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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中地区郊一庐断裂带小震活动的分布特征

1
.

引言

邦一庐断裂带是我国东部的一条著名的深大断裂带
。

它
一

,于地震 活动的关系一直是人们研

究的重要课题
。

一般认为该断裂带各段的活动性存在较大差别
。

北纬 3 4
。

以北
,

郑一庐断裂

带的活动较强
,

1 6 6 8年曾发生 8
.

5级大地震
,

而北纬34
。

以南横贯安徽地区的郊一庐断裂带
,

则活动性明显减弱
,

历史上没有 6 级以上强震记载
。

但是
,

这样一条重要的深大断裂带
,

它

与皖中地区小震活动的关系如何
,

也是一 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由于观测资料的限制
,

以

往的文献对这一间题论及不多
。

随着这一地区地震台网的建立及观测资料的积累
,

为分析研

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基础
。

本文利用安徽地 区地震台网」9 7 1年下半年以来的较完整 的 观 测 资

料
,

研究了皖中地区郊一庐断裂带附近小震分布特征
。

根据这一地区的台网控制能力
,

震级下

限取 M : 1
.

5级
。

2
.

小艇空间分布特征

郑一庐断裂带自皖东北的泅县经巢湖至西南的宿松
,

横贯整个安徽地 区
。

该断裂
’
}片在巢湖

以北走向为北北东向
,

由几条相互平行的深大断裂组成
,

断裂带较宽
,

而巢湖以南
,

该断裂

带逐渐转为北东走向
,

宽度逐渐变窄
。

图 1 是 1 9 7 1一 1 9 8 7年安徽地区 M
s 》 1

.

5级地震的震中分布图
。

由图可见
,

皖中地区地震

活动的空间分布
,

在郑一庐断裂带附近形成二个相对集中区域
。

巢湖以北的地震活动在郑一

庐断裂带两侧形成一个密集分布区 ( 以下简称北区 )
,

而 它的东侧地震活动很少 , 巢湖及其

以南的地震活动则在郑一庐断裂带东侧形成一个密集分布区 ( 以下简称南区 )
,

而它的西侧

地震活动很少
。

这两个小震活动区域的边界较清楚 ( 图 1 中虚线所示 )
,

其面积大致相当
,

北区约」二 4万公里
,

南区约 1
.

2万公里
。

虽然这些小震真正发生在郊一庐断裂 带 上 的业不很

多
,

但 小 震 活 动 的 空 间 分 布 却 反 映 了 邦 一 庐 断 裂 带 对 这 一 地 区 地 震 活 动 的 控 制 作 用

。

历 史 上 皖 中 地 区 的 地 震 活 动
l ) ( M》 4哥 ) 分布也与上述规律相一致

。

除 霍 山 地 区 外

,

上 述 两 个 区 域 是 安 徽 的 主 要 地 震 活 动 区

。

3
.

南

、

北 两 区 地 屁 活 动 的 迁 移

图
2 是 1 9 7 1下 半 年 至 1 9 8 7年 南
、

北 两 区 M
s
> 1

.

5级 地 震 时 序 图
。

由 图
2 可 见

,

这 两 个 区

的 小 震 活 动 自
1 9 7 1年 以 来 大 致 可 分 为 四 个 阶 段

: 1 9 7 1年 至 1 9 7 5年 为 南
、

北 两 区 共 同 活 动 阶 段
,

1 9 7 6年 至 1 9 7 9年 为 北 区 活 动 阶 段
,

发 生 了 固 镇
5

.

0级 地 震
,

而 这 一 时 期 南 区 地 震 活 动 平 静
,

19 8 0年 至 1 9 8 3年 又 为 南
、

北 两 区 共 同 活 动 阶 段
; 1 9 8 4年 至 1 9 8 7年 为 南 区 活 动 阶 段

,

而 北 区 地

震 活 动 较 少 ( 图 3 )
。

平 均 每 个 阶 段 地 震 活 动 持 续
4 年 左 右

,

有 关 各 阶 段 地 震 活 动 的 具 体 参

见 表
1
。

4
.

小 结

位 于 安 徽 地 区 的 郑 一 庐 断 裂 带 活 动 较 弱

,

不 论 是 历 史 地 震 还 是 近 十 几 年 来 的 小 震 活 动 没

有 沿 断 裂 带 呈 现 条 带 状 密 集 分 布

。

也 就 是 说 这 一 地 区 的 构 造 活 动 水 平 还 不 足 以 引 起 郊 一 庐 断

1 ) 安徽 地展 目录 ( 待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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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安 徽 地 区 震 中 分 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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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皖 中 地 区 地 震 活 动 图 象 ( 图例同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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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 阶 段
分
区

