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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软沉积变形构造是确立古地震是否发育的关键证据之一。在浙江桐村寒武系大陈岭组剖面确立的三个地

震驱动的软沉积变形事件层中，主要软沉积变形有地震微断裂、微褶皱、液化构造，它们反映出沉积物遭受地震作用

时，流体压力改变的程度以及发生液化的强度。其中，微褶皱构造主要包括微褶皱纹层和与液化脉有关的褶皱; 液化

构造包括泄水构造和液化脉构造。通过对软沉积变形构造的形态特征、产状观察和统计，与其它非地震成因的类似

构造相区分，进一步确立地震是它们最有可能的驱动机制，统计出三个事件层中地震扰动层的厚度和震中距，估算事

件层Ⅱ和事件层Ⅲ的震级为 6 ～ 7 级和 6 级左右，并初步认为在大陈岭组地震带以外的地层中，存在臼齿构造。从而，

完善了震积岩的识别标志和岩相序列，深化了对浙西寒武系大陈岭组地震事件沉积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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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从 Seilacher［1］于 1969 年首次提出了震积岩

( seismite) 一词用以解释软沉积物中发育的同沉积变

形构造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不同沉积环境中发育的震

积岩展开了广泛的研究［2 ～ 6］。近几十年来，软沉积变

形构造 成 为 确 定 古 地 震 是 否 发 育 的 关 键 标 志［7］，

Wheeler［5］就对地震和非地震成因的软沉积变形特征

进行了对比研究。
迄今，已经确立了多种类型的与地震有关的软沉

积变形 构 造 类 型，包 括 丘 槽 构 造［8，9］、液 化 底 辟 构

造［10，11］、震 裂 构 造［12，13］、球 枕 构 造［14，15］、泄 水 构

造［16，17］、液化脉［12，18］、水压式破裂构造［10，19］、滑混层

构造［11，12，20］。同时，将软沉积变形构造研究应用到了

不同的岩石类型、不同沉积环境、不同构造背景下，并

建立了相应的事件沉积序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1) 建立海相碳酸盐岩型事件沉积序列。宋天锐［21］

研究北京十三陵前寒武纪，乔秀夫等［3］研究华北地

台东部震旦系，等等; ( 2 ) 建立大陆边缘震积岩事件

沉积序列。孙晓猛等［22］研究滇西北金沙江中段大陆

边缘地区沉积; ( 3) 建立陆相碎屑岩型震积岩事件沉

积序列。付文利等［23］研究东营凹陷沙三段、沙四段

震积岩，Seilacher［1，24］研究美国加州中新世具递变断

层特征的页岩，等等。
浙西寒武系大陈岭组地震事件沉积的研究正处

于深入认识、确定阶段。严兆彬等［25］对浙西寒武系

碳酸盐岩做调查时，在浙西开化裴岭脚剖面、常山芳

村剖面和常山白石剖面的寒武系大陈岭组中，首次识

别出液化泥晶脉、微同生变形构造、角砾岩及与之伴

生的浊积岩等典型的地震—海啸沉积标志( 图 1) ，提

出了震积岩—海啸岩—震浊积岩的事件地震事件沉

积，初步确定地震事件可能与开化—淳安大断裂活动

有关。笔者等本次通过较细致的野外专项调查，选择

浙西的桐村地区作为进一步详细研究的典型剖面，对

桐村剖面寒武系软沉积变形构造的类型、形态与时空

发育特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分析其驱动机制，建立

三个软沉积变形事件层，结合该地区地质背景估算出

相应震级大小，并得出事件层Ⅱ沉积时期为开化—淳

安断裂带活动强烈期，从而，进一步探索了该地区震

积岩的识别标志及其岩相序列，具有重要的震积地层

学［26］和石油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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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浙西地区寒武系分布图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ambrian strata in the west of Zhejiang province

1 区域地质背景

浙西地区位于扬子地块东南缘，东邻华夏地块，

在新元古代—早古生代处于浙皖裂陷盆地演化阶

段［27，28］，是早古生代浙皖海盆的东南部分。开化—
淳安大断裂位于裂陷盆地中央，沿临安、淳安、开化呈

北东走向，向南延至江西境内，早古生代为浙皖海盆

长期持续沉降中心［29］。研究剖面在浙江开化县桐村

地区，笔者等对其寒武系地层剖面进行了野外观测

( 图 1) 。
桐村剖面可以观察到的地层从早到晚有荷塘组、

大陈岭组和杨柳岗组。桐村地区的大陈岭组与上覆

的杨柳岗组和下伏的荷塘组均为整合接触关系。荷

塘组岩性主要是炭质页岩、硅质岩，下部可见石煤层;

