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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金断裂东段断层泥特征

及断层滑动方式
’

吕德徽
’

向光中

(国家地衷局兰 州地衷研究所 )

摘 要

本文用扫描电镜
、

x 衍射等方法对阿 尔金断裂东段断层泥的特征
、

断层活动

强度及断层滑动方式进行 了研究
,

获得 了如下结论
:

( 1) 阿尔金断裂东段的活动 强度自晚更新世以后
,

由西往东逐渐减弱
。

(2 )该断裂东段在第四纪 以来至少发生过 2一 3 次古地衷事件
。

( 3) 全新世 以来
,

一

该断裂的肃北至阿克塞一段 以粘滑为主
,

而东边时巴个峡

至昌马大坝之间断裂的滑动方式则为蠕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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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
,

断层的滑动方式可以分为粘滑和蠕滑两种
。

由于前者伴随有地震
,

而后者

不发生地震
,

因此
,

鉴定断层的滑动方式
,

特别是活断层的粘滑
,

有着重要的意义
.

阿尔金

断裂带是我国西部地区的一条主要的活动断裂带
。

其现代活动方式如何
,

这是人们极为

关注
,

也是需要予以研究的问题
.

在该断裂的东段
,

断层泥十分发育
,

作者试图通过对阿
’

尔金断裂东段的断层泥研究
,

确定该段的滑动方式及活动时代
.

二
、

阿尔金断裂东段断层泥特征

阿尔金断裂东段的范围是
:

西起安南坝
,

往东经阿克塞
、

肃北至赤金堡以东
。

沿此带

断层泥十分发育
,

但各段的出露情况及断层握的类型及宏观特征并不完全相似
,

而且其

厚度也有明显差异
.

1
.

各类断层泥的分布概况
”

阿尔金断裂东段的断层泥主要出露在昌马大坝以西的一些地段
,

而大坝以东
,

断层

泥很不发育
。

各段样品采样位置如图 l 所示
。

昌马大坝以西地段所见到的断层泥有以下

几种
:

( l) 黑色断层泥

.

地胜科学联合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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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阿尔金断裂断层泥米样位笠分布图

1
.

阿尔金断裂 , 2
.

断裂带上的横向河流 ,

3
.

采样地点及样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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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育在昌马大坝以西至巴个峡和好布拉至肃北县三个泉两个地段内
,

在阿克赛

以西的小鄂博图至大鄂博图地段内虽然也有出露
,

但规模不很大
。

另外
,

在安南坝以南及

莫尔沟也有该类断层泥出露
。

前两个地段内的断层泥厚度一般为几米到十余米
。

断层泥

内有大小不等的磨砾
,

呈半棱角状或椭圆状
。

磨砾直径一般为 3一 4 厘米
,

有的巨大磨砾

的直径可达 1米左右
,

最大可达 3 米
.

通常
,

磨砾硅化作用较深
,

质地坚硬
,

椭圆状磨栋的

长轴排列略显定向
。

在昌马大坝附近
,

可以见到黑色断层泥呈细脉状穿入围岩内
,

另外也

有的呈小透镜状分布在断层面附近
,

长轴与断面平行
,

但与断面 附近的劈理斜交
。

(2 )黄绿色断层泥和紫红色断层泥
-

主要出露在阿克赛长草沟一带
,

在青石峡附近也有出露
。

断层泥的厚度不大
,

通常不

超过 0
.

5米
,

其中没有较大的磨砾
,

只有半棱角状的碎粒
。

上述两种断层泥互相伴生时
,

具有十分清楚的界线
,

同时与附近围岩的界线也很清楚
,

这种现象在长草沟内特别明显
,

可能与第四纪以来断层的多期活动有关
。

2
.

断层泥的组分特征

灰方次断层泥主要由岩屑
、

原生矿物
、

次生矿物和有机碳组成
。

岩屑包括板岩
、

硅质岩
、

岩
、

砂岩及片岩等
。

原生矿物主要为长石
、

石英和云母
。

次生矿物有粘土矿物
、

绢示母
、

解石及石膏等
,

其中粘土矿物为主要成分
。

一般岩屑和原生矿物的含量为 20 一勒%
,

生矿物占 6 0一 80 %
,

有机碳平均含量为 0
.

