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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内
·

的板块构造和

华北地区的地震预报

杨 理 华
( 河北省地震局

`

官立 言

`

多年来
,

我国科研
、

教学和生产工作者通过艰苦的劳动
,

取得了一批可喜的地学研究成

果以 一 1 “〕。

在运用板块学说解决我国的生产和实践问题方面正在或将要取得更大的成绩
。

我们试
:

图
一

运用板块学说的观点
, 一

在中国大陆上作二初步划分
,

其目的是为了作地震预报

和地震危险区区划
。

儿年来虽然在华北地区地震预报中有一定效果
,

但这项工作还很粗糙
、

肤浅
,

一

甚至有妹点和错误以待纠正
。

” 窦年来地学所积累的资料表明
,

`

在岩右圈上可以划分板块 〔
、

`一 4 〕
。

板块构造表现在海洋

区
,

也表现在陆地上
。

在中国大陆上
,

古老块体之 间的运动边界带
,

虽然遭到了 破 坏 和 掩

盖
,

但往往又被后期的构造运动所加强和复活
,

仍然表现为明显的地质构造带
、

地球物理异

常和地震活动带
。

根据这三条标准来确
、

定大小块体之间的关系
,

找出边界带
。

研究板块之间

的运动
,

·

无论是俯冲
,

仰冲
、

升降
、

挤压
、

扭动
,

裂开
、

旋转等
,

,

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

运动
,

都将在块体边界带内造成应变能的累积和释放而发生大震
。 ` 几

一
’

基于上述见解
,

本文拟从板块构造边界带
,

以及边界带之 间的关系和反应出来的地震活

动性
,

以及应该反应的地震活动性
,

来讨论我国
,

尤其是华北北部地区强震发生的地震地质

背景
。 _

- 一

:
· .

·
` .

”
.

中匡{大陆内部
「

两条最大的板块边界带

( 一 ) 东西向展布的昆仑山
、

秦岭构浩带把 中国大陆划分 为两个大区域一南方区和北方

区
。

」

昆仑 山
、 `

秦岭
、

大别山东西 !句构造带经太湖以北
,
东延入海

,

为略向南弯曲的
,

声北边
界均不整齐的宽带

。

主要是 由古生于七加里东和海西运动形成的大型褶皱断裂系统组成
。

秦岭大断裂带西起青海湖之南
,

向东沿至大别山北麓
,
断裂延长达一千七百多公里亩 沿

秦岭断裂有断续出露的基性和超基性岩带
b

4
1·

六
、 `

秦岭以南地层属地槽型沉积补以北则属地台型沉积
`
因此

,

秦岭是分割我国华南与华北

的显著地质界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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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秦岭有混杂岩堆积
,

分布
一

可达青海湖以南
。

在东秦岭陕西 山阴县境至河 l有南阳的独

有板块俯冲带上的产物一篮片岩带
,

延 长达二百多公里 〔 3 〕。

11卜大年等 〔’ 了〕通过信附变质多硅 白云毋 ( 3 T 和
.

2 M ) 及 C类榴辉岩矿物和岩 石 学 的 研

证明该变质带是板块俯冲带上的产物
,

确属高压低温相系
、

,

有板块消减带典型的温压特

由
一

于目前的 C类榴辉岩主要发现于环太平洋的中新生代造山带和阿尔
一

卑斯变质带中
,

这

一lll,允低

些都是板块消减带
。

因此
,

我国东秦岭地区 发理的 C类榴辉岩 说明这个地区是 中生代以前的

古板块消减带
。

合肥
_

L’. 大罗庆坤把大别 U
一

!及其西延的桐柏 111看作华北板块与华南板块之间的古海沟带
,

并 与 l断郁的秦岭海沟相连
。

马少
`

龙在研究秦岭东段变质带的分布与板块构造关系时
,

提出秦

岭东段由北到南
一

有六个变质带
,

并有成对变质带
,

布也认为这是板
.

决俯 冲带 由北 向南退缩形成

的
。

喜马拉稚运动的晚期
,

在东秦岭北麓形成断层三角崖
,

出现渭河地堑型断陷盆地
。

渭河

谷地从宝鸡经西安草滩到华县城南为一条上 劳新世断裂
,

断层 已错开了黄上层
,

沿断层带有

温泉出蜷
。

说明新构造运动比较活跃
。

据物探资料
,

秦岭 ; 大别山及其以东
,

地壳厚度比南北两侧要薄一些
。

物探资料为负磁

异常带
。

在人造地球卫星所测到的重力异常图上
,

也是一条略近东西
一

本向的异常带
。

从地震活动上看
,

沿秦岭构造带北则有一 系列听
t

史大地震发生
,

最大地震是 1
.

