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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平原区的新华夏系构造

王 景 明
( 陕西省地震局 )

摘 要

通过近年来地震地质
、

卫星照 片解析和 大量钻探和物探工作发现
,

关 中平

原区之下广泛发 育着北北 东向构造形碑
,
是华湘 区新 华夏构造体 系 的 组 成 部

分
,

为一个现令很活跃 的构造体 系
。

它改造 先期 生成的结 构面
、

影响和控制地

貌水 系的 发展
,
牵制 着地震活 动和地热异常区的分布

。

它的 小震活 动 与华湘 区

新华夏系 构造的强震活 动相呼应
,

可 能成为现今华北 区强 震发 生的信号之一
。

位于陕西省中部的关中平原地势平坦
, 渭河纵贯全境

。

平原两侧分别是 高耸陡峻的秦岭和

舒缓起伏的渭河北 山
,

地貌上构成一个新月形的盆地称为渭河盆地
。

这个地堑型的构造盆地

隶属于祁 吕贺兰山字型构造体系
,

是一个二序次的活动构造体系
。

关中平原区居于我国最大

的山字型构造—
祁 吕贺兰山字型前弧弧顶及其向东翼转折的部位〔。 ,

也是居于 中 国 三 大

纬向构造之一的秦岭东西复杂构造带的北缘和新华夏系第三沉降带交接的地方
。

由于巨厚的新生代地层遮盖
,

平原 区地表的各类构造形迹不甚明显
。

作者在地震地质考

察
、

地球卫星照片解析和编制关中平原区构造体系图中发现
,

在渭河盆地厚约 6 0 0。米的新生界

盖层及其前新生界基底 中
,

发育着包括新华夏系构造形迹在内的几个完整的构造体系
。

其中

新华夏系构造明显地独成一系
,

是近年来与关中平原区地震活动和地热异常现象密切相关的

一个活动构造体系
。

、

新华夏系构造的发现

关中平原地 区近 20 0年来最大的一次地震是 1 9 5 9年 8 月 n 日韩城 5
.

4级地震
,

它的高烈度

区等震线长轴方向走 向北北东 ( 图 1 )
。

从发震构造是地震能量的释放 中心
,

而 高烈度 区的

长轴方向
,

基本上显示出发震构造的位置这一认识出发
,

过韩城附近应有一北北东 向发震断

裂隐伏于新生界盖层之下
。

从图 2 中可 以看出 1 9 5 7

—
1 9 7 5年间该 区发生的小震活动 35 次

,

其中有感地震 n 次
。

它们呈线状排列组成一个地震活动带
。

地震带的空间位置与这条推测的

5
.

4级地震发震断裂空间位置大体一致
。

1 9 7 3年陕西省地质局第一水文地质队在研究关 中 温

泉形成条件时发现
,
合阳县东王村沿黄河河床出露的四眼温泉与走向北东 3 3

。

的隐伏断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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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

而该隐伏断裂恰与前述 5
.

峨级地震发震断裂空间位置吻合
。

原陕西省煤田地质局物 探 地

形二 队沿此断裂线所作的电测曲线突变
。

在其向东南的延伸线上的朝 邑— 华阴一段
,

地质

部第三石油普查队 ( 以下简称三普 ) 人工地

震工作发现
,

深部构造层界面被错断或两侧

产状突变
。

也有的地方缺失中深层界面
;

这

些错断点和突变点的连线大致呈 北
几

北 东 方

向
。

进一步证实这里存在着一条规模较大的

隐伏活动断裂
,

可称为禹 门 口

— 华 阴 断

裂
。

通过对近年来大量的地震地质
、

深孔钻

探和物探工作资料的研究
,

特别是对三普十

多年中较大面积测线距 1 公里的人工地震和

数十 口深过 3 0 0 0米的钻井资料的研究
,

可以

卿卿卿
图 1 1 9 5 9年韩城地震等震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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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关 中平原 1 9 5 7年以来震 中分布图

