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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浅层地震勘探资料和钻探资料*揭示出宁波育王山山前隐伏断层的存在
&F

条浅层地震勘探剖面资料显示*育王山

山前隐伏断层距山前
"))

"

*())H

*断错盆地基底面*可能向上延伸到盆地底部的第四纪地层中
&

用光释光测年和孢粉分析方

法*对钱家钻孔中的第四纪地层进行了年代确定*认为大楔盆地西缘盆地内的第四纪地层为晚更新世以来的堆积
&

钻探资料

显示*钱家和岭南钻孔组中均揭露出侏罗纪凝灰岩中的断层破碎带和断层面
&

其中*钱家钻孔联合剖面中断层破碎带宽
F&LH

*岭

南钻孔联合地质剖面中发现
(

条断层*其中一条断层的破碎带宽
LH&

岭南
MNOP"

孔埋深
!LH

的上更新统下段黏土中断层面倾

角
?)Q

*擦痕近垂直)钱家
N5OPF

孔中*埋深约
!LH

的黏土层中断层面倾角也为
?)Q&

断层晚更新世早期的垂直活动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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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晚更新世早期弱活动断层
&

上断点埋深约
!LH

*断层的错动不会对地面建筑物形成直接破坏
&

关键词!隐伏断层)浅层地震勘探)钻孔探测)活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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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王山山前隐伏断层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大楔盆

图
*

!

宁波育王山地区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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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西缘*属于镇海
G

温州断裂带北段的一条分支断

层'马杏垣*

*@F@

(

&

镇海
G

温州断裂为区域深大断

裂*长
!()BH

*宽
*

"

*)BH

*切割侏罗系和燕山期酸

性岩体*形成于燕山晚期*断裂北段分支断层控制宁

波+宁海等白垩纪盆地的形成和发育'浙江省地质矿

产局*

*@F@

(

&

前人对育王山山前断层的几何特征+活

动时代+活动期次有过比较细致的研究
&

一种观点认

为育王山山前断层最新活动时代为早+中更新世'陈

家庚等*

*@@F

(

&

另一种观点认为*育王山山前断层通

过的河头焦洪积扇上存在断层陡坎*认为是一条第

四纪以来活动断层'曲国胜等*

*@@(

(*存在晚更新世

活动的可能'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

秦山三

期核电站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

&

最新的研究表

明*育王山山前断层具有左阶斜列的几何结构*早更

新世为逆断层活动性质*中更新世为右旋走滑兼正

断和逆断'宋方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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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育王山海拔
!))

"

L))H

*东+西两侧的大楔盆地和宁波盆地海拔高度

仅有
(

"

!H&

育王山与大楔盆地接触带为直线状的

地貌*自西向东呈依次降低的台阶状地形'图
*

(*预

示着育王山和大楔盆地之间存在晚更新世活动断

层
&

评价断裂在工程使用期内是否会发生地表和近

地表的位错是国内外地震+地质学者努力探索的问

题*其核心是客观认识断裂的活动习性和强震复发

历史*从而为工程安全提供抗震设防参数'冉勇康和

陈立春*

())E

)冉勇康等*

())L

(

&()

世纪晚期以来活

动构造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从定性研究发展到

定量研究阶段*为工程使用期内断裂位错的评价奠

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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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起东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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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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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勇康和邓起东*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标准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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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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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海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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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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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国学者通过对阿拉斯加输油管道穿越的

M34,%2

断裂近期可能发生的最大地震位错进行了定

量研究*采取了相应的设防措施*对抗御
())(

年

G

]

b?&@

级地震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我国在西气东

输+青藏铁路等一系列重大工程中也探讨了相应的

评价方法'冉勇康和陈立春*

())E

(

&

近年来*地质学

家开展了大量利用浅层地震勘探方法获得浅表地层

和构造信息的工作*如
M$%,4

'

*@@?

