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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地区的地震活动性

唐铭麟 于军

( 辽宁省地震局 )

摘 要

1 97 5年海城7
.

3级大震前后
,

迁宁地 区地震活 动的时空分布具有显著 不 同

的特征
。

大震前
,
小震活动主要集中在辽 东半岛

,
以海城为中心逐渐形成围空

区
,
小震活动 自外围向震中区迁移和集中

,

震前一年
,

能量及须次急剧增加
。

大震以后地震活动明显的受北 东和北 西 两个构造方向的控制
,

形成 N E和 N W

方向的地震活动带
。

全区 出现明显的地震活动重复周期
,

时间为19 个月左右
,

近于
” 倍九 “ 的关系

。

辽西地 区的地震活 动受唐山地震余震活动的控制
,

两者

呈紧密的呼应关系
,

形成广 义的余震
。

一
、

地震活动空间分布特征

辽宁自公元 421 年就有历史地震记载
,
至 1 9 7 0年文字记录的地震仅四十余次

。

零星分布在辽 东 半

岛和辽西地区
,

在空间上规律性不明显
。

19 7 5年 2 月 4 日海城 7
。

3级
)

大震 前 三年
,

小震活动以海城为

中心逐渐形成围空区 lt l
,

自外围向震中区方向迁移和集中 t幻 ,

出现明显的规律性分布
。

地震释放能

量丫可是地壳介质应变的一个量度 t’ j
。

本文使用 “ 构造流变参数
” F “ ]

,

通过小震活动来反映大震前

地壳应变的分布和发展特征
。

F =

命 1I
E ` d * d T

( 1 )

( 1 ) 式中A和 T分别代表面积和时间
,

E l邝是单位时间单位面积地震释放的应变能
。

地震 释放的能

t 按下式
I o g E = 1 1

一

8 + i
。

s M s ( 2 ) 计算
。

本文将 1 9 76年 2 月海城 7
.

3级大震前一年即 1 9 7 4年在辽宁地区发生的地震
,

分三个阶 段
: 1 9 7 4年 1

月一 s 月 , 1 0 7吐年 4 ~ 6 月
,

和 1 1
、

1 2一 1 9 7 5年 1 月
,

按 ( i ) 式计算 F ,

再求出每 1 0 0平 方 公里 的

l o g E 11 2绘出等值线 (图 1 )
。

很显然
,

应变释放的等值线
,

首先自海城震中区的外围形成围空区
,

然后逐渐向震中区收缩
,

至 1 9 7 4年 8 月间 lo g E 皿z活最大等值线收缩为包围震中区的闭合线 (图 I B )
。

越接近展中租发震时刻应变里越大
。

从 19 74年 1 月最先出现的外围区 10g E 盆l岛 = 3
。
。到 19 75年 1月接近

展中的 ! og E t l . = 6
, 。的等值线

,

两者相差三个数量级
。

这一地震能量择放的分布特征
,

反映了 孕震

过程中的地壳应变变化 “ 气

海城大震以后震中分布主要受 N E和N W两个构造方向的控制
,

尤其唐山地震后这个特点更为明显

(图 2 )
。

M ` 3 级以上地震的分布
,

呈 N E和 N W两个条带
。

海城地震后以 N W方向活动为主
,

而 1 9了6

年 7 月的唐山 7
。

8级地震加强了北东方向的地震活动
。

这样在辽西地区形成了 N E 和N W方 向地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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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2 7 0召年 s
、

4
、

6月地捉 l og E, 等值线

t

B i ,? `年 e
、

7
、

s
、

月地展 zo g E 名等值线

皿

c i , 7遴年 1 1
、

1 2月
,

1 0 7 5年 i 月地 晨 lo g E 忿等值线

带的交汇点
,

在 19 76 和 1 9 77 两年形成地震密集区 (图
、

: )
,
显示出N E和N w 方向同时活动的特点

.

、 公

二
、

地震活动的重复周期

辽宁地区 自公元 . 1年有历史地震记载以来
,

仅于 1 8 5 5

—
1 8 61 年在辽东半岛山现过一 次相对的地

震活跃期
,

六年间共发生了五次M s大于 6 级的地震
,

其中 18 6] 年金县发生了 M s 二 6
.