看出关中平原区地下广泛的展布着北北东 向的构造形迹
。

它们改造先期生成的结构面
,

’

影响

或控制着地貌水系的发展
,

牵制着地震活动
。

其中具有一级构造意义者共 四条 ( 图 3 )
。

( 一 ) 禹门口— 华阴断裂 据 “ 三普
” 人工地震和深钻孔资料分析

,

其走向北东 2 1
“ ,

倾 向西
,

倾角 58
。 。

垂直断距断开老第三系大于 1 0 0 0米
。

断开新第三系 60 0一 1 8 0 0米
。

断开第

四系 100 ~ 6 00 米
。

断续延伸长 1 30 公里
,

由平行的两条断层组成
。

( 二 ) 永丰

— 华县断裂带 各构造层界面产状突变
,

中深层界面缺失
;
断面倾 向西

,

倾角 5 3
。

~ 60
。 ,
垂直断距分别是老第三系 20 0一 50 0米

,

新第三 系勃~ 4 00 米
,

第四系 不 清
。

断续延伸长 60 公里
。

由相互平行的两条主要断裂组成
。

( 三 ) 白水—
狄寨断裂 走 向北东 20

。 ,
·

’

据陕西省地质局物探队资料表明
,

临撞 以 南

表现为重力梯级带
。

该断裂 在临撞骊山出露子地表
,

倾向西
,

倾角40 一 60
“ 。

据该队 在 蒲城

西南电测和地质局第二水文队钻探资料表明新生代地层成为 向斜褶曲 ( 见图 3 )
,

断裂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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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照片上亦有显示
,

它的影象断续延伸长 1 40 公里
。

据笔者研究
,

`

在祁 吕系构造活动 时 期
,

由于祁吕系渭河大断裂的强烈活动
,

牵动了这条断裂发生 1 4 8 7年临撞 6 十级地震
,

其等震线长

轴方向与该断裂空间位置一致 ( 图 4 )
。

区二新华直系断裂
巨更l新华夏索褶曲

巨三〕祁吕系钩造

巨三〕纬伺构造

〔三 1华直系构造

巨三」古北西西包份造

巨日陇西系构造

口口南北何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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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立
牛

升 ,

为城

载县几牙 翼
.

” , , 代代薰越̀
、 映甲找` `

犁 竺 0 2 0 4 0公里

ē
.

/

图 4 1 4 8 7年临撞 6 去级地

一震等震线图

图 3 关 中平原构造体系图

( 四 ) 耀县二 -一马召断裂 走向北东 20 ~ 2 5
。 。 “

三普
”

所做人工地震工作表明假想构造层特征面被错断
,

局部产状

零乱
,

倾向东
,

倾角 “
。 。

垂直断开老第三系 4 50 一 70 。 米
。

在关中平原
、

区由四段组成
,

北段出露地表
,

呈扭压性
。

此外
,

过乾县和岐 山等地展布着与此类同的 次 一 级 构

造
。

走向北东 20
。 ,

长分别为 30 和 60 公里
。

断续 延 伸
,

每隔

10 一 2 0公里出现一条长 15 一 20 公里的小断裂
。

规模小
、

表现

弱
,

属二级构造 ( 见图万
一

)
。

笔者在编图过程中
,

发现在关中平原区这个地堑型盆地

的东北部
,

存在着一个隶属于新华夏系的棋盘格式构造
。

可

命名为 富平—
白水棋盘格式构造

。

渭河盆地东北部为一基

底斜坡
,

可视为向东南倾斜的大单斜
,

向南倾斜 6
` 。

由平缓的奥陶系灰岩和石炭二迭系煤系

组成
。

上覆第四系松散沉积物
。

经陕西省地质局第二水文队和物探队大量的钻探
、

物探与地

表详查工作发现
,

从富平西至 白水长 90 公里
、

宽 45 公里的区域内
,

普遍发育着走向北东 50
。

~

70
’

