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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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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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有关重
、

磁力概况

1 、

航空磁 力异常特征表明
:

汾渭盆地古老基底是 由东西向和北东向两组构造线组成
。

从中条山至吕梁山间形成一个北东向鼻状磁力异常
,

其异常核部
,

由东向西
,

磁场显示逐渐

减弱
。

东西向磁力异常大致在渭南以北呈东西向伸延
,

与秦岭东西向构造线方向一致
。

在华

县
、

兰田 连线以西
,

除骊山
、

周至局部正异常外
,

均为负异常
。

2 、

布格重力异常
:

大体分三个区
,

并和构造线方向一致
。

岐山
、

眉县
、

宝鸡异常区
:

重力异常和局部异常带的走向呈北西向
,

与盆地西部陇西系

方向一致
。

周至一大荔异常区
:

近于东西 向
,

表现为异常幅度宽缓
、

面积大为其特征
,

其中又可分

为西安
、

大荔
、

运城三个负异常区
。

富平一临琦异常区
: 呈东西向展布

,

以狭窄带状异常分布为其特征
。

(二 ) 盆地岩相结构分区

1
、

前寒武系分布区

分布在中条山和万荣之间的闻喜
、

运城地区
,

向西过黄河到大荔 以西地带
。

航磁在这块地区基本上形成一个由东向西的鼻状磁力正异常
,

大体有 1 50 一 6 00 Y .
在黄

河以东
,

临琦一带
,

磁场变化明显
。

在它的西南于中条山北侧大断裂
,

相应的形成磁力密集

带
。

结合地面
、

中条山北坡和万荣附近出露的前寒武纪地层分析
,

此异常可视为 由 中 条 山

和 吕等电南端形成的大背斜顶部的陷落断块
。

磁化率资料表 明
:

在震旦系下部紫红色
、

暗紫

色安亩岩 以下均有较轻的磁性
。

前震旦系片岩
:
绢云母石英片岩

、

石榴子石的 白云母片岩和

绿泥石片岩等磁性极大
,

平均磁化率为 6 77 x 1 0 一 “
C G S M

。

变质花岗岩
、

闪长岩
、

辉绿岩也

有强烈的磁性
,

平均磁化率在 2 5 96 x 1-0
“
C G S M 以上

。

根据 以上资料可知
,

这些岩 石 是

引起该区磁异常的主要因素
,

即构成这个鼻状磁异常的主要原 因
。

诚然
,

把这个鼻状磁异常的基底作为背斜核部的陷落断块看待
.

和中条山北侧断裂相关

的重磁力异常密集带
,

显然可以解释为该岩相带的南界 ; 再由此向西
,

即沿中条山下部古生

界地层走向向西推
,

直到大荔以南形成南界的延伸部分
,

大约在大荔以西形 成 圈 闭
。

该 岩

相带的北界
,

由韦庄镇
、

合阳以东的重力密集带组成
。

再向东
,

由万荣附近的寒武系和太古

界露头之间穿过
。

韦庄镇重力密集带解释为一条北东向断层
,

在断层线北侧
,

地震折射点速

度为 5 6 0 0米 / 秒
,

与奥淘系速度相似 , 断层南侧解释为前寒武系
。

合阳东的重力密集带
,

向

东因缺少重力 资料
,

结合电法 E H 一 D 亚线
,

证实有断层存在
。

在万荣附近出露的寒武系和

太古界万荣断层线以北
,

解释为下部古生界是适合的
。

对该区基底认识在黄河以东磁场变化大的地区
,

显然有一些火成岩的侵入体
,

在黄河以

西则不存在
。

2
、

下古生界分布区
.

