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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北地区最大断层错距
、

破碎带

宽度与断层长度的关系
`

皇甫岗 王晋南

(云南省地震局 )

摘 要

本文 对滇西北 24 条中小型走滑断层的 40 组端点距 肠 与错距 ( D )的数据进

行 了回 归分析
,

发现二者具有 良好的线性关系
,

即 肠一 2
.

7 5D 一 0
.

1 5
。

由该 区的断

层破碎带宽度 ( W ) 与错距 ( D ) 的经验统 计关系
,

得 出了由最大断层破碎带宽度

(w
m

ax) 估计断层长度的表达式
,

即
.

L ~ 10 1
.

75 W扁
x

一 0
.

3 0
。

在本文中
,

还应用上述

关系式对有争议的定西岭断裂南延趋势及剑川一 白汉场断裂的长度作了定堂估

i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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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言

各种地震断层位移模型都建立在一个基本为人们所接受的事实之上
,

即地震断层的

破裂宽度存在着由中部向两侧逐渐衰减的趋势
tj ’叻 ;同类型的地震断层长度与地震位移量

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阁闭
。

那么
,

在地史时期经历了复杂变形而逐渐发育起来的地壳内

的实际断层
,

它们的位移分布与破碎带宽度是否也具有与地震断层相似的特点呢? 这对于

研究断层几何学和运动学特征是十分重要的
。

本文在实地调查和测量的基础上
,

以滇西北

地区的断层为例
,

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
,

并得出了相应的关系式
。

二
、

取样方法
1

.

断层错距的取样原则

对断层错距的取样遵循以下原则
:

( 1) 断层结构单一
,

具良好的贯通性
,

并属自然尖灭型
。

( 2) 断层错距以 走滑分量为主
,

具有明显的断错标志层
,

而且保证断层两侧对应的标

志层厚度基本一致
。

( 3) 排除倾滑断层造成的断层水平断错效应
,

沿断层 由标志层所示的位错方向一致
。

本文所研究的滇西北地区断层取样位置见图 1
。 . 、

2
.

端点距的定义及测量

,

地属科学联合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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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点距 (肠 )系指所测断错点到断层端点的最近距离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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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点距可根据地质图来测量
。

首

先确定断错标志层
,

然后以标志层的

中心为起量点
,

测量它到最近断层端

点的距离
,

如果沿一条断层有若干断

错标 志层
,

则可得到一系列端点距
。

实测的断层错距和端点距见表 1
。

表 1 中 44 组数据取自 24 条中小型断

层
。

这些断层基本上是第四纪以来形

成的
。

三
、

最大断层错距 D ~
、

破碎带宽度 w hax

与断层长度 L 的关

系及应用
任三困断层

Zn km

。

祥云

。
弥渡

1
.

端点距

的统计关系

(肠 ) 与断层错距 ( D )

分南涧 }
25

图 1 淇西北地区选测断层平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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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 1 中给出的 40 组 肠 和 D 的

数据作线性回归分析
,

得到如下关系

式
:

肠 = 2
.

7 5D 一 0
.

1 5 ( k m )
, ( 1 )

线性相关系数乓一 .0 96 (图 2 ), 表明端点距与错距

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

断层的错距由中间向两侧逐

渐衰减
。

影响投点离散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

( l) 某些较老的断层存在反复错动的可能
,

以致所

测错距偏小 ; ( 2 ) 难以完全排除小量级的断错地层

效应
,

导致个别点有较大的水平视错距 ; ( 3) 与岩性

刚度相关的错距衰减快慢不同
。

在本文中
,

笔者还对 4 组止裂型断层的 肠 和 D

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
,

发现该类断层的错距衰减似

乎要慢得多 (图 3)
。

2
.