“ %左右
。

径 D / M A X / 班 xB 衍射仪鉴定
,

得到

各种粘土矿物 (粒级< 2 微米)的含量如表 1所示
。 _

在阿尔金断裂东段的断层泥中
,

粘土矿物的成分主要是伊利石
,

其次为绿泥石
,

再其

次为高岭石
。

su ~
is 和 l刀 , “ ( 19 7 7) ` , ,指出

,

一些粘土矿物 (如高岭石等 )在干燥条件下

容易发生粘滑
。

粘土矿物的稳定性与它的极限摩擦强度紧密相关 2tJ
。

高岭石的极限摩擦

强度高
,

蒙脱石的强度低
,

具有显著的稳定性
,

绿泥石和伊利石介于其间
。

马瑾等 ( 1 9 85)

指出
,

在一定围压下
,

伊利石断层泥在 20 0℃和 6 00 ℃时强度低
,

表现为稳滑 ; 在 3 5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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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4℃时强度高
,

表现为粘滑〔幻
。

因此
,

在一定的围压下
,

当温度为 35 0一 480 ℃时
,

该段断

层泥可以发生粘滑
。

表 1 断层泥中粘土矿物的百分含t

礁礁瓢瓢
蒙脱石石 伊利石石 高岭石石 绿泥石石 其它矿物物 断层泥颜色色 采样地点点

AAA O 一 111 OOO 5999 4 111 OOO 长石石 黑黑 阿尔金东端端
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出山口口

SSS G一 111 OOO 4666 OOO 5444 长石
,

方解石石 黑 色色 三个泉泉

CCC O一 111
一

OOO 6 1
`̀

777 3 222 长石
,

方解石石 紫红色色 长草沟沟

CCC O一 222 OOO 6111 777 3222 长石石 灰绿色
、、

同上上

(((灯一 333 OOO 8333 333 1444 长石石 灰白色色 同上上

CCC O 一 444 OOO 2666 2222 5222 方解石石 黄绿色色
. 、 .

同上上

XXX O 一 222 OOO 5 ...5 999 3 666 徽里长石石 黑 色色 小那博图图

XXX O 一 333 OOO 2 111 OOO 7 999 长石
,

微里方解石石 黄绿色色 同上上

XXX O 一 444 OOO 47
`̀

888
`

4555 长石
,

方解石石 深灰色色 同上上

XXX O 一 555 OOO 5 111 666 4 333 长石
,

徽盈方解石石 黄 色色 同上上

XXX O 一 777 OOO 444 OOO 9 666 长石
,

方解石石 黄绿色色 同上上

.3 断层泥的化学成分
r

二各种断层泥的化学成分含量有明显的不同 (表 2)
,

这与断层泥的矿物组分有关
。

黑

色断层泥除含有较多的伊利石和绿泥石外
,

还含有长石和方解石
,

其iS压含量大于 5 0写
,

IT O Z + lA刃
3

含量高于 ls %
,

eF
2s0 含量为 .3 2一 3

.

95 %
,

eF o 含量为 4
.

39 一 4
.

67 %
。

黄绿色断层泥含有长石和方解石两种矿物
,

其中的日氏 和 iT q 十从。 :

的含量不太稳定
,

·

但 。 O和 M 80 的含量较高
,

伪 0含量高达 6
.

87 %
,

砚0 含量可高达 18
.

35 %
。

表 2 各类断层泥的化学全分析

, 气

... 号号 禅品名称称 日 0 222 n 。 十闺泛朽朽卜;;;o2 氏 2伪伪 r知 OOO C口 000 峋 OOO 筑 2 000 aN扣扣 N式OOO (知ppp M月 000 H ZO --- 心 O十十 灼减减

狱狱翔一 lll 燕色断层泥
··

50
.

7 999 2 1
.

3 555 9
.

J 444 3
.

9 555 4
.

6 777 I
。

4 888 3
.

8 666 乐 8 333 0
.

8 777 0
.

0 1333 0
.

0 0111 0
.

2】000 1 5 666 6
.

3 444 8 6666

(((灯一 ]]] 紫红色断层泥泥 6 0
.

4 666 1 5
。

] 888 7
.

朋朋 4
.

7 222 2
.

6 666 0
.

6 111 5
。

1 111 2
.

6 333 ]
.

7 000 0
.

0 0333 .0 0 0111 0
.

1 7 222 2
。

8 222 5
.

2 000 6
.

1 444

〔〔力一 222 灰绿色断层泥泥 6 9
.

1 222 1 3
.

