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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盆地的现代构造活动

临汾盆地位于山西省中南部
,

属山西断陷盆地之一
,

也是强震集中带
,

历史上曾发生过

两次八级强震〔 1 〕。

本文着重讨论临汾盆地地壳形变特征和近期断裂活 动 强 度 及 其 活动方

式
,

为进一步研究临汾盆地近期地震危险性提供一些依据
。

1
.

构造基本特征

临汾盆地的范围北以近东西向什林断裂为界
,

南与北东东向展布的紫金山断裂相接
,

东

西两侧分别以霍山一浮山断裂和罗云山一土门断裂相邻
,

构成了地堑式的北窄南宽的断陷盆

地
,

总体延展方向为北北东向
。

盆地内部断裂构造复杂
,

由于北北东
、

北东向
、

北西向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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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洛汾盆地地质构造和震中分布图

东西向构造互相交汇切割
,

盆地内大致出现

了东西分条
、

南北分块的构造格局
。

边界断裂对盆地的发展和形成起到了明

显的控制作用
,

由于这些断裂和后期不同方

向构造的强烈活动
,

致使盆地的差异运动愈

加显著
。

从现今地貌上可 以看出隆起区不断

遭受剥蚀
,

凹陷区继续沉积
,

对临汾盆地还

可进一步划分为灵石隆起
、

临汾凹陷
、

九原

山一塔儿山隆起
,

候马 凹陷
。

自公元前 2 31 年至今
,

临 汾盆 地内共发

生五级 以上地震 12 次
,

其中八级地震 2 次
。

70 % 以上的破坏性地震分布在盆地范围内
,

表明了盆地凹陷区是新构造运动相对强烈的

地区 (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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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现今地壳形变特征

临汾盆地及其邻近地区的 I
、

l 等水准复测资料
,

仅有由北而南的陕大线及与之相连的

三条支线
,

构不成闭合环线
。

复测资料最早的是 1 9 5 5年
,

以后于1 9 7 0
、

1 9 7 1
、

1 9 7 2及 1 9 8 。年

进行过部分复测
。

由于有些水准点遭到破坏
,

有的进行线路改造
,

有重复测量资料的水准点

只有 71 个
,

其中还有一些测段仅有 1 9 7 0
、

1 9 7 1或 1 9 7 2年两期相隔很近的复测资料
,

显然这会

给计算结果带来较大误差
。

对资料 的处理采用线性动态模型
,

即假定这些水准点在一定时间内呈均匀线性变化
,

由

于水准路线构不成环线
,

实际上没有图形条件而只有速率条件
,

速率条件的基准采用了伪逆
。

基准和拟稳基准两种方案进行计算
,

在勾绘形变速率图时采用拟稳结果
,

拟稳点的选择参考

了高差剖面图及当地的地质背景
。

从计算结果看
,

每公里单位权中误差为 2
.

6毫米
,

低于 I 等水准测量精度 ( 土 1 毫米 /公

里 )
。

其原因可能是所处理点中包含部分 I 等水准测量资料
,

另外在资料处理 中采用的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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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动态模型
,

实际水准点的变化业不是线型

的
,

后者可能为主要影响
。

除上述垂直形变复测资料外
,

盆地边缘

区还布设了跨断裂短水准三处
,

其中包括临

汾台短水准
,

峪里
、

广胜寺流动测点
。

水平

形变资料仅有 1 9 7 2年复测的洪洞一临汾地区

八条边的测边网
。

( 1 ) 垂直形变
:
形变主要测线由北而

南贯穿整个盆地
,

垂直形变特征表现为北高

南低
,

这与现今地貌形态大体一致
。

东西两

侧山区相对盆地表现为上升
,

东侧山区速率

大于西侧
,

如从大范围来看似出现由东向西

倾斜之势 ( 图 2 )
。

北部灵石 隆起属明显抬升区
,

年速率在

1 一 2 毫米
,

霍县以北的近东西向什林断裂

两侧上升速率出现明显差异
,

表明该断裂近

照笼关

巡遍了厂~
公 ;

图 2 1洽汾盆地形 变速率图

期仍有明显活动 ( 图 3 )
。

临汾凹陷内的赵城附近约 10 公里范围内
,

呈现为一相对上升带
,

卜 最大年速率为1
.

