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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块体北部边缘发生

强展的危险性

孙加林

( 内蒙古 自治 区地哀局 )

引 言

鄂尔多斯块体 ( 以下简称鄂块体 ) 以它的稳定性和四周断陷盆地强震
,

特大地震丛集而为世人眠目
。

公元 10 00年以来
,

鄂块体四周共发生M s》 5
.

0级地震共 11 2次
,

东
、

南
、

西部边缘发生7级以上强震 19 次
,

其中》 8 级地震 6 次
,

它们是临汾盆地 13 03年洪洞 8
.

0
、

16 95年临汾 8
.

伪 渭河盆地 155 6 年华县 8
.

。 ,

银川盆地的 1了3 9年平罗 8
.

伪 及 192 0年海源 8
.

5级特大地震等
,

唯独鄂块体北部边缘无 7 级以上地震的

记载
。

因此在一些文献中把阴山山前的河套盆地确定为弱震活动区 (带 ) lt l
。

在文献〔幻 ,

圈定的全

国23 条地震带中
,

围绕鄂块体有山西带
、

渭河平原带
、

银川带
、

六盘山带以及燕山带的一部分等
,
而

无阴山带
。

有人认为块体北界是明显缺大震的地段 , 也有人认为稳定的鄂块体对强大的应力场起到阻

碍屏障作用
,

造成块体北部边缘不具有发生大震的动力条件
。

然而
,

近年来
,

河套盆地及其边缘中强

地震接连发生
,

使人们对其强震危险性给以新的重视
。

通过对河套盆地的形成机制
、

构造条件
、

历史

地震考证
、

及对近年来中强地震活动的一系列特征的研究
,

本文认为鄂块体北部边缘发生强震的可能

性已不能忽视
。

一
、

河套盆地与渭河盆地 有
一

相 同 的

形成机制和发生强震的构造条件

河套断陷盆地在中生代时期是鄂尔多斯拗陷的一部分
,

侏罗纪木期燕山运动使盆地发生
一

次强烈

的构造运动
,

构成盆地的基底
。

在此基础上接受了早白蛋世沉积
,

晚白里
一

世又有抬升运动
。

后由于喜

马拉雅运动的强烈活动
,
阴山山地和鄂尔多斯高原整体抬升

,

河套盆地强烈下沉
,

接受大面积包括第

四纪在内的新生代沉积 ` 1 ,
。

由于强烈的重直差异运动
,

形成数条山前和盆地内部的深大 断裂
,

切割

盆地
,

形成今日断陷盆地之貌
。

关于河套盆地地质构造特征及断裂活动已有很多研究成果
,

在此不再

赘述
。

据物探钻探资料
,
河套断陷为南浅北深不对称的箕状结构

。

沉降中心在狼山
、

色尔腾山 山前一

带
。

地质部第三普查大队等单位资料 ( 196 9
、

19 8 0 ) 指出沉积厚度最大处为杭锦后旗— 五原
、

约为

7 00 0一 90 00米
,

哈腾套海地震反射面深度达 1 0 0 0 0米。 》
、
( , )

。

石油部长庆油 田地震 调查指 挥部 成果

( i ) 杨发等
,

河套盆地新构造运 动与地展
,

华 北地 展学术交琉会文辑
,

] 9 81

( 2 ) 地质部第三普查大队
,

1 9 6 8年河 套地 区地 质工作总结报告
,

19 6 0

( 8 ) 陈家强
,

河套盆地构造概貌
,

1 9 8 0



西 北 地 震 学 报 1吸此 增刊

( 19 8。) 提供
,
河套盆地新生代最大沉积厚度为 76 00米 , 第三纪厚度为 55。。米

,

第四纪为 2 10 0米
,

据

临河附近钻探资料证实
,

第四纪厚度为 908 米 ` ,)
。

这些资料充分证明新生代以来河套盆地 构造 运 动

十分强烈 (图 1 )
。

文献 〔 1 〕 认为河套盆地是一个沉降不深的现代沉积盆地
,

其重要原因是缺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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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内蒙古河套盆地新生伟以来沉积厚度 ( k m )

图 2 华 北西部新生代 断 陷盆地

形成模式

1
。

早第三纪发育 的盆地 , 2
.

晚

第三纪发育 的盆地
, 3

.

玄武岩
:

4
.

正断层 , 5
.

逆 断层 ,
.

6
.

盆地

的拉开方向 , 7
。

构造带的剪切方

向 , 8
.