(在美国洛杉矶

地区*用高分辨率浅层地震勘探方法获得了
0,4.,

_$421,

断裂浅层的构造特征*

c$̂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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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浅层地震反射方法获得了南卡罗琳'

0$6./

8,-$%243

(地区
[-3:,->

构造带的浅部信息
&

大楔盆地隶属于宁波市北仑区*北仑经济技术

开发区已经扩展到大楔盆地的西缘*各种现代化的

厂房和居民区遍布盆地西缘*输油气管道等线状工

程也跨越大楔盆地西缘
&

为寻找育王山山前最新活

动断层的位置*笔者在育王山山前地带进行了浅层

地震勘探+钻探和第四纪地层研究*以确定育王山山

前隐伏断层的位置和最新活动时代*以及断层活动

对地表和近地表建筑物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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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层地震勘探测线和钻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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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世堆积)

(&

晚更新世坡洪积物)

!&

侏罗纪凝灰岩)

E&

燕山期花岗岩)

L&

隐伏断层)

"&

走滑断层)

?&

正断层)

F&

晚更新世断层)

@&

早
G

中更新

世断层)

*)&

浅层地震测线+编号和断点)

**&

钻探联合剖面位置)

`

*

&

算山
G

曹隘断层带)

`

(D*

&

育王山山前断层)

`

(D(

&

育王山山前隐伏断层)

`

!

&

北仑
G

育王断层)

`

E

&

北仑
G

奉化断层)图件据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

宁波市目标区活断层综合分析与制图

*

!

浅层地震勘探路线和钻探剖面的

布置

为确定育王山山前隐伏断层的位置和活动性*笔

者沿山前地带完成了
?

条浅层地震勘探测线'图
(

(

&

测线平均间隔小于
(BH

*除
a0Y

测线外'场地条件限

制*不能继续向东探测(*其余
"

条测线上均有断点揭

露*

=aD(

测线上发现
(

个断点*其余
"

条测线上均为

*

个断点
&

沿
N5

测线和
=aD(

测线分别完成了
*

条钻

探剖面*每条剖面上有
F

个钻孔
&

钻孔揭穿第四系堆

积*并深入到侏罗系凝灰岩中约
(

"

*LH&

(

!

浅层地震勘探资料上的断层特征

D&E

!

观测仪器

浅层地震勘探使用的是德国
M_a

公司生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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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数字地震仪*具有采样率高'

)&)(L

"

FH;

(+记录频带宽'

)

"

!)))VK

(+动态范围大

'

*EE>̂

(+能对可控震源资料进行实时相关处理等

功能*适合在干扰较强的城市环境下开展地震勘探

工作
&

震源采用美国生产的
_242:2̂

#

型可控震源*

最大激震力
L.

+扫描频带
F

"

(E)VK

*可保征有足够

的激发能量来满足探测深度的要求
&

部分测线采用

炸药震源
&

D&D

!

观测系统和参数

笔者采用具有抗干扰能力的多次覆盖纵波反射

地震勘探方法*以及中间放炮+两侧对称或不对称接

收的观测系统
&

由于大楔盆地西缘地质环境等方面

差异较大*探测过程中不同的测线往往采取不同的

探测参数
&

各测线的探测参数见表
*&

D&F

!

数据处理

浅层高分辨率地震勘探的资料处理追求高信噪

比和高分辨率*重视浅部反射波信息的保护和突出
&

因此*有效保护和恢复地震记录中的宽+高频反射信

息是资料处理的关键)压制背景干扰+提高地震资料

信噪比和分辨率是地震资料处理的目的
&

使用̀
$16;

和
=-2;

<

;

地震反射数据处理软件包*以及中国地震

局地球物理勘探中心研究开发的一些处理软件模块

对数据进行处理
&

D&F&E

!

数据流程
!

依据本次浅层地震勘探的方法

和资料特征*设计的基本数据处理流程如图
!&

D&F&D

!

资料处理的主要方法
!

为压制噪声+提高叠

加剖面信噪比*在资料处理中对以下几个处理技术

反复实验和研究*以求得到最佳地震反射剖面
&

'

*

(滤除地震记录中的面波+声波及外界干扰
&

由于大楔盆地属于宁波北仑区的工业发达地区*背

景噪声强*使用可控震源激发*对大部分噪声进行了

压制)在室内使用了一维数字滤波+扇形
RP

滤波

等*取得了更好的处理效果
&

'

(

(废道和畸变切除
&

野外数据采集过程中*由

于各种原因引起个别记录道波形紊乱或畸变成为废

道*采用编辑切除技术剔除了单炮记录中的废道*同

时切除了不能用滤波技术完全滤除的非反射条带*

如声波等
&

'

!

(反褶积
&

对信噪比高+频带宽的记录*采用反

褶积处理手段来提高分辨率
&

反褶积是通过压缩基

本地震子波提高地震资料的纵向分辨率
&

经过实验*

选用预测反褶积技术对数据进行处理*并对不同记

录采用了相应的处理参数
&

'

E

(静校正
&

采用初至时间拟合折射静校正方法

表
E

!

