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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地下水
、

温 泉地热水开发的实践验证和野外观察发现
,

青岛及邻 区 N N W

向断裂具有张扭性质
,

具有良好 的导水性
,

是本 区重要的含水断裂
,

是寻找地下水

源的重要标识
。

此 外
,

该 断裂在水文地质
、

工程地质
、

环境地质方面以 及对中国东

部海岸线方向均有控制作用
,

对该断裂的研 究具有重要 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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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北北西向断裂的基本特征

1
0

1 断裂的产状特征

该组断裂走 向在 3 2 5
“

一 3 4 5
“

之间
。

断裂面沿走 向平直延伸
,

产状稳定
,

在花岗岩地区尤

其如此
。

断裂倾向因地而异
。

倾角较陡
,

一般在 7 00 以上
,

甚至直立
。

l
。

2 断裂面 (带 )特征及其性质

该断裂往往以破碎带和节理密集带的形式产出
。

断裂带宽度不一
。

多为 2 一 20 米
。

带内

构造岩多以张裂角砾岩
、

碎裂岩为主
,

外源物质多以铁
、

锰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为主
。

从构

造岩类型来看
,

断裂 以脆性变形为主
。

断裂面擦痕侧伏角多小于 35
。 。

在三度空间上表 现 出

左旋张扭的特征
,

(见 图 1 )
;
从岩组图上也显示 出同样的特征

,

(见图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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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断裂构造的共扼特征及其归属

在野外
,

与北北西向断裂相伴出现的是北东东向断裂
。

在青岛及邻区该方向断裂多被后

期岩浆填充
,

形成北东东向岩脉群
,

构成部分山体的骨架 (如青岛浮山 )
。

反映出该组断裂地

质历史时期曾有一个
`

张
’

的演化历史
。

北北西向断裂与北东东向断裂早期共扼互 切
,

垂 直

相交
,

构成
`

棋盘格式构造 〔 1 〕 ,

并归属于新华夏系的两个扭面
,

作为亚州大陆向南
,

太平洋

相对向北运动的产物
。

前者被命名为
`

大义山式构造
’ ,

后者命名为
`

泰山式构造
’ 〔 1 〕。

1
。

4 北北西向断裂的切割律及时代

从北北西向断裂与其它断裂的切割关系可以看出
,

北北西断裂活动时代相对较晚
。

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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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
,

北北西向断裂早期与北东东向断裂共扼互切
,

是 同时期活动的断裂
。

但是
,

从北北西

向断裂与北北东向断裂的切割关系以及脉岩的穿插关系看 (图 3 )
,

北北西 向断裂后期活动明

显晚于北东东向断裂
,

并反映出两者后期活动的不等时性和独立性
。

此外
,

从北北西断裂切

割北东向断裂看
,

(图 4 )北北西向断裂的时代晚于北东向断裂的时代
。

有人认为
; `

从 控 制

海岸线走向来看
,

它的活动必然延续到很近 的时代
, 〔 2 〕 。

据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 ( 1 9 7 7)

在莱西曹家—
下庄北北西向断裂带小院剖面取样作断裂活动绝对年龄测定

,

其时代距今 150

万年
,

活动时代可延续至第四纪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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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N N w 向断裂构造特征

图 2 N N W向断层岩组图

(上半球投影 )( 据刘树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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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青岛浮山南坡 N N W向断裂 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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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青岛大平角 N N W问 断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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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北北西向断裂的分布特征

青岛及邻区北北西向断裂分布广泛
,

规模不一
,

较大规模北北西 向断裂有大沽河断裂
、

太平角
一

小西湖断裂
、

山东头断裂及水清沟等断裂
。

从断裂分布可以看出
,

其张扭性质决

定了断裂构造总是沿河口
、

沟谷
、

路堑等负地形分布
。

这与北东东向压扭性断裂沿着
、

或者

平行山脊分布 (如在浮山
、

京山一带 )形成明显 的对照
。

此外
,

北北西向断裂在分布上具有平直性和分带性
,

前者是沿走向延伸较远
,

在花岗岩地区

尤为突出
。

分带性表现出疏密韵率性
,

断裂带往往以束状
、

带状集中分布
,

并表现出一定的

等距性
。

( 图 3 )间距为 4 0一 2 0 0 m 左右
。

2
.