断层 的剪切方 向 , 9
。

区

域应力方向

述资料
。

河套盆地的东部 (呼和浩特一包头地区 ) 新生代沉 积 厚 度
4。。。米一 5 0。。米

,

第四纪厚度为50 。米左右
,

并有由西向东裂开 扩 展

的趋势
。

呼包地区断陷活动是新生代以来开始发有起来的
。

与河套断陷盆地相对
,

鄂块体东南边缘是渭河盆地
。

它与河套盆

地有相似特征
。

丛早第三纪开始发育
,

新生代沉积厚度近 6 00 。米
,

其

中第四 纪 为了1 2 95米
,

南深北浅
,

与河套断陷对称
。

北东 方 向的山

西地堑于晚第三纪开始发育
,

沉积厚度较薄` . ,
。

王良谋等人认 为
`

华

北西部盆地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与剪切的末端效应有关
,

当青 藏
”

高
’
原

强大的北东向挤压作用于稳定的鄂块体时
,

块体的西部边缘 必 然
·

发

生强烈变形
。

这种变形主要是由剪切变位来完成
。

河套盆地主要吸收

南北向
、

北东向的断裂右旋扭动 ; 渭河盆地主要叭收北酉向断层的左

旋扭动 (图 2 )
。

因此河套盆地与渭河盆地的形成和发展有相同的机

制
,

具有统一的动力学特点
。

众所周知
,

华北地区强震均与断陷活动有极布切关系
。

渭河盆地

是一个频度较低
、

周期较长
,

强度却较大的地震活动区
,

1 5 5 6年华县
R 级大地震就发生在这里

。

既然河套盆地与渭河盆
〕

地有相同的形成和

发展机制
,

前者较后者有更巨厚的新生代沉积和更强烈的构造运动
,

既使河套盆地强震活动复发周期可能更长些
,

但妙不应无强震发生
。

二
、

公元84 9年振伍
、

天德
、

河西大地震实为河套大地震娜

上都

武
、

中国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主编的 《 中国地震目录 》 st , 记有 ,’8 49 年 (唐宣宗大中三年十月一日 )

(西安 ) 及振伍 (陕西西北角至和林格尔 )
、

河西 (武威地 区 )
、

天德 (内夕古安北一带 )
,

灵

盐
、

夏等州地震
,

坏庐舍
,

压死数千人
。

震中不明
。 ”

( 4 ) 石油部长庆油田地质调查指挥部
,

内蒙古自治区临河地 区地展勘探成果总结报告
,

1匀80

( ` ) 汪良谋等
,

河 套断 陷盆地新生代断裂活动和地震活动 的特点兼论华北西部新生代 断陷盆地 的形成机制
,

19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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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历史文献找到举下儿个出处
, :

( 1) 《 旧唐书 》 卷十八下 《 宣宗记 》 , “
唐宣宗大中三年十 月辛已

,

京师地震
。

河西
、

天德
、

-

灵夏尤甚
,

戍卒压死者数千人 ” 。

( 2)
、 《 朔平府志

,

祥异志 》
,

第四页
, “

宣宗大中三年十月辛弓
,

天德军
、

振伍军地震
。

坏

庐舍
,
压死数千人” 。

( 8 ) 《 旧唐书
·

五行志 》 “
唐宣宗大中三年十月振伍

、

河西
、

天德等处地震
,

坏庐舍
,

压死数

千人” 。

( 4 ) 此外
, 《 绥远通志稿 办

、

《 山西通声 》
、

《 文献通考 》 等都有类似的记载
·

上述几份文献中的地名经 《 内蒙古历代 自然灾害史料 》 编写组考证 ( . 》 :

振伍 (振伍军 )
:

领有麟
,

胜二州及单子都护府
,

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

包头市
、

乌兰察布盟
一

西南部
,

伊克昭盟东部等地区
。

天德 (天德军 )
:

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乌梁素海畔五原县东北
、

.

乌拉特前旗一带
。

’

河西
:

指黄河以西
,

包括内蒙古的伊克昭盟
,

阿拉善盟等地区及陕甘宁等省区交界 (并不是河西

走廊
。

灵州
:

即今宁夏的灵武县
。

夏州
:

州治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的鸟审旗白城子
,

辖及内蒙古杭锦旗
、

乌审旗等地区
。

盐州
:

可能为今盐池一带
。

朔平府
.

