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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断裂带断层类型划分及其构造意义

楚全芝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北京$

8%%%$#

内容提要!青藏高原东北缘的中卫断裂带在晚更新世以来的左旋走滑运动中$先存的挤压逆掩(逆冲断裂带发生

了分化"某些断层或断层段继续活动#另一些先存断层在晚更新世以来不再活动#此外$还发育了一些新断层"因

此$我们把中卫断裂带划分出三种断层类型$即新生断层(继承性断层和遗弃断层"新生断层就是在某次构造运动中

新发育的断层"就中卫断裂带来说$是指晚更新世以来新发育的断层$这类断层是中卫断裂带左旋走滑运动的产物$

在早期的挤压逆断运动中这些断层并不存在"通过对新生断层的调查研究可以获得以下资料!

'

反演晚更新世以来

的构造应力场#

(

确定晚期构造运动的起始时代#

)

估算断层的断错幅度和速率"继承性断层是指在早期的挤压逆

掩%冲&活动中已经存在的断层或断层段$在晚期的左旋走滑运动中继续活动"继承性断层的最大优点是包含了较多

的信息量!

'

继承性断层记录了多期构造运动的信息#

(

继承性断层是中卫断裂带多期活动的见证#

)

继承性断层是

研究构造演化过程的重要依据"遗弃断层即某些断层或断层段在早期构造运动中是主体断裂带的一部分$其活动习

性与主体断裂带基本一致"当早期的构造运动终止之后$这些断层或断层段在后继的构造运动中不再活动而称之"

遗弃断层的作用就在于它保留了早期构造运动的大部或全部信息$这些信息基本上没有受到后期构造运动的干扰破

坏"因而通过对遗弃断层的研究可以获得早期构造运动的主要信息"

'

确定早期构造运动终止的年代#

(

反演早期

构造应力场方向#

)

研究断层的滑动方式$即粘滑和蠕滑"

关键词!中卫断裂带#断层分类#遗弃断层#构造意义

!!

中卫断裂带是青藏高原东北缘主要边界断裂之

一"它的北侧是阿拉善块体$东北侧是鄂尔多斯块

体$南侧是青藏块体%楚全芝等$

$%%<

#

'ABRB>G@A?

$%%%

#马杏垣等$

8#!#

&"它与海原断裂分别构成了

香山块体的北边界和南边界%图
8

&"广义的中卫断

裂带是指发育在香山块体前缘的弧形断裂带$在不

同的学术专著和科技文献中对该断裂带赋予不同的

名称"天景山断裂%柴炽章$

8##!

&$或香山
7

天景山

断裂%汪一鹏等$

8##%

&$是指西起黑山峡出口的黄河

右岸$向南东经青驼崖(团部拉$达同心县城西侧的

弧形断裂"中卫
7

同心断裂%王爱国等$

$%%D

&$是指

西起中卫青山石膏矿$向东经甘塘(孟家湾(青驼崖(

团部拉(同心西$达七里营西的$走向由近东西逐渐

转为北西$进而又转为近南北的弧形断裂"本文所

研究的中卫断裂带是指西起白墩子$向东经红观观(

甘塘(西梁头(粉石沟(红谷梁$然后达刘岗井(石圈$

总长约
8":N=

$为一走向北西西的断裂带%图
$

&"

前人对中卫活动断裂带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

断裂的活动时代%柴

炽章 张维歧$

8##<

#郭进京等$

$%%9

&#

(

断裂的滑

动速率 %丁国瑜$

8##"

&#

)

古地震 %邓起东等$

$%%8

&#

*

8<%#

年中卫南
<3:

级大震的地震破裂带

长度%张向红等$

$%%:

&#

+

青藏高原东北缘深部结构

%赵金仁等$

$%%:

&#

,

青藏高原东北缘现代变形速

度场及构造模型%郭万武$

8##"

#江在森等$

$%%8

&"

