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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孜地区古地震遗迹的初步研究

本文所指的甘孜地 区是指我国四川省西北部甘孜高原西部的甘孜一马尼干戈断裂带
、

甘

孜甲理塘断裂
.

带北段以及鲜水河断裂的北西段所展布的范围
。

作者于 1 9 8 2年对该断裂 的近代

梅造活动性进行了调查
,

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些古地震遗迹
,

现报导如下
:

1
.

甘孜地区地展地质构造背景
:

二孩区处于
l

青藏
’

高原的东北
、

缘
,

区内发育一些近于平行和相互斜交的北西向断裂构造 ( 图

孰
:

)几 较大的断裂有两条
,

其一为甘孜一理塘断裂
,

断 裂 走 向 略 呈 北 北 西一北西
,

以反

严S替型展布下 向北西
,

经阿拉龙直达青海
,

向东南经甘孜
、

理塘
、

木拉后继 续 向 东 南 延

伸
,

长达数百公里
,

具压性特征
。

另一条为甘孜一马尼干戈断裂
,

始于甘 孜东南
,

向北西经

生康
、

马尼干戈
、

邓柯插入青海境内
,

长达数百公里
,

具压扭性特征
。

该断裂现今构造活动
十分强烈扩是与该区地震活动有关的活动构造

。

该断裂在生康附近明显左旋错切甘孜一理塘

断裂
,

错距
,

。 一 7兮里
,

一

亚于甘孜东南与鲜水河断裂呈斜列式组合型式
。

2
.

古地展遗迹猫述
r r

_·

在上述两条断裂的交汇部位
,

r

不仅近代地震震中相对集中
,

而且古地 震 遗 迹亦分布广

泛
,

引人注目
。

.

主要分布在绒坝岔
、

生康
、

甘孜
、

拖坝一段
,

在长约 40 公里
、

宽约 5 公里的

范围内
,

沿甘孜一马尼手戈断裂呈条带状分布 ( 图 ; )
。

以地震断层为主
,

伴有地震地裂缝

及地震塌陷
夕

这些古地震遗迹证实了该区古地震事件的存在
。

结合近代历史地震资料分析
,

切衡认为甘孜二马尼俄断
裂应是区内主要的强震发震构造

。

:一 廿 现将该区的古地即迹户述
如下

:
一

` -

二 参地蛛外加查 的还有浏
.

本培
.

同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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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甘孜地 区地质构造与强 震震中和古地震遗迹 分布图
1

.

第 四纪盆地 2
.

老第三纪盆地 3
.

三迭 系 4
.

志留系 5
.

燕山早期花岗岩 6
.

燕山早期闪长 者 7
.

主要活动性 断裂

8
.

压扭性 断裂 9
.

张扭性断裂 10
.

扭性断裂 n
.

隐状断裂 1 2
.

地质界 线 13
.

古地屁遗迹分布区 14
.

断裂编 号及名称

①鲜水河断裂 ②甘孜一理塘断裂 ③甘 孜一马尼干戈断裂 15
.

宏观地展震 中 16
.

仪 测地展屁 中 17
.

M > 7 18
.

M 二

6
.

0一 6
.

9 1 9
.

M = 5
.

0一 5
.

9

( 据 1 9 8 2年甘孜地展宏观考察队资料改编 )

( 1 ) 地震断层
:

这里所指的地震断层是指地震发生后
,

沿发震断层而或其附近在地表

所产生的新断层
。

沿甘孜一马尼干戈断裂
,

从北西向东南发现的地震断层颇多
,
现择其主要

者介绍如下
:

绒坝岔地震断层
:

位于绒坝岔东南
,

川藏公路 782 公里里程碑的南西侧
。

地 震 断层发育

在岔拉一级河床阶地面上
。

上盘为全新世现代河床砂砾石层
,

绿色及棕灰色亚粘土层
,

含细小岩屑
,

多为变质砂岩
,

直径
廿盘吵欲近代冰水沉积物

,

为灰

5 ` 1 0毫米妥断层带上夹有宽达

5 0一 80 厘米的灰黑色炭质粘土
,

靠近地表沿

断层面充填有黄色的亚粘土
,

形成上大下小

的地震楔 ( 这里所指的地震楔是沿地震断层

面形成的上大下小的楔形
,

被后期的第四纪

松散堆积物所充填 )
,

上面被第四纪腐植土

层所覆盖 ( 图 2 )
。

断面产 状 N 35
“

W / N E

< 7 9
。 ,

断面上见有水平擦痕
,

擦痕角 5
。

左

右
,

具压扭性
。

在断层下盘于棕灰色粘土层

中发育一组北东东向的地震地裂缝
。

于该地震断层东北侧的河对岸
,

在上述

同一阶地上亦发育一组地震
,

断 层
,

走 向 北

55
“

西
,

倾向北东
,

倾角 80
“

以上
,

断面上可

`一
. ~

-
,

孟

一
~ J

图 2 甘孜绒坝贫782 公路里程
碑处古 地装断层 al1 面

①灰黑色炭质枯士 ②黄色亚拈土
.