5 56 年 1 月

2 3 ;11 陕西华县 8 级地震和 16 5 4年 7 月 21 日天水 8 级 地 震
。

因 此
,

秦 岭 构 造 带 也是 地 震

带
。

( 二 ) 南 北向展布的横断山
、

龙门山
、

六盘山
、

贺兰山构造带又把中国陆台划分为两个

大区域一东部区和西部 区
。 、

丫
卜

南北构造带是分开我国东西两部分的分界带
。

由一系列规模巨大的
、

活动显著的断裂
、

渊皱带组成
。

对中国大肺上的地壳发育有重要的分割作用
。

南北构造带以东主要为中生代燕

山和海西期火成岩侵入
,

而 西部则以古生代加里东火成岩活动为主
,

说明东西两部分岩浆分

并的对间不同
。

在构造线的走向
一

匕 东部为北东和北北东向
, 而西部主要为北西和北西西

。

沿南北构造带有
一

二系列断续分布的超纂性岩侵入体
,

可能是古老的洋 壳 物 质 由 深 部 侵 入

的
。

.

“在地球物理方面
,

` .

南北构造带正好位于 中国区域重力高向重力低急剧峰低的梯级带或呈

条带状 的负异 常带上
。

以东
,

一般为 士 。 ~ 6] 0毫伽平稳变化的重力场
; 以西

,

为 一 20 。~ -

4 50 毫伽的负异常带石重力场的分布特征表明中国大陆沿南北带两侧地壳厚度及结构迥 然 不

同
。

南北带南部重力
一

梯级带两边地壳厚度差异尤为显 皆
,

其东部如在华南一带约为 30 公里左

右
,

在康定
、

渡 仁卜一
带为相一50 公里 ; 以西到青藏高原地区

,

地壳厚度剧增到 50 一 70 公里
。

南北重力梯级带从北部银川经天水
、

西 昌到昆明以南
,

宽达 2
如一 3 00 公里

。

南北构造带上的地震活动相当强烈
,

因此是一条地震带
,

历史地震通过龙门山
、

眠山穿

过西秦岭而贯通中国南北
,

大地震的迁移也来回跳过秦岭构造带
。

看来
,

南北地震带的最新

构造活动比秦岭的新活动还要晚
。

根据上面对于 巨大的东西向构造带和南北构造带的讨论
,

我们认为南北构造带所分开的

东西两个地 区所
,

表现的地质
、

地球物理和地震活动方面的特点更为突出
。

换句话说
,

在中国

人陆上划分板块时
,

一

首先要考虑南北钩造带
,

其次才考虑东西构脸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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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二

、

中 国
,

大 陆 的 十 个 板 块

( 一 ) 中国西部
·

西部板块构造的发育
,

主要受 印度板块的影响
。

`

据我们在中国西部
,

尤其是在珠穆朗玛

峰和西藏地区工作的结果
,

有机会看到印度板块与我国西部的互相作用而产生的一系列地质

现象 〔 8 〕 。

近东西 向的喜马拉雅弧形褶皱山系的形成是大陆板块对大陆板块碰撞的结果
。

在

印度板块向北顺一条消减带俯冲到亚欧板块下面时
,

大洋地壳被挤出
,

形成了顺雅各藏布江

河谷 出露的超基性岩带和混杂岩
。

它们代表两个大陆碰撞的地缝合线
。

而 印度一藏南板块向

南仰冲
、

挤压的结果
,

形成了喜马拉镇邢;山系
。

印度板块的这种向北俯冲作用
,

一浪推一浪的 !句北推移
,

.

影响到横亘于我国西部地区一

系列东西向山系的形成
,

可能都是在较古老的巨大的印度板块推动下
,

使南面的一个较小板

块相继俯冲到亚欧大陆下面
,

结果
,

由于这种构造作用的推动
,

出现了西部的若千板块和 山

系
。

1
.

