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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地震活动与银嵌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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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 尔 自治 区地 震局
,

)

镶嵌构造是张伯声教授提出来的
。

他认为地壳是被一些活动构造带分割成许多大小不等

形状不一和厚薄有别的块体
。

对于新疆来说
,

这一点比较明显
。

从大尺度来看
,

天山相当于

一个活动构造带 , 其两侧的准葛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相当于两个块体
。

从小尺度看
,

天山内

部还可以划分出一些次级活动带和次级块体
。

上述不 同块体的交界带往往就是地震活动带
。

因之讨论镶嵌构造对地震予报是有一定意义的
。

本文拟从一些地球物理资料和地形变资料来

讨论新疆镶嵌构造的客观存在性
。 ·

一
、

地形变资料
.

根据新疆地震局测量分队近年在天山北麓的庙儿沟
、

宁家河和 巴音沟

地区所作的水准测量资料
,

准葛尔地块和天山山体之间的运动是不一致的
。

它们之间有大断裂

分隔
。

天山山体相对于盆地上升
,

其量为
·

1 一 2
,

毫米 /年
·

公里
。

这说明准葛尔块体 和 天 山

断块之间具有相对运动
。

这正是镶嵌构造的运动形式
。

二
、

地壳厚度资料 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资料
,

天山与周 围稳定的地块均存在

一个地壳厚度阶梯带
。

即天山地区的地壳厚度约为 50 一 65 公里
,

但一进入准葛尔盆地和塔里木

盆地
,

则地壳厚度就大大变薄了
,

约为 40 公里左右
。

这表明天山和其两侧 的盆地不是同一的

构造
,

而是互相镶嵌的块体
。

上述地壳厚度剧变的阶梯带与区域性大断裂带相对应
,

这说明

分隔不同块体的断裂带插入莫氏界面之下了
。

三
、

震源深度资料 从震源深度分布情况看
,

天山地区震源深度最探的可达莫霍面附近
,

最浅的地震发生在古生代基底顶面附近
,

如图 1 和 2 所示
。

天山南北山麓地带震源分布以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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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深处岩石电性的差异
·

根据兰州地震大认同志们的研究
,

在 南 北 带 上 地 壳 内 普 遍

存 在 低 电 阻 率 的 层 位

,

而 离 开 南 北 地 震 带 这 种 低 电 阻 率 的 层 位 就 立 即 消 失

。

另 外

, 。

发 现 在 南

北 地 震 带 上

,
地 慢 第 一 个 低 阻 层 位 比 地 震 带 之 外 地 方 有 明 显 的 抬 高 ( 即埋藏 深度 浅 )

。

这 说

明 南 北 带 上 有 深 部 构 造 的 作 用

。

关 于 南 北 地 震 带 存 在 着 深 部 构 造 特 征

,

从 地 理 背 景

、

区 域 地

质

、

地 球 物 理 场 以 及 现 今 地 震 的 震 源 应 力 场 等 方 面 的 显 示 也 是 很 明 确 的

,

这 方 面 已 有 人 作 过

一 些 论 证

,

在 此 不 再 详 述

。 ·
’

以
上 就 是 我 们 对

西
海 固 地

区
和 宝 鸡 地

区
的 对 比

,

我 们 认 为

,

这 两 个 地 区 地 震 活 动 是 具 有

明 显 的 差 异 性 的

,

西 海 固 地 区 处 于 高 频 度 的 强 震 区

,

而 宝 鸡 地 区 则 是 处 于 低 频 度 的 中 强 股

区

。

所 以

,

不 能 认 为 西 海 固 地 区 有 震 情 时

,

也 将 宝 鸡 地 区 拉 入 震 情 区 进 行 防 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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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度 倾 角 倾 向 山 区 (图 1 )
,

和 该 地 区 地 震 断 层 面 倾 角 相 吻 合

。

这 个 事 实 说 明

,

地 壳 内 也

显 示 了 镶 嵌 构 造 的 形 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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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

2

综 上 所 述
,

不 同 资 料 都 证 明 了
镶 嵌 构 造 的 存 在

,

因 之 反 过 来 可 用 镶 嵌 构 造 学 说 作 为 研 究

新 疆 地 震 的 地 质 学 基 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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