杨柳岗组的岩性主要是深灰色微晶灰岩、含泥含云微

晶灰岩夹炭质页岩、钙质页岩; 大陈岭组的岩性是深

灰色中厚层微晶含云灰岩，层间夹泥质白云岩条带、
薄层的炭质页岩，中部和上部还夹有硅质岩层，鸟眼

构造、缝合线构造发育，属台地潮坪相，处于潮间—潮

上带。剖面上已发现的软沉积变形层均发育于大陈

岭组中( 图 2) ，其中，荷塘组在此剖面中未见底，杨柳

岗组在此剖面中未见顶。

2 软沉积变形构造类型及特征

软沉积变形又称准同生变形，是指沉积物沉积之

后、固结之前由于差异压实、液化、滑移、滑塌等形变

的变形构造［13］。软沉积变形构造形态多样，成因多

种，区分地震和其它非地震因素对松软沉积物的影

响，目前公认的有四个标准: ( 1) 与震源同期的变形;

( 2) 从时间和地层上都受有限的层位内广泛发生的

变形; ( 3) 变形可显示出向可能的震中区变形在频率

和强度上系统的增加; ( 4 ) 排除其他可能因素的能

力［10，30，31］。
桐村剖面大陈岭组中，迄今为止已识别出 3 个地

震驱动的软沉积变形事件层，全部发育于中上部大陈

岭组碳酸盐岩中。
事件层Ⅰ发育于大陈岭组的中部，其上下未震层

均为白云质灰岩，下部含鸟眼构造和缝合线构造，上

部是灰岩与泥灰岩互层，厚度为 10 ～ 15 cm，其中有

液化脉、微褶皱等软沉积变形构造。
事件层Ⅱ发育于大陈岭组中上部，其上、下都是

白云质灰岩。在此事件层中灰岩层存在地震微断裂;

液化脉发育强烈，与岩层高角度相交; 纹层受脉体挤

压，发生明显被动变形。由于受到后期断裂构造影

响，含弯曲纹层的灰岩层有整体断裂移位的现象。
事件层Ⅲ发育于大陈岭组上部，与事件层Ⅱ的垂

直距离为 0． 96 m，其上下均为白云质灰岩，但多为薄

层状，有微褶皱、少量液化脉构造等软沉积变形构造。
在这三个事件层中，可识别出的软沉积变形构造

主要有地震微断裂、微褶皱、液化构造，它们反映出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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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浙西寒武系大陈岭组桐村剖面地层柱状图

1． 白云质灰岩; 2． 泥晶灰岩; 3． 泥质灰岩; 4． 黑色页岩;

5． 透镜状灰岩; 6． 泥质白云岩; 7． 石煤; 8． 页虫化石

Fig． 2 Column of Cambrian Dachenling formation strata
about the Tongcun section in the west of Zhejiang province

1． Dolomitic limestone; 2． Micrite; 3． Argillaceous limestone;

4． Black shale; 5． Lenticular limestone; 6． Argillaceous dolomite;

