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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在历史上给两岸的社会经济及环境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究其本质
，是由于黄河水少沙多的缘故。
水少沙多的矛盾造成下游河道泥沙逐年淤积，使河床普遍高于背河地面，形成举世瞩目的地上悬河，
从而使得黄河下游具有善决、善徙的特性。
人民治黄以来，党和政府对黄河下游防洪十分重视，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堤防加高加固及河道整治，扭
转了历史上黄河下游频繁决口改道的险恶局面，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目前，黄河下游大堤主要存在堤防标准不够和质量不高等问题；在影响堤防质量的因素中，地质
作用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在堤防治理中，对于堤防本身的质量问题，如隐患、老口门等进行了成效显著的整治，在册险点逐年
减少；但对活动构造对堤防的破坏作用和形成的出险地段却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实际上，地质作用对大堤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1937年8月1日菏泽7级地震，聊城一兰考断裂带出露
处黄河大堤被西北向地裂缝切断，两盘落差达1.2m以上；又如1969年7月18日渤海7.4级地震，在垦利县
张家庄附近形成的横向裂缝长29m，宽15cm，斜切大堤；所幸地震发生时并未与洪峰遭遇，否则，后
果不堪设想。
但情况却不容乐观，1937年8月1日菏泽地震时高村站日平均流量为4 300m3／s，而同期最大的洪峰流
量（10 000m3／S左右）却发生在震后的第7天；1969年7月18日渤海湾地震时利津站日平均流量为1
000m3／s，而本月份最大的洪峰流量（1 710m3／S）发生在震后的第13天。
因此，活动构造对堤防的破坏作用不容忽视。
　　值得高兴的是，王学潮等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对黄河下游的构造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内容是关于聊城一兰考隐伏活动断裂系统的、全方位的综合研究
，也是国内第一次对中国东部典型的发震断裂进行多方面的研究，研究的手段包括地球化学探测、浅
层地震探测、石油物探资料分析、钻探剖面、遥感解译、计算机增强处理、地面地质调查、地貌分析
、同位素测年、古化石（孢粉）定年、水准资料分析、人文资料研究及第四纪沉降变形分析，这样的
综合研究在国际上也是少见的；第二部分内容主要是研究黄河下游河道的稳定性，基本研究思路是从
地学背景出发，剖析影响黄河堤防稳定的关键地质因素，以隐伏活断层研究为中心，在区域地形变资
料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影响黄河下游悬河稳定的诸多地学因素。
研究中首次提出了地质险段的概念，对地质险段的成因和分类进行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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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聊城-兰考断裂综合研究及黄河下游河道稳定性分析》深入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东部著名的聊城一
兰考隐伏活动断裂的结构、活动性质及时代，确定了它的最晚活动期和上新世以来各地质时期的总位
移量以及平均垂直位移速率，计算出了未来该断裂发生地震震级的上限及可能产生的地表破裂的位移
量，指出了应特别注意设防的河段，分析了堤防险段形成的工程地质原因，系统阐述了区域地质背景
对黄河下游河势演变的影响。
可供堤防勘察、规划、设计及河务部门参考，也可作为有关科研单位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师生的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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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聊城一兰考断裂活动性研究　　聊城一兰考断裂带自中生代强烈活动以来，对西侧坳陷和
东侧隆起的发育起控制作用。
它是鲁西断块隆起与华北断块坳陷的边界断裂，走向北东东至北北东，呈向西北凸出的弧形，断面倾
向北西，是一条断面上陡下缓的铲形正断裂。
　　第一节第三纪断裂活动特征　　根据石油物探、钻井资料提供的证据，第三纪是聊城一兰考断裂
强烈活动的时期，其中早第三纪活动最强烈，晚第三纪继续活动，现分述如下。
一、早第三纪断裂活动性早第三纪，聊城一兰考断裂成为华北断块坳陷和鲁西断块隆起的边界断裂。
早第三纪华北断陷拉开，聊城一兰考断裂强烈活动，断裂西北侧、西侧强烈下降，形成断陷盆地，堆
积始新世一渐新世碎屑岩和火山碎屑岩。
而断裂东侧、东南侧基本上缺失早第三纪地层（图4.1）。
　　从图4.1看出，断裂西侧、西北侧普遍形成大范围的早第三纪盆地，并形成巨厚的地层堆积。
东北部临邑盆地下第三系堆积厚度达万米，高唐附近厚2 000余米，聊城以西厚3 000～4 000m，西南段
东明地区厚4 000～7 000m，兰考以南厚3 000m左右。
从沉积厚度推测，断裂在这一时期的断距3 000～10 000m。
北段最强，南段次之，中间段最弱。
　　在穿过断裂的石油物探地质解释剖面上，断裂为西盘下沉、东盘上升的正断层，断面呈上陡下缓
的铲形（参见图2.3）。
断裂东侧为早古生代地层，其上覆厚度不大的晚第三纪和第四纪地层，缺失早第三纪地层。
西侧早古生代地层深埋于晚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地层之下。
以早古生代地层顶板为标志，其断距接近万米（地质部第四物探大队，1979）。
　　二、晚第三纪断裂活动性　　晚第三纪华北断陷继续裂陷，聊城一兰考断裂再度活动，华北断陷
的拉开不仅在断陷内普遍发育上第三系的堆积，而且向断裂东侧一鲁西隆起西缘地带出现超覆沉积，
说明晚第三纪华北断陷盆地有扩大的趋势。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聊城-兰考断裂综合研究及黄河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