各测线探测参数

a,̂%3*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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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线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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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V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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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系统

接收

道数

道间

距'

H

(

偏移

距'

H

(

覆盖

次数

@" * G!" *(

@" * GE) *(

@" * GE) *L

@" * *( *L

@" * G!( *(

@" * G!( *(

记录长

度'

H;

(

震源扫描

频率'

VK

(

采样间

隔'

H;

(

*)(E

炸药
)&L

*)(E

炸药
)&L

*)(E !)

"

(() )&L

*)(E !)

"

(() )&L

*)(E

炸药
)&L

*)(E

炸药
)&L

图
!

!

基本数据处理流程

2̀

I

&! a/37%$]1/,-.$7>,.,

J

-$13;;24

I

对数据进行静校正处理*去除了地表低速带引起的

时间延迟
&

'

L

(动校正
&

在动校正时处理时*随着炮检距的

增大*远炮点因动校正拉伸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射波

视频率的降低和畸变
&

在处理过程中采用不同的拉

伸比和不同的切除时窗*有效切除了因动校正拉伸

引起的波形畸变
&

D&G

!

资料解释

原始地震记录经过上述数据处理之后*可以得

到能够反映地下不同地质结构特征的速度结构图
&

本次浅层地震勘探资料的解释主要包括"'

*

(地震反

射时间剖面的分析和解释)'

(

(深度剖面图的绘制和

断层的判定)'

!

(利用钻孔资料对地震剖面进行层位

标定等
&

D&G&E

!

反射波震相识别
!

'

*

(同相性和波形特征
&

地下同一反射界面的反射波到达相邻接收点的传播

路径是相近的*因此*在相邻接收点得到的同一相位

的到达时间也十分相近
&

通常每个有效反射波有几

个相位*所有相位的同相轴彼此平行*每个同相轴有

一定的长度
&

在激发条件一定时*对来自同一界面的

反射波由于传播路径和介质性质差别不大*波形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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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

断点参数

a,̂%3( a/3;1/3>6%3$77,6%.d;

J

,-,H3.3-$4;/,%%$];32;H21;6-:3

<J

-$72%3;

测线

名称

断点

编号

断点位

置'

H

(

上断点

深度'

H

(

推测断

距'

H

(

视倾向
断层

性质
判定断层的依据 可靠性

05

`

J

*E

L(L !F E

"

" +

正断
a

I

中断和
a

I

面

下的绕射波
可靠

N5

`

J

*L

F?? L? (

"

! +

正断
a

I

中断+同相轴

紊乱+能量变弱
可靠

Ù

`

J

*"

*(? L@ (

"

E +

正断
a

I

中断和
a

I

面

下的绕射波
较可靠

8VPD*

`

J

*?

"*@ "@ (

"

E +

正断
a

I

中断和
a

I

面下

的绕射波+能量变弱
较可靠

[0D(

`

J

*F

E"( ?) E

"

L +

正断
a

I

中断 一般

=aD(

`

J

*@

()( LF !

"

E +

正断
a

I

中断和
a

I

面

下的绕射波
较可靠

=aD(

`

J

()

"" ") (

"

E X

正断
a

I

中断和
a

I

面

下的绕射波
一般

征稳定'包括视周期+相位数目+包络形状+振幅比等

具有相似性(

&

'

(

(标准层的确定和追踪
&

依据剖面中

反射波组特征和测线上钻孔资料确定标准层*再把

选定的标准层对比+追踪到其他无钻孔资料的剖面

上
&

分析各测线的时间剖面和钻孔资料*把第四系底

界面和第四系内部不同岩性间的强反射作为反射标

准层*分别标示为
a

I

+

a

)*

+

a

)(

和
a

)!

&

D&G&D

!

断层点的判定和结果
!

数据处理后输出的

叠加时间剖面是地质解释的基础*它所反映的波组

特征等信息是判定断层的依据
&

具体有"'

*

(同相轴

的中断和错位)'

(

(同相轴数目的增减或消失)'

!