7． Stone coal; 8． Page gondii fossil

积物遭受地震作用时，流体压力改变的程度以及发生

液化的强度，以上三种构造往往彼此相伴生。同时，

这些软沉积变形构造分别代表着地震活动的不同侧

面。
2． 1 地震微断裂及其形成机制

地震断裂构造是一种沉积物液化后流动局部压

力变大而导致的破裂构造，是一种注入能量较大的地

震液化构造。地震微断裂可单独发育，也可成组出

现，组成阶梯状微断层或其它形状。桐村剖面在事件

层Ⅱ中较典型，断层规模小，间距亦小，倾角较陡，多

在 60° ～ 70°，裂缝面较平直( 图版Ⅰ-1 ) ，是张性裂

隙。由岩层底部向上逐渐变细变少或均匀分布，限于

层内发育，均不穿越上、下层( 图版Ⅰ-2 ) ，不具共扼

性，沿断裂面充填灰泥质。
图版Ⅰ-3 是在事件层Ⅱ ( 图版Ⅰ-1 ) 中，野外取

回样品的镜下照片，从图版Ⅰ-3 观察，纹层被错断并

出现位移，断裂缝被液化脉充填，与液化脉接触的纹

层的两端并未出现弯曲，微断裂呈现出的特点与野外

肉眼观测的相一致。
不同于后期构造形成的断裂，后期构造形成的断

裂以张扭或压扭性断裂为多，断裂面平直且排列规整

有序，断裂切层、具共扼性，断裂缝多为结晶方解石

充填，后 期 构 造 断 裂 往 往 切 割 早 期 形 成 的 地 震 断

裂［32］。
2． 2 微褶皱及其形成机制

微褶皱通常表现为小型的层间褶皱，同球枕构造

和液化脉构造一样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地震驱动的

软沉积物变形构造［8］。在桐村剖面大陈岭组三个地

震事件层中，微褶皱是很常见的软沉积物变形构造，

成为判断事件层成因机制的一个重要因素。
微褶皱是在能量注入后，孔隙流体压力增大，减

少了颗粒间的支撑强度而使沉积物发生塑性变形形

成的［16］。细粒沉积物处于半固结塑性状态，在外力

振动和重力作用下发生弯曲、卷曲和扭曲为主的变

形，形成小褶皱或微褶皱。
在三个事件层中均发育着半塑性—塑性微褶皱，

主要有 2 种构造形态: 微褶皱纹层( 图版Ⅰ-4 ) ; 与液

化脉有关的纹层( 图版Ⅰ-6 ) 。与地层相交的角度较

缓，发育程度较小，形态不规则，不协调，均为层内变

形，在纵向上主要表现变形层在上、下两侧均夹持于

未变形沉积层之间，但又与构造褶皱不同，外观较为

杂乱。事件层Ⅰ微褶皱波长在 10 cm 左右，振幅 1 ～
2． 5 cm。事件层Ⅱ中，底部微褶皱以包卷、倒扣变形

为主，微褶皱的上、下部零星可见液化脉; 顶部微褶皱

上下变形强烈，下部的卷曲纹层的波长为 12 ～ 24
cm，振幅在 5 cm 左右，上部卷曲纹层相对较平直，波

长为 40 cm 左右，甚至更大，振幅约为 3 cm。事件层

Ⅲ向上见丘状层理，变形更弱，波长为 45 cm 左右，甚

至更大，振幅在 2． 5 cm 左右。
根据软沉积变形事件层Ⅰ上部地层发育浊积岩，

确定存在古斜坡［25］。然而，滑坡机制形成的软沉积

物变形有 4 个基本特征: ( 1 ) 构造要素发育优势方

位，与古坡向、断裂带大角度相交; ( 2 ) 异地沉积特

征［33］，与上、下未变形岩层岩性、岩石组合、沉积相不

一致，具有基底滑积面; ( 3) 大量发育不对称褶皱［34］;

( 4) 无均一液化层。而桐村剖面三个事件层中的微

褶皱，其主体是原地、对称褶皱，存在均一液化层，明

显与滑坡成因的变形构造第二、三、四条特征不符。
为进一步确定微褶皱的位态特征，对桐村剖面的

微褶皱轴面进行了随机测量，共获得39组数据(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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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陈岭组中水塑性皱褶轴面产状实测数据

Table 1 Data of the axial occurrence of the folds in the hydraulic plastic deformation of Dachenling Formation

皱褶所处层位 地层产状
轴面

野外测量值 水平校正值 野外测量值 水平校正值

事件层Ⅰ 150°∠50° 21°∠67° 197°∠79° 26°∠63° 198°∠85°
40°∠55° 21°∠81° 35°∠66° 206°∠88°
27°∠70° 203°∠80° 0°∠55° 175°∠80°
22°∠60° 193°∠85° 10°∠50° 180°∠88°
36°∠58° 21°∠86° 26°∠58° 195°∠89°

151°∠51° 344°∠71° 165°∠59° 346°∠66° 166°∠65°
347°∠56° 165°∠75° 354°∠51° 169°∠81°
347°∠51° 164°∠79° 339°∠60° 158°∠69°

事件层Ⅱ 112°∠40° 346°∠69° 161°∠86° 339°∠72° 157°∠80°
340°∠73° 158°∠79° 342°∠64° 156°∠88°
332°∠64° 148°∠84° 346°∠68° 161°∠86°
346°∠72° 163°∠83° 333°∠62° 148°∠86°
345°∠59° 335°∠86°

