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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概述

地震是地球
,

特别是岩石圈的快速震动
,

是岩层受力快速破裂
、

错动的结果
。

据统计
,

全

世 界每年发生的地震约 5 义 t护 次
,

其中
,

大部分为人们不易察觉到的小震
。

人们能感觉到的

地震约 5 义 】O
`

次
,

仅占总数的百分之一
。

从世界地震历史记录来看
,

七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

每年约 20 次
。

发生在陆地上的地震
,

如 19 7 6 年的唐山地震
,

最近的澜沧耿马地震及苏联亚美尼亚地

震等
,

无不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害
,

并可将第四纪全新世的沉积与现代 人类文明的产物
,

如塑料
、

钢铁制品等混杂在一起
,

并有可能保存成地质记录中的一页
。

而在 19 4 6 年
,

阿留升

群岛尤利马克附近 的海底地震所卷起的狂涛巨浪不仅席卷了
.

1 0二 高的灯塔
,

3 0m 高的海防

站
.

而且 以每小时 7 4 0 km 的速度向南横向冲击夏威夷群岛
,

至于纵向上其对海底沉积物的

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 ’

由地震作用形成的这些沉积物
,

虽然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引起过一些研究者的注意
,

如
:

格依姆在 1 9 08 年就提出过
,

某些海底斜坡地段的淤泥质堆积物是在强烈地震力作用下
,

沿

着斜坡 向下运动形成的一种复杂的沉积
。

尹赞勋 ( 19 3 3) 认为上房 山云水洞中粗大的石笋被

折成数段也是地震的结果
。

索洛年科 ( oC on H e 、 。 ,

19 7 3 ) 发表了
“

古地震地质学
”

一书
,

对古地

震地质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

S ihe K
.

E
. ,

于 1 9 7 9 年研究了美国圣安德列斯在年轻的沉积物

中埋藏的古地震的陡坎及地层错动
。

我国在宁夏
、

云南及北京等地也发现了古地震的遗迹
。

不过
,

以上的研究大多是在第四纪以来的沉积物中发现的古地震及其遗迹
,

而对第四纪

以前地震作用所造成的沉积物特征则研究甚少
。

直到 19 8 4 年
,

A
.

赛拉赫 ( A
.

se il ac h er )通过

对加里福尼亚
、

死海等处中新世和更新世沉积的研究
,

才使震积岩的研究有了一个广泛的基

础
。 “

震积岩
”

这一术语是 由赛拉赫于 19 6 9 年创立的
,

系指构造活动区未固结的水下沉积物

受到地震活动的改造再沉积下来而构成的沉积岩层
。

本文所研究的震积岩系见于河东煤田

中区东部的雷家沟剖面
、

西部的成家庄和招贤剖面中太原组底部 K ,

砂岩之上
、
L :
灰岩之下

的层位中 (见图 1 )
。

这是在我国含煤岩系中震积岩的首次发现
,

这一发现为我国含煤系的研

究
.

增加了新的内容
,

并提供了新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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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河东煤 田中区晚古生代含煤岩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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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K l

砂岩之上震积岩的特征

障壁岛沉积的 K ,

砂岩之上的震积岩
,

系障壁岛一侧的斜坡带上的沉积
,

自下而上分为
:

1
.

断裂带

在雷家沟剖面上为细砂岩
,

厚度为 1 sc m
,

浅灰色
,

呈薄层状
,

细粒砂岩结构
,

主要矿物 为

石英
,

含少量的长石和菱铁矿结核
,

硅质胶结
,

含少量泥质杂基
。

其上为浅灰色泥质粉砂岩
.

厚 28 c m
,

主要矿物 为石英
,

含较多粘土矿物及少量 白云母碎片
。

顶部为浅灰色粉砂岩
,

厚

g cm
,

含菱铁质
。

在此三种岩石内发育的层间微型断层
,

地层断距仅 3c m
,

断层面向西倾斜
,

倾

角多在 80
。

左右 (见照片 1 )
,

与通过板状交错层理
、

植物茎等获得由东 (或北东 )向西 (或南

西 ) 的古水流方向相一致
。

在成家庄处
,

底部系一浅灰色泥质粉砂岩
,

厚度为 1一 2 c0 m 平均值c3 m
,

发育断续水平层

理
,

含白云母碎片和菱铁矿结核
,

可见植物化石碎片
。

上部为灰色细粒岩屑石英砂岩
,

厚度约

2 c0 m
,

主要矿物为石英
,

其次为岩屑
,

可见菱铁矿结核
。

铁
、

硅质胶结
,

含少量泥质杂基
,

还可

见到炭屑和植物茎
、

根化石
。

在该两层内的断层为向西南倾斜
、

倾角 4 50 的正断层
。

其地层断

距 3一 sc m
。

另外
,

在断裂带内
,

这两种岩石的厚度变化较大
,

横向上极不稳定
。

上述可见
,

自东向西
,

这些微型断裂的位移量是不断增加的
,

而岩石的粒度则变细
。

主要

原因是当时存在着由东向西的古微斜坡
,

东部地势相对较高
,

且水浅
,

而西部地势则较低
,

且

水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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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层间断层
。

雷家沟剖面
。

lK

之上
。

尸五。 t o 1 I n t r a f b r n 、 a t io n ia f a u lst a bo ve

K r i n th e
助 i」运 s o u s。 改 lo n

2
.

微褶纹理带

该带在雷家沟处
.

岩层仅轻微弯曲
; 而在成家庄处则较发育

,

为黑色碳质泥岩
,

厚 O一

4 0cm
.

