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 肃 某 矿 区

新构造运动及其对矿山建设的影响

甘肃省地质局第六地质队 姚铁山

我们在该矿区进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调查时发现
,

第三纪以后的新构造 运 动 很 活

跃
。

这里不仅有第三纪末期以来所发生的新断裂
,

而且有剧烈的升降运动和伴随断裂所引起

的地层的变形以及特殊的现代地质地貌现象
。

由于这些新的断裂活动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
。

为了提供生产建设部门参考利用
,

现将野外观察资料加以整 理
。

由 于

对新构造运动的研究缺乏经验
,

难免有许多错误
,
请批评指正

。

(一 ) 地质构造概要

本矿区位于两个构造单元交接的不稳定地带
。

它的南面是基岩出露的山区一一阿拉善台

块南部的边缘隆起
,

北面是第四系覆盖的盆地一一台块边缘的三角拗陷
。

该矿区正处于隆起

与拗陷之间 (图 1 )
。

前震旦纪地层大都呈北西西— 南东东方向延长
,

构成了南部山脉的主干
,

而盆地内主

要被第四系覆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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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隆起山区与盆地拗陷之间
,

有一条大断裂
。

这条大断裂不仅构成了隆起与拗陷之间时

明显分界
,

而且对本区构造格员的展布也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

形成 了 木 区 现 代 她 貌 隆

起剥蚀与拗陷沉积两个地貌单完的鲜 盼对 照
。 一

具休的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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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

构造变动
、

岩浆活动以及成矿作用等
,

都是由于第四纪或第四纪以前就已经发生的这

条大断裂的影响而定型的
。

毛丰席教导我们
: “ 大家

气

明白
,

不论做什么事
,

不懂得那件事的

情形
,

它的性质
,

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
,

就不知道那件事情的规律
,

就不知 道 如 何 去

做
,

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 。

为便于说明新构造运动的幅度
,

兹将 本区 出露有关主要地层列于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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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灰白砾状
砂碧透镜休

灰白色草绿色砾岩
、

砂岩
、

土黄色砂质泥
岩

前旦

震系

棕黄色砾岩
、

砾状砂岩夹泥质砂岩

桔红色砂砾岩桔红 色粘土
,

局部见石膏细
脉
黑云母片麻岩

、

花岗麻 岩
、

云母石英片岩
角闪片岩

、

白云质大理岩
、

混合岩

太古界

(二 ) 新构造运动的表现

1
、

阶地 阶地发育是间歇性梯度升降运动的标志之一
。

虽然气候因素对 它有一定影响
,

-

但它仍不失为判明隆起与下降地带的主要标志
。

矿区南部山区沟谷阶地发育明显
,

自西向东

藏布太有祖级
,

中部宁远堡河谷有 V 级
,

到东部红崖山水库一带阶地完全消失
。

这是本 区阶

地发育在走向上
“ 不均一性

”
的特征之一

。

另一个特征是它的
“ 不对称性

” ,

如 宁 远 堡 河

谷
,

西岸有 V级阶地
,

东岸阶地则不甚明显
,

仅残留有相当于西岸 l 级阶地的一个陡坎 (图

2 )
。

宁远堡地段河谷阶地发育形态和示里如表 2
。

2 、

冲积洪积扇的形成与破坏 在矿区北侧山前地带有多级拱积阶地和内迭冲积锥
,

同
气

何谷各阶地一样
,

一个套着一个
,

阶数常达 V一吸级
,

阶差最高的有 12 0米 (图 3)
。

3 、

河床改道和迁移 宁远堡河谷 西岸山顶上铺盖一层相当于第四纪中早期的洪积砾石
-

( Q
: 一 3

) 而 目前河谷东岸是一陡壁
,
仍不断遭受着现代河水的侧向侵蚀

。

至于河谷西 岸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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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扇冲出锥之素描

~ 河床改道后的流肉
,

1 1 ! 万 , 阶地

F S一古河床

缝
,
在地里工作的人都感到站立不住

。

沟改道变迁的现象就更加明显了
。

如老君庙后山顶

上有一条呈带状分布的河床砾石层 ( Q
: 一 3 )

,

宽 1 0 0

余米
,

厚 15 米左右
。

从砾石成分看
,

它正是孟家沙

沟上游的紫红色轻微变质的硬砂岩
,

这说明这条河

床砾石层的位置应当是孟家沙沟的前身
,

而后由于

山区隆起
,

在中上更新世改道而行现在的位置
。

另

外
,

沙马圈沟是沿 F B断层位置发展起来的一条断

层沟
,

下游割切深度达 1昭米
,

但到火葬场沙马圈

构突然离开了它原来的位置
,

转了一个 90
。

大弯
,

而这个转弯的起点
,

、

正好始于 F 3断层
,

这足以说明

F 3断层在第三纪以后有过明显的活动
。

4 、 地尽 矿区附近有过很多坎强烈地震的历
.

