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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部的地壳及上地慢构造

周海南 冯 锐 张伯明

( 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

摘 要

本文利用中国数字地震台网的资料
,

对足仑山一柴达木盆地一秦岭一大别

山 纬向构造带的地壳及上地慢构造进行 了研 完
。

沿这一构造带沉积层平均厚度

为 8 k m
,

剪切波速度日= 2
.

62 k m /
s ,

壳内平均速度较 低
,

为 3
.

sk m /
s左右

,

在下地壳还存在低速层
。

地壳平均厚度 为48 k m
,

自东而西 相差不 很大
。

上地

慢低速层在 70 一 90 k m 深处开始 出现
。

这种构造特征有别于地 台 和 高原
,

具有

块体间的过 渡性质
,

表明这是 中国地壳块体 中的一个独立构造单元
。

一
、

引 言

对中国地壳及上地慢构造
,

近年已有人从不 同的角度进行了研 究 〔 1
、

幻
、

1 ) ,

张文佑

等 ( 1 9 8 6 ) 根据地质资料指出
,

中国地壳可划分为六个基本构造单元
,

昆仑山一祁连山一秦

岭断褶系是中国地壳块体内的一个独立构造单元〔 3 〕 ,

也是位于中国中部的一条东西 走向的

纬向构造带
。

其绵延 4 0 0 0余公里
,

地理上包括昆仑山
、

柴达木盆地
、

秦岭和大别山
,

沿这一

地带地形起伏
,

地质构造复杂
,

地震活动表现出明显的分段特征
。

从深部构造来看
,

其位于

中国地壳其余五大块体的交合部位 ( 图 1 )
。

在这一地区曾布设过门源一渭南
、

随县和下扬

子人工地震测深剖面
,

但由于受到观 测条件的限制均未能对上地鳗的构造进行研究
,

也没有

利用地震面波专门就这一地区进行研究
。

1 9 8 6年中国数字地震台网的建成
,

为研究中国中部这一独特构造单元的深部构造提供了

有利条件
。

我们试图利用上海台记录的青藏高原三次地震的面波资料
,

通过对瑞利波群速度

的反演计算
,

推断这一构造单元的波速分布特点
,

对 比它与其他构造 单 元 的异 同
。

与此 同

时
,

也可以初步了解中国数字地震台网的记录特点和数据质量
。

二
、

资 料

本文选用的三条而波射线路径都近于平行地分布于该块体内部 ( 图 1 )
,

可以保证所得

1 ) 黄尚飞
,

用长周期面波资料反演 中国地 区地壳及上地俊速度结构
,

1 9 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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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反映该构造单元的特点
。

三次地震的基本参数见表 1,

震中位置见图 1
。

图 1 中还给出

了两次日本地震到我国青藏高原的射线路径 〔 5 〕 ,

以作比较之用
。

我们选用了上海 台 记录的

这三次地震的 S波到时后延续 17 分钟的数据
,

用文献 〔 4 〕 的方法计算面波频散
,

即在 利用

多重滤波的 G a u s s
滤波器

么
`

F ` 。 , 二

一 [一 (导 )〕 ( 1 )

时
,

根据群速度与周期具有相等测定误差的原则

乙U / V = 乙T / T

可导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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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 中国地 展台网 .l病时报告 》

由此得到精度较高的瑞利波群速度分布 ( 图 2 )
。

为了对比
,

图 2 中还给出了华北地区和青藏高原的瑞利波群速度值 〔 5 〕 ,

相 应 的地震射

线已示于图 l 中
。

由于本文选用的三次地震的震级相对较小
,

所激发的长周期面波成分还不

够丰富
,

目前只能得到周期 T = 15 一 I G o S的而波频散数值
。

由图 2 可见
,

该地 区的面波频散

值介于华北地台与青藏高原之间
,

但偏向于青藏高原
。

周期在 7 0 5 以下的瑞利波群 速度值比

较偏低 ( 2
.

7 5一 3
.

35 k m /
s )

,

周期为 7 05 以上的瑞利波群 速 度 值 则 逐 渐 接近地台区的仇

( 3
.