0级的 地展
,

达

到最高峰
。

此后至本世纪四十年代
,

即 l o 4 c年发生了熊岳 5
.

; 级和 1 9 44 年月东。
.

7 圾 的 她双
,

从 1。“

一 1 9了2年又发生一些 4 级多的地震
,

至 1 0 7 5年海城大震前
,

整个历史时拓姚震括社水邵较低
,

`

并无明

显的周期性
。

海城大盘 的前一年即 1 9 7 4年
,
地震的强度和频度急剧增加 15 1 ,

而这次大震之后
,

在辽宁本土及其

邻近地区 (东经 1 1扩一 1 2 50 , 北纬 38
。

一刁o2 )
,

出现了明显
`

敞地震重复周期
,

伺州 时间 为 1。一 20 个

月 , 地震的频度和强度同时形成高潮 (图 8 )
。

从 1 9 7 4年 12 月至 : 9 8 3年 3 月只年犷的刚间内
,

共出现

五次地震活动高峰 (表 1 )
,

并有逐渐衰衬
、

和再起伏的趋势
。

本文作者根打这一工:批性
’

,

曾于1 9 82年

末预测了 1 0 8 3年 。 月辽宁地 区地震 活动的相对高潮
。

事实证明这一推论是符合客观发展趋势的
。

辽宁

地区地震活动的重复周期
,

很近乎
“
倍九

”
的关系

。 `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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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地震高峰出现时间
间隔时间

期) 月数

(周 I最大震级
(M s) 地点

周期起始
月的震次

(M s) 1)

高峰所在月份地震
能量总和艺 7百

19 74年 12月

19 76年 8 月

198 7年 5 月

198 0年元月

18 9 1年 8 月

8 9 3 1年 8 月

本溪

辽西

海城

中朝边界

盖县

熊岳

12
.

7x l〔 . (焦耳)

3
.

5 4x I C.

5 9
。

1x l〔 .

48
。

0x l七 .

9
。

0x l〔 .

6
。

1x I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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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高峰出现的地点 (表 1 )
,

除 1 9 7 6年 8 月发生在辽西而外
,

其他几次高峰都集中在辽东半岛

的南部和东部地区
。

这一地区的地震活动
,

约占全省地震活动的90 %
。

三
、

唐山地震与辽西地震的特殊关系

辽西地区公元 42 1年在朝阳发生 5
.

0级地震
,

1 6 98年义县 5
。

O级地震
,

1 96 6年又发生两个 4
.

5级和 4
。

6

级的地震
。

此后再无较大的地震发生
,
活动水平较低

。

自1 97 2年有台网记录至 1 9 76年 7 月 唐山 7
.

8级

地震以前
,

每年地震 ( M s > 1
.

0) 平均为二十次左右
。

1 9 7 5年 2 月海城 7
.

3级地震发生 后
,
辽宁各 地

也随之发生不少地震
,

是地震最多的年份
,

辽西地区的地震也不超过三十次
。

而 1 976年 7 月 28 日唐山
7

.

8级大震发生后的第二天
,

就引起辽西地区小震频繁发生
,

从 19 7 6年 7 月 29 日—
19 7 6年末

,
五 个

贯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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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 9 7 6一 1 9 7 7年唐山地展 余震和辽 西地区地 晨频次同步衰减 和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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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盛 1马7 6一 19 7了年唐山和辽西地胜应变释放对比图
。

月时间内共发生M
s

> 1
.

0的地震 2 30 余个
。

并在 1 9 7 7年 6 月阜新市南部发生了 4
.

7级的水库地震石唐山

和辽西的地震活动呈呼应关系
,

唐山先震辽西后震
,

在强度和频度上两者同步起伏
,
辽西滞后一个月

(图 4
、

6 )
。

这种特殊的呼应关系持续两年之久
,

一直到唐山地区再无大于 5 级以上的余震为止
。

唐山地震的余震活动
,

引起了辽西地区形成地震密集区 (图 2 ) 成为唐山地震的广义余震
。

发生这样

情况
,

很可能与唐山及辽西地区 的地质构造有密切关系
,

这一地区主要是北东方向构造
,

而唐山的主

震和辽西地区相应的广义余震的震源断层走向也是这一方向
。

这种特殊关系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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