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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野外调查和航片解译结果，对 1927年古浪 8级大震产生的主要地质 

灾害——地震破裂带、滑坡和裂缝及其展布特征进行了描述，并对该次地震的破坏特 

征及其控制因素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古浪地震的地袁破坏明显受地形和岩土类型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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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927年 5月 23日在甘肃省的古浪地区发生了一次 8级大震，震中烈度达Ⅺ度 它是河西 

走廊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破坏性地震．地震时在震中区发生了大量的滑坡、崩塌以及地震 

陡坎、沟槽、鼓包、裂缝等地面破坏现象 前人 I-4]虽对该次地震 的破裂带、发震构造、烈度分 

布及地震损失进行过调查研究，但对该次地震的地质灾害尚未进行过系统研究 本文在古浪活 

动断裂填图工作的基础上，通过野外补充调查和航片解译，对古浪地震的主要地质灾害——地 

震破裂带、滑坡和裂缝及其展布特征进行了描述，并对该次地震的破坏特征及其控制因素进行 

了探讨． 

1 古浪地震地表破裂带展布和破裂特征 

古浪地震在地表形成了数条不同方向、不同规模和不同性质的破裂带 这些破裂带第四纪 

活动迹象不明显 有些破裂带未沿断裂分布，有些虽分布在断裂带上，但也不完全受断裂 的限 

制 这些破裂带主要分布在该次地震的极震区内 主要的地震破裂带有：塔儿庄一水峡 口破裂 

带、下方寨一严家新庄破裂带、中坝破裂带、上寺破裂带和西山堡一跌落崖破裂带(图 1)下面分 

别介绍这些破裂带展布形态和破裂特征 

I．1 塔儿庄．水峡口破裂带 

该破裂带西起塔儿庄，向东终止于严家新庄西侧的水峡 口，总体走向N60。W，长21 km 主 

要由地震沟槽 、陡坎和裂缝组成，是古浪地震区规模最大、形变现象最丰富最强烈 的破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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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破裂带内地震淘槽最发育，至今仍很清楚 其 

宽度一般为 7～15 m，最宽处达 20 m，深度一般 

为 1 5～3m，最深处达 4．3m 这些沟槽主要发 

生在第四纪松散沉积物 中．局部可见基岩 地震 

陡坎皆表现为南高北低，坎 高一般为 1 5～3 

m，最高者达 5．4 m 地 震裂缝 局部呈雁行式排 

列，主要发 生在黄 土中 局 部地段 可见基岩裂 

缝．在调查 中没有见到该破裂带第四纪活动的 

迹象． 

1．2 下方寨．严家新庄破裂带 

该破裂带位于塔儿庄。水峡口破裂带以北 2 
～ 4 km处，二者近于平行 它西起下方寨，东止 

于严家新庄，长 23 km，总体走 向 N56。W．主要 

由地震陡坎组成．沿破裂带还 可见多处黄土滑 

坡．该破裂带 由于发生在 山前 冲洪积扇及矮黄 

土峁粱上，多数地段 已遭破坏，但仍可断断续续 

见到．陡坎高度从下方寨的 0．6～2 m 到严家新 

庄附近增加到 7．4 m，反映了从西向东其破坏程 

度增强 ．在严家新庄挖掘 的探槽(图 2)剖面显 

示，陡坎发生在第四系松散层中，上层为 1 7～ 

2 2 m厚的黄土，下层为冲洪积砂砾层，是断裂 

由南向北逆冲挤压的结果 

1．3 中坝破裂带 

图l 1927年古浪 8级地震震中区 

烈度及破裂带分布 
F 1 Epieentr~J intensity and rupture s of 

the Gu]ang M s8 ~rthquake in I927 

1逆冲-挤压性地震破裂带； 2张性地震破裂带i 

3走滑括动断裂； 4古浪地震滑坡群； 5古浪地 

震余震； 6古琅地震震中； 7等震线； 8水系 

该破裂带位于上下中坝之间，总体走向N20。W，长 1 5 km，主要由陡坎、鼓粱及鼓包组成． 

该破裂带横切沙沟河，使沙沟河 SW 段 I、Ⅱ级阶地面整体抬升 6m左右 探槽揭露(图 3)陡 

坎下层为上新统红层，上层为第四系砂砾及黄土 在剖面上还可见到一条高角度的逆断层，断 

图2 严家新庄探槽剖面 

Fig 2 Pro[ile 0f the trench Yaajiaxinzhuang 

1堆积黄土； 2冲积音砥黄土 

5上更新坑砂砾层 

3古砾黄土{ 4上更新统黄土 

6断层 7强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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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坝鼓 粱剖面 

