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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的幌延町地下研究實驗室，針對矽質泥岩中與斷層相關的微構造和斷層

方向進行了研究。薄暗帶定義了一個弱的葉理，可以在薄片中觀察到壓密碎屑狀

構造。這些構造不但可以在斷層沿線也可以在斷層端點以外的區域發現，在露頭

和岩芯中均能觀察到。大部分的帶都非常薄，以至於在薄片中也難以測量其厚

度。然而，斷層表面的掃描電子顯微鏡圖像顯示出帶內存在化學壓密的證據。覆

蓋在矽質泥岩之上的矽藻泥岩中，類似的暗帶中可以觀察到毫米級的位移。在所

有鑽孔中，未褶皺前斷層的主要方向為西北西-東南東，且近乎垂直的倾角。這

些觀察結果表明，斷層是隨著壓密剪切帶在韌性或脆性任性的情況下形成的。壓

密剪切帶是在斷層之前形成的，並且均在因阿穆里亞板塊(Amurian plate)向東擠

壓導致的東西向壓力所造成的褶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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