105°∠33° 342°∠63° 334°∠83° 340°∠65° 333°∠86°
344°∠63° 335°∠83° 355°∠74° 350°∠87°
347°∠64° 338°∠82°

事件层Ⅲ 155°∠37° 205°∠50° 244°∠36° 200°∠55° 234°∠36°
208°∠55° 241°∠41° 202°∠49° 243°∠34°
130°∠46° 84°∠19° 202°∠70° 221°∠49°
199°∠56° 231°∠36° 201°∠46° 247°∠31°
204°∠60° 232°∠42°

1) ，水平校正后统计分析表明( 图 3 ) ，事件层Ⅰ中微

褶皱的轴面优势方位为倾向 202°，倾角 77°; 事件层

Ⅱ中微褶皱的轴面优势方位为 250°，倾角 44°; 事件

层Ⅲ中的微褶皱的轴面优势方位为走向近 EW 向，倾

角 77°。根据槽模的展布方向，判定该地区古斜坡向

NE 方向倾斜［25］。因此排除其滑坡成因的可能性。

图 3 三个事件层中水塑性轴面法线赤平投影图

( 下半球投影)

Fig． 3 Equal-area stereonet plot of axial planes of the
folds in the hydraulic plastic deformation about three
sediment deformation events ( lower hemisphere)