3 333 】
。

6 222 l
。

Z JJJ 众 3 777 1
.

3 666 2
。

4888 2 5 000 0 5 000 0
.

0的的 .0 00111 0
.

2 1333 l
。

0 444 3
.

3000 3
。

7 222

CCC G一 333 灰白色断层泥泥 6 5
.

I JJJ 1 6
.

5 777 4
.

7 000 1
。

4 444 2 9 444 1
.

3 999 2
.

9 000 4
.

2 777 .0 6 000 0 0 0111 氏 0 0111 0
.

1 3333 0
.

3 222 2
`

6 666 5 0 444

CCCO一 444 价绿色断层泥泥 4 0
.

2222 1 3
.

2 000 1 7
。

妞妞 6
.

0 000 1.0 6 444 6
。

8 777 Jl
。

4 666 .0 6 777 1
.

4 777 0
.

0 J333 0
.

0 0555 0
.

0 ] 666 0
。

5 888 6
.

0000 9
.

J444

XXX O一 222 燕色断层泥泥 刹
。

0??? 2 0
。

四四 忍
。

0888 3
。

2 000 东 3 999 0
.

3 555 4
。

邓邓 人 8 777 0
.

5 333 0
.

00777 .0 0 0111 0
.

1 , 333 2
。

3 222 6
.

7 000 8
。

3 444

XXX O一 333 黄绿色断层泥泥 5 2
。

0 666 15
.

6 444 1 1
.

2666 4
.

2 666 6
.

3 000 3
.

4 888 9
.

5 222 1
.

9 000 2
.

1??? 0
.

02 222 认 0 0 555 n , , 通通 0
。

4 222 5
、

洲洲 5
。

4 222

XXX O一 444 深灰色晰层泥泥 的
.

0 666 1 8
.

1555 6
。

竹竹 1
。

9 555 4
.

3 444 1
.

3 999 4
.

4 222 压 4 000 0
。

5 777 0
.

00999 .0 0 0 1111111111111 1
。

5 444
勺勺

6
.

7 444
XXX O一 444 深灰色断层泥泥 5 9

.

0 666 1吕
.

1 555 6
.

汁汁 l
。

9 555 4
。

3 444 】
.

3口口 4
。

4 222 轰 4 000 0 5 777 O
。

0的的 氏 00 111 0
.

1 1 555 l
。

5 444 6
.

2666 6
。

7 444

XXX O一 555 货色断层泥泥 阴
.

6吕吕 1 5
.

7 ,,
.

6
.

0111 2
。

4 333 氏 2 222 1
.

9 111 5
。

7 333 人 1 333 工
.

6 333 0
.

0 0111 氏 00111 0
.

J1 555 1 2 22222 6
.

4666XXX O一 ,, 黄姆色断层泥泥 2 5
。

3 ,, 2 1
.

0 555 2 0
。

8 666 1 6
。

8 777 人 5幼幼 2
.

2 666 1 8
.

3 555 .0 6 777 0
.

3 333 0
.

0 J000 .0 0 0】】 0
,

07777 0
.

5 444 6
.

2 666 】1
.

0888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1833333 5
、

30000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
。

7 88888

力刀叼
冲

.4 断层泥中的有机碳含量

用CS 一 3 4 4 碳硫分析仪测定断层泥中的有机碳含量
。

结果表明断层泥的颜色与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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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的含量有关
,

随着有机碳的含量增高断层泥的颜色也加深 (表 3 )
。

黑色断层泥中有机

碳含量比浅色断层泥平均高 10 倍
,

而最高含量是最低含量的 50 倍
。

表 3 断层泥的有机碳含 t

样样品编号号 断层泥颜色色 有机碳含盈c( % ))) 围岩类型型 采样地点点

AAA G一 B S一 lll 黑 色色 1
.

4444 砂页岩岩 阿尔金头头

AAA G一 111 黑 色色 1
。

5333 砂页岩岩 阿尔金东端出山口口

SSS G一 111 黑 色色 1
.

0222 片麻岩岩 三个泉泉

OOO G一 333 灰白色色 0
.

0444 砾 岩岩 长苹沟沟

OOOG一 444 黄绿色色 0
.

1000 砾 岩岩 长草沟沟
XXX O一 222 黑

’

色色 0
.

8555 砂砾岩岩 小那博头头

XXX G一 444 深灰色色 0
.

