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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中源地展及其构造意义

都家全 贾素娟

( 国家地震局 地球物理研 究所 )

1 9了6年 9 月 1 4 日
,

在我 国西藏拉萨附近发生了一次罕见的中源地震
。

本文将对这次地震

的震源深度
、

走时特征
、

断层面解结果以及可能代表的构造意义给予初步的讨论
。

一
、

, 派 参 数

各地震机构所测定的震源参数由表 1给出
。

除震源深度相差较大外
,

其余各参数都非常

接近
。

艇源深度值可以分为 1 I J 公里左右和 80 公里左右两组
,

哪一组数据更可信呢? 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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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用震相到时差侧定的震源深度值分布图

〔 . 〕用 P波走时计算为 7 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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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震源深度的方法中

,

我们认为用震相判别较为合理一些
。

震 中附近的一次反射波与直达波的

到时差 (
,

P 一 p
、 s P 一 P

、 5 5 一 5 ) 常被用来确定震源深度
。

我们搜集整理了 震 中 距从 12 度

到 5 4度的58 个反射波资料
,

由 ,’ J 一 B” 表分别得到 53 个震源深度值
,

分布情况由图 1 所示
。

取中位数得深度值为 1盯 公里 ;
算术平均值为 1 04 公里

。

因此
, 1叮 公 里的震源深度是可信

的
。

这个地区的地充厚度在邢公里左右〔 1 .

.2 3〕 ,

所 以
,

这是在上地慢中发生的地震
。

说明了

高原上地慢顶部的介质可以积累和释放弹性应变能
。

二
、

走 时 特 征

为了了解上地慢中震源附近的介质性质
,

我们搜集分析了这 次中源地震的 P波 S波走时

资料
。

在资料处理过程中
,

我们取用的发震时刻为 06 点 43 分 52 秒
,

震中位置为北纬 2 9
.

8度
、

东经 8 9
.

6度
。

在震中距 6
.

8度到场度的范围内
,

走时随距离的变化可以由直线方程 T 二 a D 十 b

来近似表达
。

(
`

f 为走时
,

D为震中距 )
。

用最小二乘法分别得到 P波和 S波走时表达式为
:

1
’ , = 1 3

.

4 5 D + 6
.

8 8 士 1
.

7 8 (秒 )

T
s 二 2 3

.

8 3 D + 9
.

8 5 士 5
.

6 3 (秒 )

数据的分布情况由图 2 给出
。

图 2 中还给出了震中距小于 27 度的
“ T 一 a D ”

值分布情况
。

从

5度到 17 度的范围内
,

大致都可以用上述的直线方程来表达
,

其视速度可以由直线方程的斜率

得到 ( V一 l/
a )

,
V , 帝 = 8

.

25 公里 /秒
,

V 兰“ 4
.

66 公里 /秒
。

由于缺少近距离的台站数据
,

我们采用同凯纳 ( K
.

L
.

K ia la ) 〔 4 〕类似的办法
,

扣除掉震源深度的影响 〔V 二 V .( 丫 。 一 h )

/ y 。 , 丫 。
为地球的半径

,

h为震源深度〕 ,

震源附近的 P 波
、

S 波速度分别为 V , 二 8
.

招公里 /

秒
,

V s = 4
.

58 公里 /秒
。

泊松比 a( ) 〔 6 〕为 0
.

