:

6 级和 6 级以

上地震主要发生在 ( 1 ) 倾斜断陷盆地断陷最深一侧的断裂带上差异运动最大的地段
_

, 如 ; 1 55 6 年华

县大地震和 1 03 8年定襄 7 1 /` 级大震
。

( 2 ) 盆地与断陷带中横向构造带的边缘交汇区 , 如 13 03年洪洞

8 级大震
,

150 1年朝邑 7 级和 1 6 18年介休 6 1
/
. 级地震

。

( 3 ) 盆地中两组具有新活动的大断 裂 交 汇

区 , 如 1 7 2。年沙城 6 8 /
` 级地震

。

( 4 ) 三角形构造盆地的顶角地区 , 如 1 81 5年平陆 a6
, , ` 级地震

。

上述概括正确地指出了块体东界的地震活动与地质构造在空间上的关系
。

可以认为
,

一个地区地

展活动性在空间上不仅与新地质构造有关
,

而且与该区新构造发育史有关
,

包括燕山运动以来的地质

史
。

新构造活动类似而构造发育史有差异的地区
,

地震活动可以有很大的不同
。

这样
,
既有利于全面

评价弧震发生的地质条件
,

也利于全面估计地震趋势
。

燕山运动奠定了本区新构造发展演化的基础
。

受当时NW
一

S E 向区域压应力场的挤压作用
,

产生

了N E及 N N E向的逆断层与相应的破碎带
。

明显的有华山断裂
、

:罗云山
一

龙门山断裂
、

系舟山断裂
、

口泉断裂等 (图 1 )
。

喜马拉雅运动在燕山期挤压构造带的基础上
,

沿原逆断带
,

产生了一系列N E

与N N E向的正断层
。

这些正 断层构成现代断陷盆地的边界
,

并在盆地内部广泛发育
。
正断层既 继

_

承

了先前的逆断层
,

同时也使逆断层遭受破坏
,

使断裂系统复杂化
,

岩层更加破碎
。

第四纪强烈差异升

降运动
,

使盆地进一步沿断裂强烈下沉
,

周围山地则大幅度隆起
,

同时又有一些新的正断层产生
。 ’

生

归纳起来
,

边界带各盆地的共同点是有大体一致的新构造发育史
,

有类似的断块差异升降运动
,

盆地周边为 N E或 N N E向的断裂所控制
。

不同之处是
,

在燕山运动时期
,

渭河
、

临汾
、

忻定
、

大同盆

地逆断层
、

逆掩断层作用显著
。

而太原
、

运城等盆地燕山期逆断层作用不明显
,

目前
,

在这些盆地的

边界几乎见不到燕山期大型的逆断层和逆掩断层
。

各盆地构造发育史上的这种差异
,

反映在地震活动性上
:
七级以上地震沿断陷带分布不均匀

。
渭

河
、

临汾
、

忻定
、

大同盆地地震活动性强
,
而太原

、

运城等盆地地震活动性弱
,

历史上未发生过七级

以上地震
,
运城盆地甚至未发生过六级以上地震

,

五级以上地震也只有三次
。

详见表 2
、

表 8
、

表

4
。

表 2 那尔多斯块体东界带各盆地地一次数

户一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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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郁尔多斯块体东界带泛 7级地瓜

子子矿巡退退
时间 (年 )))地 区区 :震 级级

渭渭
_

河河 5 10 111
一

朝 邑邑 777

111115 5 666华 县县 888

临临 汾汾 13 0 000洪 洞洞 888

9555 11111 6l洽 汾汾 888

价价 定定 13 0 888定 襄襄 71 /---

333 11111 8 6原 平平 777

灵灵 丘丘 1 62 666灵 丘丘 777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1八八无无 同同 5 1 222应 县县县

