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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M"0N%L 电磁观测系统对上海奉城—浙江湖州剖面进行了大地电磁数据采集，获得了超过 O%%% 9 的

高质量长周期观测数据，为沪浙地区深部电性结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通过反演处理，综合倾子解释结果和重磁

资料以及最新的地震解释结果，在电性和断裂结构上获得了新的认识，对湖州—苏州、乌镇—马金、枫泾—川沙以

及太仓—奉贤这几条深大断裂带的展布以及对区域构造格架的控制作用进行了新的评价，其中枫泾—川沙断裂是

上海断隆和湖州—南通台拱之间推覆构造过渡带的控制断裂，太仓—奉贤断裂带的主体位置推断在亭林附近 !同
时，对高阻基底以上电性层进行了解释，揭示了岩石圈底界面的结构和构造形态，推断湖州—苏州断裂西侧存在壳

内高导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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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近年来电磁仪器和相关正反演方法的发展，使

大地电磁测深（"#）数据采集质量与反演精度都得

到了提高，在解决深部地质问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 数据可为壳幔和岩石圈研究提供重要的深部

信息，在壳幔低阻层、深部大断裂和深部构造、单元

划分等方面都可以取得效果 $
上海及其邻区为具有一定强度和频度的中强地

震活动区 $ %& 世纪 ’& 年代，在上海市区及其附近地

区曾开展了包括地球化学探测、浅层人工地震勘探

和钻孔以及第四系地质等方面的探测研究工作，取

得了一些探测研究成果［!］，%& 世纪 (& 年代完成的安

徽灵璧至上海奉贤的 )*+!, 线地学断面［%］探测，解

释了下扬子区域性的壳幔层块结构，但受当时技术

手段和精度的限制，对沪浙地区壳幔精细结构缺乏

深入研究 $为查明通过上海市的一系列北北东或北

北西向的地壳深部断裂的延伸情况、深部孕震构造

环境和构造形态，上海市地震局以深地震反射方法

为主，结合高分辨折射、地震宽角反射-折射和大地

电磁测深，在 %&&. 年施工完成了上海及邻近地区的

第一条高精度综合地球物理深部探测剖面［!］$ 同济

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设计施工了其中的沿上海

奉城—浙江湖州的近东西向 "# 剖面，其目的是以

长周期 "# 资料为主，结合地震与其他物探和地质

资料，了解上海地区深部上地幔范围内的地质结构、

电性分层、断裂结构、壳内高导层分布等问题，为上

海地区断裂与深部构造和电性特征研究提供基础

资料 $
文献［,］就德国生产的 /"0+&1 与 ""0+&, 和

23+%&&& 大地电磁系统同步采集的数据进行过对比

分析，/"0+&1 观测的视电阻率和相位曲线连续性

