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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斯处块运动和地城趁势

苏 刚

( 侠西省地装局

以汾渭地堑
、

银川地堑
、

六盘山
、

阴山等为边界的那尔多斯地块是一完整性好
、

活动强

烈的地质块体
。

其完整性表现在部尔多斯块体内部无 6级以上较强地震发生
,

而强烈活动表

现在块体周围己发生了多次 7 级以上强烈地震
,

其中 8 级以上地震就有 5 次 ( 图 1 )
。

在图

l 中还画出了块体边界各段的主要错动
。

根据文献〔 1 〕的研究
,

这种错动是大华北近东西向

应力场作用下所导致的结果 1 )
。

另外从整个大陆现代运动来看
,

鄂尔多斯地块位于我国中部

北东 向强震带 内
,

其深部 ( 指软流层之上 ) 具有波峰状的翘曲变形
,

它控制相应的上部地壳

使之产生剧烈活动〔 2 〕。

因之在探讨块体边缘地区地震趋势时
,

既要注意当地构造 决 定的运

动方式
,

又要考虑各段边界力作用下的运动
。
同样

,

在探讨块体内地震时
,

也要着眼于整个

块体的运动状况 ( 包括边界运动情况 )
。

鄂尔多斯地块的现代运动
:

根据块体周围的构造运动方式 ( 图 1 ) 分析
,

沿块体东西边

缘受力错动的合运动
,

有使块体北移的趋势
。

这种北移运动使沿秦岭纬向构造北缘的渭河地

堑持续沉降
,

显示出张性运动
。

钻探和地质资料表明
,

约从第三纪以来
,

渭河地堑的阶梯式

沉降达 6
、

7 千米
,

平均速度 0
.

1毫米 /年
。

而伴生的渭北高原大片隆起是这种运动的证据
。

同时从地块东西边界己发生多次 7 级以至 8级地震
,

其活动大大高于南北边界的事实
,

也说

明这种运动不仅存在而且相当强烈
。

但由于块体较大
,

各部差异明显
,

拿边界来说
,

因为具

体地点的构造不同
,

各部运动不一
,

致使块体有时出现扭动
,

如图 2 所示
。

这些特征也反应在

相应的地壳形变和地震活动中
。

例如近儿年的一些测量结果表明
“ ,

地堑北缘包括 块 体内继

续上升
,

出现由北向南和由东北 向西南大面积倾斜
,

致使沿北东向主断裂方向出现隆起带
,

_

巨越向晋南越大 ( 图 3 )
。

( 这种格式与北移合运动中的扭动是吻合的 )
,

而固原 以南断层

挤压形成闭锁 区 8)
。

鄂尔多斯地块运动和地震趋势判断
: 如图 3 所示 自 1 9 7 0年以来鄂尔多斯地块运动加强

。

它的可能运动形式是
,

作为南界的渭河地堑各部北移运动不一
,

东部渭南
、

华县一带北移运

动大于中
、

西部的武功
、

宝鸡地区
。

这使其块体合运动呈现反时针扭 动
。

此扭 动 造 成块体

中
、

西部产生
’

由北 向南 的运动趋势和作用 ( 如图 2 )
。

仔细来看
,

在块体东部由于运动遭

1 )映西地皿局 分析室 76 年作小展机翻解说明关中地 区与大华北应力扬一致
。

3 )国家地皿局第二 泌 , 大队 7 0年以来的侧 t 成果
。

某些阶段成果 的有关结 论曾记入 映西省 1 9 7 7
、

78
、

79 年 地且趋势

盘见中
.

拐 )睐西省 1 9 7 7年趋势恋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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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表示运动 t 大小 一 , 表示扭动方向

到边界上其它块体阻挡
,

于是在北移和块体扭动等

作用下
,

造成在受阻最大的北东向出现沿主断裂的

隆起带 ( 图 3 )
。

图 4 表明此隆起带形 成 的 示 意

图
。

块体西部北端的
`

由北向南
’

运 动 趋 势
,

可 由

76 年 9 月 23 日巴音木仁 6
.

2 级地震得到证实
,

该震

震源动力参数所给主压应力轴走向 1 5
。 〔 4 〕 ,

是近北

南向的
。

而在西部南端
`

由北向南
’

运动趋势与北移

运动较小的宝鸡一带形成前述的固原—
宝鸡闭锁

段
。

不难看出
,

以上运动形式与形变测量结果是匹

配一致的
。

显然
,

在此整体运动中所伴生的小差异

运动
,

并非块体内大震孕育的信号
。

换句话说
,

对

整体性强的块体其内部如有发生大震可能
,

则在块

体边界处前兆异常将可能激烈地表现出来 ( 这点
,

在震情判断中是重要的 l )
。

因之不管判断内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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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区却松弛了
。

