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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八十年代初，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倡

导下，社会主义的新地方志在全国骤然兴起。1988年4月30日，“兰州市委，

市政府决定编纂《兰州市志》，而地震志作为《兰州市志》的78部专志之·鼻

经过近三年的辛勤笔耕，今日由兰州市地震办公室编印成书，这是件值得庆

贺的事。 ． 。：．j

，I《兰州地震志》全书由概述，大事记、兰州地区的地震地质特征、地震活

动及其灾害、地震机构及监测台网、抗震防震、地震预报，科研及学术活

动0地震管理工作及附录十大部分组成。：它全面地记述了兰州地区地震地质

的基本特征，以及历史地震和现今地震活动情况；详细地描绘了七十年代以来

兰州地区开展地震监测，预报、预防工作的发展过程I宏观地展示了目前兰

州地区地震事业发展的现状。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它的完成，。对于进一步

发展兰州地区的地震科学事业，为决策部门提供科学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具有一定的。资政”作用；它的完成，‘填补了兰州地区有史以来未编纂地震

志的空白，为后人研究、借鉴系统档案资料将起到．鼻存史一二作用；它的完

成，歌颂了前人为抗御地震灾害积极探索的创业精神，为启迪青少年献身地

震科学事业，普及地震科学知识，具有一定的“教化一作用。相信《兰州地

震志》的问世，’对于推动兰州地区的地震预测、预防工作，促进社会主义“两

个文明开建设，必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
， 。

初阅其稿，题此数语，以示读者。-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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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j：．一，断限l上溯至公元前4 7r年，下限截．&-1990年12月底o，j 。。’

， 二、内容范围l，按1990年12月底兰州市所辖范围，详细记述这一地区历

史上所发生或波及该区的地震情况及开展预防地震工作的全部过程，对于在

兰州的省级地震部门只记述机构、’台站及与兰州市有密切关系的工作内容，一-

其它方面不作详述。

三、体例。以事为纬，

节，目，三个层次。 ．

按门类排列，以时为经，顺时记叙，分有章，

四、体裁：采用志、记、图、表、附录形式，以志为主，语文体记述。

五、名称运用。志书中所记机构名称，职称均按当时称谓书写，第一次

出现时为全称。一、 ．， ’⋯
。．

’．_。

。
六、资料：地震资料，1954年以前的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

《甘肃文史资料》(20辑)和兰州地震研究所1979年出版(内版)的《甘肃地

区地震资料年表》，陕西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陕甘宁青四省(区)

强震目录》为主I 1954年以后的以兰州地震研究所1979年出版(内版)的《甘

肃地震》和甘肃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甘肃地震》为主。‘同时，参

考7大量有关资料并进行了部份核对，修正和补充，对于直接引用的地震资

料，其“资料来源斗按原文抄录。其它内容的资料主要来自各种文档、书

报、技术杂志、口碑等。 。，

七、计量、数字书写：志书中的计量单位一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1984

年)制定的法定计量单位为准，数字书写按国务院秘书厅(1956年)关于佘

文，电报和机关刊物中采用阿拉伯数码的试行办法的要求为准。

八、时间、震级表示。发震时刻均为北京时问表示I震级均采用面波震

级Ms表示，其它符号均以地震专业通用的符号为准。

九、震中、强度划分。志书中第二章第一节中的口本区厅、 掣外围厅、

。破坏一、 。有感才的含义，主要是按照史料中的粗略描述和兰州地震研完

所的科研成果为依据，略有差误。本世纪以来的较强地震和1954年以后的小

震其基本参数准确无误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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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兰州地区在大地构造上属于中国北部大陆及陆缘构造区域，祁连山褶皱