8111 砂砾岩岩 同上上

XXX O , 555 浅黄色色 0
.

0333 石英透闪石片岩岩 同上上

XXX G一 666 黄绿色色 0
.

0666 石英透闪石片岩岩 同上上

造成断层泥中有机碳富集的原因是
:

( l) 围岩内常常含有有机碳
,

如碳质页岩
、

砂砾岩等
。

( 2) 渗入水沿断裂和微裂隙活动为断层泥带来大量的有机质
.

( 3) 由于断层多次活动
,

使断层泥的粒度变细
,

粘土矿物含量增加
,

而粒度细小的粘

土矿物表面积大
,

易于大量吸附有机质
.

( 4) 具层状结构的矿物如云母及粘土矿物
,

由子它们具有层状空间
,

能容纳有机质
,

使有机碳在压实作用下保存下来
。

三
、

断层泥中石英颗粒的形态和表面特征
1

.

石英颗粒形态

( l) 尖棱角状 这类形态的石英颗粒
,

主要见于阿克赛以西地段的断层泥内 (照片

l
、

2 )
。

( 2 )半棱角状 出露于昌马大坝
、

阿克赛附近和长草沟 (照片 3
、

4
、

5 )
,

但在不同地点

的石英颗粒的表面光滑程度不一样

( 3) 半滚圆状 见于肃北三个泉及长草沟断层泥内 (照片 6
、

7
、

8 )
,

不同地点的颗粒

表面光滑程度不相同
.

2
.

石英颗粒表面的溶蚀程度

按金折裕司的分类法以
5 , 石英颗粒表面溶蚀的程度可分为以下几类

:

.

( 1 )贝壳状或亚贝壳状 (I 类 )

见于长草沟一带及西部地段
.

这类石英颗粒表面通常光滑干净
,

呈棱角状 (照片 1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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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桔皮状 (I类 )
.

主要见于长草沟附近的断层泥内
。

表面具有轻微的起伏
,

突峰部分延伸可以分支或

合并
,

表面较光滑或与光滑干净表面伴生 (照片 7
、

9 )
。

( 3 )鱼鳞片状 ( l 类 )

见于大鄂博图断层岩内
。

呈半圆形或 U形小浅坑
,

起伏不大
,

排列规则
,

状似鱼鳞
,

伴

有小 v 形坑及光滑的表面 (照片 10)
。

、

“ )蠢虫状 ( l 类 )

见于肃北三个泉断层泥内
。

石英颗粒表面不孜起伏不平
,

而且有弯曲蜿延的沟 (照片

6 )
。

( 5 )坑孔状 ( l 类 )

在阿尔金断裂东段的断层泥内均有发现
,

但保存的完好程度有所不同
。

除巴个峡以

东的黑色断层泥中石英颗粒表面保存有完好的孔坑状结构外
,

其他地段如长草沟附近断

层泥内的石英颗粒表面
,

坑孔状结构与贝壳状结构相伴生
。

这类坑孔呈半球状或不规则

状
,

坑孔深度也较大 (照片 3
、

1 1
、

1 2)
。

1
.

此外
,

利用干涉仪观察石英颗粒表面的侵蚀情况
,

其结果可按强弱程度分为 5级
,

其

中 0级和 1 级相当于上述溶蚀程度第一类
,

其他级别与溶蚀类别等同
。

对长草沟和小鄂

博图样品的观察
、
表明以

,

p一 3 级占绝大多数 (图 2 ) `

二二二二二

X G 一

n 二 6 5

C G 一 1

n 二 4 5

熬

图 2 石 英顺拉表面使性程度的频率

分布 ( n
为统计颗拉数 )

珑
.

Z F叫
u c n
卿 of d砚沪OC of OC rr 田」O n of quar tz

少川 n s U叮f . 以习

.3 石英颗粒表面破裂及变形

如果石英颗粒表面光滑情况和其形

成的时间有关
,

那么其表面的破裂特征

则与断裂时的受力和变形方式有关
。

该

断裂中断层泥石英颗粒的破裂变形类型

有
:

厂

( l) 疲劳纹 见于阿克赛附近
,

表面
`

呈现起伏的纹理 、 粗细不一
,

彼此基本

平行
,

但有时略显弯曲状 (照片 1 3 )
。

( 2) 阶状破裂 见于阿克赛附近的断

层泥内
,

在同一颗粒面上
,

阶步规模不

一致
,

阶
“

坎
”

