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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实际资杆时渭河盆地东南部主要 断裂带第四 纪 构造活动的阶段性

和在平面上 定向迁移的特点作 了初步探讨
。

火
-

一
、

断裂带的基本情况

渭河盆地东南部有两条主要断裂带 ( 图 1
.

)
,

即华山北坡山前大断裂及渭华一线的隐伏

断裂带 ( 渭华断裂带 )
。

. 、

二者近于平行
,

总体走向N E E
,

,

沿走向呈折线形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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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渭河盆地 东南部主要断裂带位置

一

图

F i g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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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北坡山前大断裂东起渔关
,
西至华县石堤峪口 , 由于走向变化

,
.

呈不规则的折线延
断裂带以南的下盘部分

,

前寒武系基岩裸露
,

断套三角面发育
。

断崖高度香
`

迫徽的二

200 米以上
,

局部达“ 。“一 5” 0米
。

_

断裂带以北则为第四系洪积物组成的舒缓平厚地形外两侧
地形反差清楚奋是渭河盆地东南部的边界断裂

。

根据断裂带两皿相当的基准面对比 ,
’

始新世

至今的构造活动幅度在 8 0 0 0米以上
,

第四纪以来构造活动幅度则在15 00 一 200 0米
。 一

除了显著

的垂直位移外
,

`

出山口处河流流向的同步扭曲还表明断裂作左旋水平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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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华断裂带东起渔关港口
,

西至临演县北部
,

介于华山山地与渭河之间
,

地表多为冲洪

积物覆盖
,

只有黄土台源前缘有零星断点出露
。

地质
、

地貌和地球物理资料证明
: ( 1 ) 断

裂活动要在早更新世以后
,

断裂两侧的早更新统三门组地层岩相无明显差别
,

而中
、

晚更新

统地层的岩性
、

厚度明显不同 ; ( 2 ) 断裂活动有同沉积活动的性质
,

断距随层位渐新而减

小 ; ( 3 ) 由几条近于平行而倾向相同的断裂组成断裂带
,

自南而北呈阶梯形
,

在走向上呈

折线延伸
。 、

.

奋

二
、

华山北麓山前大断裂构造活动的阶段性

洲

自峨

第四纪期间
,

华山北麓山前大断裂的构造活动时强时弱
,

有明显的阶段性
,

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一
` 一

于
, ’ 一

1
.

山地河流的套谷地貌 二:
, .

:

在杜峪到石堤峪之间的华山北坡发育有大小河流17 条
。

在河流出山口处大多有内叠式的

多重套谷地貌 ( 图 2 )
。

由于河流下切侵蚀的结果
,

罗夫峪口东岸直立
,
西岸有两期基座阶

地
,

基岩表面的河床相砾石层上覆黄土
,

根据其中一些特点判断
,

高一级基座阶地可能属中

更新世晚期 ( Q里)
,

谷底宽缓成
“
碟 形 谷

” ; 稍 低 一 级 应 为 晚 更新世 ( Q
。 ) 的

“ u
形

谷
” 。

图 3 为瓮峪口的套谷剖面
,

宽度约 50 米的晓形 谷阶地堆积物高出现代河床 40 多米
,

上覆

土状堆积含楞角状砾石
,
可能是坡积层

。

根据阶地砾石层胶结程度判断
,

应相当于罗夫峪口

的
“ u
形谷 ”

。

现代河床下切形成的
“ v ”

形谷与之构成套谷
。

图 2 罗夫峪 口 的套谷地貌剖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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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竞峪 口的套谷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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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套谷在杜峪
、

皇甫峪; 石堤峪等峪口均有发现
。

一些流程较炕的河流如华山峪
、

台峪
、

黄峪等仅分布有
“ V ”

形谷
。

各峪 口套谷结构的差异与河流在山地中的流 程 长 短 有

关犷河流流程短
,

套谷级数少云组成套谷的砾石层属河床相
。

不同级数的河床抬升
、 .

下切形

成套谷这一现象反映了峪 口以南山地的间断上升活动
。

:
;

’

三一户
. . 、 . .

…
一

少
.

。 :

一 、 ,

芍 2
一

。

河流阶地
, 、 一

二
、
一 二

. .

:
一 、

. . .

:

一
.

- 气
. .

-

一
. .

·

一
` ; 之

.

公:

派
“

户在流程较长的 , 些河谷里断续发现了一些阶地沉积物
。

其中比较清楚 的 是
_

罗 夫峪。 内

幼而来范围内有高出现代河床 70 米
、

40 , 50 米
、

卜

10 , 20 米和 与 , 10 米的几级阶地
。
阶地堆积

物呈明显的二元结构
,

一

砾石磨圆度高
, :

最大扁平面倾向上游
,

与坡积或冰硅层不同
。 ’

这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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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台

书

又

令

象反映了构造活动的阶段性
。

据分析
,

这些内叠式阶地应分别为 Q
Z 、

Q 3
和 Q篇的产物

。

3
.