断层长度 ( L )与最大断层错距 (以公 )的关系

图 2 端 点距 测量示意图
L

:

断层长度
; 0

:

断层错距 ,
`

肠
:

端点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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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甫
,

演西北地区断层破碎带宽度与断层错距关系的研究(待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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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滇西北地区断层错距和断层端点距测童一览表

编编编 断 层层 LLL肠肠 OOO

号号号 名 称称 (沁11 ))) ( kJ l l ))) ( km )))

11111 平坡坡 4
.

444 1
.

000 0
.

7000

22222长育才扫匕匕 l
。

2220
.

555 0
.

1666

33333李子长长 3
.

444 1
.

0 222
.

4000

44444 鸡足山西西 4 2
.

000 7
.

222 2
.

5 000

5555555 4 2
.

000 4
.

1 222
。

7000

66666 昌蒲塘塘 1 0
.

000 0
.

555 0
.

0 6 份份

1 77777770
.

000 1
.

555 0
.

0 2资资

88888 玉屏山山 1 5
.

000 2
.

1 777
.

2000

9999999 1 5
.

000 5
.

1 222
.

8 000

lll 00000 1 5
.

000 1
.

444 0
.

5000

111 111 石笋沟沟 1
.

000 0
.

444 0
.

000 3

lll 222长坪子南南 1
.

0 777
.

666 0
.

4000

111 333玉合河河 2 2
.

000 8
.

000 1
.

40
任任

lll 44444 2么 000 4
、

888 0
.

0 7长长

111 555 底舍舍 3
.

666 1
.

7770
.

6 000

6 222八八
杂拉坡坡 8

.

000 0
.

0 777
.

3000

111 777778
.

000 1
.

666 0
.

4000

111 888 拉马古古 2
.

555 0
.

仑仑 0
。

3555

111 99999 1
.

444 0
.

0 333
.

000 2

、、

00000 25
.

000 2
.

1 222
.

0000

111 222吉地平平 1
.

2220
.

2220
.

2000

22222222 2
.

000 0
.

2220
.

000 2

编编编 断 层层 LLL肠肠 DDD

号号号 名 称称 ( m k))) ( km ))) ( km )))

222333白沙井井 1 3` 000 2
.

444 0
。

9555

44444 2221 3
.

000 1
.

0 222
.

7000

555 222锅厂河河 > 1 000 1
.

888 0
.

6 000

22266666 > 1 000 0
.

444 0
.

1 000

222777英古古 9
.

000 2
.

888 1
.

2000

22288888 9
.

000 l
`

0 333
.

8 000

222999 大麦地西西 1 0
。

666 l
。

666 0
.

6 000

333000 拉马署署 . 3 2220
.

7770
.

40
··

333111 科登涧涧 2
.

888 1
.

666 0
.

8 000

333 222聂如拉拉 2
.

444 0
.

888 0
.

000 2

333333丰炼厂西西 6
.

444 2
.

2221
。

0000

33344444 6
。

444 2
.

888 1
.

2000

333555 杨木桥桥 3
.

444 0
.

999 0
.

5 000

33366666 3
。

444 1
.

444 0
.

6 000

333 777773
.

444 1
.

000 0
.

3000

333888 岩洞洞 8
.

444 1
.

888 0. 4000

999 333青甸弯弯 2
.

444 0
.

888 0
.

555 3

444000
_

斗达坡坡 5
.

444 1
.

2220
.

7000

444lllll 5
.

444 1
.

3330
.

4000

444 222马鞍山山 1 4
.

000 2
.

666 0
.

8 000

444 l 33333刁
·

只只 5
.

1 222
.

6 000

44444444 1 4
.

0
、、

2
.

3330
.

7000

注
:

资料来源于 1
:

0 20 000 地质图(丽江
、

鹤庆
、

大理
、

维西
、

兰坪 5 幅)
。

表中
,

乐断层止裂型
.

与地震断层类似
,

较单一型走滑断层的位错分布也有中间大两端小的特点
〔5 , 。

故可作

这样的假设
:

在断层的中心处
,

断层错距最大
,

即当 ` ~ L/ 2 时
,

D 一氏曰
。

将其代入

( 1 ) 式
,

有
L = 5

.