区。由于漫长的地质发展和反复的构造变动，使得这一地区的地质构造十分

复杂，新构造运动也相当频繁。具有发生中强地震的地质条件和构造条件9
兰州是我国及甘肃地区的多地震区之一·‘ 。“

一，．

，+’据已查阅到的大量史料考证，、早在汉元帝元年二月二日戊午(公元前47

年4月7日)，陇西、金城等地发生地震，有“兰州再震开的记载；此后历

史上对兰州地区地震的记述仅见于官方正史中，记载很少，并且记述简略，

遗漏较多。明清两代以后，随着地方志的盛行，有关地震记载不仅见于实

录，奏折等官方正史中，还散见于各地方志、诗文集，报刊杂志，私家著作

等资料文献中，而且记述详细，遗漏很少·尤其对一次较大地震的记述特别

详细。 ．． ．
，， -一，√， ⋯，-．

a-历史上地震灾害对兰州人民的生命财产曾多次造成重大损失。从现有史

料可证，讫至1990年12月底，．市辖范围内有明确破坏记述的地震共9次，最

大一次是1125年9月6日发生在市区的7．o级；外围邻区强震对兰州造成破坏

或略有破坏的地震达20次，最大一次是1920年12B16日发生在海原的8．5级。

有感(包括外围波及)的地震共发生了159次，其中80次是从1954年有微震

仪记录以来的观测实录1．市辖区内每年发生地震仪可以记录到的弱小地震

3～5次。 ．一～‘ ，{-一 。?，
7

⋯，

解放前，兰州地区没有设立任何地震组织机构和监测台站，也没有开展

此项工作，地震事业处于空白状态。解放后，兰州地区的地震事业和全国及

全省各地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当地政府的关怀下，一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得到迅速发展。⋯_ ‘

_。

‘

五十年代初，为配合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甘肃省人民政府工业厅及有

关部门对兰州地区进行过广泛的地震调查，整理出部分地震史料，1954年在

兰州首次建立了地震台，从此兰州地区就有了专门从事地震工作的科技人员

和机构。进入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逐步建成，、兰州地

区已具备了较强的地震研究力量，．从此便开始了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进A

七十年代，随着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的设立，兰州地区已成为中国西

北地区地震研究的中心，．人员及技术装备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反映中国地

震工作特色的群测群防工作在兰州和全国一样，自1970年后得逐步发展。尤

。、}氇囊铬蟪EJ



其是1975年和1976年中国辽宁省海城和河北省唐山及四川省松潘等地连续发

生强烈地震后，在当地政府的帮助和倡导下，一个群众性的地震预测预报工

作在全市普遍开展，同时市，县(区)先后均设有地震管理机构。此后，随

着全国震情的逐渐平静，在国家地震局对群测群防地震工作提出了矗调整、

整顿、提高"的政策精神指导下，进入八十年代后，兰州市的群测群防地震工

作队伍相对有所减小，但市、县(区)地震机构和某些大企业的台站得到保

留、、充实和加强。‘截止1990年12月底，兰州地区有中央省属地震专职机构2

个，市属地震机构10个，设立各种专职台站18个，‘从事地震工作的人员达

1000余名，其中市属地震机构的专职工作人员i00余名0 ’’“、
’，

，”。 随着地震机构的设立和台网的建设，以围绕地震预报为中心的各项工作

都取得很大进展。， ‘．
--’