好，自由频段的选择和丰富的频点信息有助于揭示

更细致的浅 4 深的电性层分布，文献［,］曾做了单测

点的反演解释，揭示了研究区壳内高导层的分布等

问题 $
姚保华等［!］以深地震反射方法为主，结合高分

辨折射、地震宽角反射-折射和 "# 的探测解释结

果，获得了上海奉城—浙江湖州这条高精度综合地

球物理剖面由地表至莫霍面的精细速度结构、电性

结构、深浅构造关系和断裂展布，其成果大大提高了

上海地区深部构造的地球物理探测水平，深化了对

该地区深部结构的认识 $文献［!］对 "# 处理解释结

果只做了简要的说明，展示了深度 ,& 和 !.& 56 的

电性反演结果，揭示了壳内高导层的分布和岩石圈

底界面的形态 $
于鹏等［.］对这条 "# 剖面进行了重新处理和解

释，从电性角度通过倾子资料重点研究了断裂的展

布问题，结合深度达到 %&& 56 的最新反演结果，特

别是对断裂、高导层分布深度以及岩石圈底界面形

态等深部电性结构问题，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本文

将综合已有的以及最新的相关研究结果分别予以

阐述 $

% 沪浙地区长周期 "# 剖面的数据采

集与处理分析

%&&. 年底至 %&&3 年初，利用 , 套 /"0+&1 标准 3
分量仪器沿上海奉城—浙江湖州一线进行了 1& 个

"# 物理点的资料采集，剖面东起上海东海之滨的泥

城，向西依次经过奉城、亭林、朱泾等地，穿过枫泾、

吴江，向西延伸至浙江省的湖州市太湖南滨附近，测

线全长约 !1% 56（见图 !），其中 ! 套仪器布置在浙

江余杭市附近的远参考点，记录同步参考道信号，%
套仪器进行数据采集 $

通过 , 套仪器的一致性试验、重复性试验、数据

采集时间长短试验、环境电磁干扰试验、互参和远参

压制干扰试验以及定位精度试验等［,］，检验了仪器

工作的性能和稳定性，试验了克服和压制干扰的方

法技术，客观评价了资料质量 $野外数据实际采集时

间都 在 %& 个 小 时 以 上，观 测 频 率 范 围 为 (&&& 7
&8&&&%.. )9，有效周期超过 .&&& :，经过远参考处

理，改善了 "# 资料的质量 $
图 %;，%< 为实测 #" 极化模式的视电阻率和相

位断面 $剖面由西向东可分为 1& 7 3, 号、3% 7 3& 号、

.’ 7 ,( 号、,= 7 ! 号几个测点区段，电性变化呈现不

同区段的特征 $剖面的中高频段为低阻沉积层，由西

向东高阻基底逐渐抬升，低频段 3% 7 3& 号测点段为

明显低阻断裂带的反映，经 .’ 7 ,( 号测点段的过

渡，剖面 ,= 7 ! 号测点段表现为巨厚高阻沉积，并且

这一高阻内部也存在间断的特征，而不同区段之间

可能正是断裂控制的反映 $
文献［,］曾就采集的单点数据做了说明和处理

及初步反演解释，对 23+%&&& 与 /"0+&1 仪器采集数

据的阻抗走向角度通过张量分解进行了比较分析，

说明了 /"0+&1 确定的走向角度较稳定，并且两类

仪器在二维偏离度（:5>?@>::）曲线形态上吻合较好 $

.&3 地 球 物 理 学 报（ABC@>:> D$ />EFBG:$） 3! 卷



图 ! 沪浙 "# 剖面位置示意图