清置雍正元年辖及归化城 (乾隆六年改为归绥道 )
。

雍正十二年 ( 173 4年 ) 辖有宁朔卫

及怀远所
。

乾隆十五年卫所改为宁远厅
,

即今内蒙古凉城
、

卓资
、

察右中旗等地区
。

由此可见
:

`

1
.

84 9年大地震波及范围东到内蒙古凉城
、

卓资县 , 西到内蒙古阿拉善盟及甘肃武威 , 南 到 西

,

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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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 9年河套大地展波及范围

.

郁分是杨志国 同志查 阅的

( e ) 陈志仁
、

李忠孚等
,

内咬市历代自然灾害史料
,

1 9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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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

地震震中区在呼和浩特
、

包头
、

五原
、

乌拉特前旗
、

乌审旗
、

’

杭锦旗及 宁 夏 灵 武 等广大 地 仄

(
.

图 8 )
。

2
。

《 旧唐书 》 称 849 年大地震为京师地震明显是不合适的
。

若震中区在西安
,
那当时繁华 的京

师和汾渭地区一定会造成极大破坏
,

必有更多更详细的历史记载
.

并且地震波及范围将是以 西 安为
、

中心
,

广大中原地区必在其内
。

然而在北纬 37
。

线以南的广大地区仅记有 “ 上都
” (可能西安 地区 仅

为有感 )
。

自此地震必在鄂尔多斯块体的北部
。

3
。

别 9年大地震在 《 旧唐书 》
、

《 朔平府志 》
、

《 五行志 》 等记载中均 提到 天德
、

振 伍
、

河

西
。

振伍系今内蒙包头
、

呼和浩特
、

清水河
、

和林格尔等地 , 天德系今内蒙五原
、

乌 拉特前
、

中后

旗 , 河西系今内蒙阿拉善盟
、

伊克昭盟西部及宁
、

甘
、

陕交界地区
。

历史记我中还提到夏州
、

灵州
、

盐州
、

即今日内蒙古伊克昭盟中部到宁夏灵武
、

盐池一带
。

可见本次地震在部块体北缘是确定无疑

的
。

在 《 旧唐书 》 中较清楚地指出压死的数千人为 “ 戍卒
” ,

即在边郡守卫的士兵
,

若地 震 是在 西

安等地
,

绝不会仅压死
“
戍卒

” 。

4
.

图 4绘出173 9年平罗 8 级大地震烈度图 [幻 , 极震区为十度强
,

六一七度区东未过 黄 河
、

南

未过北纬 36
。

线
、

北未到河套盆地
。

在 〔3〕中的 “ 震害情况” 栏中也没有河套地区破坏和震感 的任何

记载
。

可见 849 年大地震波及范围远比平罗地震偏东
,
也说明8 49 年大地震不在银川盆地

、

更 不是京

师地震
;
图 6 绘出 1 55 6年华县 8 级大地震烈度图 r幻 ,

也可类比
。

!l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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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皿刁
护

冷户别I

晶 二」淤
贾 ,

叹蕊
安

!砂
`

图 4 1 7 3 9年银川地展烈度图

二
.

849 年大地震发生在河套盆地
,

向南衰减很慢
,

向北衰减很快
,

这是由于 jIJ 山山地
,
及 山 前

仃狼山
、

色尔腾山
、

乌拉山
、

大青山等一系列东西走向的深大断裂
,

对震波有一定阻挡 作 用
。

阴 山
、

以北内蒙古高原
,

唐时居住着以游牧为生的突厥族
,

故震害及有感程度均难以考证
,

也无记载
。

6
。

此外
,

我国 8 级大震震例说明
,

在震前一年左右
,

震中附近常有 6 级左右地震发生
。

《 云中

郡志 》 ( .) 记有 “ 唐宣宗大中二年十月
,

天德
、

振伍军地震
,

坏庐舍
,

压死数十 人 , 。

唐宣宗大 中二

年正是 8 49 年的前一年
,
即 848 年

,

该震压死数十人
,

地点在内蒙古五原
、

乌拉特前旗
、

包头
、

呼和浩

持一带
,

若此震确实存在
,

也可更进一步证明 849 年大地震就是发生在河套盆地
。

当然也可 能 是 “ 大

中三年及 “ 压死数千人” 之误
。

综合上述
, 8佣年大地震震级可能为 8

。

0一 8
.

