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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南黑河断裂带近代构造活动的初 步研究

1 前言

1 9 8 8年 n 月6 日云南澜沧 7
.

6级地震
,

仅次 于 1 9 70 年通海 7
.

7级地震
,

是省 内 18 年来发生

的第二个大地震
。

根据震时地面地质考察
,

结合航片
、

卫片解释
,

发现黑河断裂带有突出的近

代构造活动的地质
、

地貌及其它新活动特征
,

它对今后认识该地的地震危险性
,

可能会有所

补益
。

2 黑河断裂带的基本特征

北西起于沧源附近
,

基本上沿黑河河谷展布
,

经雪林
、

木戛
、

战马坡
、

老缅寨
、

芒弄
、

于南

岭附近分数支平行发展
,

向东南延伸出国境 (见图 1 )
。

在省内断裂带长约 3 0 o k m
,

总体走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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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澜沧地区地衷构造 图

F t澜沦江断 裂 . F Z黑 河断裂带 . F: 澜沧断 裂 ; F `孟连断裂 ; 1
.

断裘 ,

2
.

中生代 , 3
.

古 生代 . 4
.

元古代 ; 5
.

花 岗岩 6
.

历史地襄震 中 ; 7
.

1 9 88年地定

襄 中 , 8
.

地名

3 1 0
`

一 34 0
’ ,

是控制地震 区的主断裂
。

该断裂带很长一段 时间没有地震记录
,

1 9 8 8年 8月 15

日战马坡 5
.

0级地震及 n 月 6 日 7
.

6级地震造成的地震裂缝反映了黑河断裂带的强烈活动
,

是

该断裂带自第四纪以来构造运动的延续和继承
,

表现为统一的右旋运动方式
。

断裂带在卫星影像上呈平直清晰的线性
,

具典型的压扭性特征
。

断面陡立
,

幸福村的西

北段倾向北东
,

东南段倾向南西
,

倾角 7 5
’ ,

显示断裂具有枢扭性质
。

资料 11[ 表明
,

断裂带在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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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代末始具雏形
.

中生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加强
,

燕 山晚期曾发生过一次突变
,

将晚古生

代以前地层及临沧一励海花 岗岩体错切 40 k m
.

反映出强烈的左旋张扭性质
,

喜山期以来将

中生代地层错切 2
,

o 00 m
,

反映了右旋压扭性质
。

第四 纪期间
.

伴随青藏高原的隆起
,

断裂带

的活动更为强烈
。

在沧源与励海之 间存在一条北西向重力异常带
,

出现在临沧一劫海花岗岩体西缘
,

它是

该断裂带的深部显示
。

3 黑河断裂带的近代活动

这里所说的近代活动
,

系指第四纪以来的构造活动
.

其活动表现在以下方面
。

.3 1 第四纪断层

是断裂带活动的主要标志
。

沿黑河断裂带已知规模较大的第四纪断层多处
,

集中分布在

断裂带西北段和中南段
。

主要为一组北西 向断层
,

其 性 质 和 黑 河 断 裂 带 性 质 基 本 一 致

。

如 幸

福 村 附 近 第 四 纪 断 层

,

出 露 于 黑 河
l 级 阶 地 砂 砾 石 层 中

,

走 向
3 10

` ,

倾 向 北 东

,

倾 角 75
. 。

砾

石 定 向 排 列

,

断 层 错 切 上 覆 全 新 统 耕 土 层

,

7
.

6级 地 震 裂 缝 发 育 其 中
。

此 外

,

尚 见 有 北 北 东 一

北 东 向 压 性 断 层

,

近 南 北 向 张 性 断 层 (见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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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幸 福 村 黑 河 第四 纪 阶 地 信 手 剖 面 图

① 全 新 统 粘 土 层 ② T Z阶地 砂砾 层 ③ 构 造 角 砾 岩

△ 7
.

6级 地 震 裂 缝 P
.

砂 岩

、

页 岩

、

板 岩 \ 断层

上 述 第 四 纪 断 层
,

主 要 集 中 分 布 在 黑 河 裂 裂 带 两 侧 的 狭 窄 地 带 内

,

如 果 我 们 把 这 些 断 层

均 理 解 为 同 一 近 南 北 向 应 力 作
用 下 的 产 物

.