和北西 20
’

一 4 0
’

的一对扭裂面
。

其中一组扭裂面发育较好
,

共约 20 余条 ( 见 图 3 )
,

每

条长 25 一 60 公里
,

分别向南或向北倾斜
,

垂直断距 1 00 一 50 咪
,

组成地垒和地堑 相 间 的 结

构
。

而后一组扭裂面发育较差
,

共约 5 条
,

每条长 10 ~ 20 公里
。

它们彼此常近正交
,

皆近垂

直于基底岩层面
,
在上 王

、

尧山
, 五龙山奥陶系灰岩露头上 , 可 以见 到这两组破 裂 程 度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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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

并将岩石切割成方块状的扭裂面
。

据陕西地质局第二水文队在野外观察
,

前一组走向集中在北东 5 0
。

一 70
。

之间
,

裂面多平

直光滑
、

裂隙似刀切
,

延伸数十米方 向不变
。

该组裂隙密度也较大
,

张开性一般较好
,

属张

扭性
。

而北西一组方位分散
,

走向在北西 1 0
。

一 50
“

间
,

主导方向为北西 30
。 ,

裂面一般 不 太

平直
,

有的较粗糙
,

延伸性差
,

常终止于北东东向一组裂隙
。

密度也较小
,

属张扭性
,

是大

义山式构造
。

两组破裂纵横交错成网
,

形成棋盘格
。

在地表地质和钻探工作中还发现在北东

东向张扭性断裂间夹有十数个轴 向北东东的长 1
.

5一 4 公里的背向斜褶曲
。

因此北东东 向 扭

破裂先期应是压扭性断裂
,

属泰 山式构造
。

目前表现为芷断层是后期改造成兼带张性的复合

结构面
。

通过上述分析
`

,

可 以确定展布在富平—
白水地区的一对扭裂面属手破裂棋盘格式

构造
。

.

卜丫`
-

4
、

· 、

一
-

这对扭破裂
,

可能是地层基本处于水平产状的情况下
,

受较大范围北西 西一南 东 东 向

挤压力
,

或更大范围的近南北向逆时针的扭力作用产生的一种初次构造
。

由于特定的边界条

件
,

使其未能发育北东 1 5
“

压性结构面
,

代之 以一对普遍发育的扭破裂
。

这种区域性挤 压 力

或扭力的方位与新华夏系一致
,

故应属新华夏系构造成分
。

二 主要特点

展布在关中平原区的新华夏系构造的共性是
:

( 一 ) 形迹微弱
,

断续延伸

地面地质工作和人工地震测深等物探工作证实
,

新华夏系断裂构造破碎带狭窄
,

宽仅几

米一几百米
。

卫星影象纤细呈线状或细条带状
,

断续延伸
。

它们在走向上间断的各分段长度

为 5 一 20 公里
,

间隔 5 一 15 公里
。

以耀县—
马召断裂最为明显

。

它沿走向由断续的四段组

成
。

地貌上呈 V 形凹槽
,

是一种断裂破裂初至中期即发育期的图象
,

说明它们是二姐较新的

构造
。

( 二 ) 除保持新华夏系构造固有的反时针扭动的扭压性特征外
,

又接受后期的改造而兼
’

带张性
。

这些构造延伸方向
、

活动特征与华北区新华夏系构造相似
。

野外观察所确定的结构面力

学性质
,

也说明它们具扭压性特征
,

属于新华夏系构造
。

笔者在华县莲花寺找到永丰— 华县断裂带的踪迹
。

它在 1 0 7 2年形成的泥石流顶部的粘

土层中甚为发育
,

表现为最新破裂
。

上盘逆冲
,

破裂带为挤压叶片状
,

出现 柔 褶
,

裂 面 光

滑
,

有显示强烈反时针扭动的阶步和逆冲擦痕
。

它们沿走 向和倾向皆呈波状 弯 曲
,

为 一 组

扭压性结构面
,

延伸约 10 公里
,

与新华夏系构造观代反扭逆冲活动方式一致
。

白水

—
狄寨断

裂通过临撞骊 山
.