_

⑧含细少岩尾的起瞬
色亚粘土层 困发育有垂 直裂缝的像灰色土层 叨全新世
河床砂砾石层 ⑥全新世腐植土层

清楚地见到大量的斜向擦痕
,

擦痕角35
。 ,

具斜冲现象
,

该断层组亦未穿过上祖腐植土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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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系上述同一时期的地震断层
。

`

生康地震断层
:
位于生康村南西川藏公路的北西侧

,

断层产状 N 80
O

W / N E < 70
。 ,

上盘

八为晚更新世 ( Q
3 ) 的棕灰色亚粘土层

,

下盘为中更新世 ( Q
: ) 的 河床砂砾石层

,
具张性

,

令沿断面充填有砂土
、

岩屑和砾石
。

尼亚朗果地震断层
:
尼亚朗果村南30 0米处的河床 l 级阶地上发育一条张性正 断 层

,

断
“ ,

切了中更新世的河床砾石层
,

垂直断距 1 米
,

断层产状 N 85
O

E / N < 8 9
“ 。

甘孜地震断层群
:
位于甘孜县城南西约 1 00 米川藏公路转弯处的东侧

,

在 晚 更新世的浅

六 黄色
、

棕灰色亚粘土层中
,

在宽约 8 米的范围内发育数 条 地 震 断层组成的地震断层群 ( 图

3 )
,

,

分布在一条北北西向新断层的下盘
。

断层总体走向为 N 4 5
“

一60
O

W
,

倾向不一
,

有倾

飞
.

向 Jb东的
,

亦有倾向南西的
,

倾角多在60
。

以上
,

断面上见有斜向擦痕
,

擦痕角34
。

左右
,

该

人断层组被上覆第四纪腐植土层所覆盖
。

值得提及的是
:
于晚更新世亚粘土层和第四纪腐植土

褚层之间还见到一排整齐的砌石
,

推测可能是某次古地震事件留下的踪迹
。

一
N 2 0飞

万甲刃 洲①
’

.

W乙5 0

仁
-

二~ … 了米

图 3

①全新世腐植土层 ②古屋基

O 绍四纪断层

甘孜城南西公路东侧古 地震断层群剖 面
③黄色

、

棕灰色亚粘土层 ④断层破碎带 ⑥三迭系上统砂板岩 ⑥古 地展断层

祝古努地震断层
:

位于甘孜拖坝祝古努之北的公路北侧
,

该断层发育在中更新世 ( Q : )

河床砾石层与晚更新世 ( Q 。
) 黄土层之间

,

断层产状 N 70
“

E / N W < 70
“ ,

垂直 断 距 2 米
,

断层裂缝上大下小
,

由上到下略呈弧形弯曲
,

砾石呈定向排列
,

该地震断层显张性
,

且被第

四担腐植土层所覆盖 ( 图 4 )
。

E/ N讨 , 7扩

仁 卜 琴米

图 4 甘孜拖坝祝古努能公路湘侧 古地震断层剖 面

①晚更新世黄土层 ②中更新世河 床砾石层 ⑧全新世腐植土层 ④古地展断层

根曲地展断层
.
位于拖坝根曲附近公路的韭东侧

,
该断层仍断切在 中 更 新世 (

’

Q ,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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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砾石层与晚更新世 (Q 3 )黄色粘土层间
,

断层产状 N S。
。

t

E / S E < 8 0
“ ,

沿断层土部充填有

砂质土和岩屑
,

向下逐渐变小
,

以呈上大下小的地震楔为一张性地震断层
。

.
`

’

:
.

万 厂 沙

上述这些地震断层的共同特点是成群出现
,

具有明显的方血性乳
j动

、

, 北
·

东奋衍纵多聂

张性兼扭性
,

具有典型上大下小的
“
地震楔

”
特征 ; 北西二组多具压性

。

这些地翼断层赛断

切在中更新世和晚更新世地层中
,

更多的切割了晚更新世黄土层
。

但是否都是昆补时期的古

地震事件
,

尚缺乏依据
,

但以这些地震断层均被第四纪浮土层所覆盖的事实判定它们有可能

是全新世早期或晚更新世末期的产物
。

产生这些地震剩余形变的构造应力场主薯是北东东向

的
。

- . _「 . .
、 .

_
·

叮公 ; 沂万
,

.

:
_

( 2 ) 地裂缝
:

在绒坝岔东南侧于岔拉之北近代泉华层上
,

残存着分条地屠裂缝带
, ;

.

由

三条北西西向的地裂缝左 型斜列组成
,

总体走向为北 70
“

西
,

一

长 8 米
,

_

宽 2份令米
。
口单花条地

裂缝长 2 一 3 米
,
宽 10 一 30 厘米

,

具张扭特征
。

.

_

二 几
` 一

扮丁
` 、

几二沁
·

在生康区丹果之南约50 0米的南北向山梁上残留着一条垂直山坡的于七斗
*

呈锯齿状弯曲
,

由北 1 5
“

西与北 75
“

西两组节面追踪而成
,

总体走向北 70
。

西
,

长约 50 米
,

沟宽 5一 8 米
,

该裂

缝向东延伸于山脊上裂缝宽度逐渐变小
,

仅 20 一 50 厘米乃至消失尖灭
。

一

于追踪裂缝的北东侧

还见有一条北 80
。

西方向的长十余米的地裂缝与其平行
,

推测这两条裂缝 可能为 1 8 6 6年甘孜

生康 7 级地震之地裂缝
。

尼亚朗果地震裂缝群
:

在尼亚朗果山娅口东侧
,

于晚更新世丈Q
3

.