第一阶段

端 ;聋毓骨沸 {雨

第二阶段 北
1 9 7

一 1 9 7

6年

9年

a 月 2? 日 }二
1 0月 8 日 {俐

第三阶段

1 98

一 1 9 8

O年

3年撼 挑 {雨
一4一北一南

第 四 阶段

1 08 4年

一 1 9 8 7年

6 月
9 月

31 日
住日

裂 带 的 整 体 性 运 动
〔 1 〕。
一 般 地 说

,

在 构 造 活 动 不 强 的 地 区

,

小 地 震 的 空 间 分 布 往 往 带 有 随 机

性

,

在 断 裂 带 两 侧 都 会 有 所 分 布

,

但 通 过 本 文 的 分 析 可 以 看 出

,

皖 中 地 区 的 小 震 空 间 分 布 仍

明 显 受 郊 一 庐 断 裂 带 的 控 制

,

其 影 响 范 围 大 致 沿 断 裂 带 两 侧
1 00 一 1 2k0 m
。

近 十 几 年 南

、

北 两 区 小 震 活 动 有 节 奏 地 迁 移 是 皖 中 地
区 地 震 活 动 的 又 一 个 重 要 特 征

。

从

上 文 的 分 析 可 知

,

在 南

、

北 两 区 各 自 活 动 阶 段 之 间 都 有 一 个 共 同 活 动 阶 段

。

这 对 中 强 地 震 的

预 报 是 有 利 的

。

例 如
1 9 7 9 年 固 镇 5

.

0级 地 震 前
,

不 但 北 区 小 地 震 十 分 活 跃

,

南 区 异 常 平 静

,

而 且 在 此 阶 段 前 的 南

、

北 两 区 共 同 活 动 的 第 一 阶 段 内

,

两 个 区 的 小 震 均 较 活 跃

,

频 次

、

强 度

均 比 第 三 阶 段 为 甚

,

所 以 转 入 下 一 个 单 区 活 动 时

,

其 强 度 也 就 较 大

。

目 前 皖 中 地 区 的 地 震 活

动 所 在 的

“
南 动 北 静
”
阶 段 已 持 续 了

3
.

7年
,

接 近 尾 声

,

今 后 的 地 震 活 动 将 转 入

“
南

、

北 活

动

”
阶 段
。

( 本文 1 9 8 8年 7 月 1 1 日收 到 )

(安庆市地震局 顾方琦、
、
安 徽 省 地 震 局 刘 盛 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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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元 前 70 年安丘 7 级 地震 发 震构 造 的 初步 研 究

公元前70 年安丘 7 级 地 震 发 生 于 郊 庐 断 裂 的 渤 海 和 郊 城 两 个 强 震 活 动 段 之 间
。

作
者
通 过

对 历 史 记 载 的 地 震 破 坏 情 况

、

现 代 形 变 测 量 资 料

、

地 震 活 动 和 野 外 开 挖 资 料

、 ’ 略
C 年 代测定 结

果 的综 合分析 研 究
,

初 步 认 为 北 北 东 向 郊 庐 断 裂 与 北 西 向 益 都 断 裂 交 汇

,

形 成 闭 锁 区
,

构 成 了

这 次 地 震 孕 育

、

发 生 的 构 造 条 件

,

北 西 向 益 都 断 裂 是 安 丘
7 级 地 震 的发 震 断 裂
。

主 要 证 据 有

:

( 1 ) 据史料记载
,

这 次 地 震 破 坏 的 长 轴 方 向 为 北 西 向
,

( 2 ) 5 级 以上 地 震 和 现 代 小 震 沿 益 都 断 裂 呈 条 带 状 分 布
;

( 3 ) 现代形变梯度带呈北西西向
,

益 都 断 裂 的 垂 直 形 变 速 率 大 于 该 段 的 北 北 东 向 的 郊

庐 断 裂

,

北 西 向 断 裂 现 今 显 示 了 明 显 的 活 动
,

( 4 ) 沿益都断裂发现全新世活动剖面
, “ , C测定 结果 表 明

,

断 裂 在 距 今
7 千 年 以 前 有

过 一 次 明 显 的粘 滑 破 裂
,

垂 直 断 距 达
2 米

,

相 当 于 一 次
7 级 地 震

,

而 在 安 丘 一 带

,

沿 郊 庐 断

裂 没 有 发 现 全 新 世 活 动 剖 面

。

另 外 对 郊 庐 断 裂 的 深 部 构 造 背 景

、

第 四 纪 活 动

、

地 震 活 动 等 诸 方 而 的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

深

部 构 造 差 异 和 北 西 向 断 裂 的 切 割 使 郊 庐 断 裂 出 现 第 四 纪 强 活 动 段 和 弱 活 动 段 交 替 的 构 造 格

局

。

在 强 活 动 段

,

北 西 向 断 裂 起 阻 挡 和 闭 锁 作 用

,

北 北 东 向 断 裂 为 发 震 断 裂

,

发 生
8 级 或 多

次 7 级 以上 强 震
,

释 放 的 能 量 与
1 次 8 级 地 震 相 当

;
在 弱 活 动 段

,

北 北 东 向 断 裂 起 阻 挡 和 闭

锁 作 用

,

北 西 向 断 裂 为 发 震 断 裂

,

仅 发 生
7 级 左 右 地 震

,

且 频 度 低

。

( 山东省地震局 王华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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