,

在芷 阳沟
、

狼娃沟
、

高家沟
、

捉蒋亭
、

三元洞等处所见皆为冲断层
,

经强

烈挤压
,

挤压带宽 1 一 2 米
。

裂面擦痕和磨光面均表现这条断层属扭压性
。

从而可知构造形

迹的结构面力学性质亦属扭压性
,

具强裂反 时针扭动特征
。

沿走向断续延伸
,

表明它们是一

种形成较晚的断裂构造
。

它们独具风格
,

与 区域性的新华夏系构造特征类同
,

应归属于新华

夏构造体系
。

发动于始新世晚期的祁 吕系二序次渭河地堑的重力作用
,

牵动渭河地堑型构造盆地内部

先期存在的
、

凡乎所有构造形迹的上盘
,

作向地堑中心倾斜的下滑
。

储如与关中平原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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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盆地东部的禹门 口

— 华阴断裂带
、

永丰— 华县断裂带和白水—
狄寨断 裂 皆 向 西

倾
,

西盘下降成为正断层
。

而盆地西部的耀县—
马召断裂和过乾县

、

岐山的二级新华夏系

断裂均向东倾
,

东盘下降成为正断层
。

它们共同接受渭河地堑的后期改造而兼代张性
,

成为

高角度的正断层
,

是一系列的关联断层
。

( 三 ) 空间分布上具有自东而 西由强变弱
、

由密变疏的特征
。

关中平原 区的新华夏系断裂
,

展布在东部者
,

延伸长多在 1戈公里 以上
,

属一级 构 造
。

垂直断距大于 1 0 0 0米
,

形迹清楚
。

向西逐渐减弱
,

到盆地西端成为延伸较短
、

断距较小的二

级断裂
。

盆地东部各断裂带间的间距一般为 30 一 50 公里
。

而西部各带之间间 距 为 40 ~ 60 公

里
。

存在着由密变疏的现象
。

( 四 ) 影响或控制着地貌水系 的发展

禹门口— 华阴断裂控制沿线 的黄河流向
,

迫使洛河顺从新华夏系构造展布方 向由北西

西拐直角弯呈北北东流向
。

永丰— 华县断裂带强使穿过它的洛河和渭河各段在龙阳和华县

拐弯成北北东 向河 曲
。

流经 白水— 狄寨断裂的石川河和渭河
,

顺从该断裂方 向拐直角弯
,

组成一个长近 40 公里的河曲带 ( 见图 3 )
。

从图 3 中可 以看出
,

流经盆地内几条主要河流
,

凡是流向发生急剧的大范围变化的河段
,

大都是新华夏系断裂形迹的反映
,

其变化的原因是

新华夏系断裂的最新活动
。

三 近期的构造活动

挽近时期以来关中平原 区新华夏系构造成分的活动是频繁而 强烈的
。

它即继承了新华夏

系构造活动的固有特点
,

又附随祁 吕系二序次的渭河地堑构造活动被改造而兼带张性
。

新华

夏系也是现今主要活动构造
。

表现在断裂活动
、

地壳形变
、

地震
、

地热温泉等诸方面
。

(一 )挽近时期的活动 以白水— 狄寨断裂为 例
,

它在挽近时期的活动是相当强烈的
。

可 以从断裂明显的地貌特征
,

断裂位移和温泉分布等特征上得到佐证
,

该断裂两侧的地貌特

征迥然不同
,

以东地区为耸立在关中平原中央高出渭河河床 30 0一 8 00 米 的骊山
。

出露前震旦

系变质岩及中生代花岗岩
。

地貌为中低山区
。

以西是一片渭河平原
。

参考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

所研究成果
,

笔者判断第三纪未期骊山崛起上升
,

其周围断层发育
。

白水— 狄寨断裂于晚

第三纪 已开始活动
。

对渭河平原起显著作用时期是下更新世