史记载
,
自场舒年本区发生 9 次地震

。

其中 1 9 2 7年

地霖山顶有石头下滚
,

摇倒了三个地堡
,

山上裂 了

柏触年地震
,
震时房瓦摇落

,

人畜也有伤亡
,

原来曾

栩以浇田的一股泉水
,
地震后完全干固

,
、

相捅了半年之么
,

才又在原来的位置上形成了一片

t 3 3 ?



湿地和一小股细流
,

但流量比原来小多了
。

5
、

断层 第三纪 以后的断层在矿区周围屡见不鲜
,

值得提出的是
, 1 9 6 3年为了评价盆

地与隆起之间的大断裂带的工程地质条件
,

通过三个地质剖面的钻探
,

发现前震旦纪地层直

接逆掩在第四纪地层之上 (图 4 )
,

在断层带上盘前震旦纪岩层上施工的 C K l孔
,

于 孔 深

2 20 米见断层角砾岩
,

22 0一 3 17 米为断层角砾岩带
, 3 17 米以下孔深 4 0 5

.

14米为第四系底部的

玉 门砾岩 ( Q
:

)
。

在断层带上施工的 C K 3孔
,

孔深 4 8 3
.

8 5米
,

未穿透第四系
。

从三个地质

剖面资料看
,

这个断层在第四纪时期内继续活动
,

断距在 4 80 米 以上
。

若 以第四纪为 80 万年计
,

所得第四纪时期新构造运动的似速度为 48 。米 / 8 0 0 0 0 。年
二 。

.

6毫米 / 年
。

其次在升降之间交

接部位
,

伴随着升降而产生的第四 纪小断裂和因此而引起的第四纪地层的变形 (图 5 )
。

, 图 4 A一 B地质勘探剖面
B r
一断层角砾岩带

, F
,

一逆断层 ;

f一 F : 的旁侧构造一逆断层

杏 图 5 白泉沟西壁地质素描图

1 一全新统碎石层上层
; 2 一全新统碎石层下层 , 3 一上更

新统具明显层理的碎石层
, 4 一中更新统具轻微胶结的砾砂

砂质粘土
, 6 一下更新统泥质砾岩

; 6一前震旦系片麻岩 ,

7一断层及编号
; 8一第四系内断层及编号

N 3了已

、〔巫习
:题画二 汇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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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
,

对矿区新构造运动有以下几点认识
:

1
、

某矿 区位于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地质构造单元交接的不稳定地带
,

长期来频繁的构

造运动在本区留下了清晰的烙印
,

这些烙印几乎是到处都可以十分明显的见到
。

因此我们可

以得出结论
:

在阿拉善台块南部边缘一个较宽的地带里
,

新构造运动是十分明显的
。

在这里

不仅发育有
`

V
’
字形沟谷和对称性强烈的断层崖

,

而且河流短促
,

河床弯曲突然
.

河谷纵

向坡度在 10
“

以上
,

并常见陡坎
,

河谷两岸 明显的阶地总数在 V 级 以上
,

第四 纪断层和第四

纪岩层的变形等到处均可见到
。

2
、

矿区内的新构造运动 与老构造格局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
。

具体的讲
,

新构造运动对

于老 的构造格局有着从属的关系
。 `

如第三纪末期以后产生的北西西方 向的一组断层和 由此而

引起的第四纪地层的变形等
,

都是受第四纪前就巳经发生的巨大断裂所 控制的
。

s
、

在本区相对升降运动进行的比较强烈的地区
,

是隆起和沉降地区的交接部位
。

隆起

带上一些边缘小凹槽的形成
,

正是 由于老构造断裂带的形迹被后期新构造运动形迹所迭加的

一 3 4 -



结果
。

如北西西方向大断裂是本区最主要的构造线
、

之一
,

另外尚有一组北东叭 ,方向的断裂
,

与主干断裂相交成
· `
“ x ,,

型
,

本区许多小的储水 凹槽的形成
,

如火葬场 凹槽就是 这 样 一 种
“ X ”