本文通过详细的野外活断层地质调查和室内分

析$认为中卫断裂带在晚更新世以来的左旋走滑运

动中$先存的挤压逆掩(逆冲断裂带发生了分化"某

些断层或断层段继续活动$只不过是活动性质发生

了变化$这类断层称之为继承性断层%

?GA4J?64L

V>B26

&"还有一些先存断层在晚更新世以来不再活

动$也就是被废弃了$这类断层称之为遗弃断层

%

J4

C

4E64LV>B26

&"另外$在断裂带的两端(段与段之

间等部位还发育了一些新断层$这类断层称之为新

生断层%

G4Q2

W

7

F

4G4J>64LV>B26

&"我们所说的中卫

断裂带就是由这
"

类断层组成的"本文探讨了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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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断裂带及邻近地区构造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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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断层的野外识别标志和各类断层的构造意

义"这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卫断裂带在第四纪期间的

构造演化过程和加深对中卫断裂带的认识都有一定

的作用"

8

!

断层类型的基本特点和野外识别标

志

!!

断层的一般分类方法是将断层划分为!正断层(

逆断层(走滑断层以及正走滑断层和逆走滑断层等"

在研究第四纪以来的断层时$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

按照断层的活动时代划分为$前第四纪断层(早中更

新世断层(晚更新世断层和全新世断层"虽然传统

的分类方法有很多优点$但也存在着美中不足之处$

即不能很好的反映断裂活动的时空变化特点"作者

在深入研究中卫断裂带新生代晚期的发展演化过程

时发现$一些断层终止了活动$一些断层在持续不断

的活动$此外还产生了一些新断层"这些不同类型

的断层较好地反映了中卫断裂带第四纪以来的时空

变化"经过归纳分析$将中卫断裂带划分为新生断

层(继承性断层和遗弃断层三种类型"

+3+

!

基本特点

断层的类型不同$演化过程不同$因而其各自的

特点也会有所不同"认识和了解这些特点$对于我

们进一步研究中卫断裂带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而言$新生断层是指在某次构造运动中新

发育的断层"就具体的中卫断裂带来说$就是指晚

更新世以来新发育的断层"这类断层是中卫断裂带

左旋走滑运动的产物$在早期的挤压逆断运动中这

些断层并不存在"由于这类断层的发展历史短暂$

所以规模较小"断层延伸长度仅几公里或十几公

里$最长不超过
$$N=

#断层带的宽度一般仅一二

米$有的宽度仅十几厘米"由于中卫断裂带在晚更

新世以来以左旋走滑运动为主$所以这些断层的倾

角陡立%图
"78

&$断面平直"新生断层的产生主要

有
9

种方式!

'

断层端部!扩展断层端部是应力集中

的部位$也是断层不断扩展的增长点"在端部往往

产生与主断层走向有一定夹角的多条断层$平面上

呈燕尾型或鸡爪型"如中卫断裂带东端的石圈附

近$就有多条不同方向的新生断层产生%楚全芝$

$%%!

&"

(

不同断层或断层段之间连通!早期两条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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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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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断裂带及邻近地区地质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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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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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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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一定距离的断层或断层段$在晚期的左旋走滑过

程中破裂贯通$连接成一条断层"

)

次级断层!在断

裂带的一侧或两侧产生与主断层大致平行的次级断

层$次级断层的长度一般不超过
8%N=

$如苦水沟阶

区内的东西向新生断层$长度约为
<3:N=

"

*

截弯

取直!早期挤压逆掩断层在平面上形成波状弯$在弧

度较大的弯曲段阻碍了晚期的左旋走滑运动$因此

将弧形弯曲的断层段遗弃$产生平直的新生断层"

继承性断层是指在早期的挤压逆掩%冲&活动中

就已经存在的断层或断层段$在晚期的左旋走滑运

动中仍然继续活动"由于中卫断裂带是一条经历过

多次构造运动$演化历史悠久的断裂带$所以形成了

由多条断层组成的宽达近
8%N=

的断裂带"继承性

断层往往只沿其中的某条断层活动$余者皆为遗弃

断层"根据断层先期和后期的活动性质有无变化$

继承性断层又可进一步分为
$

种类型$即复活型和

再生型"

'

复活型断层!沿先存断层重新活动$其产

状和断层性质无明显变化"仅仅是断层在经过一段

平稳期之后再次活动"

(

再生型!沿先存断裂重新

活动$但断层的活动性质发生了明显变化!