这 就
无 疑

反
映 了 黑 河

断 裂 带
在

第
四 纪

,

特 别 是 晚

更 新 世 以 来 的 右 旋 活 动 性 质

。

.3 2 构 造 地 貌

由 于 断 裂 的 近 代 构 造 活 动
,

沿 断 裂 带 形 成 典 型 的 构 造 地 貌

.

如 笔
直

而 陡
峭

的 断 层
槽

谷

、

断 崖

、

断 头 沟

、

断 层 三 角 面 以 及 崩 塌

、

滑 坡 极 为 普 遍 且 呈 线 状 分 布

。

在 横 向 上 断 裂 两 侧 差 异 运

动 也 较 为 明 显

,

这 从
皿

一
vI 级 河 床 阶 地 主 要 发 育 在 断 裂 北 东 盘 等 现 象 可 以 得 到 证 实 ( 图 2 )

。

根 据 区 域 资 料 lj[ 对比
,

l 级 阶 地 时 代 为 晚 更 新 世 一 全 新 世
。

按 阶 面 距 现 代 河 床 高 度 计 算

,

平

均 上 升 速 率 为
1

.

1毫 米 /年
。

沿 断 裂 带 河 流 的 袭 夺

,

反 映 出 断 裂 在 纵 向 上 的 差 异 活 动

。

如 幸 福 村 与 老 缅 寨 间 的 近 代 隆



4
期 柴 天 俊 等

:

滇 西 南 黑 河 断 裂 带 近 代 构 造 活 动 的 初 步 研 究 8 3

起 (图 3 )
,

切 断 黑 河 的 东 南 流 向

,

使 黑 河 向 西 北 绕 流 一 段 后 又 继 续 向 东 南 流

。

芒 弄 至 南 岭 一

带

,

多 处 见 到 北 东 方 向 的 隆 起

,

它 是 黑 河 断 裂 带 右 旋 运 动 的 产 物

。

3
.

3 水 系 扭 曲

由 于 黑 河 断 裂 右 旋 错 动 而 导 致 的 分 支 水 系扭 曲 十 分 突 出 (见 图 3 )
,

木 戛 一 带 最 大 扭 错 量

约 1 0 0 0 m (航片分 析 ) ;
战 马 坡 一 带 最 大 扭 错 量 约 50 o m (航 片 分 析 ) ;

芒 弄 附 近 最 大 扭 错 量 达

Z o o m (估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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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黑 河 断 鼓带 水 系位 错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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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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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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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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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地
名

从 水
系

切 割 第
四 纪

冲 积

、

残 积 层 的 时 间 来 看

,

主 要 在 中

、

晚 更 新 世

。

按 水 系 扭 错 量 估 计

,

断 裂

的 水 平 位 错 速 率 西 北 段 达
7毫 米 /年

,

中 南 段 为
3毫 米 /年

,

西 北 段 活 动 速 率 大 于 中 南 段

。

.3 4 地 震 裂 缝

1 9 8 8 年 n 月 6 日 澜 沧 7
.

6级 地 震 裂 缝 带 长 约 48 k m
,

宽 约
100 m

,

基 本 上 沿 黑 河 断 裂 带 伸

展

。

以 北 西 向 右 旋 剪 切 性 地 裂 与 北 东 向 挤 压 鼓 包 组 成 的 左 阶 雁 列 型 为 主 图

。

明 显 错 断 树 根

、

田 埂

,

最 大 水 平 错 距
1

.

s m
,

一 般
1一 1

.

Zm
,

最 小
0

.

4m 左右
。

显 示 该 断 裂 带 近 代 右 旋 走 滑 活 动

方 式

。

3
.

5 地 壳 形 变 与 断 裂 活 动

根 据 1 9 8 8年 相 对 1 9 6 2年 大 黑 山
、

高 风 刮 三 角 锁 的 测 量 资 料
3j[

,

按 平 差 结 果 求 得 的 各 点 点

位 矢 量 图 看 出

,

所 有 处 在 断 裂 北 东 盘 的 三 角 点 均 向 南 东 方 向 移 动

;
处 在 南 西 盘 的 点 向 北 西 方

向 移 动

,

最 大 位 移 量
0

.