,

断裂以东骊 山上升
,

以西平原

区强烈沉降
。

中上更新世骊山北麓和白水— 狄寨断裂同时发生比较强烈的活动
,

骊山西北部

强烈翘起
。

骊山第四纪复盖地层倾斜明显
,

沟谷深切
,

山前洪积扇叠加
,

断层西盘迭置型洪

积扇有南北向迁移 的迹象
,

可能反映该断层 曾发生过活动
。

隐伏于关中平原之下的新华夏系断裂
,

经
“
三普

” 和地质局物探队大量物探和深孔钻探

工作证实
,

它们的断距均与前述禹门口一华阴断裂一样随深度逐渐增大
,

是一系列同沉积中

活动 的断裂
,

属 同沉积型断层
。

一级新华夏系同沉积断裂的断距
,

在老第三系中者多 在 50 0

米以上
,

在新第三系 中者在 1 00 ~ 1 8 0 0米间
,

在第四系中者在 50 一 6 00 米间
。

说明它们 在挽近

地质时期的各个阶段活动幅度都是相当大的
。

(二 )现今活动 据国家地震局第二测量 队近年来的形变资料表明
,

关中平原东部 的新华

夏系构造展布区
,

成为该区形变幅度最大的两个条带
。

1 9 5 4
、

1 9 5 9

—
1 9 7 2年垂 直 形 变 图

( 图 5 ) 表明
,
禹门口— 华阴断裂南段成为长轴为北北东方向的椭圆形隆起中心

,
最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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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达40 毫米
。

白水
一

狄寨断裂的中部和北部成为椭圆形沉降带的书臼区
,

最大沉降幅度达
·

30 毫米
。

北北东向沉陷轴与该断裂大致吻合矿表明新华夏系构造的最新活动也是 相 当 强 烈

的
。

温泉沿新华夏系断裂呈线状分 一
` ’

二
`

- - - - -

一
“ 一 ”

一
布

,

位于关中平原东部三条一级断

裂
’

都有出现
。

沿禹门口— 华县断

裂在黄河河床出现温泉四眼
,

水温

25 ℃ ,

流量 10 升 /秒
,

成为一 个 地

热异常带 ( 图 6 )
。

沿永丰— 华县

断裂在其与祁 吕系富平—
黑池断

裂复合点的洛河河床及其两岸出现

数十 眼温泉
,

水量丰富
。

其中永丰

温泉有十余眼
。

有一个 温 泉 流 量

9
.

9 8升 /秒
,

温里温泉水 温 34 ℃ ,

流量达 2 1
.

34 升 /秒
。

可以用来灌溉

和洗澡
。

袁家坡温泉共十眼
,

水温

2 7~ 3 1 ℃ ,

总流量 达 1 9 5 0升 /秒
。

常乐泉水温度达 4 1
.

5 ℃ ,

流量 1
.

14

升 /秒
。

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地 热 异

常带
。

沿白水— 狄寨断裂在临撞

厂
。

勃城

…
止J 声J

娜必..o
固市

渭南
匕兴共途不

…
活

众 形变等鲜及相对形变量

以 ( 一为下降
,

+ 为上升)

/ 新华厦系断裂

图 5 渭河盆地东部 1 9 5 4
、

59

—
1 97 2年垂直 形变图

华清池出现温泉 9 眼
,

水温高达 43 ℃ ,

流量 31
.

57 升 /秒
,

是我国有名的温泉风景区
。

沿新华

夏系断裂温泉的大量出露
,

反映出它们的现今活动与地下深处的水相联系
,

是这些断裂最新

匡习地热异常区 匡三〕河 流

}2 1叙华迈奈断裂巨曰 关中平房边界

巨〔 1温 泉 。 : 。 40 公里

臼水
.