'

压
"

张

转换!如昆明西山断裂由第四纪早期的挤压逆断转

换为晚更新世以来的拉张正断%中国地震局地质研

究所$

$%%:

&

.

#

(

压
"

剪转换!如中卫断裂带由第四

纪早期的挤压逆断转换为晚更新世以来的左旋走

滑#

)

剪
"

张转换!如青岛沧口断裂由早期的右旋压

扭转换为晚更新世以来的正断%中国地震局地质研

究所等$

$%%<

&

/

"中卫断裂带的继承性断层以再生

型为主"继承性断层最典型的特点是$野外常常见

到在宽达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挤压断裂破碎带中发

育断面平直光滑$倾角陡立的走滑断层%图
"7$

&"

遗弃断层就是指某些断层或断层段在早期构造

运动中是主体断裂带的一部分%次级断层$分支断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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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全芝!中卫断裂带断层类型划分及其构造意义

图
"

!

各类断层及其野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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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断裂的某一段&$其活动习性与主体断裂带基本

一致"当早期的构造运动终止之后$这些断层或断层

段在后继的构造运动中不再活动$也就是说这些断层

被遗弃"遗弃断层主要有以下
9

种类型!

'

分支遗弃

断层!即由多条断层组成的断裂带$其中的某条分支

断层被遗弃"如安宁河断裂带分东(西两支"早更新

世末的强烈挤压阶段东(西两支都强烈活动%唐荣昌

等$

8##"

&$但在中更新世以来的左旋走滑运动阶段只

有东支活动$而西支被遗弃"再如$中卫断裂带的一

碗泉断层$在早中更新世及以前是中卫断裂带挤压逆

掩%冲&断裂带的组成部分$但在晚更新世以来该断层

被遗弃"

(

次级断层被遗弃!如昆明西山断裂早期挤

压兼右旋$晚期%约
8%:N>]c

以来&则以正断为主#其

东侧的次级断层%普吉
7

韩家村断层&被遗弃$晚期不

再活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

&

.

"再如$与中

卫断裂带近于平行的
T$%$

断层是早期中卫断裂带的

组成部分$而晚更新世以来不再活动"还有$青岛地

区与沧口断裂平行的次级断层$即青岛山断层"该断

层在中更新世中期%约
:%%N>c3]

&有过活动$晚更新

世以来不再活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等$

$%%<

&

/

"

)

断层的端部被遗弃!如东昆仑断裂带西大滩
7

秀沟

段的西端%青海省地震局等$

8###

&$再如中卫断裂带

西端的温都尔图段在晚更新世以来的左旋走滑运动

中被遗弃"

*

弧形弯曲断层或断层转折段被遗弃!如

中卫断裂带中段孤山子至烟洞坡之间早期挤压逆冲

形成的一些弧形弯曲的断层段被遗弃"在窟窿山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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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阶区西端$早中更新世活动明显(走向北西的转折

段被遗弃"在中卫断裂带上$遗弃断层最典型的地质

现象就是前新生代的基岩挤压逆掩%冲&到新生代中

晚期地层%新近系至早中更新统&之上$断层顶端终止

在上覆的晚更新世至全新世地层底界面之下"如在

中卫断裂带孟家湾断层亚段的粉石沟内$见到石炭系

砂页岩逆冲到新近系红柳沟组红层之上$又被晚更新

世的冲洪积砂砾石层所覆盖$断层终止在该冲洪积层

的底界面之下$冲洪积层没有构造变动的迹象%图
"7

"

&"类似的地质现象在中卫断裂带东端的花豹湾$黄

河东岸下河沿村南的东大沟%见图
9

&$甘塘南闫王坡$

青山石膏矿等地$都有良好的地质剖面被揭示出来"

图
9

!