5级
,

因它波及范围远大于平罗 8 级地震
,

也大
`

于华

县 8 级大震
。

并且在人烟稀少的北部州郡 压死
“
戍卒 ” 数千人

,

可见地震之大
。

8拍 年大 地震发生地



孙加林
:

鄂尔多斯块体北部边缘发生强震的危险性 1了

图 516 5 5年华县大地展 波及范围

点为鄂块体边缘的河套盆地
,

因为发生在 ]
.

7 3 9年

(即清乾隆 4 年 ) 的平罗大地震并未波及河套盆

地
,

相反在此之前 80 。多年
、

远在唐朝宣宗 年间

的84 9年大地震在多处的历史文献中均记有振伍
、

天德等地
。

并在84 9年的前一年该地区就 有 “ 几

死数十人 ” 的 6 级左右地震的记载
。

84 9大地震
,

距今已 10 00余年
,
早于渭 河 盆

地
、

临汾盆地
、

银川盆地的 8 级大震
。

因此
,

鄂

块体四周围各地震活动区再次出现活跃
,

是否河

套盆地要先于山西带
、

渭河带
、

银川带
。

在 《 中国地震目录 》 还记有一次
“
震 中 不

明
”
的大地震

,

即公元前 7 年 (汉绥和二年九月

丙辰
,

地震
,

自京师至北边郡国八十 余
,

坏 城

廓
,

死 42 5人 ,, 。
( 8 (

查 《 文献通考 》
、

《古今图书集 成 》 记 有
“
汉成帝绥和二年九月丙辰

,

地震 自京至北边都

国三十余
,

坏城廓
、

凡杀四百` 十 五
;

人
。 ” 瑟

一
` , 、

与 ” ]描述基本一致
,

仅 “ 北边郡国兰十余 ”

还是八十余之别
。

’

:
,

: , , ,
.

’
·

`
.

《 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 》 提供
: 补 “

京师咫 为两汉京都长安
, ,’ j 匕边昭国” 为当时 的 河 西郡

(内蒙古的伊克昭盟
、

阿拉善盟和宁、
’

陕
、

.

甘约 , 部分 )
、

北部郡
一

(现在的内蒙古乌海市
、

伊盟西南

的一部
、
五原郡 (现内蒙古五原

、

乌拉特前旗
、

包头等地 )
` 、

云中郡 (现内蒙古呼和浩特
、
乌兰察布

盟西南 )
,

定襄郡 (现山西省忻定地区 )
·

。
.

可见这次地震中心就在内蒙古河套盆地
。

地震波及范围东

到山西定襄
、
西到黄河以西

,

与 84 9年大地震类同
。

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时 期
,

这个地区人烟稀少
, ’

.

还

“
凡杀4 15 人

”
可见地震之大

。

由公元前 7 年
、

公元 84 9年两次大地震的考证
,

证明鄂块体北缘
,

即河套盆地历史上是曾发生 过

强烈
、

乃至特大地震的
,

近几十年在这个地区又发生近十次 6 级左 台中强地震
,

t1I 此将该地区称为阴

山地震带或河套盆地地震带 ( 以下简称阴山带 ) 是有较充分根据的咨
{;

·
.

一
_、 、 、

- ,

王
- 一 `

下

三
、

近年来阴山带中强地震活动的
一

某些异常特征

《 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 》 上统计从战国时代到清末
,

内蒙古地区共有 8 8次震害
。

除公元前 丫

年
、

公元 8 4 9 年两次大地震及 1 29 。年宁城 6 鱼级地震外
,

对其它地震的地点
、

强度均无法考证
。

在边
4

代历史上
,

阴山带曾发生过数次中强地震
,

但中等和中小地震缺乏记录
。

1 9 5 4年建立 包头 地 震台
·

1 9 7 3年建立区域台网
,

因此从 1 95 5年起阴山带的中等地震已有较完整记录
, 1 9 7 3年以来中小地震也有

较好地控制
。

通过对阴山带近代和近年来地震活动的研究
,

认为有如下异常特征
。

近年来鄂块体北绿地艇活动明显强
.

中强地震成丛发生

在我 国本世纪第二地震活动高潮期的末期
,

淤山带先后曾发生 1 9 2 9年呼和浩特西 6
. 。、

玲 34 年
.

斤

原 6
李级地展

。
·

之后地震活动相对平静了 2 2年
。

1

, 95 8年以来
,

、 级左右地震逐渐 增多
,

到 1 0 7。 年
·

4 丁
_

一
’

一
_

~ 一
` r 一

’

一
` 一 ’ r

” 一 ” “

一
’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了
一

’

一
’
一

”
-

一
,

与我国华北
、

西南地区强震活动相同步
,

发生一系列中强地震
.

