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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重点研究了湘东4赣西地区 223向活动走滑断裂系与地震和温泉分布

之间的密切联系1结果表明!8研究区地震和温泉主要集中在 +条223向主走滑断

裂带及其伴生的94:;断裂带6<高温热泉或强震震中区的基本构造样式为走滑断层

左行4左阶雁列带和拉分盆地构造6=陆壳结构分层特征是影响该区地震作用强度

的一个重要因素1
关键词!活动走滑断裂6地震活动6地热分布6湘东4赣西地区

中图分类号!9-)$ 文献标识码!>

巨型郯庐走滑断裂进入扬子陆块后转换为安化%城步4茶陵%郴县和赣江 +条斜列的 223
向走滑断裂及其伴生的94:;断层系0直接控制了湘东/赣西地区中新生代地质构造格局和地

震4地热的分布1本文拟重点探讨走滑断裂与地震和温泉之间的关系0其中有关断裂构造的

名称及代号与常见于国内外走滑构造文献中的相同?"@+A1

" 陆壳结构分层特征

区域地质构造填图及地球物理研究成果表明?)@$A0研究区地壳结构可分为 +大构造层!未

变质的沉积盖层0褶皱基底和结晶基底 &表 "(1其中褶皱基底和结晶基底之间普遍存在一顶

板埋深 "$BC0厚约 )BC的低速层0地质上一般解释为韧性流层?*0.A1

’ 走滑断裂与地震的分布

D5E 构造地震平面分布特征

从图 "得知0研究区地震多集中在!8+条 223向主走滑断裂带0如常德%太阳山地震

&>FG(0修水地震 &FFG(0吉安地震 &HG(等6<区域性 9断裂带0如新化地震0娄底地震0
大余地震和赣州地震等6=9断裂与 :;断裂交汇处0如邵阳地震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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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湘东"赣西地区陆块的结构分层特征

#$%&’( )*+,-*,+$&&$.’+-/$+$-*’+01*0-123-24*04’4*$&
-+,1*04’$1*’+45,4$467’1*’+480$4.90

结构分层 岩 石 组 成 地质时代 纵波速:;<=1>( 密度:.=-<>?

地壳表层 碎屑岩@火成岩 #?"A ?B?CDBEF EBF?

沉积盖层 碎屑岩@碳酸盐岩及含煤岩系
杨子陆块 G"#E FBECFBH EBFHCEBIH
华南陆块 J"#E FBECFBK EBIH

褶皱基底 浅变质复理石碎屑岩@碳酸盐岩
杨子陆块 L*EM? FBNCIBE EBKE

华南陆块 L*?"O FBKCIB( EBII

韧性流层

P低速层Q
塑性流变岩石 L*(ME PRQ IBS R

结晶基底 花岗片麻岩夹斜长角闪岩 T+"L*( IBFF EBHS

下地壳层
莫霍面
壳下层

麻粒岩 T+PRQ IBICKBE ?BSS

橄榄岩系 NBSCNB? ?B?C?BF

图 ( 湘东"赣西活动走滑构造域内地震分布图

P地震资料来源于文献 UFV(SV((WQ
X0.B( A$+*/Y,$;’Z01*+0%,*02423*/’$-*0[’1*+0;’61&0\

*’-*240-%’&*104’$1*’<5,4$4$4Z7’1*’<80$4.90\+2[04-’
(B]]A向主走滑断裂带^T_XB安化6城步断裂^__XB茶陵6郴县断裂^‘XB赣江断裂^

EB陆块碰撞缝合带^?B区域性 L和 ab断裂及编号^DB伴生次级断裂^

FB大于 F级地震^IB?CF级地震^KB小于 ?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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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震构造主要型式

研究区强震震中通常在走滑断裂的特定构造部位#$左行%左阶雁列带&图 ’是常德(
太阳山多次破坏性地震震中区构造略图)安化*城步主断裂 +,-./001向走滑作用)在其上