’地震科研方面。兰州地震研究所获国家地震局及甘肃省三等以上科研成

‘果奖30余项(包括合作项目)i市属地震部门组织完成各种主要实验、仪器

研制等方面的研究11项，获兰州市科学技术迸步一等奖1项、三等奖2项，

’获甘肃省地震局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1项。省属地震工作者发表有关论述兰

州地区地震论文、科研报告40余篇，并完成了鼻兰州市区建筑场地地震区

划∥，，’、“兰州市地震危险性分析一， 。兰州市地震小区划净9-～。兰州市建筑

物震害预测开，’。兰州大震区地质填图玎等专题研究工作。：+市属地震工作者

撰写地震方面的学术论文，科研报告60余篇，其中10篇在国内公开刊物上得

到发表。省市地震部门先后创办学术刊物三种，i共编著(包括合著)、译著

出版有关地震方面的书籍38部。 ：㈡，

．．地震预报方面。制定出地震预报的程序和奖励办法，“省、’市地震部门先

后平息过在兰州发生的九起较大地震惶事件，其中三次是利用报纸、广播向

社会作了公开的“无震预报一o”‘．i一一n’‘’ j! ’‘ E

-．地震宣传方面。市属地震工作者在国内公开报纸、刊物上发表地震科普

文章，报道21篇，其它有关人员发表记述兰州地区的地震科普文章(或报
． 道)20篇。1986年5月举办的全市中学生电视地震知识竞赛和1989年4月建

成的兰州地震博物馆壁画馆，其独特的宣传方式在国内产生过一定影响口

。，i 抗震方面。全市主要医院、消防，通讯、供水、供电、教育、粮食加工

等系统的主要建筑物的抗震加固基本完成，。兰化公司、兰州炼油总厂等大企

业已完成本部门的全部抗震加固工程任务。曾先后多次组织拟定过兰州地区

大震对策方案的工作，并于1988年完成。兰州市近郊大震前的应急准备和震

后的抢险救灾方案竹工作。。 ’．
‘

、

j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入，兰州地区的地震工作者与国外的学术交

：流和合作不断增多，·曾先后多次派人员到国外学习，考察，进行学术交流I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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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比利时、日本、美国、加拿大，奥地利，瑞典、法国等国家的地震专

家，学者也多次到兰州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

三十年来，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兰州地区的地震工作者和热衷于地震

事业的有志之士，为兰州地区地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地震预

报这个人人关心、国民经济建设需要解决的科学难题，在兰州、全国、乃至

全世界，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因此，在以往人们为之奋斗的历程中，难免会

出现某些失误和教训。《兰州地震志》正是记述兰州地区历史地震情况及建

国以来人们开展预测，预报，预防工作奋斗历程的一部史料性专业志书。它

按照“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及有关修志行文规定编纂而成，填补了兰

州市历史上没有地震志的空白，也是现今甘肃省编纂而成的第二部地(市)

级地震专志。它作为《兰州市志》的一部专业志，具有一定的“存史，教

化、资政开的作用·



事 ，‘记，一·

7公元前47年。’∥+
，

}
‘ 二’ j

汉书·元帝纪》卷九可证兰州地区最早遭受地震影响的年份·

公元138年 ．’

，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造候风地动仪首次记到发生在陇西，兰
州一带的6．25级地震。

362年
．

．‘?
’“

， ：
’一

”

5月27日，永登西南地震(5．0级)，永登河桥驿一带山崩、水涌出。

406年
。。

6月3日——7月2日间，榆中夏官营一带地震(5—6级)，地震

裂，百草皆自反·：。， ，，

{
。

、 、， 。

'， I‘

1125年 ‘一一．^
⋯

i一 ；

．1 9月6日，兰州地震(7．o级)，兰州六城毁坏，陷数百家，仓库俱没，

1．蕞 有裂数十丈者口。，， ．．．∥．，．
．。 ，!f一，。 ，；、

_1 ．， 1 440年．．

．11月4日，永登地震(6．25级)，坏城堡、官民庐舍，压死二。百余人，4

牲畜八百余头。
。 ’“ 一

12月25日，永登苦水湾驿地震(5．5级)，墙壁多倾倒。 ，，

·一 ÷

1629年
’

2 yJ z3日__3月24日，。兰州地震(5．5级)，城垣民舍摇倒无数，压

死人畜甚多。
“ ‘ ’

j． ．。： j，

． 1718年 -_

。’

。，

{． 6月19日，通渭南地震(7．5级)，兰州山移百里。
， ／

， b



、1888年

．11月2日，景泰地震6．5级)，永登，皋兰受灾较重o 1

1920年’

12月16日，海原8．5级地震，．，．兰州倒房400余间，死f=200余人，牲畜100

余头，榆中倒房十分之四，死亡900余人，牲畜1，200余头J永登倒房较多，

幸未伤人。·、，；j+_
，1-

：： ‘，’·‘ f。‘一’、‘ - ’

1923年“
’

。 ，8月12’日，o兰州地焘(5．o级)，?房屋有倒煽。]‘一；／

7． 1927年

5月23日，古浪8．oK地震，兰州民房城垣倒塌，死数十人；永登城裂

圮，’城乡坍塌民房、‘土窑2000余间、’压死49人，牲畜千头。兰州大孥王景尊
教授震后进行过实地考察o ．、

。!一
一、 ．：，’： ；，1936年■，∥．{弋0 1·”。j‘‘j

1．-

·
，，，

^

2月7日，康乐6．75级地震，兰州破旧房屋多有倒塌。‘’’

3月8日，兰州一带地震(5．O级)，。．兰州有房屋倒塌·’
二

∥。。-一 i_：。- 1952年t：、，‘。·_·’ ：-

． ～

’