平均 巧二
·

富含碳质及少量粉砂
,

含大量植物化石碎 片
,

有时尖灭
。

其间发育的微型

褶皱为一东翼缓西翼陡的斜歪背斜
。

即向海一方倾斜
,

说明其系顺坡运动形成 的
。

但运动十

分微弱
,

还没有发展到滑坡的地步
,

这是震积岩与重力滑塌的区别之一
。

3
.

均一层
:

此层在上述两个剖面上均 为泥质粉砂岩
,

在雷家沟处厚度为 2 I c m
,

在成家庄处厚度为

2 c5 m
,

有向西增厚的趋势
,

同样反映了顺坡运动的特点
。

岩石中富含菱铁质条带或团块
。

不

显层理
,

它是由于这些沉积物系位于沉积物与水的界面附近
,

流体化的沉积物在地震作用下

产生搅动
,

破坏了原生沉积的纹理而造成的
。

这也是震积岩的重要鉴别标志之一
。 .

三
、

L S

灰岩之下震积岩的特征

该层震积岩位于泥砂坪的斜坡带上
,

自下而上亦分为五个带 (图 2 )
。

岩性柱状 l 地展标志
屁积岩

的分带

一 ,

1 ;
6。

仁道

W E

图 2 震积岩的分带岩性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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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带
在雷家沟处

,

底部 为 1c6 m 厚的煤 层
,

间夹 搜c m 厚的粉砂质泥岩
,

其上为

灰色铝土质泥岩
,

可见植物茎化石
。

岩层内的微型断层的地层断距为 透一 c6 m
,

角 3 1
“ ,

为一逆断层 (见照片 2 )
。

1 2 c m 厚的暗

向西倾斜
,

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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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 贤处该带厚4 1 c m
,

底

部为一厚 10c m 的黑色含粉砂

质泥岩
.

上部为 3 1 c m 厚的泥质

粉砂岩
,

岩石中发育水平 层理
。

该岩层中发青妇勺断层为向西倾

断距为 7cm
·

层和泥质粉砂蹄嫦撇解
岩仍连续 (见照片 3及图 2 )

。

2
,

徽栩效理带
在畜亲构脸

,

璐部为 ` c m

厚的薄煤线
,

其上 为 2组c m 厚的

粉砂质泥岩
,

褐黄色
、

褐 灰色
,

主要 成分为粘土矿物
,

含有 石

英和菱铁矿结核
。

该岩 层内发
’

育由纹理显示 出的微型 摺皱
,

其特点为西南其较陡 (见照 片

4 )
。

在招贤处该带为 l吸。 厚

的浅灰色粉砂质泥岩与薄煤层

互层
。

由粉砂质泥岩中的纹理

和薄煤线显示出清晰的东翼陡

的微型褶曲 ( 见照片 5 )
。

3
.

均一层

在雷家沟处 为一层 2 6cm

厚的泥质粉砂岩
,

褐灰色
,

泥质

粉砂状结构
,

不显纹理
,

含菱铁

质结核
。

在招贤处 为一 层 26
c m 厚

的褐黄色钙质泥岩
,

不显层理
,

其成分主要为粘土矿物和方解

石
,

含少量菱嵌矿结核
,

含大量

的碗足类化石
,

并可见碗形凸

面向下
,

说明未遭受风暴震荡

水流的影响
,

而在受到地震影

响后
,

壳子能呈悬浮状态
,

也可

见有倾斜的壳面
,

这可能是 由

于流体化的沉积物在地震作 用

下产生搅动
,

使双壳类凸面方

!叫 门
、

明 立2心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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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弓 微型褶皱
。

招贤剖面
。
L 。
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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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本 区震积岩的一般特征

通过野外剖面观察到的二层震积岩的研究总结 出该区震积岩的一般特征
:

.J 该 区震积岩均位于各种环境的斜坡带上如障壁岛一侧
,

泥砂坪斜坡带等沉积环境中
。

2
.

震积岩可较明显地分出三个单元结构层
,

即断裂带
,

微褶纹理带或微型摺皱带和均一

层
。

其中
.

微褶纹理或微型褶皱带与破碎带木一定同时出现
。 屯

” 3
.

断裂带中
,

地层断距一般仅几厘来到数十厘米
、

且其位移量随沉积介质中水深的增加

而加大
,

但仅发育子层 内
。

4
.

微褶纹理或微型褶 曲的两翼倾角一般不等
,

在指向深水区的一翼倾角较大
,

而在指向

浅水这的一翼倾角较小
,

反映了顺斜坡 向下滑动的特点
。

它们多 由岩石的纹理或较薄的煤
,

岩层显示出来
。

5
.

震积岩的顶部一般可 见到均一层
,

其最大特点是不显纹理
。

6
,

震积岩中可见碗形凸面向下的堆积
,

即呈
“

吊环
”

式堆积
。

五
、

震积岩的研 究意义

】
.

对震积岩的研究
,

能很好地解释岩石中的层间微型断裂
,

微褶纹理或微形褶皱
、

均一

层的成因
。

2
,

能较好地解释沉积物
,

岩石中的古生物的碗形壳凸面向下堆积的原因
。

3
.

由于地震的作用
,

可能导致古地形的局部变化
,

并影响成煤植物的发育
,

进而会影响

煤层广泛连续的沉积
。

4
.

对震积岩的研究
,

可了解古地震活动和分布的规律
,

古地震的周期性以 及古构造活动

的特征
,

并可提 供有关板块运动方面的信息
,

从而丰富了地震地质学
,

地层学和事件沉积学

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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