$%&’! ()*+,%)- ). ,/0 12340506 "# 73).%80

图 9 沪浙 "# 剖面视电阻率断面（+）、相位断面（:）、二维偏离度（*）与视倾子频率深度近似转换结果（6）

$%&’9 ;3)11<10*,%)- ). +77+30-, 301%1,%4%,5（+）= 7/+10 *23401（:），

9<> 1?0@-011（*）+-6 ,%7703 %-4031%)-（6）). ,/0 73).%80

图 9* 为该剖面的二维偏离度，其数值普遍小于 ABC，

说明该剖面具有较强的二维性特征，沿剖面 A D 9A
?E 与 !9A D !F9 ?E 处低频端的偏离度相对较大，说

明这些区段深部电性结构较复杂 ’ 此外研究区主要

构造走向为北北东向［G］，经张量阻抗分析得出的主

轴方位表明测线基本沿着电性构造的倾向，因此利

用二维反演揭示深部电性结构是可行的 ’ 在常规反

演和 "# 偏移成像基础上［F］，利用不带约束的模拟

GAG9 期 于 鹏等：上海奉城 H 浙江湖州长周期 "# 剖面揭示的深部电性结构



退火二维反演方法［!］进行了反演 "
此外，对该剖面重新处理过程中，从电性角度出

发，通过倾子资料重点研究了断裂的展布问题 "倾子

可反映地电构造水平非均匀性的变化，尤其是在断

裂判别上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数，但由于实测数

据质量较差而往往不能得到充分应用 "笔者在倾子

定义的基础上［#］，基于大地电磁场平面波入射的条

件，忽略水平磁场水平梯度的变化，提出了如何利用

视倾子来研究断裂的特征［$，%］"如果了解了二维情况

下电性主轴上的阻抗值即可求得视倾子的值，克服

了实测倾子易受噪声干扰、品质差、实际应用效果差

的缺点，并且可以由受干扰影响小且资料质量相对

好的视电阻率和相位换算得到，与实测倾子资料具

有很好的可比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料解释的

可信度，为下一步地质解释可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文
献［$，%］通过模型试验表明，视倾子的各种异常响应

对不同断裂模型均有较显著的反映，可以用来判断

断裂的位置、倾向、规模和埋深以及电性差异等，但

不能够判断断裂的倾斜程度，在不需要更多先验信

息的条件下，利用视倾子可以直接判断电性横向的

变化尤其是断裂的展布，因此为研究地电构造和地

质解释创造了新的条件 "
由实测视电阻率和相位计算得到沪浙剖面的视

倾子资料，分析其特征并利用 &’()*+, 反演［-.］进行频

率深度转换得到视倾子相对深度结果（图 /0），图中

的极值响应可能就对应着深、浅和规模不同的断裂

特征，因此可以从定性的角度帮助判断断裂的位置

和规模，编号! 1"与 2- 1 2-.为可能存在的深浅断

裂的位置（下文相同）［$］"应该指出频深转换只表示

一相对深度的结果，并不能代表断裂的实际延伸深

度，但可定性表征断裂的相对深浅和规模大小，结合

下文的电性反演结果与解释将予以具体讨论 "同时，

34 偏移成像［5］反射系数结果［$］、同相轴错断与不连

续的特征也直观地揭示了断裂的存在 "