准噶尔板块
,

向南仰冲产生天山山系
。

天山主要为加里东一早海西褶皱带
。

在地球物

理上是重磁异常带
。

也是我国著名的地震活动带
。

2
.

塔里木一阿拉善板块
,

向南仰冲产生西 昆仑 山
、

阿尔金 山和祁连 l月
。

上述山系都是加

里东摺皱带
。 `

臼们也是地球物理异常带和地壳厚度 的转变带
。

在革仑山
、

阿尔金山
、

祁连山

区都有弧震活动
,

因此
,

都是地震活动带
。

3
.

柴达木板块
,

向南仰冲产生东昆仑山
。

东昆仑 山褶皱带治柴达木南缘和西藏东部向南

东延伸为加里东一海西褶皱带
。

整个昆仑山区在地球物理异常上的反应是类似的
。

东 昆 仑

山
、

阿尔金山和祁连山区都是强震活动地带
。

.4 乌丽板块
,

向南仰冲产生唐古拉 山
。

唐古拉 山是印支运动褶皱升起的
,

是我国西部地

壳厚度变大的地区
,

地壳厚度近 70 公里
。

在该地 区多次发生 6 级地震
。

5
.

藏北板块
,

向南仰冲产生冈底斯山一拉萨一波密褶皱带
。

它是燕山运动形成的褶皱
、

,

断裂和火成岩侵入带
。

这个带是地壳增厚的板块构造接触带
,

曾多次发生 6 级以上地震
,

并

有 7 级地震发生
,

是明显的地震活动带
。

6
.

藏南板块
,

向南仰冲造成喜马拉雅 山系
。

为新生代喜马拉雅运动形成的向南凸出的弧

形构造带
。

在地形及地壳厚度上都处于梯级带上
,

以北
,

地壳厚度 50 一 70 公里 ; 以南
,

受东

西向主边界断裂分割出现了巨大的西瓦里克断陷带
,

地壳厚度急剧变解到 30 公里左右
。

喜马

拉稚弧形山系地 区不但是举世闻名的新构造带
,

也是著名的地震活动带
。

7
.

松潘
、 ·

阿坝板块
,

周围都是板块构造边界带
。

它是印度板块
、

太平洋板块和亚欧板块

笼足鼎立的结果
。

松潘
、

阿坝板块在平面上呈倒兰角形
,

,

其北界为秦岭西延部分
,

东界为龙

门山
,

西界为昆仑山的东南延续部分至大雪山
。

`

倒三角形的下部顶端位于康定
、

沪定地区
,

其东界龙门山构造带为北东向
,

是太平洋板块向中国东部俯冲而改造的最西部的一条构造边

界带
。

其北界西秦岭为亚欧古老板块上 的古老但又有新活动的边界带
。

其西界与中国西部构

造线一致
,

为北西向
。

19 7 3年 2 月 6 日炉霍 7
.

9级地震和历史上 19 2 3年 3 月 24 日炉霖 7
.

5级地

震
、

〕
,

95 5年 4 月 14 日康定康定7
.

5级地震均发生在这个板块的西部边界上
。

( 二 ) 中国东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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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我因东都的板块构造
,

除了古老的业欧板块上的已有边界带而外
,

主要受太平洋板块向

西俯冲的形响
,

产生新的边界带
。

因此
,

存在两种 板块边界带
, 一 种是亚欧板块上 的古老但

有复活的边界带
; 另一 种是太平洋板块作用的新产物

。

8
.

东北板块
,

南部为阴山构造带
。

当受到 太平洋板块俯冲时
,

东北板块向东南仰冲
,

产

生吉林褶皱带
、

张广才岭和长白 i扫
。

沿吉林琢春至黑龙江穆棱一带为撰震 区
,

震 源 深 度 达

6 0 0多公里
。

9
.

华北板块
,

.

北界为阴山东西向沟造带
J

包括狼山
、

大背山
、

阴山
、

燕山和千山山系
。

由一系列东西向或近于东西向大断裂
、

`

褶皱带及岩浆体组成的山系
,

是分剧东北和华北两个

板块的 巨大地质界线
,

长期以来控制着地质发展 $11 地壳运动
。

沿阴山
、

燕山构造带
,

地壳厚

度约在 40 一肠公里
。

阴山构造带 南缘多次发生强震
,

是我国有名的地震活动带
。 .

.

