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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地块周缘的构造性异常

叔 十 主片
从公

沪L匀、 J /夕 t

(国 家移衷局 兰州地震研 究所 )

_
.

一
、

前 言

以短周期地磁异常研究为基础的地磁测深方法
,

近年来得到异乎寻常的发展和广泛应用
,

美国
、

加拿大
、

日本
、

澳大利亚和欧洲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大规模地磁测深的研究
,

他们主要利用台阵和永久

性地磁台的观测资料
。

观测结果的解释和应用是多方向的
,

不仅应用于大地构造和深部地球
一

勘 测 方

面 , 而且也有不少作者应用于地震活动性和地震予报的研究领域 c ’ lt 2 1
。

特别是近年来
,

人们从深浅

源地震在地理分布上密切相关性
,

认识到地震无论深浅都受到地球内深部物质运动的制约
,

对发生地

震的特定环境及特殊构造的探索
,

已成为地震予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

恰恰在一方面
,

地磁测深方

法更具有观测方法简便
,

长周期记录几乎不受地表千扰等优点
,

使之成为探讨作为地震动力来源的
.

七

地慢高导层构造异常的可能途经之一
。

地磁现象的许多异常变化不仅与其它地球物理现象有关
,

而且与它发生地区的地质构造有着极为

密 切的关系
。

古地磁的观测结果很早就应用地质构造的解释
。

近年来
,

国内外不少地区都开展了瘾
活动区深部构造研究

,

由于地磁测深方法能经济地给出地壳和上地慢电导率层的测向变化
,

因而得到

广泛应用 1 51 “ 1
。

结果表明
,

上地慢高导层异常带的地理分布与大陆内地震活动带和地质构造单元的

边界往往有密切关系
。

如著名的
“
德国

、

北部异常
”
区中就有许多与地堑和盆地等地质

、

地理现象有关

的地磁矩周期异常变化
。

二
、

块体的分布与高导带的分布

既然大陆板块构造假说为板块边界发生的地震成因提供了重要见解
,

那末在对大陆板块内部的地

震活动的探索中
,

讨论它与次级板块构造单元 (沿用文献 〔 5 〕 的术语
,

本文也称为块体 ) 的关系
,

对于地震活动性的讨论也不是没有积极极意义的
。

在我国
,

继一些地球物理工作者对渤海西岸华北唐

山一带的高导带与地震关系的研究之后
,

一些地震工作者对甘肃
、

映西等地短周期地磁变化异常作了

研究
,

其中探讨得较多的是鄂尔多斯块体周缘短周期异常变化 ` .1 `” t al
。

同时在该地区
下
也开展了大

地电磁测深等 `91 的观测
。

图 1 给出了陕甘宁及其邻近地区地块划分略图
。

图 2 画出了蒙甘肃省和宁夏

地区的威斯矢量分布图
。

本文中
,

笔者另新作了银川台的威斯矢量
,

使用资料是银川地磁台加 81 年和

1 9 8 2年期间部分磁暴急始变化记录
,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
,

本文将笔者在文献 〔 7 〕 中甘肃地区的威斯

矢量的结果一并绘于图 2
。 ;

最后根据笔者所作和收集的资料
,

上地慢高导带分布的示意图
。

为了便于问题的阐述
,

图 ” 画出了鄂尔多斯地块及其卿围地区

由图 1 可知
,

在陕甘宁及邻区
,

地壳由阿拉善地块
、

鄂尔多斯地块
、

青藏高原北块和华 南 块 体

互相镶嵌而成
。

各块体之间的分界带明显与一些地质现象有关
:

鄂尔多斯地块的西面与阿拉善块体和

青藏块体的北部相接
,

分界线为贺兰山和六盘山东麓 ; 南面与华南块体相接
,

界线为渭河地堑
,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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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向西延伸
,

形成阿拉善块体和青藏北块的分

界
,

是陇西系构造和河西走娜
、

鄂 :尔多萝斯块口体

的东界
,

现在大多数人的看沙是汾河地堑 , 其北

界为内蒙地堑
。

在上述这些地块周缘
,

相互交界

处形成了许多地震带
,

对这些地震带的二地 震 活

动
,

不少地震工作者都作了详尽的研究
。

郭增建

等同志甚至还指出了在这些块体的周缘
,

地震活

动的发震时间存在某些呼应关系
,

本文不再重复

讨论这些块体周缘与地震活动性空间 分 布 的关

系
。

困 8 哪 尔多斯地块周缘高导带分布示意图



赵志新
:

鄂尔多斯地块 周缘的构造性异常
月
卜 ~` . . .`目 . .` `目 .响洲中 , . . . 甲

~
勺电 . 目 . . . 目 . , . . . ~

。

一
」 . . . . .卜叫,

. 一一、
目

扣

三
、

讨 论

根据图 2 中威斯矢量分布推测的相应的上地慢高导带的分布标绘于图 3 中
。

图 3 中的鄂尔多斯决

体南缘和东缘的高导带是根据文献〔 8 〕的结果描绘的
,

即所谓的陕甘晋东酉向孤形上地慢高导层隆起

带
。

长度超过 1。。 0公里
,

与祁吕贺构造体系的前孤基本一致
。

这一高导带径 由渭河盆地
,

在映
、

晋
,

、

豫三省交界地带转向北东方向延伸
,

一直到山西临汾附近
。

西向延伸穿过宝鸡与甘肃东部的东西向高导

带相吻合
。

在甘肃境内
,

东部高导带可与阿拉善地块与青藏高原北块的分界吻合
。

但是在沿阿拉善与

青藏北块分界线北西走向的西北段
,

河西堡与嘉峪关之间有一个北东向延伸的高导带
,

这一高导带与

河西走廊的走向不吻合
,

爪乎是正交于河西走廊的延伸方向
,

推测在河西堡与嘉峪关之间是否另有其

它更次一级的构造分界或其它断裂存在
,

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 `

`
’

兰州北面景泰的H C型高导异常区是本文讨论的唯一的H C型高导异常区
。

根据文献 〔 10〕 的 研

究
,

1 92。年 12 月 1 6日 8
.