高度相差悬殊
。

其中有

的破裂在平面上显示弯曲
,

即所谓 ,’ 破

裂舌
”

或劈理舌 (照片 1 4)
。

( 3) 楔形破裂 与阶状破裂见于同一

地区
,

破裂纹构成锐角状的楔形
。

可能

是由两组阶状破裂发展 以至相交而成

(照片 1 5 )
。

(4 ) 河流花样 见于长草沟断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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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

在其以西地段也有发现
。

特征是沿一条主破裂的一侧或两侧发育有次一级破裂
,

形似

河流的支流 (照片 16 )
。

、

( 5) x 形破裂 见于小鄂博图断层泥内石英脉的颗粒表面
,

石英颗粒呈尖棱角形
,

破

裂交角非常清楚
,

无溶蚀痕迹 (照片 1 )
。

( 6) 放射状破裂 见于阿克塞附近断层泥内
,

这类破裂发生在凹坑的端部附近
,

围绕

其顶端呈放射状排列
。

通常长度不大
,

裂口呈扁豆状
,

具有张性特征
,

与这种裂纹伴生

的凹坑面具有贝壳状特点
,

表明这类破裂的形成与快速冲击有关 (照片 1 7 )
。

(7 ) 瓦内线 由两组解理破裂组合而成
,

并出现有一
“

尖端
”

形态
,

这种现象往往出

现在极脆的金属上
.

当石英表面发生解理破裂时
,

其裂纹快速扩展
,

这可能与地震时断

层的快速活动有关 (照片 2 1 )
。

4
.

石英颗粒表面的凹坑

这类凹坑与溶蚀的坑穴在成因上完全不同
。

溶蚀坑穴是一种化学作用
。

本节所述之凹坑

是石英颗粒受力作用后的机械破碎的表现
。

凹坑种类如下
:

( l) 楔形凹坑见于阿克塞附近的一些断层泥内
。

这类凹坑通常较深
,

坑底呈锐角状
,

有的石英颗粒表面所见的菱形锥坑可能是楔状坑或 v 形坑的组合 (照片 2
、

5
、

1 8 )
。

楔形

坑的形成与遭受快速冲击有关
。

( 2 )舌形坑见于阿克塞附近的一些断层泥内
。

这类凹坑的特点是坑底较平
,

而且较

宽
,

大多数凹坑的前端比较圆滑
,

即使坑边相交
,

其角也较圆钝
,

有的前端出现放射状裂

纹 (照片 1 7
、

1 9 )
。

( 3 ) v 形坑 阿克塞附近断层泥内有的石英颗粒表面上可见到这类凹坑
,

实际上是一

种三角锥形的凹坑 (照片 1 9 )
。

在长草沟断层泥内可以见到轮廓模糊的 v 形坑
,

这是受溶

蚀作用的结果 (照片 2 0 )
。

四
、

阿尔金断裂东段活动方式讨论
、

1
.

阿尔金断裂最初形成于古生代以前
,

新生代以来曾发生过强烈的活动
。

野外调查

表明
,

西起安南坝
,

东至昌马大坝
,

上更新统的砾石层均被该断层错断
。

自晚更新世以后
,

其各段的活动情况是有区别的
,

不仅表现在一些纹沟的错动上
,

也表现在断层泥内石英

颖粒表面溶蚀程度上
。

东段从巴个峡至昌马大坝
,

断层泥中石英颗粒表面溶蚀程度最强
,

主要为一些孔一穴型的溶蚀现象
,

并未见其它类型的溶蚀现象
。

在西段断层泥中石英颗

粒表面光滑
,

溶蚀较弱
,

尤其在阿克塞一带或长草沟附近更为清楚
。

呈尖棱角状的石英颗

粒在这一地段断层泥内也比较常见
。

由此可知
,

阿尔金断裂东段的活动强度
,

自晚更新世

以后
,

由西往东逐渐减弱
,

这一点与宏观调察结果是一致的
。

2
.

小鄂博图剖面中 (图 3) 样品编号为 x G 一 1 和 x G 一 5 的断层泥内石英颗粒的侵蚀

特征 (图 4) 表明
,

断层的主活动期大约在 25 0 0 0年至 3 00 0 0年之间
,

没显示断层在晚更

新世以后的活动迹象
。

可是在同一地点断裂带内呈脉状穿入断层泥中的石英颗粒却表现

出主活动期约在 1 5 0 00年前
,

并延续到晚更新世以后
。

由此可以推测
,

阿尔金断裂自第四

纪以来至少发生过 2一 3 次较主要的活动
,

这些事件可能与古地震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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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三〕2

图 3 阿克塞县小郑博图沟活动断层紊描图

P逗
.