最近
,

河北地质学院
、

吉林省地质局都在阴山构造带北部找到了古板块俯冲带的证据
。

指

出在加里东早期
,

有一套完整的火 山一沉积旋回
。

在富含碳酸盐的深 ( 远 ) 海环挽
,
一

卜形成细碧

角斑岩建造
。

晚期
,

则以深 ( 远 ) 海相硅质化学沉积为主
,

形成硅铁建造
。

最晚期
,

出现一套绿

泥涓云母石英片岩为主体间夹有混杂绿泥细碧岩
、

细碧质 凝灰岩团块等特殊岩组
。

说 明华北板

块北界 阴山构造带地区是古大洋盆地或古海盆
。

在海盆内分布着超基性岩体
,

以蛇纹石化纯橄

榄岩为主的辉杆岩一辉石岩杂岩体
。

上述超基性岩与绿岩
、

硅 质岩密切伴生
,

构成蛇绿岩套
。
兰

闪石片岩广泛分
一

布
,

沿断裂形成南北两个带
。

并有一个宽达 6
、

7 百米的棍杂堆积带
。

以上事实

表明
,

华北北部的阴 LL!构造带是一条典型的古板块俯 冲带
,

是北部 饭块俯冲在华北板块之下
。

华北板块的 南界是秦岭一大别山构造带
。

主要是古生代加里东和海酉褶皱带
。

由一系列

大型褶皱
、

断裂组成
。

据物探资料
,

地壳厚度比南北两侧均薄
。

在重力图上为重力高异常带
。

华北板块的西界为六盘山
、

贺兰山
,

是巨大的南北地震构造带的一部分
,

其地质
、

地球

物理和地震活动特征
,

前已述及
,

不再重复
。

华北板块的东界在郑庐断裂带以东
,

推测已进入海域内
。

在防地上的辽东半岛
、

山东半

岛和长江 口 以北的我国黄海沿岸地区
,

仍然是华北板块的组成部分
。

1 0
.

华南板块
,

位于秦岭
、

大别山以南和南北带以东
,

包括台湾术
一

{海南岛在内的广 大 地

区
。

华南板块早期向华北板块下面俯 冲
,

晚期受太平洋板块俯冲而相对向东南仰冲
。

在华南

板块
,

尤其是靠近沿海地区
,

有多期火成岩侵入并向太平洋板块俯冲带方向由孝到新呈带状
`

分布
。

靠近沿海及台湾岛
、

海南岛均有新生代玄武岩和火山分布
。

在华南地 区由于多期火成

岩的侵入作用
,

造成对断裂的封闭
、

焊接
,

并 吹地壳硬化程度变低
。
多期火成岩的侵入

,

又

使华南沿海地区能量耗损于地质历史上
,

这也是近期能量释
.

收减少的原因之一
。

郭令智等同

志对华南地 区作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

未来将有重要突破 〔 13一卿
。

台湾岛钓地震活动在我国华南板块地区是 比较特殊的
。

它是在新生代时期太平洋板块俯

冲对
,

于第
.

三纪末期华南板块仰冲时甩出的一块陆地而 形成的
。

台湾岛与其他岛屿构成岛弧

带
,

台东山以东又是深海沟
,

台湾位于太平洋 板块和亚欧板块之间的地带
,

作为板块边界带

附近
,

新构造和火山活动强烈
,

它有频繁的地震活动也就不奇怪了
。 , , -

三
、

华北地区的地震预报

下面我们将介绍根据华北板块及共内部小板块之间的现代运动
,

在近儿年、 尤其是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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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前后运用地震地质方法划分地震危险区进行地震趋势预报的概况
。

( 一 ) 华北地区板块构造边界带

华北板块西界为贺兰山
、

六盘山南北向褶断带
, 北界为阴山东西向褶断带

`

;
、

南界 为 秦

岭
、

大别山褶断带
;
东界在海域内 ( 图 1 )

。

它们都是亚欧板块上古老的俯冲挤压带
。

/ 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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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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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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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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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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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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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户

勺
·

--/\州山
,

/

0 2 0 0
子

公 蟹 生孕

、 、 一
板 块 肉 宫日界 线

’

一 , 一 小板 块界哭
、

二
份一 小 板 块 内 部 适 动断裂

呱
、

块

块边界带七 的
遗带 汗。 L扫不

于 7 级 张 塌 :
危

区

于 6 组 弥 麓危
“

卜

图 、

华 d匕版 块
_

构造 皮 华北 北部 强食危 险
` ,

一 区预刃 J图

....