27
。

可见
,

震源附近的上地慢介质接近于
“
弹性

体
”
的性质

。

三
、

屁 源 机 制

我们利用国内台网和
“ B巧 C ”

给出的 1 65 个 P 波初动符号
,

得到的断层面解上半球投影

如图 3 所示
,
一

主要参数由表 2 给出
。

显然
,

这是一次具有走滑成份的正断层活动
。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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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构 造 环 境

地质〔 ” 〕和地震资料表明 ( 图 4 )
,

本 次地震发生在雅鲁藏布江超基性 岩 带的北侧 , 这

里是东西走向的冈低斯山脉和北东走向的念青唐古拉山脉相交汇的地 区
,

地表有燕山期的酸

性火山岩和印支期到喜山期的花岗岩出露 ,北东走向的断裂带也在附近通过
,

沿断裂带的新构

造运动十分活跃
。

不仅地震活动很强烈
, 1 9 5 1年在当雄附近还发生过 8 级地震

,

而且水热活

动也很频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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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鲁藏布江的南侧也发生过为数不多的几个中源地震
。

如1 9 5 3年在北纬 2 8
.

8度
、

东径

9 8
.

5度发生过 104公里深的6 1 /2级地震
, 1 94 1年在北纬 27

.

5度
、

东径 9 1
.

9度发生过 180 公里深 的

6%级地震
。

19 7 0年至 1 9 7 5年间的
“ B IS C ”

资料还给出了这个地区另外几次中源地震
。

我们

将恒河
、

布拉马普得拉河 以北
,

东径 8乓度到 9 3度的震源位置投影到沿东径洲度的剖面上 ( 图
5 )

。

从图 5 可见
,

这里的地震主要是发生在地壳上部的浅源地震
,

’

仅有的几个
“
地慢

”
地

震是相对分散的
,

它们同浅源地震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
。

但这些中之舜魄震都发生 在 喜 马 拉

雅山到冈低斯山之间
,

也就是在雅鲁藏布江板块缝合线阶近
,

可以认为是 两 个 板 块碰掩的
气 . 1

.

、
’ `

“ `刁 `
马

番

,
位
撇 林产气” 脚 产枷

5 0 拍 O
_

的 O 柳
_

_

_
一一 ,廿—

训` 1尸曰` 一一分一一` 卜一 -

10的 `
公 里 、 习

一鱿
。
铆

乒 aO o户矛

。

今
.

姗
O— 一

.

一一 一

名 沪容
、廿之二

_ 。
卜

二
毛

一 , 。

0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 _ _

卜拍0

`

乎
O尽

l

. 争毛

一 闭界哪

h ( 公 里 )

图 5 震源深度剖面图

五
、

讨 论

对本次中源地震所具有的构造意义
,

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初步认识
:

1
.

我们得到过拉萨台附近上地慢顶部的 P波速度为 8
.

0一 8
.

1公里 /秒 〔
, . 〕 ,

现在 又得到

1 00 公里左右深度的速度分别为 8
.

13 公里 /秒和 4
.

5 8公里 /秒
,

而 中源地震本身也说明 了 可 以

积累和释放弹性应变能
。

所以
,

上地慢顶部的匆质应该属于岩石圈范畴
。

:
.

过去也曾经得到〔 7 〕 ,

这个地区的地壳丙存在着近南北到北东走向的水平 压 应力
:

叶

洪也指 出〔 ” 〕 ,

中源地震的机制解具有北北东走向的压应力轴
,
而这次中源地震 断 层面解的

主压应力轴走向为北东 4度
,

主张应力轴走向为南东 1那度
。

说明了整个岩石 圈 内
,

可能存

在着一个 以北
二}匕东走向的水平压应力和与之正交的张应力为代表的现代构造应力场

。

3
.

喜马拉雅山前和唐古拉山 口附近的逆断层地震活动表明 〔 9 〕 ,

这个地区的地壳正 在发生

沿南北方向的短缩 .本区的水热活动大都同张性断裂有关 ;而这次地震又是一次以正断层性质

为主的断裂活动
。

说明了青藏高原的岩石圈
,

一

在印度洋板块的碰撞挤压作用 i.’
,

仍在继续发

生沿南
: 1匕方向的短缩和东西方向的伸张现象

。

最后
,

感谢时振梁
、

郭履灿
、

赵荣国
、

庞明龙等同志所给予的鼓励和帮助
。

二二 〕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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