中卫断裂带下河沿东大沟断层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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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识别标志

断层类型划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野外地质调

查中识别不同类型的断层"由于不同类型的断层所

经历的地质演化历史不同$所处的构造环境不同$促

使断层活动的构造应力场也可能不同$那么这些不

同类型的断层在地质构造$地貌水系和断层本身的

结构特点上都会表现出相应的差异"通过野外工

作$就可以发现和确立各类断层的识别标志$从而达

到划分断层的目的"作者在详细的野外地质调查的

基础上$通过分析对比和归纳整理$获得了以下若干

识别标志"

+333+

!

地层

地层与断层的切割关系是判别断层活动时代和

性质的主要标志之一"新生断层的发育历史短%晚

更新世以来&$并且常常发育在晚新生代地层之中"

断层上下两盘的地层主要为第四系和新近系$并且

多数情况下至少有一盘是晚更新世或全新世地层"

而继承性断层经历了多期的构造运动$断层切割了

研究区内发育的各个时代的地层$但多数情况下至

少有一盘是晚更新世或全新世地层"遗弃断层与继

承性断层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在晚更新世以来不再活

动$所以遗弃断层的上止点被晚更新世或全新世地

层所覆盖"在中卫断裂沿线的石圈(粉石沟(东大

沟(孟家湾等地都可以看到良好的地质剖面%图
9

&"

+3333

!

断层面

断层面特点是识别断层类型的另外一个重要标

志"不同时期的构造运动(不同方向的构造应力场

作用在各种类型的断层上$各自都会留下永久性的

构造痕迹"由此也为我们提供了区别不同类型断层

的客观依据"新生断层的断面平直光滑$断层倾角

陡立$一般大于
<%X

"不过在断层或断层段的端点(

阶区的边缘等特殊构造部位$该类断层的倾角会变

缓$常常在
9%X

左右"继承性断层多数情况下断层

面上盘是早期的断裂构造岩%少数情况可以见到下

盘是早期构造岩&#而另外一盘的断层面由晚更新世

或全新世地层组成"在剖面底部$有时也可以见到

断层面上(下两盘都是早期的构造岩"剖面上往往

发育多条断层$部分断层终止于晚更新世地层底界

面之下#另外会有一条或两条倾角陡立%一般大于

<%X

&的断层切割了其它断层和晚更新世以来的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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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遗弃断层的断面胶结致密坚硬$或遭受较

强的后期风化形成类似于粘土状的松软物"断面往

往呈波状起伏"断层倾角总体低缓$但变化较大$为

%X

"

#%X

不等$有时甚至在局部出现反向%图
"79

&"

图
:

!

中卫断裂带甘塘段小红山石膏矿东侧冲沟内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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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带

由于新生断层发育的历史短$而且又是以走滑

断错为主$所以该类断层的断层带宽度相对比较小$

一般仅在
8

"

$=

之间"有的宽度仅几十厘米$如在

甘塘东侧见到的新生断层剖面%图
D

&"而继承性断

层和遗弃断层的构造破碎带宽度较大$一般为几米

至几十米$甚至宽达百余米"而继承性断层的最新

活动往往就出现在破碎带的某个部位$多数在破碎

带的边缘$有时也会出现在带的中间"

+333O

!

断层结构

新生断层带内常常发育挤压扁豆体$扁豆体的长

轴近于直立$扁豆体的长(短轴之比在
:h8

"

8:h8

之间$多数比值都在
8%

之上"在红观观(苦水沟(青

山石膏矿西侧等地在断层带内都可能见到发育良好

的挤压扁豆体%图
"7:

&"这些构造扁豆体物质成份一

般都由新近系或第四系构成"在继承性断层和遗弃

断层中$断层破碎带内发育不同类型的构造岩%断层

泥(断层角砾岩(构造碎裂岩等&$构造岩往往具有分

带性"在继承性断层的最新活动断面内也可见到有

挤压扁豆体$但在遗弃断层内没有见到"

+333V

!