至今仍持续不断
。

其中有 1 9 7 6年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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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厄别
。体路玄

1{ { ! ( l,王b3 )t 飞今子; ( , ! 9 7 (万 1 (, R「加` l

一

牙
~

图 6 阴山带 (币. 39
。

一` 2
. , 入, 19 6

。

一 1 14
。

) 应变释放曲线

格尔6
。

3
、

i盯 6年巴音木仁 6
。

2 、 19 7 9年五原 6
。

o
,

5
。

2
、

1 98 1年丰镇 5
.

8
、

1 98 3年瞪 ! 1 5
.

2级等
,

此外
,

还有16 次 4 级以上中等地震
,

呈现明显的地震活动增强
、

应变能加速释放的状态 《图 6 )
。

这在有文

宇记载和有仪器记录地震的历史上未曾有过
。

李孟盔
、

丁蕴玉等人研究表明
,

大地震前若千年
,

在强

震孕育区周围有一个中强地震明显增强
,

集中活动现象
。

本世纪我国大债地震活动的第四个高潮期已

于 1 976 年结束
, 目前处于相对平静时期

,

而内蒙古阴山山前地震活动尚无明显减弱的迹象
。

在 1 983年

刚刚过去的几个月
,

又在橙口和包头西先后发生 5
.

2和 4 次 4 级以上地震
。

李钦祖等人研究华北地区大地震的成组活动现象 [’ , ,

认为华北地区 6 级以上 地震大多数都是成

组孕育的
。

并给出10 0。年以来
,

共 16 组 84次强震的时空图象
,

一

指出 1 976 年发生的和 林格尔右
二

3
、

巴音

禾仁6
.

2级地鹿已不属于从邢台到唐山的那组地震
,

而是另一组地震的前驱
。

作者支持 此种观点
。

自

巧 76 年发生和林格尔 6
.

3
、

巴音木仁 6
.

2级地震之后
,

阴山带又发生五原6
。

。
、

丰镇乏
, .

8
、

橙口 5
.

2 级和

多次连级上地震 (图 7 )
。

鄂块体北部边缘近年来中强地震成组
、

丛集发生的图象和应变释放明显加

速的趋势是十分醒 目的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洲洲

厂厂彝彝
一l。 }}}}}

牌牌下下下下
绷绷绷

舀舀舀 邑
、

乙 !!!!!!!!!!!!!!!!!!!!!!!!!!!!!!!!!!!!!!!!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丁了蔽下 胃 !!!
.....

}}}}}
_

: : :
_ _ _

_
_ _ _

_
_

{
,】2 : _

,

_
_ _ _ _

二
,

;……
乙乙乙乙乙乙 {{{

图 7 阴山带 1 9 7 6年 以来 M s》 4 .0 级地展分布

2
.

那块体北缘地展活动多年来呈现大面积收缩集中现象

内蒙古地区地震活动存在明显的区域性
。

在不同时期
,

地震活动主要分布在特定区域
。

自六十年

代以来
,

内蒙古地区的 4 级以上地震主要分布在东经 1 06
。

一 114
。 ,
北纬 39

。

一铭
。

闻
,

共发生》 4 级地

震 64 次
,

在此存在这样的特征
:

随时间进程
,

4 级以上地震自 1 95 8年从盆地外围活动逐渐收缩
,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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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7 95 年集中到山前断陷盆地内
,

之后发生中强地震 `目
。

从 1 9 7 6年至现在
, 4 级以上地震仍在 河套

盆地内发生
,

没有向外扩散的迹象 (图 .8 气二b
. c .

d )
。

国内一些强震前中等地震 活动 的时空特

征表明
,

上述中等地震活动似乎予示在河套盆地存在更强地震孕育的迹象
。

目前在狼山山前
、

呼和浩

特一包头之间等明显存在几个 4 级地展活动空段
、

3
.

河套盆地西域存在大面积低 b值区
,

阴山带 b值外推
、

缺较大地双

做 19 5 8年以来的鄂块体北缘地区发生的M s》 3
.

5级地震的震级一频度拟合曲线
,

得卜 。
.
6扮

,

a 二 4
.

19
。

从图 9 明显看到
,

缺 7 级左右强展
。

19 79年五原 6
.

。级地俊后
,

.