6 电性和断裂结构分析

!"# 研究区概况

据前人研究［7］结果，上海地区自前晋宁期以来

经历过多次构造变动，相应地形成了一系列规模不

等、性质不同的断裂构造 "上海市区域性断裂构造按

其展布方向可分为北东向、北北东向、北东东向 8 近

东西向与北北西向 $ 组，其中以北东向断裂最为发

育，有枫泾—川沙断裂和张堰—南汇断裂等，控制了

晚元古代的展布和震旦纪—古生代的沉积，与基底

褶皱伴生 "加里东—燕山早期的断裂构造表现出继

承性特点，也呈北东方向延伸 "燕山晚期的主干断裂

呈北北东向展布，并控制着燕山晚期的岩浆侵入 "晚
白垩世开始，区域应力场以引张为主，相应发育了一

系列张性断裂和陷落盆地 "北北西向断裂是在早期

张扭或扭裂结构的基础上于喜马拉雅期继续活动发

展而成的，切割了其他方向的断裂，具较强的新生特

点 "上述这些不同时代形成的主干断裂和它们的配

套构造相互交错，构成了本区复杂的断裂构造网络 "
34 剖面经过处由西向东为苏南—上海断隆，传

统认识上又以湖州—苏州断裂为界分成西边的湖州

—南通台拱和东边的上海断隆 "构造形变特征上，上

海地区基本呈块断构造，而相邻的苏南地区则为典

型的推覆构造带 "图 / 的视电阻率和相位断面图也

揭示了这一基本构造格局 "
!"$ 地壳浅部结构

依据地表露头和钻孔资料、岩石物性特征、区域

地质和地震资料［7］，对电性反演的地层属性进行了

标定和推断（地层分布情况见图 6，图中编号! 1"
是本文重点要讨论的大断裂编号，其他相对浅的断

裂以编号 2- 1 2-.表示，这些断裂根据其对应的地理

位置分布进行了命名）" 根据 -. ,9 深度的反演结

果，沿剖面 6# 1 6! 号测点处以#号枫泾—川沙断裂

（亦称松江—上海断裂、松江—嘉兴断裂）为界，高阻

基底以上沉积的相对低阻地层，其东侧有 / 套，而西

侧有 6 套，该断裂是高阻基底上覆盖层从西侧的三

层结构跃变为两层结构的分界处，电性梯度带特征

明显，切割了基底，表现为由东向西的推覆 "晚古生

代地层在!号湖州—苏州断裂以东的上海地区缺

失 "前震旦系变质岩高阻基底面具有“西低东高中间

隆”的特点，与重力异常以及地震资料［-］揭示的上地

壳和中地壳底界面形态基本一致，并且 -. ,9 深度

的电性反演结果与文献［-］给出的高分辨率折射剖

面速度分布结果具有很强的可比性，虽然速度界面

并不是电性的分界面，但是结合电性差异的纵横向

变化，并进一步结合视倾子资料和重磁等资料有助

于揭示断裂的展布状况 "
下面仅分析浅部的几条断裂的展布和性质 "
26 芦墟—青浦—龙华断裂切过剖面的 $5 1 $7

号测点处，它位于较为显著的重力梯度密集带上，断

裂两侧分布有侏罗系火山岩 "在电性剖面上，其断面

向西北倾斜，断裂两侧电性层厚度有明显差异，断裂

切割了基底，表现出逆冲特点 " 2$ 嘉善—壹山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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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沪浙 "# 剖面浅部电性结构反演结果

!新生代和中生界上白垩统地层；"上古生界；#上侏罗统火山岩地层；$侏罗系和下古生界地层；%下古生界；&前震旦系变质岩基底；’
$(和 %& $ %&’表示推断的断裂，’湖州—苏州断裂，)乌镇—马金断裂带，*枫泾—川沙断裂，(太仓—奉贤断裂带，%& 湖州—苏州断裂西

