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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系统的地震地质调查，大尺度深地震探测、精细浅层人工地震探测，跨断层联合钻探、
地质构造及地质槽探剖面研究，并结合新年代学样品测试数据分析等国内外先进的研究方法，较全面
客观的评价了南京市及其郊区的地震构造环境，主要隐伏目标断层的活动性及其深、浅部耦合与地震
活动的关系，全书分为区域地震构造环境简析；区域第四纪地质环境分析等数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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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3.3断块活动的继承性、差异性和新生性 新构造期，区域内断块活动不同程度地
继承了先存的构造格局，同时在活动方式等方面又体现了差异性和新生性。
如在江南的宁镇山脉地区，新构造地貌分布受下扬子断块次级构造单元的控制，其次级构造单元由二
隆（凸）四凹（盆地或凹陷）组成，它们分别是：六合一全椒凹陷、老山凸起、宁芜火山岩断陷盆地
、溧水火山岩断陷盆地、沿江凹陷和宁镇断块隆起等。
这些隆起（凸起）与盆地（凹陷）在空间上组成了堑、垒式构造几何骨架，依据不同构造单元与断层
的切割关系及各构造单元的组合关系，可以认识到这些次级构造单元和地貌的形成及发育过程与断层
长期的活动密切相关。
这些资料为下扬子断块新构造期以来，经历了长期的伸展构造运动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又如在下扬子断块的苏皖浙断块隆起区，新构造时期仍表现了继承性隆起，同时还表现了沿断层活动
的差异性运动，新生代以来，区内新构造是在古老构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构造运动表现为差异
性升降运动。
从古近纪至早更新世，本区一直处于抬升阶段。
无论是低山丘陵区或平原区均未接受沉积；中更新世中晚期以来，本区在上升的基础上发生了掀斜，
形成了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地貌特征，在低山丘陵区沉积了一套洪积相棕红色网纹状黏土，底部含
砂砾层；平原区则沉积了数十米厚的河湖相浅灰、深灰色粉砂质黏土、亚砂土、细砂土；第四纪更新
世晚期至全新世时期，本区处于频繁的升降运动之中，在第四纪晚更新世出现了两次海进海退旋回，
且后一次海侵范围较前一次更广，低山丘陵区沉积了一套冲洪积相、冲一坡积相黄褐色亚黏土、黏土
质粉砂等，平原区则沉积了厚达50余米的海陆交互相沉积物；全新世以来，在平原区沉积了一套十余
米厚的河湖相亚砂土、黏土质粉砂。
而在低山丘陵区则以剥蚀为主。
上述资料反映了本区的新构造运动总体以平原区的缓慢沉降和低山丘陵区的振荡性上升为特征。
 区域内新构造期的断层活动有多种情况：一是继承性活动，这些断层大多在燕山期生成，长期发育，
多期活动，如苏北一南黄海凹陷内的断层，多为边断边沉积的同生断层，据人工地震资料揭示（江苏
省地震工程研究院，2004），大多数断层断至新近系底部，对其以后的地层也有明显的控制作用；二
是在新构造期的区域应力场作用下，老断层结构面再次活动，但活动的力学性质则发生了变化，同时
也产生一些新断层，但规模较小。
 新构造期以来，区域内的岩浆活动主要是玄武岩流的喷溢，与断层活动有明显关系（江苏省地震工程
研究院，1990）。
玄武岩主要分布在苏皖交界的嘉山—盱眙—六合—仪征一带。
据嘉山—盱眙一带玄武岩的研究成果看，玄武岩流的喷溢韵律比较明显，时间上具旋回性，空间上则
受北西向和北东向两组断层活动所控制，属裂隙一中心式喷溢类型，活动时代为新近纪至第四纪早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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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京市活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分为区域地震构造环境简析；区域第四纪地质环境分析等数
章内容。
《南京市活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可供有关大专院校师生、地质科研单位、城市规划部门、工
程建设部门从事构造地质、地球物理、工程地质、地震预测的研究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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