这表明整个运动格局未起根本变化
,

但后进的渭河地堑西部 的宝鸡一带北移

趋势加强了
。

它抵消掉部分反时针扭动的由北向南作用
,

而使闭锁区缩短
。

因之 从 整 体 来

说
,

这并不意味着目前宝鸡一带危险
。

依据此种认识
,

并 参 考 水 源条件较好的临憧台有三

年多的长趋势异常
,

似能看出
,

鄂尔多斯地块加强活动趋势仍在继续
,

块体东西边界都存在

异常地段
,

特别是它的运动和我国中部北东向强震带
、

海原一古浪一玉门北西向弧形强震带

有关
,

这使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南北强震带北端和晋陕交界一带震情的今后发展
。

另外
,

利用块体可能存在的扭动现象能帮助我们理解与块体边缘大震有关的一些现象
。

如 1 5 5 6年华县大震前出现的
“ 地旋运

” 、

等震线的半椭园状分布等
。

同样在探讨像 1 9 2 0年海

原等大震时
,

结合块体运动分析
,

也会有有一定裨益
。

联系上述讨论
,

海原大震就很可能是

在近东西向应力场造成的运动和块体扭动造成的闭锁等联合作用下产生的
。

巴山地块运动
:

另外由图 l 看出
,

在近东西向区域应力场作用下
,

巴 山弧形构造与龙门

山构造的运动
,

有使巴山地块整体向南作引张运动的趋势
。

沿边界的一些中强震
、

汉中盆地

的剧烈沉降就是例证
。

但由于块小
, “ 活动量

” 不大
,

历史地震的强度
、

频度较小
,

块体内

很少发生大于 4 级的地震
。

这种运动形式的明确
,

对理解陕南西部一些地震现 象 是 有 帮助

的
。

比如
, 5 级以上历史地震震中基本上分布在块体一侧

,

而规摸大
、

中南段活动较强的龙门

山构造北端
,

可能由于此引张作用造成的松弛
,

历史上未发生过大于 5 级的地震
。

( 四川局

有同志称龙门山北端是
“
死头

” )
。

76 年 8 月 16 日松潘一平武 7
.

2级地震波及汉 中造 成的断

层两侧烈度显著差异
,

也说明龙门山构造本身具有张性的松弛联系
。

其次
,

由于块体向南的

张作用
,

导致表面看来易于集 中应力的巴 山弧形构造与北西向构造复合部位
,

反而地震少而

小
。

据记载尚未发生过大于 3 级的地震
。

这种从块体运动趋势出发
,

会给震情判断以一种图

象
。

特别对危险区的识别更值得参考
。

松潘地震后在做 77 年汉中地区震情分析时
,

结合测试

结果就注意使用此种看法
。

当时认为
,

由于波及中显示的龙门山松弛联系
,

汉中地区西部问

题不大
。

东部洋县
、

佛坪
、

石泉一带值得注意 ( 估计近一
、

二年有 5 至 5
.

5级 地 震可能 )
。

78 年 2 月 1 1日靠近石泉的长水 4
.

2级地震可以看作某种应验
。

秦岭纬向构造 的陕西部分
,

大部走向近乎东西
。

因而在近东西向力的作用下
,

构造断层

两侧差异运动很小
。

历史地震表明这一带几乎未发生过大于 5 级的地震
,

显示出秦岭基盘陕

西部分的稳定
。

于是联系以上几部分的讨论
,

可概略地得到陕西地区现代构造运动的基本形

式是
:

以秦岭纬向构造为稳定
“
轴

” ,

北部鄂尔多斯地块作北移兼扭动运动
; 南部 巴山地块

向南作引张运动
。

由一些事实所反映 的这种可能的运动图象
,

反映了较大范围内地块间的联

系
。

这对识别危险区及了解区域各部分间的联系
,

而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
,

是 有 实 际 价值

的
。

但是作为地壳一个很小部分的地块
,

是受底部岩石层束缚的
。

不管运动是多么缓慢
,

仅

有力作用是不够的
。

因之
,

一个块体除具备四周可运动条件外
,

还有个底部问题
。

在以上讨

论中
,

我们不指明地假定了地块底部某层是容许很小运动发生的 ( 当然这个陆地地块底部不

会是软流层 )
。

故对地块运动的机制
,

尚需进一步探讨
。

但运动的存在从渭河地堑及北侧的状况是可能的
。

秦保燕等人的工作〔 3 〕
,

通过对一些大

震的分析
,

说明大陆地壳约在 20 公里左右处存在一低阻层
。

这个层的介质一般认为处于高温

4 )映西省 1 97 9年地展趋势意见
,

有关 侧量成果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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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水状态
,

属地壳中的软弱层
。

它使得上部坚硬岩层与下部连接不牢
,

造成地块上部作极

缓慢运动时 ( 这似乎是陆上浅层的运动特点
。

某些资料说 明
,

它比板块运动 约 小 两 个数量

级 )
,

出现解缚现象
,

促其运动得 以完成
。

它可能相当局部地块运动的
“
软流层

” ( 本质上

与板块中的软流层不同 )
。

这样
,

低阻层似乎是地块运动得以完成的构造基础
,

而解缚现象

( 包括在极缓慢运动时低阻层的流变现象 ) 是其运动基础
。

果真如此
,

则陆地地块的运动与

全球性的板块运动
,

一小一大形式是何等相似
。

这很值得人深思
。

对秦保燕等同志在工作中所给的帮助表示感谢
。

( 1 9 7 9年 1 2月 1 3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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