F 3 T~nch p~fi]e a risen ndge at Zhongba 

】次生黄土； 2砂砾层 ； 3砂混岩 

距为 5 m，显示了该处陡坎是由于断裂 SW 盘逆冲形成的．该断裂的第四纪错动迹象不明显 

1．4 上寺破裂带 

该破裂带主要发育在上寺以北海拔 3 000 m 以上的基岩 区．由大规模的基岩裂缝及大面 

积基岩滑坡组成．基岩裂缝由走向 NIO。E和 N60。--80。W 的2组破裂组成，发育于上三迭统坚 

硬的厚层砂岩中．裂缝长度为 1．5--2 km；宽度一般为5～30m．最宽达 130m；深度一般为 1～ 

10 1111，最深达到 30 m．这些裂缝的规模之大，实属罕见．在基岩裂缝带附近还可见到大型基岩 

滑坡． 

1，5 西山量 跌落崖破裂带 

该破裂带位于西山堡南约 1．5 km 的黄土丘陵地区．西起咀子湾，向东经西山堡南，终止 

于古浪河西侧的跌落崖，长 9 km，宽 200～300 m，总体走向 N85。E，主要由黄土滑坡和呈左旋 

错动的山脊和冲沟组成．在西山堡南，破裂带横穿 6条山脊，形成大小 9个黄土滑坡．滑坡体堵 

塞沟谷形成堰塞塘 

2 古浪地震滑坡分布及其特征 

古浪地震的滑坡密集区主要分布在极震 区及其附近的黄土覆盖区(图 4)．通过对地震 区 

内上百个滑坡的调查表明．滑坡的分布主要受地形、岩土类型、地震断层及地震强度等因素控 

制．滑坡多成带发生在地震断层附近及黄土丘陵 

区．发生滑坡的原始地形坡角多大于 25。．这些滑 

坡以黄土滑坡为主，基岩滑坡较少．其 中较为典型 

的滑坡有： 

2．1 灯山庄大滑坡带 

该滑坡带发生在灯山庄两侧 黄土丘陵中，总 

体走向 Nww，长 10 km 以上．由大小 l0多个滑 

坡组成 其中最大的灯 山庄滑坡宽 850 m．长 400 

m以上，从山脊 向 Nww 方 向滑动，滑动距 离达 

200 m，将旧灯山庄全部掩埋． 

2．2 西山堡滑坡带 

该滑坡带长 3 km 以上，9个大小不等的滑坡 

呈线性 排列(图 5)单个滑坡长 100～300 m．宽 

200～350 m，高 加～40 m，坡度 30。～6 滑坡发 

一  
图4 古浪大震区主要地裂缝及滑坡分布 
Fig．4 Distrlbuti~ of main f㈣ and landslides 

G~dang~rthquake af朗 

1活动斯裂； 2地震破裂带； 3地震蒲坡 ； 

4地裂缝； 5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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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平行排列的6个黄土山梁上． 

2．3 西天池基岩大滑坡 

该滑坡体位于西天池东侧 滑坡体沿 NNW 向的山脊向 

NE方向下滑．长 1 5～2 km，宽 500～800 m．滑动距离达 

100-400 m．自滑坡顶部到底部形成2～4个台阶，在滑塌体 

前缘巨大的岩块、碎石及黄土堆积成 台地，台地前缘陡坎高 

达30m 滑坡后壁高 lO～50m，坡角 5O。～80。．在基岩面上 

可见巨大的垂直擦痕． 

2．4 大沟西坡大滑坡 

该滑坡位于冬青顶北侧，由白沟底到山脊呈阶梯状排列 

的5个滑坡组成，总长度约为 750 m．它们沿地震破裂带分 

布．滑坡后壁呈弧形，滑向 N15。W．滑坡后壁坡角依次为 

38。，35‘，4O。．75‘和 78。．其连线走向为 N62’W． 

2 5 上寺基岩大滑坡 

图 5 西山堡地震滑坡分布 

(据邹谨敞等) 
F 5 1)istfibuti~ of]andslld~ during the 

GuIang earthquake in Xishanbao 

(from Zou]in chang a1) 