内象古大范围b 值时空扫描

( 7) 发现
:

原和林格尔地区的低 b值区向东转咨
,

’

宝原地区低b值区向西 (狼也
一吉兰泰 ) 扩 大 (图

功 )
,

目前河套盆地西域地区 b值仅为。 ; 、一。`彭

气气是二
「
。
粼羲万;瓷卞卞
随随夜分布图图

探探竺七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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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耿洪
,

章爱娜
,

内蒙古b地区 值区时空扫 描
、

( 19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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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音木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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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 d 1 97 7一 19 31年 M s ) 4级地展分布

4
.

近年来鄂块体西北
、

东北边缘中等地展频繁成对发生

郭增建注意和研究了鄂块体四周边缘强震迁移和 呼应发生的问题
,

说明鄂块体四周强震活动有整

体性
。

但这种整体活动并不是时时在进行
,

而是在特定的时期
,

与地壳某种运动及区域应力场的某种

增强有关
。

19 76年华北块体北界
,

在和林格尔— 凉城
,

唐山— 宁河
,

巴音木仁— 橙口三个地段

先后发生一系列强震
、

中强地震
,

它们与各自的强余震存在明显的彼此呼应牵动发生的 规律 “ ] ,

其

中和林格尔6
。

3和巴音木仁 6
.

2级地霆就发生在鄂块体东北和西北边缘
。

1 97 8年上半年
,

在狼山山前连

一一
一户~ ~ ~ ~~ J明~ ~ ~ ~ ~

(8 ) 孙加 林
,

和林格尔 6
,

3
、

唐山 7
。
8

、

巴音木仁 6
。
2级地震呼应关系的初步探讨

、
1匀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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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生几次 4级左右地震
,

与此相对应在大同盆地也连续发生几次4
。

5级地震
,

之后这种呼应 牵动发

双现象又扩大到山西带的北段和南北段的北段
。

如 1 97 9年 8 月 25 日在河套盆地北缘发生五原 6
.

妮级地

震
,

在此之前
, 6 月 19 日在太原盆地发生介休 5

.

1级地震 ; 19 79年 11月 e 日在银川盆地发生强烈有感

的 4
.

6级地震
,

同一天在山西忻定盆地发生代县震群 ( M
o . : = 3

.

8) , 19 8。年 8月 9 日山西带发生平遥
5

.

2级地震
,
之后在南北带北段紧接着发生 5 次3

.

8一 4
.

5级地震 , 1 98 1年 8 月 1 3日大同盆地北发:生
,丰

镇 .58 级地熟 同年巴音木仁发生 .42 级地震
。 _ _

_
_ , _ . .

… _ 一

1 98 2年以来
,

成对发震的现象更加明显 (图1 1)
,

如 1 9 82年 1 月一 10 月鄂块体北缘 甲小 地】提 猪

动较平静
,

10 月 23 日在山西带北段发生一次3
.

3级地震
,

次日在银川北发生 3
.

6 级池震 , 11 月 6日日银

】 . `
. . . . . . . .

. 2
。

1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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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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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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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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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带
、

河北平原带儿乎同时刻分别发生 3一 4级地震 , 8月 9 日在山西带阳曲发生 4
.

3级地 震
,
同

日在阴山带北发生 3
.

5级地震
, 4 月 3 日在张家口发生 4

.

7级地震
,

同日在银川盆地北 发 生 3
.

6 级
`

地

展 , ,4 月 11日在阿左旗南发生 4
.

5级地震
, 4 月 19 日在中蒙边界发生 4

.

1级地震
。

此外
,

银 川盆 地
、

吉兰泰盆地的中等地震与中蒙边界地区中等地震近二年来比较明显存在同时成对发生现象
。

上述现象
,

近年瓜
`

祷别是进她个月来令务突孤 狱反应什闷确月雄不节楚
.

但地震 在 鄂 块 北

缘 (包括西缘和东豫的北豁》
’

比物塔跃是令人注自的事实
。

四
、

结 语

鄂尔多斯块体北部边缘
,

即阴山山前河套盆地地带
,

新构造运动强烈
、

新生代沉积 厚 度 可 观
,

属典型断陷盆地
,

具有发生强烈地展的构造条件
,

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公元前 7 年
、

公元 849 年两 次河

套大地震
。

在近几十年
,

中强地震频频发生
,

成为华北地区第四个地震活动期
,

破坏性地震主要活动

场所之一
,

并至今尚末结束
。

近年来
,

中强及中小地震又出现某种大范围的异常活动
,
因此发生强震

的危险性已不可忽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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