大体分布在渭河以北前寒武系分布区以外的广大地区
,

包括渲关和汾河河谷
,

向西一直



伸延到高陵
、

武功
、

凤翔一带
。

本区航磁显示为上述鼻状磁异常的翼部; 在三原西为负异常区
,

反映基底埋藏较深或因

基底组成与其有所差异
。

结合重力和地面资料
,

认为该 区主要为下部古生界
,

在黄河以西
,

布加重力异常的总趋势由北向南降低和下古生界基底由北向南倾斜的基本地质特征相一致
。

布格重力图另一个特点是局部异常多
,

尤其靠近北山一侧更明显
,

它们大体和本区的构造线

相一致
。

结合地面资料分析
,

这些重力密集带均系断层显示
,

这种特点和北山南侧下部古生

界露头分布的地质特征基本符合
;
个别的重力异常区

,

曾解释为上部古生界
,

结合渭参 3 井

井底所见到的地层
,

推测在下部古生界之上应残存有上部古生界地层
。

下部古生界的南界至少可以伸延到渭河沿线
;
在渭 4 井井底见到奥陶系的浅 变 质 岩 系

(相当平凉群 )
,

并在高陵地震折射获得与奥陶系相似的速度点 6 5 。。米 / 秒
,

从而剖析高陵

局部重力高也为奥陶系岩层听组成
,

在这重力高 以东略呈东西向延伸
,

同时考虑中条山南侧有

下部古生界地层分布
,

经中条山南侧断层后 陷入憧关地区
,

由此经华阴
、

渭南连线构成下部

古生界的南界
,

靠近秦岭一侧为太古
、

元古界及花岗岩分布区
。

3
、

太古界
、

元古界及花岗岩分布区

主要分布在西安凹 陷及其 以东地区
。

该区重磁力异常显示为东西向负异常
,

仅周至和纺

织城呈局部磁力异常
。

在骊山和华山地区
,

出露太古界混合岩化的黑云母片麻岩及近晚期的花岗岩
,

前者磁化率

在 4 7 7 x 1 0一 C G S M 以上
,

而花岗岩为 5 6 2 2 x 10
一 。
一 2 3 5 x 1 0一 “ C G S M

,

可知其磁性较高
。

根据相邻地区受东西向构造控制
,

几

华山地 区太古界混合岩及花岗岩也必然沿这一方向向

西插入西安凹陷
,

组成该区基底
,

由于花岗岩有较高磁性
,

因而引起周至和纺织城的局部正

异常
,

但因基底埋藏较深 (地震资料约 5 一 6 公里 ) 故磁场特征反映微弱
。

4 、

元古界分布区

分布在秦岭北侧大断层 以北
,
东到汤峪了户号

、

周 至以南
,

向西直到宝鸡一带
。

航磁平面剖面图较清晰地反映在户县
、

周至 以南正磁力异常
,

由周至以西到宝鸡地 区重

磁力均为负异常
。

在秦岭北坡有元古界地层分布
,

并见有花岗岩体
,

根据磁化率资料表明
,

周至
、

户县以

南到秦岭山脚的磁力正异常是由于元古界地区组成该 区的基底
。

在秦岭测得宽坪组
,

含磁铁

矿
、

白云母
、

绿泥石
、

娜长片岩
,

磁化率 5 6 83 x 10
一 “

—
3 47 4 x 1 0

一 “ C G S M ; 由 这 里 向

西
,

从齐镇一宝鸡可能由于这套地区所食球性矿物有
、

所 减 少
,

磁 化 率 为 1 94 “ 10
一 ’

C G S

M
,

虽然在宝鸡地质负磁场不相一致
,

鉴于以上情况
,

结合地面元古界地层在宝鸡地区有所

分布
,

暂将该区解释为元古界基底较为适合
。

在宝鸡地 区
,

白至系地层有大面积的保存其产状倾向盆地一侧
,

以往推断这套岩层可伸

延到盆地内部
,

渭 4 井指示无 白至系存在
,

但其 以西据电法资料
,

约在渭河以南
,

靠近秦岭

有 K
·

H型线型存在
,

能否解释为白呈系地层尚待研究
。

`
’

(三 ) 几
,

点 认 识
.

1
、

渭河盆地是奠基在不同性质
、

不同时代的基底构造背景之上的构造单元
,

其基底具

` 3 9 .’



不均一性
。

2
、

渭河盆地构造线方向主要受北西
、

东西
、

北东向控制
,

该 区重力
、

磁力异常也正好

反映出这一特征
,

与区域构造相吻合
。

3
、

在盆地内
,

东西向构造线控制面积较大
,

且起主导作用
。

西安凹陷
、

固市凹陷南部

以及西安凹陷北部斜坡地带
,

主要构造线方向为东西向
。

其东西向断裂的断距大
,

活动延续
.

时间长
,

具追踪断层特征
。

在深凹陷区
,

则被东西断裂受其相同压力而产生的
“ X ”

型断裂

所控制
,

这种
“ X ”

型断裂对表层构造和油气的聚集均起一定作用
。

4 、

由于盆地基底的不均一性
,

则对其上覆地层的沉积起着控制和分割作用
。

如 果盆地

内有中生代地层沉积
,

也将分割成东西向块状分布
。

5 、

结合地面泉水分布情况
,

多数温泉均与东西向断裂有关
,

是否它们具有成生 联系
,

尚值得注意
。

棍杂堆积与青海南山地区的二叠一三叠纪地层

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第三研究室 夏元祁

板块构造学说的问世
,

使人们对若干地质现象有 了新的认识
,

作为板块运动特征之一的

棍杂堆积
,

是大陆地质工作者需要十分重视的一个对象
。

1 97 2年 9 月李春显在《试谈
“

板块构造
”
万一文中

,

曾提到西秦岭 自甘肃临潭
、

合作向西到

青海玛沁
、

花石峡一带
,

可能存在石炭
、

二迭
、

三迭系混杂堆积
。

这里通过 目前掌握的有 限

资料
,

谈谈混杂堆积的概念 以及对其地质意义的初步认识
,

同时介绍一个可能属于混杂堆积

的现象一青海南山地区的二迭
、

三迭纪地层
。

板块构造学说近年来在我国进行了介绍
,

目前基本上还是处在传播阶段
,

很需要进行一

些必要 的探索和研究
。

过去在区域地质工作中有关板块构造现象资料的收集
,

对于我们现在

的分析和综合工作
,

显然是不够的
。

不过
,

大量的实际资料仍然是区域地质学和大地构造学

研究的宝贵财富
,

使我们有可能用板块构造学说来探索某些地质现象及其内在联系
。

应该 指

出的是
,

这种尝试
,

目的在于将板块构造学说与我国大陆的地质构造研究结合起来
,

也是一

种实践
。

因此
,

尽 管是一些极不成熟的想法
,

还是傀出来共同讨论
。

(一 ) 混杂堆积的概念

混杂堆积是板块运动的产物
。

国外文献上用
“ M 6 lan ge

” (法文 )表示
,

早在 1 9 1 6年

格林利 ( G r e
en l y ) 研 究 英国威尔土安格耳西岛地质时即用

“ M 亡 aa n g e ”

一词描述前寒

武纪蒙诺杂岩
“

格乌纳群
”

中的构造混杂产物
, 1 9 6 8年徐锦华研究北美西部地质时引伸了这一

概念
,

以示与英文 C o m lP
e x (杂岩 )的区别

,

后来板块构造学说 问世
,

不少人就将 M
,

6 al n ge

代表板块俯冲带上一种构造混杂堆 积
,

而 C。

帅犯
` 则常指岩 浆 杂 岩 或 变 质 杂 岩 体

。

气 4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