此外，微褶皱、液化构造和地震微断裂三者之间

的紧密共生关系，以及它们在空间上的变化规律，也

表示微褶皱为瞬时性同沉积或软沉积变形构造，其驱

动机制可能为地震振动。
2． 3 液化构造及其形成机制

液化构造形成是由于沙质层中因更大的能量注

入，使砂泥粒滑移改变排列，应力由沙骨架转移至孔

隙水，引起超孔隙水压力，当全部应力转向孔隙水，超

孔隙水压力等于饱和砂所承受的总压力时，砂层的上

部形成“液化均一层”。在桐村剖面大陈岭组软沉积

变形事件层中，可观察到的液化构造包括泄水构造和

液化脉构造。
2． 3． 1 液化泄水构造

泄水构造发育于灰岩中，一种表现为纹层呈碗状

或倒碗状，孔隙水逃逸通道两边的碗缘纹层弯曲( 图

版Ⅰ-5) ; 另一种表现为纹层较平直，孔隙水逃逸通道

近垂直于纹层，通道呈现弯曲状( 图版Ⅱ-1 ) 。但是，

以上两种情况均未见液化脉，说明此处泄水构造是由

非地震因素产生的。
2． 3． 2 液化脉构造

液化脉是液化泄水产生的层内运动［35］，是液化

泄水构造的集中表现。液化脉构造均有液化母岩层

897 沉 积 学 报 第 30 卷



或源层，但是，许多纹层灰岩在野外宏观特征为厚层

状，并未显示纹层，但显微镜下纹层十分清楚，纹层灰

岩中的 脉 体 是 一 种 物 质 不 灭，形 态 转 移 的 地 质 现

象［36］，可液化层在地震产生后迅速开始液化，使得薄

层碳酸盐沙部分或全部转化为脉，形成不同形态的脉

体，显示出侵位时脉的流动构造( 图版Ⅱ-2，图版Ⅱ-
3) ，箭头所指方向为流动方向。

液化脉的形成形态由三种原因导致: ( 1) 地震使

上下岩层产生断裂，液化消失在围岩或与上部砂质岩

串通，与下伏砂质沉积物相连，纹层出现双向反向变

形( 图 4( a) ) ，多垂直层面，是液化前期和高潮( 脉体

多一个方向发育) ［19，37］。( 2) 上下岩层已固结，未断

裂，充填砂层和泥层的层间缝隙，不切穿围岩，即顺层

发育，应该注意与薄层砂岩层区分; 顺层发育也有可

能是沿当时条带状灰岩层之间的细微层液化的结

果［3］，有时可完全消失转化为直立的脉体，也称为盲

脉，与生物成因区 分［36］，是 液 化 开 始 的 阶 段［19，37］。
( 3) 上下岩层已固结，未断裂，但是层内有裂隙，出现

侧向挤压，可能出现纺锤形 ( 两个方向发育) ( 图 4
( b) ) ，是液化中、后期［19］。

2． 3． 2． 1 剖面特征对比

桐村剖面大陈岭组的软沉积变形中，均发育液化

亮晶脉和泥晶脉，其中，脉体立体形态为稍微弯曲的

板状体( 图 4) ; 岩层层面上主要沿两个方向分布，部

分脉体呈树枝状( 图 4c) ; 断面上，脉体与层面多呈垂

直或高角度相交( 图 4-a，b) ，在事件层Ⅱ中多数脉体

如此分布，极少脉体与层面平行。这也与空间中观测

到的切面不一样有关。
事件层Ⅰ、Ⅲ中的脉体少，短而细。事件层Ⅱ中，

在其底部，与地裂缝伴生的 50 cm2平面内，结晶断裂

脉体有 42 条，垂直或高角度相交的脉体中，单个脉体

宽度约 0． 7 mm，长一般在 1． 5 ～ 3 cm，最长 6 cm，在

50 cm2平面内，脉体共有 150 条。在其顶部，脉体密

度小、长、粗，在 20 cm2平面内，共有 28 条脉体，宽大

约 5 mm，多数 3 mm，甚至更粗，长 8 mm，甚至更长，

最长 20 cm，向上脉体逐渐减少变短。
从三个事件层整体观察，脉体宽度 0． 1 ～ 0． 7

cm，脉长一般在 1． 5 ～ 20 cm 之间，沿剖面从事件层

Ⅰ至事件层Ⅲ中，脉体的数量由少到多，再到少; 脉体

的宽度由细到粗，再到细，其中，事件层Ⅱ的位置最多

图 4 桐村大陈岭组中发育的液化脉体立体模型( 参照 Rodriguez-Pascua，2000 修改)

Fig． 4 3D model of the liquefied dike developed in Dachenling Formation，Tongcun area
( modified from image of M． A． Rodriguez-Pascua，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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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粗，这就说明事件层Ⅱ所受到的事件影响最大。
2． 3． 2． 2 层面特征对比

液化脉构造在层面上微向上凸起，这是具有强动

能的液化体充填地震裂缝的反映，这与岩层面上的凹

下泥裂构造有显著的差别。泥裂构造表现为: 干裂

面，主要分布于岩层面; 裂口宽，没有明显交切关系;

裂缝充填物质与上覆地层相同; 而液化脉构造由岩层

面到岩层内部均有分布，明显交切关系，宽窄不一，延

伸方向不一定，多数脉体有一定程度上的弯曲，交织

成网的形态不固定( 图 4c) ，裂隙内充填物主要是泥

晶、亮晶碳酸盐。
2． 3． 2． 3 脉与围岩对比

脉体与围岩的颜色、成分均有明显差异，因为脉

体与围岩并非同源且成分不同，脉源于液化母岩层，

所以脉体与液化母岩层的颜色、成分基本一致 ( 图

4) 。脉体颜色明显比围岩的要深，在显微镜下观察，

脉体的炭质明显高于围岩( 图版Ⅱ-4) ，可以看出脉体

与围岩中的黑色炭质纹层相连。在桐村剖面上，液化

脉的围岩是泥质岩层，根据土力学的原理［38］，一般难

以液化。液化脉和母岩层是由一定粒度的沉积颗粒

组成，不同于由矿物晶粒组成的非地震成因的脉体。
故脉体与围岩有着明显的界限( 图 4，图版Ⅱ-4) 。
2． 3． 2． 4 共生构造对比

不同时期的液化脉构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有

几种与其共生的震积构造，这些震积构造的组合，有

些是原始记录的保存，有些则受到了后期风化等沉积

条件的影响，在垂向上或生成序次上就具有一定的规

律，反映了地震事件发生的序列。
桐村剖面中的三个事件层所位于的液化序列就

不相同( 图 5) 。根据表 1，可以确定三个事件层的生

成次序。事件层Ⅰ的生成次序为: 液化卷曲变形→泥

亮晶液化脉→液化卷曲变形; 事件层Ⅱ的垂向序列自

下而上包括: 地震微断裂→泥亮晶液化脉→液化卷曲

变形→泥亮晶液化脉→震裂岩→液化卷曲变形; 事件

层Ⅲ的液化序列为: 液化卷曲变形→卷曲变形与液化

脉共生组合。

3 讨论

利用乔秀夫等［3］、Rodriguez 等［39］分别提供的震

中距与震级、地震扰动层与震级线性关系图，估算出

事件层Ⅰ的震级小于 5 级，事件层Ⅱ的震级为 6 ～ 7
级，事件层Ⅲ的震级为 6 级左右。同时，进一步说明

浙西大陈岭期的地震活动是开化—淳安断裂的结果。

图 5 桐村剖面三个事件层震积构造组合

1． 灰岩; 2． 阶梯状微断层; 3． 地震微断裂; 4． 液化脉;