型断裂的直接反映
,

也是各种 自然要素如冰水刻切 等诸矛盾统一的结果
。

4
、

本区新构造运动所具有的规模和强度
,

在各个不同时期或同一个时期的不同地段
,

都是不均一 的或者说是不一致的
。

隆起区西部藏布太有租级阶地
,

宁远堡有 V 级
,

到东部红

崖山一带阶地完全消失
。

这代表着在同一个时期内
,

西部的新构造运动较东部频繁
,

第三纪

末期以来至少有七次明显钓上升
,

而东部则不甚显著
。

宁远堡河谷两岸 阶地不对称
,

它标志

着沿宁远堡河谷存在着一组较大 的断裂
,

而这组断裂在第四纪时期内仍在活动
。

从本区阶地

形态示量图表看
,

自下更新世开始到全新世升降运动的强度表现也不是一条直线 (图 6 )
。

在中上更新世
,
本区有过三次明显 的升降

,

且幅度较大
,

间隔时间较短
,

表现阶 宽 示 量很

小
,

而阶差示量较大
。

同时
,

在河谷及山前一带
,

堆积了相当广泛的 巨厚的砾石层
,

自中上

更新世到全新世
,

升降运动的强度逐渐减弱
,

这不但表现在阶地的各种示量上
,

而且更明显

的见于 F 18 断层
。

前震旦纪地层直接逆掩在第四 纪中上更新 世酒泉砾石层之上 (图 7 )
,

全

断世的砾砂一碎石层又覆盖在前震旦系及中上更新世酒泉砾石层之上
,

F 18 断层在全新世地

层 中未见有明显反映
。

由此可以说明
,

这里的新构造运动的活动规模及强度 的最大时期
,

是

在第四纪 的中
、

早期
,

到第四纪的晚期或者说到近代
,

它的发展趋势是逐渐减弱的
。

因此
,

这里的储水凹槽或凹 陷小盆地也都是在第四 纪中
、

早期形成的
。

弈粼

一
5 0 米

一
下更薪于丁二匣l 亘巫过红于土止红竺竺

图 7
·

第四 纪 F 18 层素描 图

1 一黑云母片岩 ;

2 一斜长绿泥片岩 ;

3 一洒泉砾石层
;

4 一现代碎石角砾石

图 6 某矿区第四纪阶地综合升降运动幅度对比曲线图

·

(三 ) 新构造运动对矿山建设的影响



下

裂缝大量漏水
,

经三次沥青处理
,

至今仍
·

漏水不止
,

若继续下去水池有可能废弃
。
同样犷盆

某水库拦水坝是修建在一条近期活动断层带上的
,

在建坝第一期工程结束后
,

即发瑰坝下拐

水
,

经灌浆处理亦无显著成效
,

结果不得不降低设计坝高和采取其他潜施保证供水
.’
另如某

矿床顶底板岩层
,

主要是前震旦纪的黑云母片麻岩
、

花岗片麻岩
、

蛇纹石化大理岩等
。

它们

的
`

块状普氏系数一般在 10 以上
,

是
.

比较坚固的岩石
,

在坑道工程设计时
,

不需要采取特殊文

护即可保证安全生产
,

但几年来的生产实践证明
,

由于岩层间存在着几组隐蔽豹断鲜的软璐

结构面
,

使这里的岩矿层都极不稳定
,

而这几组新鲜光滑的软弱结构面又都是和新构造逛汤

有密切联系的
。

因此
,

很多重要井巷工程都曾发生过偏帮
、

冒顶事故
,

甚至有些坑道虽然己

经采用了混凝土支护
,

但支护后不到两年又发生了变形
,

以致严重的影响了生产
。

另外由于

新构造运动的发现
,

早 已建成了部分厂房
,

不得不迁移厂址
,

造成了很多浪费
。

(四 ) 结 语

1
、

某矿区的新构造运动充分地显示了它对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的影响
。

因此
,

在今

后进行矿 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调查时
,

注意调查新构造运动的特点和升降幅度
,

对于国

民经济建设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

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作出 正 确 的 区

划
,

而且还可以为进行某些防护措施提供依据
。

2
、

在进行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评价时
,

对作为新构造运动的表现形式
、

规模
、

应力场
、

构造线以及这种运动在各个时期的活动幅度及其特征
,

尤其在隆起与沉降的交接部

位
,

即相对活动幅度最大地区
,

更应予以充分的注意
。

对某矿区新构造运动的研究以及它对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的影响
, 是一个新的课

题
,

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观察研究
,

以便为矿山建设提供更多的工程地质资料
。

对汾渭盆地基底性质的探讨

陕西省地质局石油普查狱三O 一分队

近几年来
,

我们对该盆地基底性质 的划分作过一些工作
。

但仅限于各种物探资料
,

而在

广阔的盆地范围内
,

只有三 口井揭穿第兰系
,

且分布在盆地边缘
,

对于两个深 凹陷一西安凹

陷和固市凹陷
, 至今未揭穿第三系

。

因此
,

对于前第三系基底的认识
,

尚难得到确切的解释
。

以往
,

电法
、

航磁解释深度与地震相比
,

均浅于地震深度
。

至于地震飞组之下是什么地

层
,

就更难于回答
。

此次
,

我们根据前人物探成果
,

并参考前人对基底的认识
,

结合地面地质
,
综合分析

,

重编这份基底岩相结构图 (见下图 )
,

.

也感间题不少 ,
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化

。

现将盆地基底的划分及我们一点肤浅的认识简述如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