擦痕

擦痕属于断层面特征之一$该标志在区分断层

类型中具有重要作用"新生断层面上发育水平或近

图
D

!

甘塘东新生断层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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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擦痕%图
"7D

&"继承性断层上往往发育多期擦

痕$最新一期擦痕线水平或近水平"如在青山石膏

矿(东大沟(寺口子等地都见到多期擦痕"遗弃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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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发育倾向(斜向擦痕或光滑的擦面$擦痕侧伏角

一般大于
:%X

$近于
#%X

的居多"该类断层面的擦痕

不但侧伏角大$而且由于受到后期的风化作用使得

擦痕线变得比较模糊%图
"7<

&"这与发育在新生断

层面上的擦痕形成鲜明的对比"

图
<

!

中卫断裂带断层类型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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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地貌

横跨新生断层的冲沟突然变开阔$呈喇叭口状"

断层沿线可见山脊扭错#洪积扇不对称$中轴线偏转

等现象#断层往往发育在山前台地的前缘"这些地貌

现象在继承性断层沿线也可见到$但该类断层两侧的

地形高差要比新生断层的大$这与中卫断裂带在早中

更新世以及新近纪一直处于挤压逆断构造运动状态

有关"此外$在继承性断层沿线时常出现相当壮观的

断层谷和山垭口%图
"7!

&"遗弃断层多出露在山麓地

带的后缘$这一点与新生断层有明显的区别"遗弃断

层穿过山梁时也有山垭口出现$断层两侧的地形高差

也比较大$这些与继承性断层相类似"

+333X

!

冲沟水系

横跨新生断层长约十几米的纹沟和长约几十米

至一二百米的小冲沟左旋水平扭错的现象相当普

遍$扭错距离一二米至十几米(二十几米不等%图
"7

#

&"继承性断层沿线冲沟水系左旋扭曲的现象也很

普遍$但横跨遗弃断层的冲沟没有系统左旋扭曲现

象"

+333,

!

断层陡坎

新生断层沿线形成平直的断层陡坎%图
"78%

&$

断层陡坎坡角明显大于地形坡度"陡坎高度一般在

%3:

"

$=

之间"继承性断层沿线也形成较明显的

断层陡坎$陡坎高度较大$但不易形成象图
"78

那样

平直的陡坎"尽管遗弃断层两侧的宏观地形地貌也

有差异$但断层通过处的微地貌无断层陡坎发育"

$

!

断层类型划分及其构造意义

33+

!

断层类型划分

根据上述新生断层(继承性断层和遗弃断层的

识别标志$在野外地质地貌调查工作的基础上$结合

前人的工作成果$对中卫断裂带及香山块体内部的

部分断层进行了类型划分$划分结果绘制成图%图

<

&"新生断层和继承性断层的起始点和终止点以野

外断层剖面或地质探槽为依据$再辅以地貌水系等

现象"前人确定为早中更新世断层$或前第四纪断

层$而本人野外工作中也没有发现确切的资料证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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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晚更新世或全新世活动断层的$划为遗弃断层"

对于前人确定的活断层$但超出了本人研究范围$不

能确定是新生断层还是继承性断层"这类断层划为

未分断层$如中卫断裂带西端白墩子拉分区南缘的

边界断层$及香山块体西南边界的海原断裂等%国家

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等$

8##%

&"

从断层类型划分图上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

8

&大致以西梁头为界$以东是继承性断层为

主$以西是新生断层为主"

%

$

&遗弃断层主要分布在甘塘南闫王坡至粉石

沟%窟窿山挤压阶区的西端&之间"

%

"

&中卫断裂带向西扩展的距离大于向东扩展

的距离"

%

9

&在西梁头至东大沟之间$一系列遗弃断层

构成一个相互交织南北宽度相当大的断裂带"这很

可能是早期挤压逆掩时期$中卫断裂带发育较早(活

动最强烈(逆掩推覆距离最大的地段"

%

:

&以翠柳沟为界$以东的断裂组合为左行右

接$形成挤压阶区#以西为左行左接$形成拉分阶区"

%

D

&香山块体内部近东西向的五佛寺断层和北

西向的翠柳沟断层等$晚更新世以来活动皆不明显"

这说明香山块体在晚更新世以来表现为一个完整的

构造块体$其内部的断层不再活动$或活动不显著"

断裂活动主要表现在块体的边缘断裂上$即海原断

裂带和中卫断裂带"

%

<

&构造演化过程!一是断裂活动由中间向两

端不断扩展#二是由块体内部逐渐向块体边缘集中"

%

!

