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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湖底构造及沉积物分布的地球物理勘探研究 

安芷生(1);王平(2);沈吉(3);张毅祥(2);张培震(4);王苏民(3);李小强(1);孙千里(1);宋友桂(1);艾莉(1);
张叶春(2);姜绍仁(2);刘兴起(3);汪勇(3) 

(1)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西安 710075 ,中国;(2)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州 510301 ,中国;(3)中国

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南京 210008 ,中国;(4)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100029 ,中国 

摘要： 

青海湖高密度地球物理勘探揭示了湖底沉积物的埋藏深度及其分布特征. 结果表明, 青海湖湖底沉积物存在三个重
要界面: T1是全湖均一的界面, 其上超覆沉积物全湖均有分布, 且大致等厚; T5是一个新构造沉积旋回开始的界面, 
其上沉积物的沉积环境相对稳定; Tg是青海湖湖盆的基底面. 湖盆内自北向南分布的五条断裂带控制了青海湖盆地

的构造格架, 形成以海心山为主体的中央隆起带和南北两个拗陷盆地. 湖底沉积物的厚度各处有较大差异, 其中最厚

沉积分布于南北两个拗陷盆地内, 就本次电火花系统所能达到的深度, 北部拗陷内沉积物厚度超过560 m, 南部拗陷

内沉积物厚度超过700 m. 根据地震层序地层与湖岸钻孔揭示的岩性地层对比, 青海湖沉积物的岩性主要为泥质粉

沙、黏土质粉沙、粉沙质黏土和含砾粉沙质黏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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