(同

相轴产状和反射能量的突然变化
&

"

条浅层地震勘探剖面上均表现为盆地底部基

岩顶面反射波组'

a

I

(发生错断*垂直落差一般为

(

"

EH&

各剖面上断点的位置+断错层位等*以及判

定断层存在的主要依据如表
(

所示
&

根据资料处理

获得的叠加速度和反射波的双程走时*可求出反射

界面的埋藏深度*同时可把时间剖面转换为深度剖

面
&

通过与测线上钻孔中地层对比可知*晚更新世以

来'下文讨论钻孔中地层时代(的地层中存在
(

"

!

个明显的反射波组*其中
a

)*

为全新统淤泥层和上

更新统顶部黏土层之间的反射波组*

a

)(

+

a

)!

反射界

面为晚更新世地层中的界面*

a

)(

位于晚更新世地层

的上部*

a

)!

位于晚更新世地层的底部
&

在地震剖面

上*断层使盆地基底反射波组错断'

a

I

(*但被晚更

新世下部地层中的
a

)!

覆盖'图
E

(

&

!

!

大楔盆地西缘的第四纪地层

FHE

!

I

J>BE

孔第四纪地层的光释光测年

N5OP*

孔是钱家钻探联合地质剖面中的一个

钻孔'图
(

(*第四纪地层厚度
L(&FH&

自上而下采

集+测试了
?

块有效的光释光测年样品*样品深度和

测年结果见图
L

'光释光测年和孢粉分析由国家地

震动力学实验室测定(

&T

层为灰黑色软塑状的淤泥

质黏土*底部样品的光释光测年结果为距今
)&@"

万

年*为全新世地层
&[

+

8

+

M

+

+

和
`

层中采集了
"

块

测年样品*测年结果为距今
?&)

"

*)&L

万年*而且测

年结果存在上下颠倒的现象*但也显示出该段地层

的沉积时代为距今
**

万年左右
&

FHD

!

I

J>BK

孔中埋深
FLHG

!

MGHN9

地层段的孢

粉地层和气候地层

在
(E&FH

厚的第四纪地层内*按大致相等的间

隔采集了
!L

块样品*通过分析获得了比较丰富的孢

粉*经鉴定和统计共得各类孢粉
(LE(

粒*将这些孢

粉进行分类*又可将其归入
L!

个植物自然分类科+

属之内'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E&

地质与钻孔

资料收集+分析和标准孔钻探与测试(

&

每块样品的

详细孢粉类型及其数量和孢粉组合特征是"乔木植

物花粉较多*占总数的
"@&?e

*其中又以依次分别占

总数
L(&!e

+

@&?e

及
(&Fe

之松+冷杉及桦孢粉较

多)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较少*占总数的
(E&(e

*其

中又以依次分别占总数
F&?e

+

?&*e

及
!&Ee

之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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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

!

断点附近浅层地震剖面及地质解释

2̀

I

&E a/3;/,%%$];32;H21;6-:3

<J

-$72%3;,4>

I

3$%$

I

21,%3C

J

%,4,.2$443,-̂ 6-23>7,6%.

,&05

浅层地震剖面)

&̂N5

浅层地震剖面)

1&Ù

浅层地震剖面)

>&8VPD*

浅层地震剖面)

3&[0D(

浅层地震剖面)

7&=aD(

浅层地震剖面

藜及禾本科孢粉较多)蕨类植物孢子少*占总数的

"&*e

*其中又以占总数
(&Ee

之水龙骨科孢子较

多
&

沉积时期的植被当属以松为主要建群植物树种

组成的亚热带温性常绿针叶林植被*间夹稀树草原*

气候温和较湿夹温凉及湿润
&

孢粉化石颜色之深浅+立体性之强弱及压扁程

度之轻重*均是确定沉积物时代的重要标志
&

一般时

代较新之孢粉*其颜色均相对较浅*立体性较强及压

扁程度较轻
&

该剖面的孢粉形态观察*其颜色不仅相

对较浅*立体性较强*且压扁程度亦相对较差*看来

该剖面
!)&E

"

LL&"H

沉积物的地质时代*可能不会

早于晚更新世+晚于全新世
&

据孢粉地层及气候地层研究资料*在我国华北及

西北地区的许多晚更新世早期及晚期时的植被*多是

以松及冷杉为主或较多组成的针叶林
&

这样性质的古

植被及古气候*在我国华南地区的晚更新世早期及晚

期时亦是*只是程度较轻
&

这样的特征在该剖面中亦

有显示*特别是在
!L&?