北北西向断裂的地质意义

2
。

1 北北西向断裂对地下水的控制作用

北北西向断裂的张扭性质决定 了断裂带内部为透水性强的张裂角砾岩
、

碎裂岩和平直
、

开启性强的节理密集带
。

而且
,

断裂活动时期相对较晚
,

未受到其它断裂的切割以及矿液
、

岩浆的填充
,

具有良好的连通性和开启性
。

另外
,

沿北北西向断裂往往形成沟谷等负地形
,

形成良好的汇水条件
,

沿着断裂带往往形成地下水径流 (图 3 )
。

因此
,

从构造
、

岩性
、

地貌

及时空关系来看
,

北北西向断裂是一组重要的富水断裂
,

是我们在野外
,

尤其是在沿海
、

岛

屿等缺水地区寻找地下水源的重要标识
。

十几年来
,

我院在青岛地区寻找地下水的实践对此

已得到充分的验证
。

2
。

2 北北西向断裂对温泉地热水的控制作用

从断裂构造对地热水控制作用的研究中发现 〔 3 〕 ,

北北西向断裂 良好的透水性 往往 成为

大气降水
、

地表水入渗的通道
,

成为温泉地热水的控水构造
。

而 与北北西向断裂共扼的北东

东向断裂具有压扭特征
,

并被后期脉岩填充
,

说 明该组断裂切割深
,

具有良好的封闭性
。

因

此成为温泉地热水的导热构造
。

两组断裂共扼互切构成棋盘格式构造
,

其交切部位往往构成

地热水上升的通道
。

胶东地区部分温泉〔 ” 〕 、

福建福州地区 〔 4 〕 、

连江地区 〔 ” 〕的温 泉构 造均

属于上述类型
。

另外
,

北北西向断裂与北东向
、

东—
西向断裂的交切也构成温泉的控泉构

造
。

2
。

3 北北西向断裂对工程地质的控制作用

北北西向断裂的力学属性和透水性降低了表层岩石的强度
,

加大了地表岩石的风化深度

造成大型工程地基强度的不均匀性
。

在地下碉室开挖工程中
,

应尽可能地避开北北西向断裂

或垂直于该断裂开挖
,

并应及时对破碎地段的被覆
,

以防坍塌和大量涌水
。

水库坝区范围内

严禁有一定规模的北北西向断裂
,

防止水库的渗漏和坝区的稳固性的破坏
。

由于北北西与北东东两组断裂构成的棋盘格构造广泛发育
,

使市区许多建筑的基坑沿上

述两组断裂开挖
,

使楼房
、

街道
、

操场的排列与布局显示出受棋盘格构造控制的踪迹
。

浮山

周边尤为明显 ( 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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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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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北西向断裂对环境地质的控制作用

随着城市人 口 的迅速增长
,

城市废物处置的环境问题应云而生
。

而废物处置场的选址和

相应的环境间题直接受地质构造的控制
。

北北西 向断裂的富水性决定 了其与地下水源的连通

性
。

为保护地下水源
,

防止水环境的污染
,

城市废物处置场必须远离北北西 向断裂带
。

在北

北西向断裂范围内严禁堆放城市废物和含有有害物质的工业矿渣
,

防止有害物质的入渗造成

地下水源的污染
。

2
.

5 北北西向断裂对于海岸线走向及地表水系的控制作用

北北系向断裂的平直性分布和时空关系决定了对地形
、

地貌及海岸线走 向的控制作用
。

有人认为
“

朝鲜大部分西海岸和一部分东海岸以及山东南部到长江 口间的海岸
”

显然发生于北

北西向断裂〔 ” 〕。

另外
,

北北西向断裂在市区一带控制着河 口
、

沟谷及路嵌等负地形的发 育
。

如胶州湾北部大姑河口
、

京山与太平山之间的路堑
、

小青岛与陆地间的水道及垂直浮山山脊

的沟谷等 负地形均由北北西断裂控制
。

另外
,

从区域范围可以看出
,

与山东南边至长江 口海

岸平行
,

由杭州湾
、

太湖
、

高邮湖
、

洪泽湖
、

微山湖及东平湖水系呈现出北北西向的定向排

列显示出上述湖泊水系受北北西向断裂控制的踪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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