支，%( 乌镇—马金断裂东支，%! 芦墟—青浦—龙华断裂，%) 嘉善—壹山断裂，%* 廊下—大场断裂，%+ 太仓—奉贤断裂东支，%, 朱行断裂，%-

张堰—南汇断裂，%. $ %&’南通—上海断裂带 /

%01/! 23456758 79:;;<= 5;5>?60>:; 7?6@>?@65 <A B9:319:0CD95E0:31 "# F6<A0;5

切过剖面 )’ $ !. 号测点处，断面向西南倾斜，切割

了第一和第二低阻层底界面 / %* 廊下—大场断裂经

过 !) $ !! 号测点处，断面向西南倾斜，断裂两侧岩

性有所差别 /北东向的 %- 张堰—南汇断裂（又称南

汇—奉贤断裂），经过 &. $ &- 号测点处，断面向东倾

斜，切割了基底，具有正断层特点，为早期活动断裂，

沿断裂带出现多个呈串珠状分布的磁异常，经钻探

证实大多为燕山期中酸性侵入岩，多个钻孔中可见

挤压片理、动力变质岩和构造破碎带［*］/ %. 南通—

上海断裂经过 - $ , 号测点处，断面向东倾斜，切割

了基底，具有正断层特点，推测形成于燕山晚期或新

生代，&+() 年上海 )G! 级地震就可能发生在此断裂

上，断裂在重磁异常上均有反映，为一连续的北西向

梯度带，沿断裂的钻孔中均有挤压破碎带［*］/
几处浅部断裂在视倾子结果（图 (8）上的特征

也得到了体现 /对电性层划分和基底及浅的断裂的

推断解释，与掌握的已有资料和地质解释及认识［&，*］

基本吻合 /依据电性特征和视倾子结果，本文新推断

了 %& 和 %+ 以及 %&’ 断裂，分别归到相应的湖州—苏

州断裂带和太仓—奉贤断裂带以及南通—上海断裂

带 / %+ 断裂认为是由’号与)号断裂带引起的旁支

断裂，属于壳内断裂 / %&’ 断裂虽造成电性特征的较

大落差，但是深部特征并不显著，可能正在形成之

中，认为归属于南通—上海剪切断裂带，也属于壳内

断裂 /
!"! 深部电性和断裂结构

根据 !’ HI 和 (’’ HI 深度的反演结果（图 )）

（图 )> 中的 J&，J(，" 见文献［&］的解释），’号湖州

—苏州断裂（亦称苏州—安吉断裂），是一条已被综

合物探、地质资料确定的隐伏断裂［!］，属早—中更新

世活动断裂，在重力异常图和倾子图上均有特征体

现，延伸深度大，电性反演结果表现出低阻破碎带的

明显特征，断裂两侧电性特征不同，倾向东南 /
)号乌镇—马金断裂带在重力异常图上（图

):），沿断裂表现为密集的呈北东走向的重力梯度

带，并且磁异常沿断裂带北东向带状正负异常变化

明显 /在电性剖面上，该断裂带分为两支，西支断层

经过 *( $ *& 号测点处，东支断层位于 )- 号测点处

即 %(，断面都倾向东南，但西支断层经过处表现为

十分明显的低阻带，并延伸至地壳深处，东支断层切

割了第一电性层底界，只影响至近地表的第二电性

层，故认为西支断层是乌镇—马金断裂带中的主要

断裂 /在深部上地壳底界面处，’号与)号断裂带汇

聚在一起，这一特征延伸至壳幔深处，可能收敛到岩

石圈底界面上，故认为该断裂带至少是一条壳幔断

裂 /’号与)号断裂带在图 ( 中的倾子极值响应由

于低阻破碎带的原因虽不如*号(号处的显著，但

也指明了断裂深度大和倾向的特征 /
以)号断裂为界，东侧基底下部岩石层电阻率

值较高，也相对较均匀，暂没有推断壳内高导层 / 而

西侧基底下部岩石电阻率值相对偏低，于 &* $ &, HI
埋深左右出现厚度 ( HI 左右的壳内高导层，其形态

西低东高，有一定落差 / 陈沪生等［&&］在研究下扬子

及邻区岩石圈结构特征与油气资源评价时指出，本

区存在一水平破裂带（低速高导层），其顶界面埋深

在 &+ HI 左右，电性剖面上揭示的壳内高导层可能

就是这一反映 /此外，对沿测线 ** 号的测点在文献

［!］中专门做了分析和反演处理解释，也揭示了深部

高阻基底内部 &+ $ &- HI 深度处有一明显的壳内低

,’*( 期 于 鹏等：上海奉城 K 浙江湖州长周期 "# 剖面揭示的深部电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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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沪浙 "# 剖面重磁异常（$）与 %& ’(（)）和 *&& ’(（+）电性结构反演结果与解释

,-./! 01$2-34 5 ($.673-+ $68($9-7:（$）$6; %& ’(（)）5 *&& ’(（+）-6271:-86 $6; -6371<173$3-86 17:=93: 8> 3?7 <18>-97