3 kS ct 出 am p of act 加
c 加ult in 奴 C恤nI 自, 咙如 u of A改翻目

区巫〕
3

( b助 yt

1
.

次生黄土夹砂
、

砾石 , 2
.

砂透镜体口
.

用干涉法确定年代的样品及编号 ,①灰绿色断层泥 (主要成份为绿泥

石 ) ,②黄褐色砾石 (主要为角砾 )
,

成份较杂 .③灰绿色砾石层 (含砾
、

枯土较多 )粒径较小 .④风化成碎粉末状呈白

色的石英脉 ;⑤石英透闪片岩 ; ⑧黄褐色细砾石层 ;⑦全新世砂
、

砾石层
,

成份不均一
,

粒径较粗 .⑧黄揭
、

灰黑色断

层泥和粉碎磨砾岩胶结 ;⑧含细砾
、

细砂粉碎岩
、

断层狱风化面呈黄褐色
、

新鲜面呈灰色卜@灰绿色
、

黑色
、

萦红色

断层泥夹灰绿色大磨砾
、

碎裂岩等 ; O灰绿色大磨砾 . 0 灰绿色
、

黑色
、

紫红色磨砾
、

碎裂岩 ; O黑色断层泥 , O紫红

色断层泥夹黄绿色
、

白色磨砾 ;@灰绿色硅质粉碎岩 , O紫红色断层泥夹白色砾石 ; 0 黄色断层泥夹细砾 ; 0 黄色磨

砾 、 O 紫色
、

绿色泥状物 、 0 黄绿色磨砾 , 0 紫红色断层泥夹白色磨砾 、 g 黑色断层泥
,

xG I
、

2
、

3
、

5 : 2 50 0 0~ 3。。00

年 . x O 6
: 1 5 00 0年

对在长草沟断层处所取的 cG 一 3样品 (图 4) 的鉴定表明
,

该处断层主活动期亦在
2 5 0 00一 3 00 0 0年之间

,

以后的活动对其影响不大
.

可是份一 1 样品中的石英颗粒表面 v

形坑外形模糊
,

并与 皿类或 W类溶蚀伴生
,

表明石英颗粒形成时间较早
,

受断层多次活动

麟攀 影响的结果
。

图 4

曳
.

阿克塞县长草沟活动断层素描图

1
.

次生黄土邝
.

砾石层夹砂侈
.

砂岩月
.

砾岩 ,

5
.

断层挤压破碎带 , 6
.

碎裂岩
、

压碎岩及断层泥带 ;

① co 一 1紫红色断层泥 ;②CG 一 2灰绿色断层泥 ;

③仍 一 3灰白色断层泥夹磨砾 ,

④co 一 ; 黄绿色断层泥岌磨砾
.

kS
o t比 anI p 诚 act ive fa lut in t比 X场此加 tou of A改CS 画 O川 n

yt

3
.

在肃北及阿克塞一带
,

阿

尔金断裂带的断层泥中的石英颗

粒表现出明显的脆性破裂特征
,

如放射状张性裂开
、

楔形坑
、

舌形

坑
、

深撞击槽
、

瓦内线
、

阶梯状解

理等
,

这些都是由快速冲击而形

成的〔幻 。

所以可以认为这一带断

层的活动属粘滑性质
。

而东段巴

个峡至昌马大坝之间
,

断层泥中

石英颗粒磨圆度较好
,

表面有小
v 型坑

,

表明该段的活动性较西

段弱
。

在这一段内分布着黑色断

层泥
,

其厚度最大可达 10 米 以

上
,

同时有的黑色断层泥具有柔

性变形并呈细脉挤入周围的片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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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
。

这些迹象均与缓慢的柔性挤压有关
,

因此该段断层的活动以蠕滑为主
。

本所王多杰 等同志参加了野外工作
,

在工作中得到国家地震局北京地质研究所青

怀济
、

郭金弟
、

西南石油管理局研究院张天刚
、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王有孝
、

李

节通
、

吕德宣等同志的帮助
,

在此表示感谢
。

(本文 199 2 年 9 月 8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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