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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岩石圈断裂 （1）小江断裂：为滇东台褶带内靠西部的一条断裂带，它控制
了昆明台褶束的东界，是川滇黔接壤区强烈地震活动带之一。
断裂带基本沿东经103°，呈SN向延NW由四川昭觉、宁南延入云南，经巧家、蒙姑沿小江河谷延伸，
到东川附近分成东、西两支。
西支经乌龙、沧溪、东湖、嵩明达阳宗海，向南则形成若干NNE向的分支断裂继续延经抚仙湖、星云
湖地区，以后即逐渐消失在华宁以南，但从卫星照片的影像上看，它还可能呈SSW向沿建水坝子东侧
向官厅一带继续延伸而逐渐消失在红河断裂带附近；东支经东川、寻甸、小新街，至宜良县禄丰村后
顺南盘江而下，经盘溪、开远、个旧向南终止在红河断裂带上，但卫星照片的影像显示，该断裂可能
越过哀牢山以后与金平三家河断裂、越南奠边府断裂相连。
小江断裂带在云南境内延伸长达530km以上，由东、西两支所夹持的断裂带宽达10～20km；其特征是
：①沿断裂带形成了一条宽大的挤压破碎带，宜良一带破碎带宽达450～550m，断裂总的表现向西陡
倾；②区域上，小江断裂带明显地切过了NE向的构造。
从地层分布所表现的古生代岩相古地理格局，显示出这一时期存在的一系列NE向隆起和凹陷，明显地
被小江断裂带错断；从一些地层标志判断，断裂西盘相对东盘发生过大规模的左行位移；③据区域资
料分析，小江断裂带在其形成过程中，曾经历过张、压、扭的不同力学性质转化。
其最早可能在晚元古代末即有活动迹象，二叠纪时则表现强烈的裂陷张裂，成为大规模岩浆喷发、侵
位的通道；中生代时，曾经历过强烈挤压；喜马拉雅运动时，它又表现为张裂和左行走滑性质，一方
面造成了东、西地块间的相对位移，另一方面沿断裂带形成了一系列断陷湖泊；④小江断裂的强烈地
震活动以及沿其分布的一系列温、热泉点，表明断裂带具有明显的现今活动性和较强的热流活动。
 地震测深资料表明该断裂已经深及地壳底界面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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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川滇黔接壤区铅锌矿产资源潜力与找矿规律分析》由王峰等编著，综合运用大地构造学、岩相古地
理、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影像、矿床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数学地质、数字化信息和计
算机技术进行有机结合，建立了地质、化探、遥感等多元成矿信息为一体的定量化成矿信息数学模型
，划分成矿区带，圈定与优选成矿靶区，定量地估算铅锌资源量，最终成果不仅为区域找矿和矿山经
济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川滇黔成矿域内矿床成因取得了创新性的认识，尤其是作为企业能
够运用矿床成矿综合信息进行定量预测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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