) 本汗灰色
、

灰 黄 色亚

粘土层中
,

约 10 米长的范围内
,

发育了近 14 条地震地裂缝 ( 图 5 )
。

这些地裂缝总体走向为

北东一北东东向
,

裂缝在剖面上可见 宽度一般多在 5 一30 厘米
,

向下延伸 2一 3 米
,

有的裂

缝面上见到一些擦痕
,

擦痕角多在 6 0 。

以上 ,
具 明显的张性特征

。

这些地旋地裂缝皆被 第四

纪腐植土层所覆盖
。

其 中见 4 条裂缝充填有第四纪表土及砾石
,

形成上大 下小的地震楔
。

一一 N Z g

橇叹川川
\尸l`
,
.
。r

,

叫气价价

{ ;

{ {

2 米
~ 一

` ,!\ \.l
、
l、、

图 5 甘 孜尼亚 朗果第四 纪黄土 中的古地震裂缝素描

( 3 ) 地震塌陷
:

在上述地震断层发育地段
,

地震塌陷亦比较普遍
,

其中尤以尼亚朗果

至朗哲一段较 为明显
。

如朗哲一带地处古河道
,

由于地震强烈振动产生砂上液化
,

使地面下

沉
。

形成长达数公里的沼泽凹地
,

凹 地横剖面见有 2一 3 个阶梯状陡坎
,

可能是多期地震作

用形成
,

凹地终年积水
,

其走向与甘孜一马尼干戈断裂一致
。

3
.

几点认识

通过对该区古地震遗迹的初步研究
,

我们得出如 下几点认识
: `

( 1 ) 该区古地震遗迹主要沿甘孜一马尼干戈断裂呈带状分布, 、 地震断层的力学性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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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组合型式反映这些古地震是甘孜一马尼干戈断裂左旋走向滑动的结果
。

( 2 )发生在甘孜一马尼干戈断裂带上的古地震遗迹集中分布在甘孜 绒 坝 岔 一拖坝之

间
,

与 1 8 6 6年甘孜地震极震区的震害分布范围大体一致
。

表明
“
古震

”
与

“ 近震
”
具有在同

一地点重复发生的特征
。

( 3 ) 从古地震断层错切不同时期地层及其新老关系来看
,

初步认为沿甘孜一马尼干戈

断裂带的古地震至少有两个活跃期
。

第一活跃期为晚更新世
,

如尼亚朗果 一 朗 哲的地震塌

陷
。

从塌陷存在的 2一 3 个阶梯状陡坎来看
,

表明它至少曾发生过 2 一 3 次古地震事件 ; 第

二活跃期应为全新世早期
,

如甘孜地震断层群
。

从其相互切割关系看至 少 有两 次古地震事

件
。

( 4 ) 从这次在生康丹果附近发现的规模甚大的追踪裂缝业结合这次地震震害的分布
,

我们建议 1 8 6 6年甘孜地震震中定在生康丹果附近为宜
,

震级定为 7含级较为合适
。

该区古地震的研究工作目前仅仅才是开始
,

尚缺乏地震学的年代资料
,

很难揭示该区古

地震的重复周期及弱震活动率
,

这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

( 四川省地屁局 唐荣昌 黄祖智 )

( 本文 1 9 5 4年 s 月 1 0日收到 )

P RE L IM IN AR Y S T U D Y I N T H E H I S T O R IC AL S I T E S O F

P A L E O
一
E AR T H Q U AK E S IN G A N Z I A R E A

T a n 9 Y 0 n g e h a n g H u a n g Z u z h i

( S
e i s m o l o g i e a l B u r e a u o f S i e h u a n P r o v i n e e ,

C h i n a
)

2 ) 成都地及大队地展地质队石棉组
,

四川甘孜生康地展宏观 考察报 告
,
1 9 7 3

青海祁连县默勒 5
.

0级地震
介

1 9 5 4年 2 月 1 7日 1 0点3 7分青海省祁连县东南 ( 3 7
0

4 2 `
N

,
1 0 0

“
1 0

`
E ) 发 生 了 5 级地震

( 青海台网测定 )
。 `

该 区曾于 2 月 13 一 16 日 发 生 3 次 M L 二 2
.

。一 3
.

6级地 震
,

截止 2 月 21 日

共发生 7 次M
L 二 2

.

8一 3
.

3级余震
。

青海省地震局及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联合对这次地震进行了考察
。

1
.

地及影响场

我们主要依据震区房屋损坏程度
、

室内物 品受震状态
,

参照 《 新中国地震烈度表 》 分析

.
参加考察的有

:

青海 省地展局伍建平
、

张瑞斌
、

何伟
、

林彤
、

杨俊峰
、

兰州地震研究所向光 中
、

苏 向洲等 同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