&在第四纪中晚期有一次较重要的构造运动$

这次运动使中卫断裂带的所属断层发生了分化$一

些断层终止了活动成为遗弃断层$一些断层继续活

动成为继承性断层$另外还发育了一些新生断层"

333

!

断层类型划分的构造意义

断层类型划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研究中卫

断裂带的运动学特征和构造演化过程"断层的类型

不同$它所包含的信息也不同$那么自身的科学内涵

和构造意义也不尽相同"

3333+

!

新生断层的构造意义

新生断层是晚更新世以来产生的断层$是中卫

断裂带左旋走滑运动的结果"也就是说$该类断层

是在晚更新世以来的构造应力场作用下形成的"早

期近南北向挤压构造应力场对这类断层不产生影

响"因此$通过对新生断层的野外调查研究和室内

分析可以获得以下几方面的资料"

%

8

&反演晚更新世以来的构造应力场$由于没有

先存断层的干扰$新生断层的走向(倾向和倾角与挤

压构造应力场的关系符合岩石破裂理论$或者说符

合莫尔圆理论"仔细实测断层产状(断面擦痕等数

据$再通过赤平投影等构造分析方法$可以反演晚更

新世以来的构造应力场方向"

%

$

&确定晚期构造运动的起始时代$由于新生断

层对早期的地层沉积没有控制作用只有破坏作用$

也就是将早期的地层断错"而对断层产生之后的地

层有明显的控制作用"通过开挖地质探槽或寻找揭

示出的天然地质剖面$然后仔细观察对比断层两盘

地层的产状(岩相(物质成分(侵蚀面等内容$可以确

定断层形成前后的地层"再采取合适的样品做年龄

测定$就可以确定晚期断层走滑运动的起始时代"

%

"

&估算断层的断错幅度和速率$横跨新生断层

的冲沟水系左旋扭错距离基本上代表了新生断层形

成以来的左旋走滑距离$系统的实测冲沟扭错量$就

可得到断层扭错量$再结合断层开始形成的测年资

料就可以估算断层的走滑速率"根据断层两盘晚更

新世以前地层的垂直断错量可以估算断层的垂直滑

动速率"此外$根据断层两侧晚更新世以来的地层

厚度差值也可以估算断层的垂直断错幅度和速率"

33333

!

继承性断层的构造意义

继承性断层的最大优点是包含了较多的信息

量"而不足之处是早期活动和晚期活动信息掺杂在

一起$很难较确切的区别出来哪些是早期的$哪些是

晚期的"根据这类断层来估算晚更新世以来的断错

幅度或速率$误差往往较大"如$早期逆断控制了早

中更新世的地层沉积$晚期走滑也同样控制了晚更

新世以来的地层堆积"那么断层两盘早中更新世地

层的断错幅度既包含了早期的断错量也包含了晚期

的断层量$很难把它们区分开"不过$继承性断层仍

然有其重要的构造意义"

%

8

&继承性断层记录了多期构造运动的信息$至

少可以对断裂的演化过程和历史有一个定性的了

解$为我们从宏观上把握研究方向和内容提供信息"

如$通过对中卫断裂带继承性断层的野外调查$我们

可以初步认识到!中卫断裂带是一条规模较大的断

裂带$早期以挤压逆断为主$晚期表现为左旋走滑"

根据继承性断层面上保留的多期擦痕$我们可以初

步判定早期挤压构造应力场方向为近南北向$晚期

挤压构造应力场方向转为北东'北东东向"

%

$

&继承性断层是中卫断裂带多期活动的见证$

断层剖面上揭示出的部分断层终止在早中更新世地

层和晚更新世地层分界面之下$而另外一些断层则

#$$8



地
!