"

E?&@H

之沉积时期显示得

比较清晰
&

据此*故亦可将该孔剖面
!L&?

"

E?&@H

沉

积物之地质时代划为或置于晚更新世
&

在一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一般相同及相似的

地质时代之孢粉组合及其古植被及古气候也是相同

或相似并可比的
&

据该孔剖面
!)&E

"

LL&"H

沉积层

'段(*特别是
!!&E

"

E?&@H

沉积层之孢粉分析结果

及其古植被和古气候*时代被定为晚更新世
&

深度为

(?&*

"

EL&(H

宁波标准钻孔剖面沉积时期之古气

候及古植被*亦甚相似并可进行对比'中国地震局地

质研究所*

())E&

地质与钻孔资料收集+分析和标准

孔钻探与测试(

&

据此*故将该孔剖面
!)&E

"

LE&FH

沉积物'层(之地质时代划为晚更新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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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

钱家钻探联合地质剖面

2̀

I

&L a/31$H

J

$;2.3>-2%%24

II

3$%$

I

21,%;31.2$424N2,4

\

2,

*&

表土层)

(&

灰黑色淤泥质黏土)

!&

灰色+灰褐色黏土)

E&

灰色细砂层)

L&

灰色砾石层)

"&

凝灰岩)

?&

断层角砾岩)

F&

正断层
&

光释光样品位置+

编号和测年结果单位"

B,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该孔剖面
!)&E

"

LL&"H

沉

积物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
&

钱家钻孔位于大楔盆地的西缘*大致可以代表

该区第四纪地层沉积时代
&

除埋深
*)H

以上的淤泥

质黏土为全新世地层外*其余为晚更新世地层
&

E

!

钻探联合地质剖面上的断层解释

横跨育王山山前隐伏断层完成了
(

个钻探联合

地质剖面*地点分别位于钱家和岭南*这
(

个钻探联

合地质剖面上的钻孔数均为
F

个*均揭穿盆地中的

第四纪地层*深入到侏罗纪凝灰岩
(

"

*LH

不等*以

下介绍钻孔中揭露出的断层活动信息
&

G&E

!

钱家钻孔联合地质剖面

钱家钻探联合地质剖面中有
F

个钻孔*钻孔间

距
(

"

((H

不等*断点附近的
E

个钻孔之间的间距

为
(

"

EH

*共完成
?

块有效的光释光测年样品

'图
L

(

&

对比
F

个钻孔中的第四纪地层*大致可以把

它们划分成特征明显的
L

套地层
&T

套地层为全新

世灰色+灰黑色淤泥层)

[

套地层为晚更新世顶部地

层*为一套灰黄色硬粘土层'尹功明等*

())L

()

8

套

地层为灰色+深灰色粘土夹砂砾石层)

M

套可以分为

灰黄色+灰色粘土夹砾石层)

+

套地层为黄色+棕黄

色粘土夹角砾石层)

`

套地层为黄褐色黏土角砾

石层
&

判断断层存在的依据"'

*

(相距
LH

的
(

个钻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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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岭南钻探联合地质剖面
'图例及说明同图

L

(

2̀

I

&" a/31$H

J

$;2.3>-2%%24

II

3$%$

I

21,%;31.2$424Y24

I

4,4

中基岩落差大于
*H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

平原区隐伏活断层古地震识别标志的钻孔探

测
G

原则和方法()'

(

(全风化基岩岩芯和第四纪粘

土中出现断面)'

!

(基岩中出现破碎的凝灰岩*或有

断层面存在
&

根据以上判据可知*'

*

(钱家钻探联合地质剖面

中
N5OY*

和
N5OPF

之间的间距为
(H

*它们之间

存在
*&?H

的垂直落差)'

(

(在
N5OPF

+

N5OP?

+

N5OPF

三个钻孔中的凝灰岩中均钻遇断层破碎带*

其中
N5OP?

孔中
L"&(H

处发现清新的断面*断面

倾角
"L

"

?)Q

*擦痕侧伏角
?)Q

'图
L

()'

!

(

N5OPF

+

N5OP?

+

N5OPF

三个钻孔中的凝灰岩破碎带宽

F&LH

*新鲜的凝灰岩中断面陡倾*有近水平的擦

痕)'

E

(

N5OPF

孔埋深
!E&"H

处黏土中发育倾角

?)Q

的断面'图
L

(

&

因此*钱家钻探联合地质剖面中揭露出育王山

山前隐伏断层*最新断层面的倾角
?)Q

*晚更新世地

层中也发现断层的存在
&

但剖面中断层的垂直断距

小*标志地层均没有出现明显的垂直落差
&

G&D

!