5． 液化卷曲变形; 6． 震裂岩

Fig． 5 Three horizon events composed of earthquake-
driven sediment structures，Tongcun section

1． Limestone; 2． Step microfault; 3． Seismic micro-fractures;

4． Liquefied dike; 5． Liquefied convolute lamination;

6． Shattering rock

严兆彬等［25］通过震积岩在浙西地区的区内分

布，指出浙西大陈岭期的地震活动不受控江绍深断

裂，可能是开化—淳安断裂活动的结果。笔者根据这

个结论，按照乔秀夫等［3］根据近 900 年间历次地震喷

水冒砂资料与当时距震中距离以及震级的关系编制

了线性关系图，把震中距离确定为三个事件层到开

化—淳安断裂的垂直距离，确定当时地震强度。
Rodriguez 等［39］也详细的对比了现代和近代地震

作用形成的变形构造与古代的地震作用形成的变形，

发现两者非常相似，并得出了震级与距震中的不同距

离的地震扰动层的厚度具有很好的线性相关性( 即

M—T 图) ，并得出了震级( M) 与地震扰动层( T) 的厚

度的经验公式，M = T /3 + 3． 83。笔者统计出三个事

件层所处地震扰动层的厚度，结合 M—T 图，确定当

时地震强度。
根据以上两种方法确定的地震强度相当，说明把

震中距离确定为三个事件层到开化—淳安断裂的垂

直距离，而不是江绍深断裂的垂直距离，是正确的。
从侧面再次说明浙西大陈岭期的地震活动是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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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断裂的结果。
乔秀夫等［3］、Rodriguez 等［39］认为地震震级小于

5 级则不发生喷砂冒水现象，这与事件层Ⅰ宏观特征

中存在的液化脉相矛盾。按照乔秀夫等［3］的方法，

说明事件层Ⅰ所处的位置并非是最大震中距，离开

化—淳安断裂带更远处还存在着相应的软沉积变形。
按照 Rodriguez 等［39］的方法，说明事件层Ⅰ中地震扰

动层的厚度与大陈岭组时期相比，厚度减薄，证明受

到后期地质作用影响。
此外，许多国内、外学者称这种泥晶脉或微亮晶

脉为臼齿构造( Molar Tooth) ，认为这种构造是中—晚

元古代( 1 700 ～ 650 Ma) 的标志，在较老或较新地层

中是极为罕见的［40］。而在浙江桐村剖面，臼齿构造

在大陈岭组地震带中并不发育，只是在软沉积变形事

件层Ⅰ和事件层Ⅱ两层位之间的个别丘状层理中，可

见脉体，初步认为是臼齿构造脉体。其中，脉体由亮

晶方解石组成，数量较少，发育于致密灰岩中。笔者

等将利用现代测试手段和方法，从地球化学角度，对

其进一步探讨。

4 结论

( 1) 地震事件层中发育的软沉积变形构造类型

主要有地震微断裂、微褶皱和液化构造。微褶皱主要

包括微褶皱纹层和与液化脉有关的褶皱; 液化构造包

括泄水构造和液化脉构造。同时，在三个事件层中，

软沉积变形构造的产状、形态特征指示地震是它们最

有可能的驱动机制。
( 2) 震积岩三个事件层的发现，说明大陈岭组沉

积期为古地震频发期。古地震为开化—淳安断裂带

活动诱发成因，故以事件层Ⅱ沉积时期为开化—淳安

断裂带活动强烈期。
( 3) 完善了对地震驱动软沉积变形构造特征的

研究，为建立更高精度的地层对比框架提供了重要线

索。在空间上，以地震事件分布在大陈岭组为线，在

浙西寒武系大陈岭组地区寻找新的震积岩，提供了参

照物; 在时间上，了解与开化—淳安大断裂活动和盆

地构造活跃期关系后，以浙西大断裂为线，在盆地构

造活跃期形成的其它地层中寻找地震事件沉积，有助

于查清控盘断裂活动历程，丰富浙皖海盆裂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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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Earthquake-Induced Soft-Sediment Deformation
Structures in the Cambrian Dachenling Formation

in the Tongcun Village，Zhejiang Province

LIU Li-jie1 GUO Fu-sheng1，2 YAN Zhao-bin1，2

( 1． 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Fuzhou Jiangxi 344000; 2． State Key Laboratory Breeding Base of Nuclea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anchang 330013)