5氏 . 一 0
.

30 ( k m )
。

( 2 )

3
.

断层长度 ( )L 与最大断层破碎带宽度 ( w ~ ) 的关系

通过双剪摩擦实验
,

我们曾观察到断层泥带宽度与断层错距呈明显的正相关关

系田
、

” ,

通过对滇西北地区 48 组断层破碎带宽度 ( w ) 与断层位移 ( D ) 的统计分析
,

可

以得到如下经验关系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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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端点距与断层错距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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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考察表明
,

定西岭处断裂破碎带宽为 S Om
,

相应地
,

刀` .

= 1 8
.

5体谕
。

( 4 )

将 ( 4 ) 式代入 ( 2 ) 式得
,

L ~ 10 1
.

7 5 14
产

扁
:

一 0
.

30 ( k m ) ( 5 )

4
.

应用

根据上述关系式即可以对实际

断裂的端点距及长度作出估计
。

( 1) 定西岭断裂的南延问题

定西岭断裂是中生代以来发育

起来的
,

有证据表明其现今尚在活

动山
。

由南向北至洱海
,

定西岭断裂

的破碎带宽度有逐渐变宽的趋势
,

这意味着定西岭位于该断裂的南

向南南东方向到响水河断裂的距离约

4 km
。

由 ( 1 ) 式和 ( 3) 式可以求得定西岭断裂在定西岭处的端点距约为 2
.

54 k m
。

考虑

到统计所存在的误差
,

这一量值至少反映定西岭断裂向南跨过响水河断裂的可能性不大
。

( 2) 剑川一白汉场断裂的长度估计

笔者对于剑川一白汉场断裂做了详细的断层破碎带宽度填图
,

确定该断裂的最大破

碎带宽度为 7 5 0m
,

位于剑川北约 1 4k m 的九河附近
。

据 ( 5) 式可得它作为单一断层的实际

长度为 76 km
。

四
、

结论

通过本文的上述讨论
,

可以得到以下初步认识
:

( 1) 断层错距沿断层的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
,

在滇西北地区有 与 一 2
.

75 D 一 0
.

15 的关

系
。

( 2) 单一断层的最大破碎带宽度与断层长度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

在滇西北地区有
L = 1 0 1

.

7 5W扁
二

一 0
.

3 0
。

( 3) 根据 肠一 D 和 L一硫
:

统计关系式判断
,

定西岭断裂似乎并未跨过程海断裂带的最

南支— 响水河断裂
;作为一条单一的断裂

,

剑川一白汉场断裂的长度为 7 k6 m
。

(本文 1 9 9 0年 1 1 月 1 0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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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t
e m vi b ar et , a t t e n

ua t e
, a n d t e n d ot a n e w s at b le t emr i n al

s t a et
.

T h e w h O le d抑
a
而

e Pr OC 已治 ca n be id 讨d ed
, i n et r tT扮 o f i in it al m o it o n se 而

`

pe r ied of the vi b r冬

t i o n , i n t o t
wo

s at ges
, f ir e t io n a l isl id n g atS ge an d fr ee vi b ar t ion

o n e
.

Th e s y n t he t ic d yn a而 e s t r韶 s
-

st r ia n ( r e l a tive ids bla ce m e n t ) cu
r v es ar

e er ea t ed f r o 妇n t h e s t r
ess

a n d id s lP a ce m e n t da at r

eco
r d ed

.

I t 15

ia so s h o

wn
tha t the r n a x lm u m dy们 a而

c su id gn ids 内 ce介 nt 15 eq u at or aP rP 。对 m a et ot t ha t of et mr 卜

n al s at t e a n d the r a t io of d y’n a而 e st r已始 dr
o P ot et n ” i n a l o en 15 a b o u t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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