6 01’ m /
s )

。

据此可以推断
,

该区的地壳介质
一

可能较为破碎
,

而上地竣之下 的 结 构同大

陆地仄比较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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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瑞利波群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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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地壳
.

上地慢构造

根据线性反演理论 〔们
,

可求得这条东西 向构造带的剪切波速分布 ( 图 3 )
。

从 图 中可

以看到
,

它的沉积层平均厚度为 s k m
,

日
二 2

.

62 k r n
/

s ,

看来巨大的柴达木陆相沉积盆地 ( 主

要是喜马拉稚期的第三纪沉积 ) 对短周期面波的影响很大
。

该区地壳结构的突出特点是壳内

的平均速度较低
,

为 3
.

s o k , n
/

S
左右

,

而且在下地壳还存在低速层
,

速度 降 低为。
.

珠 lt1 /
, 。

这种偏低的速度分布是从结晶基底一直延续到M ol l 。
界面的

,

中问部位跳速度 变化徽并不太
`

大
,

这同华北地 台的速度随深度逐渐增加的特点十分不同
。

从地质上看
,

这个地区属于强烈

p ( k m `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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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部 东西构造带的剪切波速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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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摺皱带
,

深大断裂发有
,

而且前古生代扬

子褶皱 ( 7 亿年或更古老 ) 和古生代的加里

东
、

华力西褶皱运动的古老基底普遍出露地

表
,

这显然是造成该区地壳内波速整体性偏

低的主要原因
。

有趣的足
,

中国中部的这条

东西向构造带虽然绵延 4 0 0 0多公里
,

但它的

地壳厚度 自东而西却相差不是很大
,

从已有

各种深部资料看
,

东段下扬子地 区地壳厚度

约 4 o k m
,

中段兰州一西安约 45 k m
,

西段柴

达木一昆仑山约 50 一 6叶 m
。

反 演 得到的该

区地壳平均厚 度 为 4 8 k。 ,

该 数 值 基本在

地台与高原之间
。

本研究中得到上地鳗顶层

的剪切波速度为 4
.

25 k m s/
,
低速 层 大体在

70 一 90 k m 深处开始出现
,

速 度 降 低 约 0
.

2

k: m / s
。

70 一 13 k0 m 深 处 的 上 地 鳗 低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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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位置同华北地区相当一致 1)〔 6 〕 ,

但不同于青藏高原
。

虽然更深处的速度值 ( 4
.

3 3 k m八 )

已接近青藏高原的速度
,

不过由于 目前缺乏周期在二0 0 5以士:的面波资料
,

我们还难以做更多

的推论
。

应该说明的是
,

本文只做了该区平均速度模型的研究
,

但这一构造带的分段性也还

是突出的
,

比如在东侧秦岭一大别山段和西侧柴达木段显然存在右
二

姿异
,

这在图 2 中的地震

E
,
和地震 E : 、

E 3
的频散曲线上 已经反映出来

,

这是今后 应该进 行研究的
。

总之
,

这条东西走向的构造单元的深部沟造刃
:

介于地台与中新生代高原之间的
,

这种差

异特征由上地壳一直延续到 1 3 0k m 深处
,

它不 同于华北
、

华南
、

塔里木与青藏等几个内部构

造相对均一的块体
,

它属一种块体拚合处的过渡性构造
。

四
、

结 论

1
.

位于中国中部的昆仑山一柴达木一秦岭东西 向构造带的地壳波速低
,

上地慢低速层较

浅
,

这种构造特征有别于地台和高原
,

具有块体间过渡的性质
,

这是中国地壳中的一个特殊

构造单元
。

2
.

中国数字地震台网的建立是成功的
,

可提供短频带
、

大动态
、

高精度的数据
。

它所提

供的数字磁带具有信息量丰富
、

可利用率高
、

使用方便和便于采用计算机进行大数据量处理

等优点
,

新台网的建成将推动我国地震工作的进展
。

本项研究的时间较为仓促
,

上述结果仍是初步的
。

作者感谢陈国英
、

黄尚飞对工作的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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