一 钱
J虑蚝叹甘z河

咄叭/̀7
爹

, ,
振

双县

…少

外 卜长乍矿 Z
霭车之浏嗯芝 屏功

J

丫苍

粼升
~

茸龚车

吟爆厂
二

二
, r r 牛气尸丁 舀

剩
图 6 关中平原地热异常分布图

活动的表现
。

新华夏系断裂与另一个活动构造体系祁吕系断裂
,

共同控制了关中平原区的地

热异常分布 ( 图 6 )
。

( 三 ) 地震活动 地震是现今地壳运动的一种表现
,

`

是现代构造变动急剧地带的破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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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因此
,

地震与地质构造活动密切相关
。

详细地研究表明
,

近几十年来关中平原区与华北

地区一样
,

地震活动基本受新华夏系断裂控制
,

是新华夏系构造活动的直接结果气 地 震 活

动的许多特点是与平原区这一活动构造体系的展布范围和活动特征相联系 的
。

自1 9 5 7年有仪器记录以来
,

反映出来的关中平原区中小地震活动特征有二
,

一是明显的成

带性 (见图 2 ) ; 二是地震带主要与新华夏系断裂构造密切相关
。

可见现今地震活动是新华夏

系构造活动的表现
。

许多资料表明〔 4〕 ,

华北地区正处于新华夏系构造控制的地震活动阶段
。

关中平原区现今的地震活动是与华北区地震活动密切相关的
。

关中地区新华夏系构造是华北

地区新华夏系构造的组成部分
。

自19 66 年邢台7
.

2级地震 以后
,

华北地区处于地震活动高潮期
。

关中平原区地震活 动 随

之活跃
。

尤其在 1 9 7 6年河北唐山 7
.

8级地震前后
,

关 中平原 区的小震活动相应增加
。

其 中 耀

县

—
马召断裂在唐山地震前 1 9 7 6年 1 一 2 月间沿线发生小震 7 次

,

最大震级 3
.

4级
,

震中在

耀县南
,

烈度 V 度
,

长轴呈北北东向延伸与该断裂北段重合
。

1 9 7 7年元月又在其南段兴平 一

带发生小震群活动 (见 图 2 )
。

共发生 1 级左右小震 24 次
,

较大的几次在兴平县南市
。

有感范

围长轴与耀县—
马召断裂一致

,

震动时间短
、

震源浅
。

从而 可以看出
,

关中平原 区的新华

夏系地震活动 与处于华北区的唐山强震相呼应
。

它们共处于同一孕震场内
,

是孕震区应力活

动的反应
。

因此关中平原区的地震活动往往成为华北区强震的信号
。 、

二 、
.

