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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大凉山断裂带  
—鲜水河-小江断裂系中段的裁弯取直  

何宏林①, 池田安隆②, 何玉林③, 东乡正美④, 陈杰①, 陈长云①, 田力正好②, 越後智雄②, 冈田真介② 

①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100029;  
② 东京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系, 东京113-0033, 日本;  
③ 四川省地质局, 成都 610081;  
④ 法政大学社会学部, 东京 194-0298, 日本  

摘要： 

部分由于缺乏破坏性地震记录, 部分由于处于边远山区, 作为鲜水河-小江断裂系一部分的大凉山断裂带长期被研究

者们忽视, 以至于在描述该断裂系时, 往往不把大凉山断裂带算在其中. 造成大凉山断裂带被忽视的另一个重要的原

因是该断裂带是一条新生的构造带, 新生性决定了其成熟度低于鲜水河-小江断裂系中的其他断裂带, 所反映的线性

断裂地貌特征不如其他断裂带明显. 两年多详细的遥感解译和野外调查结果表明大凉山断裂是一条新生的断裂带: 
(1) 具有复杂几何结构的大凉山断裂带无论是连续性还是成熟度都明显低于鲜水河-小江断裂系中的其他断裂带; 
(2) 大凉山断裂带南、北两段的活动性高于中段, 而且北段的左旋位错量是南段的3倍, 小震活动在中段也存在一个

明显的空区, 说明大凉山断裂带还没有完全贯通, 尚处于从两端向中间发展的早期阶段; (3) 大凉山断裂带上地质体

反映的总位错和水系的位错基本相同, 说明大凉山断裂带开始于该地区水系成型之后, 而鲜水河-小江断裂系中其他

断裂带上的总位错远大于水系所反映的位错; (4) 探槽揭示的古地震事件和用断错地貌和GPS观测结果估计的水平

滑动速率3~4 mm/a, 都表明大凉山断裂带与安宁河、则木河断裂带一样也是一条强震构造带; (5) 在滑动速率大

致相当的情况下, 并假定各断裂带在整个发育历史中滑动速率基本不变, 大凉山断裂带产生11 km的滑移量需要

2.7~3.7 Ma, 而安宁河和则木河断裂带完成47~53 km的位错量需要12~18 Ma. 进一步推断, 新生的大凉山断裂带

产生于鲜水河-小江断裂系中段的“裁弯取直”, 而“裁弯取直”是由于青藏高原南东块体相对刚性的顺时针旋转造

成的. 随着“裁弯取直”的持续发展, 大凉山断裂带将可能逐渐取代安宁河和则木河断裂带在鲜水河-小江断裂系中

作用, 并最终使后者逐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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