在华北板块内部有四务特征显著的构造带
,

也是小板块的边界带
:

①山西隆起区断陷构

造带
, ②太行山山前断裂带 , ③沧东断裂带 ; ④郑庐断裂带

。

这些构造带是太平洋板块俯冲

的产物
,

它们均具张裂谷性质
,

后期又受到挤压
。

因此
,

华北板块 内部又划分 出 5 个小的板

块 ( 参看图 l ) “ 在鄂尔多斯
、 :
晋西板块内部有一条规模较大的活动断裂一黄河断裂

,

( 二 ) 华北北部强展发生的地展地质条件
、

「

1
.

两个板块边界带的交会和接触并伴随新生代断陷盆地地区
,

具备发生 7 级以上地震的

条件
。 ’ · ’

一 丫
.

一
、 `

:
· , · 、

2
.

板块边界带上伴随有较大的新生代断陷盆地地区
、 一

也具备发生 居级以上地震的条件
。

3
.

板块内部活动断裂带与板块边界带交会
、

接触并伴随有新生代晰陷盆地地 区
,

具备 6

级以上地震发生的条件
。

几
’

、
性、 ;

“
· ’

一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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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对于断陷盆地
,

除了被板块边界带控制这个条件而外
,

在断陷盆地内有横向构造和深

部地球物理异常的部位
,

发震的可能性大
。 一

卜 一
-

( 三 ) 华北北部强展危险区
、 ’ 、 `

一
’ 一 _

7 级以上地震危险区

“
` ·

`
乃

一

( 1
.

)六盘山
、

贺兰山褶断带北端与阴山褶断带交接的河套断陷盆地地区
,

涉及到瞪 口
、

临

河
、

五原
、

抗锦后旗和狼山一带
。 _

`

( 2 ) 山西断陷带东北端与阴山褶断带交会区
,

涉及到蔚县
、

怀来断陷盆地一带
。

( 3) 太行山山前断裂带与阴山褶断带交会在北京以东的三河 、平谷
、

大厂
、

香河
、

宝纸一

带
。 ` ,

’

一
(4) 沧东断裂带与阴山褶断带交会在唐山

、

滦县一带
。

.

一 ` 一 ’

( 5 ) 郊庐断裂带与阴山褶断带交会在渤海北部
、

松辽盆地和辽东半岛一带
。

6 级 以上地震危险区

( 6 ) 鄂尔多斯
、

晋西板块内部的黄河断裂与阴山褶断带交会在包头
、

呼和浩特
、

上 默 特

旗
、

和林格尔一带
。 ` _

、 `

( 四 ) 海城地展前后的中期预报
.

,

在地质历史上
,

华南板块曾向华北板块下面俯冲
,

而华北板块相对 向南仰冲翘起
,

尾部

折断在阴山褶断带南缘 ( 图 2 )
。 一

L述作用在现代构造运动中以波动性
, 、

振荡性方式又开始

厦活
,

并通过地震活动表现出来
。

! 9 7 4 斗 2 2

1 9 7 4
.

4 2 2

漂日日 .5 5报 l也段

}
华南
1府 冲

111 9 7 5
` ,

2
.

4 海 城 .7 3 竺反地震震

图 2 华 北板 块 构 造 运 动 与 地 震 活 动示意图
、 ;

` 二

1 9 7 4年 4 月2 2日
·

8 点30 分在江苏深阳发生5临级地震
,

当天 20 点 24 分在宁夏西吉又 发 生

4
.

5级地震
。

这表明华北板块的南界为头部翘起引起漂阳地震
,

西界也伴随活动产生 西 吉地

震
,

在华北板块的北界尾部折断妙一阴山褶断带上
,

应该连续发震
。

一

王9 7 4年 5 月 7 日 6点 32 分和 6 点 36 分在阴山褶断带通过渤海地区附近的乐亭
、

昌黎以东

海域内发生两次 4
.

8级地震
。

这 次双震是阻山褶断带上强震发生的信号
。

分 :

1 9 7 5年 2 月 4 日海城 7
.