由上所见
,

燕山期逆断层作用强的新生代断陷盆地地震活动性强
。

如临汾盆幼
,

是地震 活 动 强

度
、

频度均高的盆地
。

控制临汾盆地西界罗云山
一

龙门山大断裂带由两部分组成
,

一部是沿盆地边缘

延伸的倒转褶皱及逆掩断层构成的挤压带
,

一部是直接处于山前的盆地边界正断丈l
。

控制盆地东界的

霍山断裂有类似情况
。

忻定盆地的系舟山前断裂带
、

大同盆地的口 泉断裂带也类「J
。

灵丘盆地的基底

是燕山期形成的N E
一

N E E向斜轴部
,

伴随褶皱运动
,

褶皱的两翼形成逆断层
。

所以
,

尽管灵丘盆池

规模小
,

也是在逆断层基础上发育而成为发生 7 级地震的地区
。

这类燕山期逆断层作用显著的盆地中
,

强震的发生
,

还往往与第四纪以来盆地及周围山地差异升

降运动的地段在空间上协调一致有关
。

即山地隆起幅度最高地段
,

邻接盆地中下沉幅度最深的地段
,

渭河盆地第四纪下沉最深 (下沉幅度约 1 2 95米 ) 的华县附近
,

靠近华山
,

而 相应的山体上升最为强

烈
。

忻定盆地中系舟山前的第四纪沉降中心在系舟山前的南王
、

萤村一带
,

与之相邻的系舟山主峰也

在这段
。

强震的震中区就在沉降中心一带
。

临汾盆地的沉降中心在临汾一带 ( 4 7乃米 )
,

大同盆地沉

图 1 邵尔多斯块体东界带略图 (根据杨派春简化 )

盆地 : 1
.

怀来
、

延庆盆地 , .2 扮县
、

广灵盆地 , .3 大同盆地
, 通

.

灵丘盆地 , 6
。

析定盆地 , .6 太原盆地 .

7
。

临汾盆地 . 8
。

运城盆地 , 9
。

渭河盆地 ,

断裂带
: a 。

口 泉断裂带
, b

.

系舟山断裂带 , c 。

罗云山一龙门山断裂带 , d
。

报山断裂带
, e 。

华 山断裂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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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中心在应县以东一带
,

也有类似情况
。

我们把以上这些盆地算作鄂尔多斯块体东界带中的 第 一 类

型
。

鄂尔多斯块体东界带断陷盆地的第二种类型就是燕山期逆断层作用不强烈而差异升降运动地段在

空间上不协调的那些盆地
。

太原盆地
、

运城盆地可作为第二类盆地的代表
。

如运城盆地控制 断裂
一

中

条山断裂为高角度正断层
,

地面未见到燕山期逆断层带
。

盆地中的第四纪沉降中心在运城以南的盐池

一带
,

而中条山隆起的最强烈段
,

在其以西约 50 公里的永济一带 (中条山主峰雪花山 )
、

,

山体隆起最

高段
,

相邻盆地中的一隆起
。

即山体隆起与盆地沉降最强烈的地段
,

空间位置极不协调
。

太原盆地也

是这种情况
,

控制盆地的交城
、

太谷大断裂无逆断带
,

盆地的沉降中心在交城一带
,

而隆起的最强烈

带段则在其以北约 40 公里的石千峰一带
。

19 8 1年杨承先 “ 1把山西断块构造分为三种
,
一是以太原盆地代表的两个断块的结合

,

二是夭镇
,

蔚县
、

阳原盆地与运城盆地为代表的对称式断块带
,
三是以大同盆地为代表的侧列式断块带

。

作者认

为
,

对称式断块带由于对偶式断裂相向发育
,

使断块成为浮块
,

浮块的活动自由度很大
,

应力不易集

中而无大震
。

其它两种断块构造均不属自由度较大的盆地
、

应力易于积累
,

较易发生较大地震
。

尽苍

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思路不同
,

但我们的结论还是有甚多共同之处
。

震源孕育的组合模式 a[ 1提出
,
震源由应力积累单元和积累单元两头的应力调整单元共同组合 而

成
。

调整单元就是地震断层上摩擦力较小的地段
。

调整单元可以是蠕滑断层
,

也可以是岩石强度低或

介质破碎的地段
。

一个地区某一地段的岩层
,

在经历了逆断层作用的挤压破碎作用后
,

再经历正断层

作用
,

其岩石的破碎程度要高于只经历过一种断层作用岩石
。

因此这样的地段与地区也就能够提供更

多适宜形成大地震断层的调整单元的介质条件
。

如果说强烈的现代地壳垂直升降差异运动和其它运动

是大地震断层积累应力的必要条件的话
,

那么地质发展史上的逆断层作用及力随后的正断层作用则可

能是形成大地震断层 (调整单元 ) 的充分条件
。

这种作用协调地段的空间分布越广泛
,

发生大地震的

机会也就越多
。

’

结 论

综上所述
,

鄂尔多斯块体东部边界带
,

未来强震危险区可能是那些燕山期逆断层作用强 烈 的 盆

地
。

考虑到历史地震发生的时间及强震重变周期
,

大同盆地可能是最危险的地区
。

相反
,

运城盆地叭

可能是最稳定的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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