1滑坡体 ； 2地震破裂带； 

3地震堰塞塘 

该滑坡位于上寺 NW 方向3270高点南侧．自东而西由一系列基岩滑坡组成 最大的一个 

长约 870m．滑坡后壁高 45m，滑坡体积约为 12X10 m ． 

3 古浪地震裂缝分布及其特征 

据采访调查，古浪地震后极震区内基岩和黄土裂缝随处可见，宽度从几毫米到 4O cm，长 

度从数米到上千米不等．但是目前除了个别基岩裂缝外．多已不能识别 我们将一些证据确凿 

的较大裂缝标示于图4中 由图 4可见，这些地震裂缝的展布 与区内的地震主破裂带方向一 

致，而且靠近主破裂带，并受地震断层的控制． 

3．1 严家新庄南黄土大裂缝 

该裂缝位于严家新庄南约 2 km的黄土丘陵区．宽 30∞ 左右，长约 850m，呈近 EW 向展 

布 裂缝深不见底．震后不久即被填没． 

3．2 水峡口黄羊河西岸基岩大裂缝 

该裂缝发生于奥陶系变质砂岩中，至今隐约可辨，长约 550 m，宽 2O～40 cm，呈近 NS向 

展布 

3．3 冬青顶南基岩大裂缝带 

该裂缝带位于塔儿庄一水峡121地震破裂带以南约 3 km处，二者近于平行排列．由长 200～ 

400 m，宽10--20 cm，间距为 1～2．5 m的3条呈平行排列的基岩裂缝组成．至今仍清晰可辨 

3．4 黑松驿西北黄土裂缝带 

该裂缝带位于黑松驿西北近 10 km 的黄土山坡上，由一系列呈雁列式排列的黄土裂缝组 

成．其中最大的2条长200m以上．宽 10 cm 以上．呈 Nww 向展布．裂缝带 附近伴有黄土滑 

坡 ． 

3．5 杂木河两岸基岩裂缝 

该基岩裂缝位于杂木河河谷两岸，至今仍可见裂缝面 裂缝宽2～5一 ．走向NW，倾向 

sw，倾角70。左右 裂缝面凹凸不平，显示张性特征．未见扭错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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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古浪地震的破坏特征 

有关古浪大震的宏观烈度划分，前人 ’ 曾作了较为详 

细的研究工作．经过近几年的古浪活动断裂填图研究工作． 

我们认为顾功叙等 给出的烈度分布图 比较接近实际情况 

(图 6)．根据我们的调查．在上寺 Ⅸ度区内还分布有一椭圆 

形长轴呈 NW 向的Ⅺ度区，见图 1．由图 1可见，地震破裂 

带、主要滑坡和地震裂缝都分布在烈度为Ix度以上的区域 

内 Ⅵ～Ⅷ度区呈扁平三角形(图 6)据侯康明 的研究，这 

是由 2组地震破裂带即塔儿庄一水峡口和中坝地震破裂带共 

同作用的结果 鉴于中坝破裂带规模较小，而Ⅸ度以上烈度 

区形态正常，所以作者认为除了上述 2组破裂带影响外，烈 

度区的形态主要受地形及地质条件限制 schw tz@研究表 

明，基岩山脉可以阻止地震破裂的扩展．在松散沉积物 中地 

震动衰减明显 比基岩缓慢 孙崇绍l sl和王兰民等 的研究 

囤6 古浪大震烈度分布 

(据顾功叙等) 

Fig．6 Di~trih,Jtir,a intensity o{t 

Gulang ean uake(from 

GuG∞ t at) 

表明，在黄土地区地震动衰减比基岩 区缓慢得多．古浪地震区的 NE侧有龙首山．SW 侧有祁 

连山，sE方向有毛毛山和乌鞘岭，而向河西走廊方 向黄土及松散沉积物广布．延伸 600多公 

里，因此古浪地震的Ⅵ～Ⅶ度烈度区向河西走廊延伸较远，并且沿 NE方向向民勤及其以北的 

低缓沙漠区凸出(图 6)． 

5 讨论与结论 

(1)古浪地震地表破裂带与西北地区其它大震不同，由几个不同方向、不同规模、不同性 

质的地表破裂带组成，累计长度仅 50多公里．这虽然与根据地震震级和地震断层长度的经验 

公式计算的结果相差甚远，但是与中国现今发生的强震地面破 裂特点是相似的．如 1966～ 

1976年中国发生的9次大地震的地表破裂长度都不大，而且很分散．其中只有 1976年云南通 

海7．7级地震和 1973年四川炉霍7．9级地震产生了与活动断裂带一致的地表破裂，但长度也 

仅有数十公里 ．而且古浪地震的地表破裂具有以新生破裂为主的特点 

(2)地震滑坡和裂缝是西北地区主要地质灾害 其中大型地震裂缝主要受地震断层控制， 

分布在地表破裂带附近 其它裂缝除受地震烈度控制外，还受地形和岩土类型的影响．主要发 

生在黄土丘睦区和脆弱基岩中．地震滑坡除受地震断层和地震烈度影响外，受地形坡角和岩土 

类型等因素影响很大，主要发生在黄土丘陵地区 

(3)古浪地震Ⅵ度以上地区面积达6 000 km ．由于受周围地质体和地貌条件的影响，Ⅵ 
～

Ⅶ度区的形状呈扁平的三角形形态．这也是古浪地震地表破坏的一个明显特征 

本文得到王兰民老师的指导．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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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D王sA舳 RS AND DEs11RoYING 

THE 1927 GULANG Ms8 EARTHQUAKE 

CHEN Yong—ruing， LIU Hong—chun， ZENG W en-hao， 

LIU }【0ng—mei， ZHANG W ei， DAI Hua_ ang 

( ，咖 lmt／tuteof＆函m如 ，CSB，LamTwu 730000，China) 

oF 

Absttact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pretative result from air-photus ，the main geological dis— 

asters including the seismic rupture zone，the seismic Iandslides and the seismic fissures
． and their 

distribution of the 1927 Gulang M s8 earthquake are described．Then，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on— 

trolling factolrs of destruction of th／s earthquake are studied The result sho、vs that the surfaoe de． 

struction of the earthquake is obviously affected by the geography and the types of rock and soil 

Key words：Geologic hazard；Seismic raptnre；Landslide；Seismic fissure；Guhng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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