多级裂点和跌水

华山北坡各条河流所出现的裂点有以下几个特征
: ( 1 ) 最高裂点的 高 程在90 。一 1。。。

米左句 相当于早更新世的山地夷平面 , ( 2 ) 各条河所出现的多级裂点高程相近
,

,

如华山

峪峪口附近几级裂 点 分 别 为 4 2 0
、

4 4 0
、

5 0 0
、

5 5 0
、

6 4 0 米 ; 杜峪内为心4 0
、

4 9 0 、 5 4 0
、

6 3 0

米 , 皇甫峪内为 4 50
、

4 85
、

5 00
、

5 20
、

5 70 米等
。

山前一些基岩冲沟在间歇性流水侵恤下出
:

现多级跌水
,

在牛心岭一带特别明显
,

有意义的是这些跌水的高度和两侧河谷中裂点高度十

分接近
。

- - .

-

一
- ;

护
.

一
、 ,

`

4
.

断崖波折线
、

、
_

扮
一

犷以

华山峪口断崖的折线形式前人已有介绍
,
由于铁路路基掩盖高度达 16

.

7米
,

有三级陡坎 已

无法辩别
,

其上绝对高程为 4 2 0
、

4 4 0
、

5 0 0
、

5 5。
、

64 0米的陡坎相应坡度角分别
:

内好仪
`

3 9
。 、

34
。 、

29
。

和 2 a2
。

. ,

目前还无法确定其形成年代
,

但可以看出其高度与前述裂点
、

跌水相近
。

.

.5 洪积扇的叠复和迁移
一 , .

-
. _

: :

据水文钻井和地质资料
,

华山山脉山前洪积扇共有三期
。

较者的洪积扇可能形成于中更
新世

,

表面已很平坦
,

岩性较细
,

东西相连成据
,

形成渭南一华阴间的洪积平原
。

·

在华阴
、

华县县城一线呈 N E E向的线形陡坎与渭河一级阶地相连
,

其前缘黄土状 沉 积 中夹多层古土

壤
。

’ ` .
`

犷
`

最新的洪积扇大多以各峪口为中心形成明显的扇状堆积
,

砾石粗大 , 坡度陡
,

扇体小
,

互不连接
,

扇体保存不全
,

其时代可能为全新世早期 ( Q二)
。

介于二者之间的较老洪积物扇体稍大
,

形态比较清楚
。

一般以较大河流峪口为中心
,

与

现代冲沟无关
,

在河床两侧以阶地形式出现
,

时代应为晚更新世
。

6
.

河流在峪外平原上的同步扭曲

在华山北坡的 17 条河流中
,

除太平峪和潭峪
、

构峪
、

罗夫峪因沟口 有 N E 向断层 影响

外
,

其他 1 3条河在出山后不远都向西同步扭曲
。

向西偏流的长度与河流长度成正比
,

河流向

西扭动不是呈一条直线
,

而是呈西一北一西一北向折线型
,

可能与断裂的水平运动的阶段性

有关
。

` . .

由上述几种现象可以看出
,

华山山脉北麓大断裂在第四纪期间的构造活动具有阶段性
,

因而形成了几级阶地
、

多级套谷和多期洪积扇等堆积性构造地貌以及裂点
、 :

跌水和断崖坡折
等剥蚀性构造地貌现象

。

断裂最新的明显活动可能在早全新世或晚全新世早期
。

. 、

…

三
、

渭华断裂带第四纪构造活动的阶段性

渭华断裂带仅在渭南
、

撞关两地以黄土台源前缘的明显地貌特征表现出来
,
其他各地以

高度不大的地形陡坎表现或被覆盖而隐伏地下厂但从零星的地质
、

地貌现象也可看出第四纪

构造活动的间断性质
。

1
.

地形陡坎由南向北依次变新
,

: 一 二 ; 井
、 ·

丫
`

: ,
_

又钾
,

`

户 。

:
少

以渭南黄土台源前缘为例
,

、

自南而北依次为 ;
、

: 户 一
_

.

{

二犷
;

’

了 ;
_

…。
.

二
一

竺劝价爪
.

:

( 1 ) 黄土台源前缘陡坎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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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段由临撞新丰经零口至沈河 口
,

走向 N E E ; 东段从优河 口 经 箭峪
、

桥峪 !牛至马家
.