地壳层内形成数条左侧列 2断裂)控制了 3453年太阳山 6级和 4"7级地震%3897年常德 7级

强震活动等&:2断裂左行%左阶式叠接带或弯曲带 +拉分盆地/)特别是与 0; 向 <=张剪性

断裂的交汇处&如 3639年的新化 7级地震%3>54年的娄底 7级地震%345’年的邵阳 ?级地

震等均与这一发震构造有关 +图 5/&

图 ’ 湖南太阳山

发震构造略图

.@A"’ BCDEFCEDGHIJKCFL
MNKGDCLOEGJK*AKPKDGC@PA

@PQG@RGPAILGP
3"第四系S’"白垩(第三系S5"中元古界(志

留系S?"安化*城步主走滑断裂+,-./S7"2断

裂S4"<=断裂S6"震级和发震年份

图 5 湖南邵阳地区发震构造略图

.@A"5 BCDEFCEDGHIJKCFLMNKGDCLOEGJK*
AKPKDGC@PA@PBLGMRGPAGDKG
3"重力布格等值线T39U7VWIU’S

’"2断裂#23"望城*娄底断裂S2’"长寿街*双牌断裂S

233"新化*武冈断裂S23’"龙公桥*东安断裂S

5"邵阳*郴县 <=断裂 +B-./S

?"大于 5级地震S7"小于 5级地震

!"X 地壳结构分层与震源深度

根 据地震监测)湘东(赣西地震震源深度与郯城(庐江地区十分相似)均集中在地壳

6JVY34JV之间)小于 6JV或大于 34JV的地震数量明显减少Z7)>Y33[&这个地震频发范围在

该区地壳结构分层柱上)相当于低速层 +顶板埋深 34JV/之上的褶皱基底)岩石组合为一套

巨厚的浅变质粉砂质泥质复理石岩系)基底之上为脆性破裂变形的沉积岩层 +表 3/&地壳向

下随着温度和围压逐渐增高)岩石的破裂强度 +从沉积岩构造层向褶皱基底/也随之增大)当

温度增高到使岩石发生显著韧性流变的地带 +韧性流层/)岩石破裂强度又明显降低&因此)
在地壳强度*深度相关曲线图上)脆性与韧性的过渡带 +褶皱基底下部/岩石破裂强度将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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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从而为地震的发生提供了有利的介质条件"但是!湘东#赣西粉砂质泥质板岩基底

与华北陆块 $郯庐地区%同一层次的结晶片岩基底相比!其固结时间较晚!稳定程度较低!因

而不能积聚更大的弹性应变能!地震活动也明显较弱"

& 走滑断层与温泉分布

图 ’为 (()向活动的走滑构造系统与温泉分布图"从中可知*
$+%湘东#赣西地区的温泉多呈串珠状展布于活动的走滑断层带上!特别是安化,城步主

断裂和茶陵,郴县主断裂的南段!(()向望城,娄底断裂 $-+%.长寿街,双牌断裂 $-/%和热水

断裂 $-0%以及 (1 向 23断裂带 $456和 746%温泉常成群成带出露!形成地热异常区"

图 ’ 湘东#赣西活动走滑构造域内的温泉分布图

$温泉资料来源于文献 80!+9!++:%
6;<=’ 7>?@;A<>?BCDE;A<F;CBE;GHB;?A;AB>IJKB;LICBE;MI,CN;D
BIKB?A;KGINBC?OIJCBIEAPHAJA,@ICBIQR;JA<S;DE?L;AKI

+=主走滑断层T/=碰撞缝合带T&=-.23断层T’=次级断层T0=中低温热泉TU=高温热泉VW9X

$/%走滑构造域内主要为中低温热泉!高温热泉 $大于 W9X%只有 -+断裂带的灰汤温泉

和 -0断裂带的热水镇温泉 $两处水温均高于 WWX!最高可达 +99X%!而且高温热泉均出露在

-断裂左行.左阶拉分叠接带"
$&%研究区大部分温泉赋存于花岗岩破碎带内!其次在碳酸盐岩和基底板岩断裂带中"其

中花岗岩中出露的温泉水温较高!温泉流量 9=+Y9=0Q&ZC!水质类型主要为重碳酸钠型.硫

酸钠型和钾型!矿化度小于 +9M<ZQ&!DP值一般为 WY[T碳酸盐岩裂隙水的温度较低!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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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丰富 !一般 "#$%$&’()*+水质为重碳酸钙 !钙镁*型 !矿化度小于 ,-.(&’*及硫酸钙镁

型 !矿化度 $,%$/-.(&’+01值为 2%34$$56

7 结语

地质填图及构造模拟实验表明4$"%$75+走滑断裂构造样式与陆壳结构分层及地震作用强度

之间关系密切89在具有 :沉积盖层;结晶基底<双层结构的陆块内 !如郯庐断裂沂沐段*+走

滑断层总体表现为显著狭窄的水平位移带+地震活动强烈=>当走滑断层发育于 :沉积盖层

;褶皱基底和韧性流层;结晶基底<’层结构陆壳环境 !如华南陆块*+其构造型式为发散的宽

阔断裂带+地震活动明显较弱6分形几何学研究表明9+走滑断层尾端构造样式?分维值大小

与地震?地热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6总的来讲+结构较复杂?分维值较大的走滑断层

带地震活动频繁+并且温泉常沿断裂带呈串珠状分布6
本文在成文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湘赣科研队的支持+得到了唐辉明教授?

李建威博士?郑大瑜研究员?陈小东高工等的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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