Abstract: Soft sediment deformation is one of the key indicators identifying the existence of paleo-earthquake． Based
on the standard as the sediments suffer the earthquake，fliud pressure changing degree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lique-
fied． Through three horizons of soft sediment deformation events with earthquake-driven on the Cambrian Dachenling
Formation in the Tongcun village in Zhejiang province，the abundant soft sediment deformation are seismic micro-frac-
tures，micro-folding and liquefied structures． They reflect the extent of the fliud pressure changing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liquefaction，when the sediments suffer from the earthquake．

The micro-foldings in the profile of Tongcun village always place there，and are symmetrical folds and uniform
liquid layer． Its tectonic features do not match significantly to the landslide deformation，and the author and other
measure the micro-folding axial plane randomly in the profile of Tongcun village，and get total of 39 sets of data，and
then correct in level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After all the work，the author rules out the possibility of landslide．

Liquefied structure is a kind of the geological phenomenon of conservation of matter and transfer of form，and it
shows the flow structure when liquefaction invades． The formation of liquefied form caused by three reasons，which re-
present the diffferent stages of devolatilization． The auther researchs by contrasting among the liquefied structures by
means of four aspects of section characteristics，surface features，contrasting with surrrounding rock，and symbiotic
construction．

By observing and counting about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perties of event horizons of the soft sediment de-
formation，and distinguishing the similar structures without earthquake-driven，these indicate that earthquake was the
driven force． The discovery of three seismite events layers indicated that the deposition period of Dachenling formation
is the period of paleoseimic occuring frequently． Paleoseismic induces the formation of Kaihua-Chun＇an major desloca-
tion，so the author and other consider deposition time of the event layer Ⅱ is the strong activing period of the forma-
tion of Kaihua-Chun’an major deslocation． Counting the seismic disturbance and epicentral distance in the three e-
vents layer estimate the layer Ⅱ and layer Ⅲ magnitude are 6-7 level and about 6 level，and the autherand other pre-
liminary view that the layers without the earthquake zone maybe exist molan tooth． So，the identification mark and li-
thological sequence of seismite get perfect，the understanding get deepening about the sedinentation of cambrian
Dachenling formation resulting from seismic events in the west of Zhejiang province．
Key words: paleoseismic; soft sediment deformation; driving mechanism; Cambrian in the west of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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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说明 1． 地震微断裂 ( Earthquake fissure) 。可见阶梯状微断层，说明当时沉积物处于半固结状态下; 2． 层内错断( Intraformational

fissure) 。所有的微断裂都是发生在层内，不穿越上下层面; 3． 镜下微断裂( Seismo-cracks under the microscope) 。纹层被错断并出现位移，断

裂缝被液化脉充填，与液化脉接触的纹层的两端并未出现弯曲。镜下照片 × 20; 4． 微褶皱纹层( Micro-folding laminae) ; 5． 泄水构造( Esca-

ping structure) 。纹层呈碗状或倒碗状，孔隙水逃逸通道两边的碗缘纹层弯曲; 6． 与液化脉有关的纹层( Deformed laminae related to liquefied

d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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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Ⅱ说明 1． 泄水构造( Escaping structure) 。纹层较平直，孔隙水逃逸通道近垂直于纹层，通道呈现弯曲

状; 2． 镜下液化脉的流动构造( Liquefied dike flowing structure under the microscope) 。很清楚的看到液化脉使围

岩出现侧向型水压破裂构造，脉体逐渐歼灭。镜下照片 × 20; 3． 镜下液化脉的流动构造( Liquefied dike flowing

structure under the microscope) 。纹层被错断，与液化脉接触的纹层的两端出现弯曲，说明是液化脉流动导致纹

层出现变形。镜下照片 × 20; 4． 镜下液化脉( Liquefied dike under the microscope) 。脉体中炭质明显高于围岩，

并且与围岩有着明显的界限。镜下照片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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