地震并非沿每条活动构造带均匀分布
,

而是集中分布在这些构造与背景构造复合的部位

上
,

所谓背景构造是指那些往往本身近期不活动不发震
,

但它常常促使与它复合的活动性构

造` 产生应力集中或能量积累的构造带
。

例如耀县—
马召断裂上

,

近年小震最为集中的北

段
,

正是与祁 吕系二序次的渭河北缘大断裂重接复合的部位
。

禹门口— 华阴断裂上小震活

动带
,

则处于三条祁 吕二序次张扭性断裂与其斜接复合的三个复合点之 间 ( 参 见 图 3
、

图

2 )
。

一 -

对关中平原 区地震活动的研究发现
,

新华夏系构造活动没有发生过 7 级以上地震
。

但是

平原内的多数强震都发生在它们 与祁吕系或古北西西向构造交接复合的位置
。

因此说它们又

是平原内强震的背景构造
。

如祁 吕系渭河大断裂在华县与新华夏系永丰— 华县断裂相交
。

在此发生过闻名于世的 1 5 5 6年华县 8 级地震
。

据笔者实地考察研究
,

发震构造应是渭河大断

裂料
。

而永丰— 华县断裂则为背景构造
。

渭河大断裂和新华夏系禹门口— 华阴断裂与古

北西西 向的大荔北断裂的复合点朝 邑
,

发生过 1 5 0 1年 7 级地震
,

后者为其背景构造
,

祁 吕系

二序次渭河盆地北缘断裂与过岐山的二级新华夏系断裂复合点岐山
,

发生过公元前 7 80 年 岐

山 7 一 8 级地震
,

新华夏系为其背景构造
。

关中平原区近期地震都发生在 5 一 23 公里深度的地壳范围内
。

1 9 5 9年韩城 5
.

4级地 震 震

源深度为 20 公里
。

而 1 9 7 7年初兴平小震群活动的震源深度仅几公里
。 、

由此推断关中平原 区新

华夏系构造活动影响地壳深度可能不大
。

为什么关中平原区的新华夏系断裂没有发生过 6
.

5级以上的地震呢 ? 通过以地震形 式 释

放能量的方式有二
,

一是集中释放发生 一两 次大地震
; 二是分散释放

,

断续发生 许 多 小 地

震
。

若属前一种形式
,

除考虑它们的活动程度外
,

许多地震工作者认为地震震级的大小往往

.

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一队地震组
,

华北 地区发震构造及 区域构造活动特 征讨论 (内部交 流资料 )
。

二 工景明
, 未5 5 6年华县地震极震 区地面破裂带及地震成 因探讨

,
·

映西地震
,

4
,

19 78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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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震构造的发育程度相适应
。

兰州地震大队郭增建和秦保燕 同志则认为
,

地震强度的大小

与活动性断裂的长度大致成正比关系
,

并总结出经验公式
: M

. = 3
.

3 + 2
.

1 l g L

M
.

— 震级

L

—
活动断裂长度 (

.

米 )

若这一公式能有更多的震例支持则有助于说明发震构造规模越大
,

它所能储存的能量越

多
,

将要发生的地震越大
。

从笔者曾研究或分析过的震例来看
,

似乎存在这一统计规律
,

例

如 1 5 56 年华县 8 级地震发震构造祁吕系渭河大断裂长千余公里
。

1 9 7 6年唐 山 7
.

8级 地 震 构

造
。 〔 3〕新华夏系陡河断裂长百余公里

。

公元前 7 年长安 6 级地震发震构造可能是祁 吕系三原

—
汤峪断裂

,

长 65 公里
。

前 已述及关中平原区的新华夏系断裂各分段长仅 5 一 2 0公里
,

最

长也不过 50 公里
。

它不具备储存大量地震能量的条件
。

基于这一认识
,

预计今后百年内在这

一新华夏系地震活动时期中
,

关中平原区不会发生大于 6
.

5级的地震
。

一

结 束 一语

总结关 中平原区新华夏系构造特征
,

探讨它的活动规律
,

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

而且对掌

握地震活动规律
,

开展中长期预报
,

勘探地热资源
,

指导找水和促进工农业生产也起着重要

作用
。

( 一 ) 关中平原区存在着一组年轻而 又显要的新华夏系 构造形迹
。

挽近地质时期以来有

强烈的活动
,

它影响或控制着地貌水系的发展
,

牵制着地震活动
,

决定着中小地震带和一些

地热异常区的分布
。

( 二 ) 关中平原区的新华夏系构造是华北区新华夏系构造的组成部分
。

它们现今的活动

特征相似
,

活动时间同步
。

它们的小震活动与华北区新华夏系构造的强震活动是 呼 应 的
。

1 9 7 6

—
1 9 7 7年关中平原区小震活动增强

,

是河北唐山 7
.

8级地震孕震场 中新华夏系构造 激

烈活动的表现
。

因此
,

可 以把现今关中平原 区小震活动逐步加强的现象
,

作为华北 区强震可

能发生的信号之一
。

·

( 本文 1 9 8 0年 5 月
一

1乐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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