穴
,

走向N W W
。

因而
,

黄土台源前缘呈向北凸出的弧形
,

弧顶在张岭附近
。

黄土台飒基底的

早更新统与以北的渭河平原沉积物岩相相同
,

只是中更新统和更新的地层厚度与岩相才有较

大差别
,

说明控制黄土台源的断裂活动在中更新世才开始明显
。

在撞关黄土台源也有类似现

象
,

苏家村附近晚更新世河流沉积直接与三 门组相接
,

证明中更新世时黄土台源曾经因隆起

而遭受剥蚀造成缺失
。

’
一

( 2 ) 渭河南岸阶地

自黄土台源向北
,

渭南附近有三级阶地分布在渭河南岸
。

水文钻井证明其形成时代自南

而北依次变新
,

l 级阶地为晚更新世早期 ( Q孟)
,

亚级为晚更新世 晚期 ( Q ; )
,

1级阶地

形成子全新世早期 ( Q二)
,

均晚子黄土台源形成时间
。

玖断裂活动期由南向北依次变新

二
’

卜

么

( 1 ) 桥峪口断层

桥峪口东侧陡崖上有两组断层出露
,
在峪 口见 7 条小断层相互交切

,

错断了表土层且形
成明显的地形陡坎

,

证明断层活动很新
。

但由此向南进沟百余米
,

另一断层切断了从三门组

到晚吏新统砾石层
,

而早全新世坡积层未断开
,

`

说明它发生较老
,

在全新世之前 (
.

图 、 )
。

、

( 2
「

) 金堆峪口断层

介 一瓜坡镇东南的金堆峪口两岸也见有两个断点
,

东岸断点偏南
,

断层切断了三门组与中更

新统黄土
,

晚更新统马兰黄土未受破坏
。

而西岸断点偏北
,

位于沟日
,

早全 新 世 ( Q二)
.

砾

石层被明显断开 ( 图 5 )
。

心

级

3 5 0乞 I口 p

F 19
.

4

图 4 桥峪 口 第四纪 断层
Q u a t e r n a r y f a u l t s a t t h e

o r a l a r e a o f t h e Q i a o

v a l l e y ,
H u a x i a n i n S h a n x i

P r o v l n C e

图 5 金堆峪 口的早 全新世断层

F 19
.

5
.

O l 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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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t
, a t t h e

0 r a l a r e a 0 f t h e J i n d u i v a l l e y

1

3
.

历史地震形成的地震破裂带
七十年代以来

,

渭南市送因城市建设而发掘了不少地震遗迹
。

地震遗迹 以 1 5 56 年 8级大

地震所形成的为主
,

申构造活动直接引起的地震破裂带集中在靠北的 l
、

I 级渭河阶地上
。

I 级阶地很少发现
,

而渭南黄土台源前缘仅出现地震滑坡和崖崩等次生破坏
。

由此证明断裂

带的最新活动位置更向北迁移
。

像

四
、

结 论
丫

,
、

络
`

综上所述
,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f

1
.

第四纪期间
,

断裂带的构造活动有明显的阶段性
,

时强时弱
,

因 而 可 以 分出若千阶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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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

卜

2
.

断裂带的构造活动由南向北逐渐 迁 移
。

断 裂 活动使以前形成的地层因断裂位移而错

开
,

但在断裂活动以后形成的地层不受影响
,

由此确定的断裂活动时代是南早北晚
。

历史地

震破裂带位置最靠北
,

可能是最新构造活动的地表表现
。

3
.

应当说明的是
,

在华山山脉北坡各条山地河谷中
,

山崖崩塌分布广
,

规模大
。

石堤峪

至构峪一带最集中
。

在调查中发现
,

山崩多发生在凹岸一侧
,

崩塌沿节理面发生
,
并不是由

断裂控制的
。

发生 山崩的悬崖顶面高度在 80 0一 1 0 0 0米左右
,

即在第四纪晚期早更 新 世形成

的古夷平面遭受强烈侵蚀
,

河谷下切的地 区
。

崩塌一般发生在峪口内 5 公里的范围内
,

这可

能是由于这一带正是河流溯源侵蚀形成的峡谷 区
,

地形高差大
,

坡度陡
。

另外上述地区的山崩并不一定都是 1 5 5 6年大震造成的
。

在该次地震的史料里没有发生山

崩的记载
。

而其中有些山崩
,

据记载也不是这次地震发生的
。

例如小敷峪内上厂至八里店之

间大规模山崩就是宋代发生的
, 《 宋史

·

五行志 》 记载
“
元佑元年 ( 公元 1 0 8 7年 ) 十二月

,

郑县 ( 今华县 ) 小敷峪山颓
,

伤居 民
” 。

由于灾情严重
,

灾后在山上建了宁山寺
。

本文的工作只是一个开端
,

还有待于进一步深 入
。

今后应着重在全新世的构造活动中划

分更细的阶段
,

以期有助于确定大地震的活动周期
。

这就需要进一步详细调
’

查和研究有关反

映这个问题的各种地质地貌标志
,

尽量确定其成因联系和绝对年代
,

逐步为定量分析提供依

据
。

璐 在工作中得到陕西省地震局李永善
、

韩恒悦
、

宋立胜以及渭南地震办公室屈华山
、 `

黄正

衡的支持和帮助
,

谨致谢意
。

( 本文 2 9 5 7年元月 2 6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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