岭南钻孔联合地质剖面

岭南钻探联合地质剖面中有
F

个钻孔*孔间距

*&L

"

*L&)H

不等*孔深为
E)&@

"

E@&)H

*深入基岩

*&(

"

"&)H

'图
"

(*共完成
F

块有效的光释光样

品测年
&

岩性地层分段"根据钻孔联合地质剖面中地层

的粒度+颜色+塑性*以及地层组合特征*可以把剖面

中的第四纪地层分为
E

段
&T

段为全新世海相淤泥

层*软塑*含少量贝壳碎片)

[

段为上更新统顶部的

硬粘土*沉积和形成时代为距今
*&!

"

E&?

万年'中

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E&

地质与钻孔资料收集+

分析和标准孔钻探与测试()

8

段地层为灰色粘土夹

砂砾石层*与钱家孔对比*可以认为它是上更新统中

段的地层)

M

段为灰黄色+杂色粘土夹砂砾石+角砾

石层*为上更新统下段地层
&

第四纪地层之下为全风

化+半风化和新鲜的侏罗系凝灰岩
&

断层存在的依据"由于
MNOP!

和
MNOP?

间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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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为
(&)H

*基岩顶面落差为
)&"H

*而且在

MNOP!

+

MNOP?

和
MNOP"

中凝灰岩中均发现破

碎*带宽
LH

*

MNOP!

中的强风化凝灰岩中有高角

度断面和断层泥发育
&MNOP!

孔中埋深
!LH

处的

粘土中发育倾角
?)Q

的断面*

MNOP?

孔中埋深
!LH

处的黏土层破碎*呈角砾状*断面光滑
&

因此*

MNOP!

和
MNOP?

间的第四纪地层中发育一条断

层*最大垂直位移是
)&"H

)

MNOPE

和
MNOPL

之间

距离为
*&LH

*基岩面落差为
(&!H

*而且在
MNOPL

孔底部的侏罗纪凝灰岩破碎+且发现高角度节理面
&

所以
MNOPE

和
MNOPL

之间的应存在一条断层*垂

直位移是
(&!H&

这些断层均没有向上延伸到晚更

新世的
8

段地层中
&

钱家钻探联合地质剖面和岭南钻探联合地质剖

面中*侏罗纪凝灰岩中发现断层破碎带*带宽
L&)

"

F&LH

*全风化凝灰岩中新鲜断面倾角
?)Q

*侧伏角

?)Q&

两排钻孔中埋深
!LH

的黏土层中均发现破碎

的黏土角砾*且断面光滑
&

黏土层中断层面倾角

?)Q

*擦痕近垂直
&

即育王山山前隐伏断层断错晚更

新世底部的地层*上断点的埋深约
!LH

*以正断层

活动为主
&

L

!

结论

育王山山前隐伏断层发育在育王山东麓山前+

大楔盆地的西缘*距离育王山山前
"))

"

*())H&

浅

层地震勘探剖面上表现为错断代表盆地内侏罗纪凝

灰岩和第四纪地层界面的
a

I

反射层*且向上延伸

到第四纪地层的底部*但没有影响到第四系内部的

a

)!

+

a

)(

+

a

)*

反射层*断层延伸长度约
@BH&

钻探联

合地质剖面也揭示了育王山山前隐伏断层的存在*

不仅在侏罗纪凝灰岩中发现断层破碎带和新鲜的断

层面*而且在埋深
!LH

以下的晚更新世黏土层中发

育黏土角砾和断面*断层倾角
?)Q&

以晚更新世起始

时间为距今
*)

万年计算'刘嘉琪和刘强*

()))

(*钱

家钻孔中晚更新世地层的沉积速率为
)&ELHH

#

,

*

埋深
!LH

处地层的沉积年龄为距今约
L

万年
&

育王

山山前隐伏断层晚更新世地层底面垂直落差
*&?

"

(&!H

*最大垂直活动速率
)&)!E

"

)&)E"HH

#

,

*属

于晚更新世早期弱活动断层
&

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L))**D())*

(*晚

更新世早期弱活动的育王山山前隐伏断层的活动不

会对地表建筑物+地下输油气管道等形成直接

的断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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