质
!

学
!

报
$%%#

年

断错晚更新世'全新世地层"宽达上百米的断裂破

碎带以及破碎带内不同类型的断层构造岩的分带

性$还有多组断层的相互交切"这些都是断裂带曾

经发生过多期次(多阶段构造活动的印迹"

%

"

&继承性断层是研究构造演化过程的重要依

据$继承性断层既保留了早期的构造运动信息$也包

含了晚期构造运动的信息$因此要研究中卫断裂带

的发展演化过程$对继承性断层的研究是必不可少

的"

33339

!

遗弃断层的构造意义

遗弃断层的作用就在于它保留了早期构造运动

的大部或全部信息$这些信息基本上没有受到后期

构造运动的干扰破坏"因而通过对遗弃断层的详细

研究可以获得早期构造运动的主要信息"

%

8

&早期构造运动终止的年代$通过地层断错覆

盖关系确定断层活动终止的时代"通过对断层构造

岩的年龄测定$确定最晚一次构造事件的时代"

%

$

&构造应力场方向"野外实测大量的断层产

状(断面擦痕等资料数据$通过构造分析法反演早期

构造应力场方向"

%

"

&确定断层的滑动方式$通过对断层构造岩的

显微构造分析鉴定$确定断层的滑动方式%粘滑(蠕

滑&"

此外$确定某条断层是不是遗弃断层$对于地震

安全性评价(地震危险性预测(重大工程建设和地下

矿产是否遭到破坏等都有重要意义"

"

!

问题讨论

遗弃断层是在中卫断裂带野外地质调查和室内

研究分析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新概念$是对中卫

断裂带活动特点和断裂带几何结构认识不断深化的

结果"尽管没有查阅到前人提起过)遗弃断层

%

J4

C

4E64LV>B26

&*这个名词$但是在地质构造的研究

过程中许多地质学家一直在用遗弃断层的思想来解

决构造地质学中的实际问题"如$构造成矿理论中

的控矿构造%赵寅震等$

8#!D

&"又如$石油地质中的

生储盖油气田构造%孙岩等$

8##8

&"这些都涉及到

成矿前(成矿过程中和成矿之后$断层是活动还是不

活动的问题"再如$

)?B2?1K?(1J1

等人%

$%%:

&在研

究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区$发生在
)124,>J

F

A4

断层上的古地震的震源构造及破裂过程时$也是用

了遗弃断层的思想"他们称
)124,>J

F

A4

断层为古

断层%

>GE?4G6V>B26

&"

)?B2?1K?(1J1

等人认为!该

断层在发生了最后一次大震之后就不再活动$随后

的区域构造抬升将震源区暴露于地表"他们在文章

中所说的古断层%

>GE?4G6V>B26

&$其含义就相当于本

文中的遗弃断层%

J4

C

4E64LV>B26

&"所以)遗弃断层*

的概念是对前人研究思路和方法的了解归纳$再结

合中卫断裂带的客观实际情况提出的"这一概念的

提出能否得到地学界的认可$能否在构造地质学研

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9

!

主要认识

通过对中卫断裂带断层类型划分的研究$获得

以下几点认识"

在第四纪中晚期有一次较重要的构造运动$这

次运动使中卫断裂带发生了分化$从而可将该带划

分出不同的断层类型$即新生断层(继承性断层和遗

弃断层"

不同类型的断层具有不同的构造意义"新生断

层可以用于研究最新构造应力场和最新一次构造运

动的起始时代"遗弃断层可用于研究早期的构造应

力场"继承性断层是研究中卫断裂带构造演化历史

的重要依据"

在晚更新世以来的左旋走滑运动中$中卫断裂

带由中间不断向两端扩展"

致谢!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是在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糲先生和杨斌研究员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此向两

位老师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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