1952——1953年间，兰州地区开始有从事地震工作的问接人员。’
●

”

1954阜’

在兰州萃英门(旧兰州大学)首次设置地震台，装有大小q五一扩式机

械记录地震仪。
．， ． 。， ；。。 ：’．一．‘：

7月2日，民勤7．0级地震，永登倒房19处· 一、 一、 ‘
、

’j

-，

， 1956年
。

-。 ‘：’ ．。

李善邦、徐煜坚两教授主编的1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竹中，‘首次将兰州

市区划为Ⅶ度地震区。 ，

10月18日，兰州河口发生4．1级地震，全市震感明显o

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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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卜 ，，’ 一．．：r -J

‘

I 957年 ． ’’1。‘0

兰州市所建的各类建筑物个别的开始考虑抗震设防问题。一，’

7月1日，兰州观象地震台建成投入工作·，
J’’t

。一。，‘-．
’

i
“

。

： ‘：{ ’．
‘： ／ ．J ．

．。

、

．‘⋯ 、，1959年 。：。! 一-，·

3月1日，西北地区最早的地震刊物——《张衡纪念册》在兰州观象地

震台创刊。 ，．

5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兰州分所成立·‘：
。’

‘ 4。

‘

，

．，．． ．’．
一， 1；．：。．

1 966年_ ．一‘
．。

兰州地区地震专业队伍发展到400余人，地震预报成了专业地震工作者

的首要任务o
’‘。’’ ’：’ t ‘

“

．：．? “
，‘

1969牟 、，夸t’’。。 ．． ，．

j

8月18日，兰州阿干镇3．9级地震，市区有感。‘
’

．．’卜j

1970生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大队成立。根据省地震工作会议精神，临时成立了

兰州市地震工作领导小组，1并在市城建局设立兰州市防汛防震办公室，群测

群防地震工作开始·兰州连城铝厂7K氧地震观测站建立o

·1 975卑 s：‘ 1；：’

6月18日，正式成立兰州市革命委员会地震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随后，各县、区相继成立了本县，区的地震工作领导小组，也设了办公

室(虚设)。一 。：
’

，‘

‘。I ‘。‘

9月6日，全市地震工作会议时，发放有关地震知识的宣传品、材料三

万多册(套)，地震幻灯片一百多套，地震电影五部。 ，

’‘，。 1976年一_‘ 、’1

7月28日和8月16日，河北唐山和四川松潘发生强烈地震后，全市居民

处于地震的恐慌之中，积极防震。。在兰州的中央、省、市各大厂矿企业，高

等学院70％的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或地震(抗震)办公室，有些设了地震

测报组(站)，配备3—5人专职进行地震测报工作I各中、小学80％成立

了地震业余测报组I市属各委、办(局)及公社有相当一部分建立了本部门]
J

。

， ／

o≮，‰{。、％《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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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余地震测报站(组)，地震工作遍及兰州地区各个部门和单位，成了群

众性的自觉行动。
‘

r’

， 兰州市抗震加固工作开始。”。．～ ．，，、。一。。．∥_．一一?一
7月12日一16日，市地震办公室召开全市群测群防地震工作经验交流

会，与会代表110余人，会议评选出16个群测群防先进集体和16名先进个人，

产生了5个出席省群测群防地震工作经验交流会的先进集体o 。·

'：m
”，L√、?， ¨一1 977牟-；。’～-4‘|。L

o‘， 。：i

．

：。‘，“1l

5月，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市地震工作会议，．与会代表达350余人。
7月3日，甘肃师范大学由于有关测报台(点)的试报意见外传，在全校

师生引起恐震的情况下，当晚有人喊叫。地震了咿，在慌乱跳楼中，造成1

人死亡，5人重伤，51人轻伤，当晚有193人露宿室外毫．一 ，⋯，
7月，将兰州市防震抗震办公室分出一部分成立了兰州市地震办公室，

归属市科委领导，行政级别定为县级，一部分成立兰州市抗震办公室，归属

市建委领导，行政级别定为科级。? -．，，

12月，国家地震局授于兰州市二十七中学地震测报组，．?学太庆?先进集

体称号。

～’；_t：：

1978年
‘

2旁3 P?。县家饕霉凰兰州垫震研究砖盛立二，‘：，l：≯一：i，j．’。一：。’-．．．
一‘．。∽‘。-，1979年·⋯：-jo 7；．√‘¨。．一、：．

‘3月，兰州观象地震台测震，地磁资料开始参加国际资料交换。

二‘-’ f‘：0：‘ j’j
a，1 0so年1980 ．J“，t；、、一。，。 ，．，：一．一+

。

二‘- j： ； 一j， _。’。Jl j、 ’。一。 ’· J’ {．1

’： ’，一 ．一

⋯
‘’、 ·≯r 1。 ⋯‘、·

?。
。一 一 ’

