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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并综合前人相关调研资料，我们将六

盘山盆地南西边界断裂带从北西景泰县一带到南

东陇县-宝鸡北一带，划分为四段，但断裂段具体名

称更为明确细化，并对各段构造变形特征进行了较

细致地研究对比。依据断裂带中断层性质不同、出

露地层不同、断层走向不同、断裂带两侧地质体不

同及地球物理资料等综合因素，共划分为景泰老虎

山-官草沟-米家山段（米家山断裂段）、靖远大卯槐

山-王家山-达拉池-西南华山段-月亮山断裂段（海原

断裂段）、泾源六盘山断裂段（六盘山断裂段）、陇

县八渡-龟川-宝鸡断裂段（陇县断裂段）。 

(1)景泰老虎山 -米家山断裂段：该段走向

NWW 或近 EW 向，在区域地质图出露地层主要为

奥陶纪-志留纪基底层，残留有蛇绿岩套，边界断裂

性质主要为逆冲断裂兼走滑，断裂带两侧主要为中

生代三叠系，并且发生了明显的褶皱变形（图 1a）。 

(2)靖远大卯槐山-王家山-达拉池-西南华山-月

亮山段：该段走向为 NW 向，区域地质资料上及野

外调研发现出露主要为奥陶系、长城系海原群及志

留纪岩体。其中在月亮山段地层有下白垩统六盘山

群出露，边界断裂性质主要为走滑为主兼逆冲，断

裂带东侧两侧地层主要为古近系-新近系，西侧为第

四系所覆盖（图 1b）。 

(3)六盘山断裂段：该段走向为 NNW 或者近

SN 向，区域地质资料及野外调研发现出露地层主

要为下白垩统，断裂带内白垩系发生强烈的褶皱变

形，边界断层性质主要为逆冲兼走滑，断裂体系两

侧地层均为新生代所覆盖（图 1c 上）。 

(4)六盘山陇县-宝鸡断裂段：该断裂体系走向

为 NW 向，出露地层主要为下白垩统六盘山群，断

层性质为走滑兼正断，断裂带东侧出露主要奥陶

系、震旦系，而西侧陇山地块主要为三叠纪花岗岩

体及元古界结晶基底（图 1c 下）。将断裂体系的各

段从断裂性质、地层出露、断裂两侧地层不同进行

比较确实从地质上证明其存在分段性特征。 

根据地质地球物理资料也证实了该断裂段具

有分段特征，由于六盘山盆地边界主要涉及到靖远

大卯槐山-王家山-达拉池-西南华山-月亮山段和六

盘山段，故对该两段的重力场特征进行分析，经研

究发现，该两段断裂段总体上为重力高值区，表明

为隆起区或者是基底，断裂带两侧为重力低值区，

表明为坳陷或者沉积岩地区。由 NW 向 SE 高值区

出现串珠状分布，并且有被错移的现象，表明该断

裂体系后期被北东向断层错断过，发生过多期的构

造活动，并有岩浆的侵入，根据区域资料表明，岩

浆岩体为加里东晚期（志留纪）中酸性侵入岩，主

要岩石类型为花岗闪长岩、英云闪长岩，其岩石特

征、岩石化学特征具较多的相似性。将靖远大卯槐

山-王家山-达拉池-西南华山-月亮山段和六盘山段

自北向南分为黄家洼山段、盐池段、西南华山断、

月亮山段、兴隆镇段、隆德县段及庄浪县段。根据

错断方式该断裂具有走滑断裂的性质，分别发生了

不同方向的错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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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六盘山盆地南西缘边界断裂

带分段组合特征（a~c 各段）剖面

（据 1:25 万地质图编制） 

（a）—景泰老虎山-米家山断裂段剖面； 

（b）—靖远大卯槐山-屈吴山-王家山-达

拉池-西华山剖面（上）和月亮山-须弥山

断裂段剖面； 

（c）—六盘山断裂段桃山水库-西峡电站

段剖面（上）和陇县-宝鸡断裂段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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