1毫米
。

这个地带在地貌 上 是一个明显的转折部位
,
盆 地由此向 南突 然开

阔
,

汾河阶地发育
,

地势平坦 ; 从构造上看正是北西西向断裂与北北东向断裂交切部位
, 又

处于历史上八级地震震中区附近
,

是今后应该重点注视的地段
。

临汾凹陷总体表现为明显下

降
,

临汾附近为沉降中心
,

年下降速率最大 5 毫米
,

这可能与 长期 抽用 地下 水有一定的关

系
。

东西向形变剖面 ( 图 4 ) 也显示出临汾盆地的下降
。

襄汾以南的九原 山一塔儿山隆起部

位显示微弱抬升
,

年平均上升速率约 0
.

2一 0
.

3毫米
。

候马凹陷的垂直形变不甚明显
,

年最大

下降速率为 0
.

8毫米
。

候马与曲沃之间出现了明 显 的形变梯度带
,

可能反映了北北东向的陶

寺一候马断裂向南延伸的隐伏部分的近期活动
。

( 2 ) 跨断裂测点

2 0 (公里 )

图 3 临汾盆地纵 向剖 面图

罗云山断裂
隐伏断裂

图 4 临汾盆地横 向剖面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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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形变测线横跨过罗云山山前边界断裂
,

自1 9 8 1年以来的观测曲线 ( 见图 5 ) 显示
,

在每年七月前后测值变化较大
,

这可能与热形变或水位变化有关
。

曲线低值连线反映了断裂

缓慢的垂向滑动
,

变化速率约 1 毫米 /年 ( 包含着部分干扰因素 )
。

峪里流动测线横跨罗云山断裂
,

与临汾形变测线大体平行
。

自1 9 8 1年观测以来
,

断裂下

盘的两个基岩点变化平稳
,

无明显趋势变化
,

而跨过断裂的测线变化趋势显著
,

年速率约为

1
.

1毫米
。

据临汾地区考古资料得知
,

位于罗云山断裂东侧的南辛店一襄 陵一金 殿一带
,

全

新世地层不断加厚
,

元延佑五年 ( 公元 1 3 1 8年 ) 牛 氏墓接受沉积达 45 厘米
,

晋时刘渊立国 (公

元 3 04 一 31 8年 )
,

筑城于金殿附近
,

目前 已沉积
一

J
’

1 60 厘米
。

据此粗略推算
,

年沉降速率约

为 0
.

8毫米
,

这与上述结果大体相近
,

表明了罗云山断裂至今仍有缓慢活动 〔 6 〕 。

广胜寺流动观测点跨过霍山断裂
, 1 9 8 0年后测值变化很小

,

跨断裂的 B M
, 一 2

测线也仅有

微弱变化
,

这与大面积测量所得盆地东侧的变化速率较大的事实不符合
,

其原因尚需进一步

研究
。

( 3 ) 水平形变

1 97 2年对洪洞一临汾地区曾利用 D :
一 50 微波仪测过八条边

,

测量结果表明
,

测 区 面积

缩小
,

大部分测边缩短
,

最大的可缩短。
.

31 米
。

其中两侧四个三角形变化较大
,

其主轴方位

近于 3 40
“ ,

显示该区以压应变为主的变化趋势
,

从所得的矢量方向来看
,

可能兼有右旋扭动

的趋势
。

3
.

结 论

( 1 ) 现今形变特征与区域构造有着密切关系
,

区内晚第三纪以来所形成的隆起区和凹

陷区与现今垂直形变升降总貌较为一致
,

表明区域继承性运动很明显
,

这与对大范围区域现

代构造运动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

( 2 ) 本区的跨断裂测量资料表明
,

北北东向断裂均为正断层
。

区域垂直 形变资料同样

反映出盆地边界断裂具有明显的张性活动
,

说明现今北西 向的拉张作用仍很明显
。

洪洞一临

汾地 区水平形变资料呈现出缩短趋势
,

反映该区处于压缩状态
,

这似乎与现今区域应力场存

在着矛盾
,

这一 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

盆地的卫照资料反映
,

该区的一些边缘断裂水系仍有右旋扭动迹象
,

霍县以北的近东西

向什林断裂使早更新世地层左旋扭动了 50 0余米
,

如按中更新世下限73 万年计 算
,

年 平均水

平扭动速率为 1
.

5毫米
,

与水平形变测量结果大体一致
。

( 3 ) 洪洞 以北赵城一带的现今形变资料表明
,
这里正位 于临汾凹陷北缘的形变相对上

升带
,

无论在构造上
、

地貌上
,

还是历史地震活动性上
,

都具备发生强震的条件
,

因此这一

地区今后应列为重点监视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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