‘+‘4

市，县(区)地震办公室开始向既搞管理、又搞监测预报的业务实体过

渡。2，∥j。 ，：-j』．，』 ．一。tj㈡．t∥ -，㈡
’．t·

’

。‘ ：

。1_。’‘1981年’。’√‘· 一 ’+n 1。

兰州地震研究所完成g兰州市区建筑场地抗震区划丹工作，并获国家地

震局科研成果二等奖。．． ．。!，．．：。· ．√：¨ 。

3月1日，甘肃省地震学会在兰州成立。 。 ⋯， ．

7月30日，兰州市白银区南发生3．5级地震，市区震感明显。 ，

。。8月11日，市政府对1980年以来群测群防地震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12

个单位于Ⅱ28每个人进行：『零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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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41982’i’·＼j；一。J；rt’：：
’’’ ‘’‘、’ ’’4 。? 7I 。‘

4月14日，宁夏海原5．7级如震，、全市有意。

_I。：一．．．～㈡．，：2，一1983、-4r-0奠_o；‘：-√．
3月，甘肃省最早的地震科普小报——《地震知识报》创办，为内部发

行。 ．，；。 ．．’：、：．，．，，?；，，1，-一，

1984年：f

，．4月，将兰州市地震办公室改为兰州市地震预测预报站和兰州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地震管理处，两块牌子，一套机构o ，．．j

，⋯一√i
一-～1985-,7-985’⋯

’·、'，
⋯j．一

。‘ 。 ‘一
。J

．，
：4

全市群众性的业余地震测报工作基本结束，个别大企业和县、区地震办

公室所设的台站得到保留、充实和加强。 - ：

7月8日，_i兰州地震学会成立。 1、：： 一． ，一 。j。
一。

127]5日，在原安宁区联防地震台的基础上成立了兰州安宁地震台，增

力gFSq浮子长水管倾斜仪一套。

12月13日，榆中县地震办公室增加水氢前兆监测手段o

1986年

3月8日，撤销市科委地震管理处，对外重新设立兰州市地震办公室，

与兰州市地震预测预报站二块牌子，一套机构。． ：o 一。．： 一：二
4月，市政府批准成立兰州市抗震防灾规划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挂靠在

市抗震办公室h负责拟定市抗震防灾规划工作。、?：⋯⋯。 ，‘
-

．^6月1．7日，甘肃省中部、。青海省东部地震联防协作区正式成立。 j ’，

8月，全省最早的地震科普杂志——《地魔》(．后改为《地秘》)刨
刊，在内部发行o ，、

8月26日，青海门源6．4级地震波及兰州，造成市民的恐震现象，第二

天在《兰州晚报》上作了“无震预报"，尽快平息了市民的恐震心理。

11月，市地震办公室组织各县，区地震办公室及部分测报台站的工作人

员24人，分两批先后到北京参观国家地震局举办的地震科技成果展览会。

1987年

L～ 兰州地震研究所地质力学室完成了。兰州大震区地震填图’’工作。

。≮，％曼．^



、

4月，兰炼地震站增加了永氡前兆监测手段·

1988年。一_ ．，- ，?
。

"

6月1日，永登县电磁波地震台建成投入工作。

6月，全市因地震误传引起市民普遍恐震，部分群众还采取了一定措施

积极防震；由于“避震”跳楼还造成重伤一人，轻伤多人。
。

10月13日，永登县龙泉乡东南发生3．4级地震。 7

1989年’_一

j、■i4月20日，‘我国第二家地震博物馆壁画馆在兰州铁道学院人防工程洞内

建成。 1’：t．。+‘：。 -”。·：

5月，建成兰州市无线电地震通讯网，并成为甘肃省地震局无线电通讯

网的组成部分。 、

j

r：2‘‘lo月16日’，。兰州七里河区湖滩乡发生3．7级地震，市区震感明显。

’12月9日，由市抗震办公室组织完成的．，兰州市地震危险性分析’’，。

盘兰州市地震小区划’’， 搿兰州市建筑物震害预测一三项基础性专项研究课

题通过省内外专家鉴定·’．．1一’I。：-‘1』 一，、：’． 7-
i．

!