53 m
,

反 映 断 裂 带 两 侧 地 块 发 生 强 烈 右 旋 剪 切 错 动

。

19 8 8年 相 对 1 9 8 1

年 垂 直 形 变 资 料 比 较
,

也 发 现 在 上 允 至 澜 沧 地 段 形 成 长 达
8 k0 m 的 沉 降 区

,

最 大 幅 度 达

34 8m m
,

整 体 缓 缓 向 战 马 坡 倾 斜

。

这 直 观 地 表 明 了 黑 河 断 裂 带 在 右 旋 剪 切 活 动 中 两 端 的 拉

张 效 应

,

进 一 步 证 明 了 黑 河 断 裂 带 近 代 活 动 与 第 四 纪 以 来 的 新 构 造 活 动 有 明 显 的 继 承 性

。

4 黑 河 断 裂 带 及 其 与 地 表 活 动

滇 西 南 地 区 从 本 世 纪 30 年代开始有地震记录
,

1 94 1年 才 有 仪 测 资 料
。

1 9 5 8年 9月 14 日澜

沧东 5
.

2级 地 震
,

是 断 裂 带 中 南 段 近 代 活 动 的 表 现

,

之 后 发 生 的
1 9 8 8年 8 月 15 日澜沧西北 5

.

0

级 地 震 和 n 月 6 日澜 沧 战 马 坡 7
.

6级 地 震 的 极 震 区 基 本 沿 黑 河 断 裂 带 展 布
,

更 进 一 步 地 表 明

该 断 裂 带 近 代 活 动 强 烈
(图 l )

。

.4 1 地 震 活 动 特 点

从 时 间 分 布 上 看
,

可 分 为 两 个 活 跃 期 一 个 平 静 期

,

目 前 正 处 于 第 二 个 活 跃 期 的 开 始 阶

段

。

第 一 个 活 跃 期 从
1 9 3 5一 1 9 5 8年

,

发 生 过
5

.

2级 地 震
,

位 于 澜 沧 江 断 裂 带 与 黑 河 断 裂 带 中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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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交 江 处
; 1 9 9 5一 1 98 4年 为 平 静 期

,

未 发 生 过 M ) 5地 震
; 1 9 8 4年 第 二 个 活 跃 期 开 始

,

在 黑 河

断 裂 与 澜 沧 断 裂 交 汇 处 的 战 马 坡 一 带 发 生 了
7

.

6级 地 震
。

按 第 一 个 活 跃 期 估 算

,

还 需 要 延 续

1 0年
,

今 后 的 10 年左右
,

该 断 裂 带 将 有 发 生
6

.

。级 地 震 的 可 能 性
。

从 时 空 分 布 上 看

,

未 来 地 震

的 发 生 可 能 受 黑 河 断 裂 带 西 北

、

中 南 两 段 特 殊 的 介 质 和 结 构 条 件 的 限 制

。

4
.

2 地 震 与 断 裂 活 动 速 率

按 照 水 平 扭 错 距 离 估 算 得 出 的 断 裂 水 平 位 错 速 率
,

西 北 段 为
7毫 米 /年

,

中 南
段

为

3毫 米 /

年
。

可 见

,

黑 河 断 裂 带 上 不 同 地 段 近 代 构 造 运 动 速 率 有 所 不 同

。

虽 然 地 质 年 代 可 能 不 太 精 确

.

但
也

不 可 否 认 位
错

速
率 越 大 意 味

着
应 变

积 累
的

速
度

越
高

,

与 之 相 应 的 地 震 活 动 也 越 强 烈

。

我

们 把 战 马 坡 与 芒 弄 之 间 的 地 震 活 动 空 段 近 似 地 看 作 断 裂 的 蠕 滑 段

,

该 段 发 育 良 好

.

构 造 破 碎

带 宽
约 50 0 m

,

且 形 成
。特 殊 地 貌 景 观

.

它 可 能 是 断
裂

释
放 应 变 能 的

构 造 因
素

。

因 此

,

我 们 有 理

由 认 为 今 后 若 干 年 内 在 战 马 坡 与 芒 弄 段 潜 在 着 发 生 强 震 的 危 险 性

。

(本 文 1 9 9 3年 7月 14 日收到 )

(云南 省地 震 局 柴 天 俊 俞维 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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