3级地震表明
, 一

华北板块在向北翘起的基础上又向东仰冲滑 动
,

使得海城震区北西西 ( 近东西 ) 向断层产生北盘向西
,

南盘向东错开呈左旋扭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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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地震发生在华北板块内部的郑庐断裂带与阴山褶断带的交会部位
。

因此我们有必要

看看历史上在郊庐断带裂上发生强震后的趋势发展
。

以 17 一 18 世纪本区发生的 8 级 地 震 为

例
,

看地震在相邻板块边界带上向西迁移的过程
。

例如 1 6 6 8年 7 月 2 5日山东临沂 8
.

5 级地震

发生在郊庐断裂带中南段
。

过 n 年
, 1 67 9年 牙月 2 日在太行山断裂带通过北京以东的平谷马

终日在山西断陷带南段的临汾
,

如 发生了 “ 级地 震
。

再过 1

咋仁到16 ” 5年 5 月厂

震
。

到 1 7 3 9年 1 月 3 日在西界的宁夏平罗又发生 8

发生 8 级地

级地震
。

这一连 串大地震的活动过程是以
华北板块东都

口

矛厂始的
、 _ _

而
黯

西部边熟
刃历
妞

这种大震西迁畸
,

个过程
,

两个地震仅隔 n 年就在邻近的小板块边界带上发生
,

如果是

应该更短
。

应子重视
。 `

尤其是第一

7 级左右地震相隔时间

上述历史大地震的西迁现象
,

是在华北地区近东西向压应力场的统一作用下
,

华北板块

内部各小板块南北相互交错运动所产生的地震呈南北跳跃式的向西迁移
。

当海城地震发生
,

表明强震已进入东西向阴山构造带以后
,

由子这个构造带的控制
,

不

易再南北跳跃
,

而是由海城沿此带向西迁移
,

从而影响到前述华北北部的强震危险区
。

、 、 最靠译海城震区的危险区是唐山
、

滦县地区
,

·

其危险性更大
。

海城地震后
,

大 震 将 西

迅 在华北北部有 夸个地区可能发生 欣级以上地震
。

、

19 邓年根据中期预报意见
,

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思想深处最担心的唐山
、

.

滦县地震危险

区
,

并于 6 月 20 日派出考察队进入现场
,

经过 30 多天
,

考察了唐山
、

滦县
、

迁安
、

庐龙四个

地区
,

于 7 月 2 6日结束现场考察
,

、

在研究总结考察成果时
,

唐山
、

滦县两个强震于 7 月 28 日

发如
’

扛
. ,

勺灼 76 年地震发生的实 }示说明
,

在预报的 5 个 6 级以上地震危险区内 , 有 3
·

个地区发生 了

弹震
,

它们是
: 李9 7 6年 4 月多日内蒙和林格尔 仪 3 级地震 : 1 9 7 6 7 月 28 日唐山 7

.

8 级和滦县

..7’ .i 级地震
, 卜 1 9 7 6年 于月 2 3日在宁夏橙 口县境内发生的 6

.

2级地震
。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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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地震记录仪器都有一定的频率响应范围
,

而传播介质亦有庐波作用
,

因此讨论位移

频谱比较合适
。

在式 ( 2
,

2 5 ) 中令 5 二 i 。
,

即得位移频谱函数
。

当
r
很大时

,

即当
r ’

> >

一
p

(
一

了二
` r 一 a )

)
< < 1

·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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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快
, , C

.

~
. _ r , _ _ _ 、

_
, 。 、

_
, . 、

_ ~ 一
。 , _ , 、 _

,
, _
山 ,

、 , 。

_
、 .

即 。 久 -< 一亩一只”田 气 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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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 。 ,

1
、

〔 ( a 。

/ p + C

1 6 C

C巴
十

~

-
二二二一

`

七 宝

K Z a 之
`

r
。 2

0 2 〕
` ·

令
: ` 2

,

2 6 ’a’1’一创

式 ( 2
.

26 ) 中第二项反映了温度对位移频谱的影响
;
频率愈小

,

影响愈大
。

如不考虑温

度的影响
,

位移频谱就近似与频率无关
,

看来
,

在空洞 中产生的高温 T
。

将对长周期 的 位 移

频谱有较大的影响
。

根据上述分析
:

若设计和安装长周期的地震仪
,

有可能予先记录到大地震的前震以及鉴

别地下核爆炸的能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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