! ： ，

#．
。 ·。‘

』．j；一，ri 1990年。’。、，、．1。1|_r +． j
1．+ L：

’

c
l·

4月26日，青海共和、兴海间发生6．9级地震，兰州市震感明显，引起

市民的一定恐慌现象o ：

、：10月20日，甘肃省景泰，天祝、古浪三县交界处发生6．2级地震，波及

永登县坪城乡一带并造成轻度破坏；兰州市区震感强烈，市民向震中区捐献

大量衣物、粮食(或粮票)，·现金。， 一：‘ ’，’

‘

10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地方地震工作会议上，一国家地震局授予兰

州市地震办公室、榆中县地震办公室为全国地方地震工作先进集体，授予兰

州铁道学院王增甲为先进个人．：
_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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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章：⋯兰州地区的地震地质特征
、

，- J’ j； ，l
． ，

’， ．
．

√√ ¨1， j
’1，。：j’ ，： 。。． r，· ’．4一、

， !

， ，j。 一
．

、。} ’，-．，第一节。。地震活动的地质特征 1：．{’， ，’

。

一， ：i ¨- 、’， r： j

“

，
‘j

一一，兰州地区的地质发展史：√。|、． ， √，．，，．
’

：．兰州盆地指南以秦岭为界，西与祁连山相连：’北以乌鞘岭为界、东以六

盘山为界的广义区域。这一区域在吕梁地壳运动之后，，成为隆起高地，‘早古

生代时期长期侵蚀，成为准平原式的台坪地带：经加里东地壳运动之后，由于

祁连山乌鞘岭的强烈褶皱隆起，该地区相对下降，成为低台地，开始向盆地

形式发展。’经过古生代末海西地壳运动后，该地区的边缘部分产生了断陷盆

地。兰州市区的基本轮廓形成子此时(距今约2．3亿年前)6至印支地壳构

造运动后，盆地扩大造出侏罗纪煤田沉积，+到白垩纪时期盆地不断扩大，并

沉积了十分广阔的白垩纪岩层。。。燕山地壳运动之后j盆地内已产生升降差

异，有些地带隆起为低山丘陵，有些地带继陷成为低洼盆地，成为新生代第

三纪红层的沉程环境：喜马拉雅地壳运动之后，盆地分异的差别更为复杂'_、

出现了许多岗陵凸起和孤立的小型盆地，同时也发育了许多河流冲刷1与沉

积，形成第四纪初期框架。第四纪中期发生了风成黄土的普遍沉积和青藏高

原的强烈隆起，兰州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升降差异，有些地区隆起为高山峻岭

(如马唧山，兴隆山)，有些地区上升为条岭(如七道梁、宣家沟岭、虎头

崖岭等)J有些地区上升为高坪岗原(如九洲台i皋兰山、崔家岭等)，还

有些地区新陷成为盆地(如兰州、。榆中盆地等)I有人认为早更新世末期形

成黄河·
。‘‘r

一r —r
．

一

“
、。，’’：：一．j． ’。‘。 ：．、

=，地质特征o．1|+_√、’i二j+|，√ 西
1， 。·7j

兰州地区位于中国中部一-个显著的近于南北走向的重力梯级和地壳厚度

急剧加深的梯度带上，其地壳厚度据1973年利用地壳底部反射波测得为51公

里，其中地壳上层厚度为24公里，地壳下层厚度为27公里。
。

．7

_
。。

1．辖区出露的地层 。
、 ” 一 、

．

‘。下元古界马唧山群：。是本区出露的最老地层，。主要分布在马唧山一带·

其岩性主要为灰白色、淡红色眼球状黑云二长混合岩及灰黑色黑云石英片岩， 囊

角闪片岩，夹白云质大理岩，有些地段由黑云石英片岩相变为片麻岩。{．j j纠
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