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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1987年12月15日隔河岩枢纽工程开始建设到2007年7月22日水布垭水电站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历
经20年，清江水电梯级开发完成。
这三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地质条件各具特色，积累了丰富的在岩溶地区建坝的经验，也丰富了我国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学的理论宝库。
进行系统的总结并进一步升华是非常必要的。
借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三峡勘测研究院建院五十周年之际，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长江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地质研究》和清江水电梯级开发三个大型水电工程系列地质丛书，本书是其中分册
《清江水布垭水利枢纽工程地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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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各组断裂的总体活动水平，以NNW向断裂活动最强，其次为NNE至NE向断裂，而北东东
向至近东西向断裂，NW向、NWW向断裂的活动相对较弱。
但是，同一组中各条断裂的活动状况差异悬殊。
就单条断裂而言，以NNW向的仙女山断裂活动最强，第四纪时垂直错距达70～90m，其次为NNE向的
黔江断裂和咸丰断裂。
（2）清江流域各组断裂活动的力学性质，总体上可以组合配套，反映了它们基本上在NWW-SEE向至
近EW向的区域应力场控制之下，但处在黄陵背斜边缘的活动断裂，由于受局部应力场的影响，活动
力学性质大多发生了变化，因此必须注意根基很深的黄陵背斜对区域应力作用的抗阻、干扰及其隆起
所派生的侧压的叠加作用，而后再对其边缘活动断裂的力学性质进行具体分析。
（3）清江流域及其边缘地区，张性、张扭性活动断裂两侧的地貌反差较大，沿断裂形成巍峨壮观的
构造地貌形态，活动错距也较大，而压扭性、压性活动断裂则相形见拙。
岩石破裂试验表明，同一岩层中张应力不仅可以造成岩石的显著破裂变形，而且引起岩石破裂变形的
张应力值仅为压应力值的几分之一至十几分之一。
即是说，张性、张扭性活动断裂在较小的应变积累后即可引起错动变形和产生地震，而压性、压扭性
活动断裂，则需在较大的应变积累后方可引起错动变形和产生较强的地震。
因此，清江流域的张性、张扭性活动断裂至今仅发生过5级左右的地震，而压扭性活动断裂则曾发生
过6级左右的地震。
（4）清江流域具一定规模的活动断裂往往可以划分出不同活动地段，例如仙女山断裂可分为北、中
、南三个活动地段，以北段活动性最强，南段次之，中段最弱。
显然，将一条规模较大的活动断裂划分出不同的活动地段，不仅可以总结各活动地段与地震活动的相
关性和迁移规律，而且可预测未来的潜在震源区和地震危险地段。
（5）新构造时期清江流域断裂活动的时序进程很不平稳，有时断裂活动比较强烈，有时相对稳定甚
至停顿，因此沿断裂形成了各种层状地貌形态，如层状断裂崖、层状三角面、层状悬谷、多级裂点和
多级断层台阶等；断裂两侧各期层状地貌尽管高程不同，但彼此可以协调对比，这些都反映了区域内
的断裂具有时强时弱、时动时静的节奏性活动特征，包括历史记载的地震活动周期性变化，也可以说
是断裂节奏性活动的一种表现。
另一方面，清江流域断裂活动的各种迹象、地文期分析和构造岩年龄测定结果表明，多数断裂在中更
新世以前活动比较显著，中更新世以来只有少数断裂的活动比较明显，而且根据活动断裂两盘的错动
关系，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活动类型。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江水布垭水利枢纽工程地质研究>>

编辑推荐

《清江水布垭水利枢纽工程地质研究》是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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