5级大震的断裂带走向为北 50 一 70
。

西
,

断裂带由固原县的硝口起
,

经海原南
、

西安州
、

干盐池直至景泰
,

全长 20 0多公里
。

景泰地区成为这次8
.

5级大地震断裂带西北方向 的 终 止

端
。

由此推知
,

景泰地区地下可能存在一个高导隆起的高温软组织
,
阻挡了大震断裂带向北西延伸

。

这就是笔者在文献 〔 7 〕 中相据景泰地磁台所记录到的垂直分量高频变化消失这一现象而推测景泰地

区位于高电导隆起层带的正上方的原因之一
。

因为过景泰地区的高导带有阻挡北 50一 70
。

西的海 原地

晨断裂带向前延伸的作用
,

它可能延伸的方向应与上述地震断裂带的延伸方向相交
。

如 果 是正交的

话
,

则它可能的延伸方向应是北 20 一 400 东
。

这样一来高导带的延伸方向差不多与阿拉善地块和鄂 尔

多斯地块的交界线吻合
。

根据银川地磁台近年来短周期磁暴急始变化所作的威斯矢量标于图 2 中
。

由图 2 可见
:

矢量指向

差不多为南东方向偏南一些
。

由此可知在银川北部可能有一个高电导异常带
。

由于资料所限
,

我们无

法确切地推知该高导带的延伸方向和其它产状参数
,

不过依银川台的威斯矢量的指向可知
,

该高导带

的她伸方向至少应该有一个东西向的分量
。

国内外的一些研究结果都表明
,

大陆裂谷往往存在有地壳

和上地馒高导层
。

文献 〔 8 〕 的研究也表明
,

陕甘晋东西向弧形上地慢高导隆起带中段 (宝鸡至西安

东段 ) 与渭河盆地的地堑裂谷一致
。

而山西境内与汾河地堑一致
。

由此推断
,

银川地磁台威斯矢缺所

背离的银川以北的高电导隆起带很可能位于河套地堑一带
,

大概的地理位置本文也标绘于图 3 中
。

这

可能和鄂尔多斯块体北缘分布大致相同
。

综上所述
,

本文认为高导隆起带的分布与大陆内地壳块体边界线往往互为佐证
。

封闭的高导带所包

围的块体很可能就是一个稳定的地块单元
。

如上述列举的鄂尔多斯地块的情况就很可能如此
。

从这些

块体地壳和上地馒的电性结构来看
,

当然块体的边界因存在高电导带
,

所以电导率横向分布 变 化 很

大` 无独有偶
,

近年米在该地区的所谓南北地震带的北段及宁夏
、

甘肃
、

内蒙一些测点的大地电磁测

深结果也与本文的结果相同 , J ,

而在地块内部
,

地壳和上地慢电导率分布的横向变化较小
,

电 导 率

结构也较简单
。

这可能是由于在块体内部缺少高电导隆起现象所致
。

一个高导带的延伸有时可以横贯几个块体单元
,

而互相交又连贯
。

由于高导带的埋藏深 度 比 较

深
,

大都位于地壳底部和上地慢
。

因此
,

高导带的运动变化可能对地壳上部的地层地球物理性质有很

大的影响
。

如果说近年来
,

观测到的高电导异常带与地震波低速区
,

高热流异常区在上地馒区一致的

事实
,

使得人们认为高电导带的活动有可能影响着地壳上部的地震活动
,

甚至可能成为地震动力的来

源之一 ￡幻
。

那末本文所得的在鄂尔多斯块休周缘存在有近似封闭的高电导带可能会由于它的整 体运

动和变化而给解释这些块体周围的地震迁移和呼应等现象提供新的根据
。

四
、

结束语

不少地震工作者都讨论过鄂尔多斯地块周缘的地震活动性和该块体与其它块体缝合线之 间 的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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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鄂尔多斯块体与其相邻块体缝合线地带的构造性磁异常的关系
。

初步认

为在该地块周缘可能有一个上地慢的高导隆起的闭合带
。

由于它的存在可能会影响列高导带上方的地

震活动
,

它的热效应可能会成为地震的动力泉源
。

地面上地磁变化的横向不均匀性一般反映着地下介质导电率的横向不均匀性
。

而电导率又与地下

介质的组成的结构
、

温度
、

含水量等有关
,

由此对地表地磁变化现象的不断研究将会提供丰富的地球

内部信息
。

本文仅讨论了鄂尔多斯块体周缘的高导带的稳态分布
,

这除了可对这一块体周缘的地震活

动性的解释提供新的见解外
,

同时对于地震区划以及缩小地震危险区的予报都有一定的意义
。

随着对

这些高导隆起带的认识的逐步深化
,

探索其动态过程
,

对于某些地震的前兆研究
,

也将是有益的
。

由于资料所限
,

本文对鄂尔多斯块体周缘高导带的推测仅仅是一种尝试
。

加之地磁测深工作反演

的多解性和复杂性
,

所以
,

。

以上推论的客观性还有待于今后工作和资料的充实
。

今后对上述地区地下

电性分布的探索中
,

上述相应上地慢高导隆起带的上方地壳中是否存在有相应的高导层及其相互关系

也是值得探讨的课题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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