阻层的存在，进一步验证了以上结论，也修正了文献

［@］中对其深度的认识 /
以往对!号断裂以东上海地区断裂的认识，多

认为是基底断裂［A］，主要是对第四纪地层起控制作

用，文献［@］利用最新资料，认为在奉贤、奉城和洪庙

附近（即剖面 *! B @& 号测点之间）出现复杂的花瓣

状断裂构造，有三条断裂错断基底并在奉贤以东有

一条大断裂最终归并到略向东倾伏的上地壳底界面

C&A 地 球 物 理 学 报（D?-67:7 E/ 078<?4:/） A@ 卷

Absent Image
File: 0



上，同时文献［!］根据震源深度多位于中地壳内的统

计结果，认为剖面经过处不存在发生大地震的深部

构造条件（即深断裂）"与这些认识不同的是，通过这

次处理解释，发现!与"号断裂应该是上海断隆内

部值得重视的 # 条大断裂 "
!号枫泾—川沙断裂切过剖面的 $% & $’ 号测

点之间，在地理位置上，呈北东向延伸展布，隐伏于

第四系之下，控制了晚元古代的地层沉积并对震旦

纪—古生代的沉积建造有明显控制作用，与基底褶

皱伴生 "在重力异常以及向上延拓后的异常图上有

明显显示，均呈梯度带延伸，磁异常表现为正负磁场

交变带（图 ()）"在电性剖面上，断面向东南倾斜，作

为高阻基底上覆低阻盖层从西侧三层结构跃变为东

侧两层结构的分界处的一条重要断裂，使电性结构

表现为由东向西的推覆 "通过本次研究，它在视倾子

图 # 中特征最为显著，倾向明显向东且延伸深度大，

我们认为它应该是一条较陡立深剪切断裂，至少切

割了基底和上地壳，从电性特征上看也可能切割了

中地壳底界面而延伸至地幔，它与 ** 号断裂之间即

东边上海断隆和西边湖州—南通台拱之间，呈现出

与东西两侧截然不同的电性结构，具有一推覆构造

过渡带的特征，其东侧才是更为稳定的高阻块体 "
"号太仓—奉贤断裂带位于亭林和奉贤之间，

我们划分的断裂主体位置位于亭林和奉贤之间（即

剖面的 #+ & #% 号测点之间），为电性结构上新揭示

出的上海断隆内部的一条陡立剪切大断裂 "地面上

的太仓—奉贤断裂呈北西 $$,-走向经过剖面的 ##
& #! 号测点处，断面向东倾斜，具有正断层特点，古

地磁测量表明其为晚更新世活动断裂，!++, 年太仓

的 (.+ 级地震就发生在此断裂上［/］" 该断裂沿断续

分布的重力异常梯度带或等值线扭曲部位通过，北

东侧有一系列重力正异常，南西侧为重力负异常区，

磁异常上有一系列局部异常沿断裂带呈串珠状排

列 "上海及邻区的北东向和东西向磁异常带延至该

断裂带附近时均明显地被其截切 "地震资料揭示在

奉贤、奉城和洪庙附近出现复杂的花瓣状断裂构

造［!］，文献［!］的深地震反射叠加时间剖面上，该区

段浅部地层被多条倾向不同的断裂切割，地层反射

波凌乱，区段内地层比较破碎，在奉贤以东即 #, 号

测点附近推断了有一大断裂穿过基底并延伸至上地

壳界面上 "但视倾子和深部电性反演结果揭示真正

太仓—奉贤断裂带的深部主体应该西移在亭林附

近 "由于 01 本身点距和分辨率的问题，其揭示的电

性结构虽没有深反射地震细致，但 !, 23 深度的电

性反演结果与文献［!］给出的高分辨率地震折射剖

面具有很强的可比性，高分辨率地震折射剖面上推

断了 % 条断裂，大都位于高速隆起和低速凹陷区分

界附近，其延伸形态与低速区的空间形态有关，速度

剖面上最显著的高速隆起区（与地质构造图上的金

山隆起对应）就位于亭林以西，上述深地震反射叠加

时间剖面上推断的奉贤以东穿过基底并延伸至上地

壳的大断裂虽也在高速隆起区的侧翼（对应图 $ 中

4’ 断裂），但其规模和埋深远远小于亭林以西的高

速区，因此结合此次电性处理结果并综合已有资料，

我们认为太仓—奉贤断裂带的深部主体应该在亭林

以东即 #+ & #% 号测点附近，这也说明了浅部和深部

构造的不完全一致，由于由东向西的推覆并切割了

其他方向的断裂才形成了地表浅部的一系列具有较

强新生特点的花瓣状断裂响应 "
