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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卫星影象解析兰州地区的地屁构造特征

1
。

, ,

兰州地区地质构造复杂
,

且大部地区为黄土筱盖
,

因此虽然以往 做 了 不 少地展地质工

作
,
但对该区的地震构造条件的认识尚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

本文试图根据卫星影象的解译

结果
,

分析兰州及其邻近地区活动断裂的展布特征及其与地震的关系
,

为该区地震危险性的

研究及地展预报提供资料
。

解译时主要使用了多光谱扫描 ( M s s ) 4一 7 波段的 1 : 1 00 万相片及假彩色合成相片
。

解译方法以目视为主
,

并做了假彩色密度分割的图象增强处理和位相光 栅 衍 射 线性增强处

理 〔 i 〕。

在兰州市区附近还使用航空照片进行了立体观察
。

2
.

断翻构造解译

根据解译结果
,

兰州及其邻近地 区主要断裂带及其影象特征如表 1所示
。

衰 1 兰州及其邻近地 区主要断砚带形象特征

北 西

N 6 0一 6 0
.

W )

载状形态清晰
,

延仲 长而宽
,

成带 出现
,

多被其他走 向线形切割
。

断裂带 上 的 构 遭地

貌
,

如 山资
、

水系变形
、

断层陡坎及断头断尾

河多见 ( 压性 )

兴隆山一马衡 山断暇 .

沙井释一 X官份断暇 .

北 东

N 4 0 ee 6 0
.

E )

线形短 而粗
,

呈断续分布且具有成带性
,

断层崖
、

谷多见
,

断层两侧常有明显 色 祠 异

常
,

在黄土狡 盖区多 为线形谷 ( 多显张性 )

水端悲东向断暇 .

临 X 一端污断城构造 ,

北北西一南北

( N S一 N 3 0
.

W

线形 明显
,

断层线两侧 色调差异显著
,

多

直 线状延伸
,

兰州以 西尤为发育
,

多切例其他

构造 ( 左旋压性为主 )

北 西西一东西

N 7 5一 90
.

W )

多为短小的线形
,

零星 分布
,

兴隆山北缘

见断层崖
,

并断错山脊
、

水系
,

是控制兰州盆

地的主要构造

总体看来
,

兰州地区的 4 组主要断裂构造带均具有成带分布的特点
,

它们互相交切
,

呈

网络状分布
。

本文涉及的范围和解译结果显示的断裂展布特征如图 1 所示
。

兴隆山一马衔山断裂带是该区的主要构造带
,

它由数条大致平行的或断续相连的断层组

成
,
走向 N SO一 60

O

W
。

其西北段雾宿山一带
,

断层的延伸比较复杂
,
常被其他走 向 断裂所

截接 , 中段沿兴隆山与马衔山之间通过
,

连续性好
,

构成狭长的断裂谷 , 东南段亦呈直线状

延伸
,
从地貌陡坎及内官营附近断尾河的分布

,

显示 了它们存在及其现今的强烈活动
。

从更

大范围看
, 山脊及分水岭的走向亦多为北西向

,

也说明北西 向构 造 是 该 区 最 主要的构造

( 图 2 )
。

此外
,
北东向构造带控制了兰州地区地势从西北向东南递降 ( 参见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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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兰州及其邻 区卫 片解译主共断裂与农中分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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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甘索中部地区地形略图
图 3 兰州周围地区主压应 力方向分布图

( 目中 1一 吕为兰州绝 , 研究所考交扭 告 . 8一
6拐文从〔 4 〕 , . 一 9 为兰州地胜研究厉 研究结

果 , 1 0为该所实目结果 》

根据表 1所列的断裂活动性质
,

即北西向断裂多为压性
,

北东向以张性为主
,
北北西向

从右旋压性为特征
,

推断兰州及其邻区构造应力场的主压应力方向为北东向
,

这一推断与近

年来的其他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 图 3 )
。

吕
.

地 , 分布与活动断级的关系

兰州及其邻区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至 19 8 6年底
,

共发生M 。》 4
.

7级 地震 12 次〔幻
。

这 12 次

中强地展屁中附近主要活动断裂及构造特征
,

包括环形构造 ( 环形影象 ) 与地震分布的关系

列于表 2 中
。

根据表 2 及前述构造特点
,

现将兰州及其邻区地震分布特征概括如下
.

( 1 ) 中强展主要分布在北西向和北北西向构造的交点 或者 在 它们与其它走向断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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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卫星影象解析兰州地区的地震构造特征

交点附近
。

( 2 )北西向构造是中强震发震的最主要的构造
,

地热泉水的分布亦为北西向
,

表明有

地下深部的构造背景 ( 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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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兰州以南分布有以兴隆山为中心

的直径约 6 0一70 公里的环形 构 造 ( 环 形 影

象 )
,

可能是地壳深层块体构造活动的反映
,

4 级以上的历史地震活动多集中于环形构造

的边缘
,
主要发生在活动断裂与环形构造的

交点附近 (图 1
、

表 1 )
。

由图 4 可 以发现
,

兴隆环形构造的周边
,

温泉呈环状分布
。

在

该环形构造的边缘
,

中强地震的分布也比较

多
。

关于该环形构造的成因
,

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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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兰州一西宁地 区热水分布示意 图

( 据地质 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所
,

1 97 9 )

《 4 ) 公元 1 1 2 5年 7 级地震是发生在兰州地区的最大的一次地震
,

由于年代久远
,

其发

展的具体地点及其构造特征仅据历史记载及地表的一些现象已难以确定
。

本文根据对遥感图

象的分析结果进行简略讨论
。

其一
,

兰州及其邻区 M > 4
。
7级地震震中分布的构 造 条件

,

主

要与北西向
,
北北西向及北东向断裂的关系较为密切

。

因此 1 1 2 5年 7 级地震亦应具备这种条

件
。

其次
,
环形构造边缘是该区中强地展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带

。

而兰州市即位于环形构造的

北部边缘
,
且是该区盆地与隆起交界

、

地貌差异最为明显
、

新构造运动最为强烈的地段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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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两点
,

作者认为中国地震目录所给出的 1 12 5年兰州 7 级地震震中位置大致上是

正确的
。

4
。

抢`

通过卫片解译
,

本文首次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兰州地区的地震构造的基本特征
,

认为北西

向
、

北北西向一近南北向
、

北东向
、

北西西一近东西向等 4 组断裂构造互相交切呈网络状的

分布形态是该区的基本构造格局
。

历史上中强震多发生在上述不同走向构造的交切部位
,

即

网络状构造的
“
结点

,
附近

。

而兴隆山环形构造与地震活动的关系也不容忽视
。

本文以宏观构造格局研究为重点
,

除对兰州市区进行了一些航片解释外
,

主要是卫片解

译
。

因此研究结果可能有一定的片面性
。

对于兰州市及其周围的构造情况及 112 5年 7 级地震

的发展构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 本文 1 9 8 7年 3 月 5 日收到 )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邹道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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