反演的 #,, 23 深度电性结构还揭示了构造分

区特征以及软流圈顶界面（岩石圈底界）的埋深和分

布形态，#号乌镇—马金断裂带与!号枫泾—川沙

断裂之间为两侧构造区的分界过渡带，总体为电性

梯度带的特征，其东西两侧电性特征截然不同 "#号

断裂带西侧电性数值低，没有明显的岩石圈底部界

限，反映了深部壳幔和岩石圈调整不均衡，断裂为苏

州花岗岩等的活动性提供了通道，从而形成了近于

直立的低阻带和岩浆岩活动带，图 (5 中绘出的 # 个

低阻圈闭呈串珠状分布，可能是残留岩浆体的证据 "
此外，西侧软流圈顶界面隆起核心部位对应着 * 号

与#号断裂带位置，埋深在 +, & !,, 23 变化 "!号

断裂东侧为相对稳定的上海断隆，但电性结果显示

其高阻内部结构也很复杂，有高低阻的分层和厚度

变化特征，软流圈顶界面起伏变化也大，隆起核部对

应着"号太仓—奉贤带，剖面东端岩石圈底界在

!$, 23 左右，并且在剖面东侧 !’ & ! 号测点之间深

部 %, & !$, 23 处存在高低阻相间的构造特征 "可以

认为，沿剖面东部太平洋板块向北西方向的俯冲拼

贴，造成了自基底至地幔在不同层次上产生了不同

的构造效应，产生了内部应力的不均衡和变化，导致

该剖面深部结构的复杂性，也产生了本文重点讨论

的一系列北西向的活动断裂 "

( 结 论

对上海奉城—浙江湖州 01 剖面的重新处理和

解释，以 6078,’ 观测的长周期资料为基础，利用了

不同深度的电性反演结果和视倾子资料以及重磁等

+,/# 期 于 鹏等：上海奉城 9 浙江湖州长周期 01 剖面揭示的深部电性结构



资料，结合最新的地震解释成果，重新推断和解释了

沪浙地区的深浅电性和断裂结构，获得了一些新信

息和新认识 !
根据分析结果，对湖州—苏州、乌镇—马金、枫

泾—川沙以及太仓—奉贤这几条深大断裂带的展布

以及对区域构造格架的控制作用，较已有结果进行

了新的评价，其中湖州—苏州断裂和乌镇—马金断

裂带在深部汇聚在一起并延伸至壳幔深处，它是划

分湖州—南通台拱和上海断隆的边界断裂；枫泾—

川沙断裂作为深剪切断裂，是高阻基底上覆低阻盖

层从西侧三层结构跃变为东侧两层结构分界处的一

条重要断裂，它的控制作用使上海断隆和湖州—南

通台拱之间呈现出一电性构造过渡带的特征，它至

少切割了上地壳，本文解释它归并到中地壳界面上，

也可能具有更大的延伸深度；推断了太仓—奉贤断

裂带的主体位置在亭林附近，它收敛至上地壳底界

面上，其延伸情况也值得重视，但根据视倾子特征，

其延伸的相对深度应该小于!号枫泾—川沙断裂 !
解释的其他浅部断裂有不同展布特征，认为均属于

壳内断裂 !此外，利用电性反演结果对高阻基底以上

电性层进行了标定和推断，确定了壳内高导层分布

在湖州—苏州断裂和乌镇—马金断裂带以西 "# $
"% &’ 深度处，推断了岩石圈底界的构造形态，对深

部结构做了分析 !
此外，以下几个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 深度

电性反演结果清晰揭示出上海断隆和湖州—南通台

拱之间的过渡带内部具有较细致的电性分层和结

构，是否受"号断裂西侧后期构造的影响也具有可

追踪的壳内高导层的分布痕迹？!号枫泾—川沙断

裂和#号太仓—奉贤断裂带分别是收敛于中地壳和

上地壳底界面上，还是具有更大的延伸深度？剖面

东端深部 %) $ "() &’ 处存在高低阻相间的构造特

征，是否是南华板块向西北方向俯冲到下扬子板块

下部造成的岩石圈板片的依据？

致 谢 本文得到了陈焕疆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

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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