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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及邻近地区的强震活动与

构造应力场的基本特征

1
.

乌鲁木齐及邻近地区的强震活动特征

地震资料取自新疆地震目录①
,

对其中个别的地震进行了重新分析处理
。

选取 1 9 5 0一
`

1 9 8 9 年的呱 ) 4
.

7 地震做时序图 (图 la )
,

用文献 〔2〕 的方法进行地震分期
,

由于乌鲁

木齐及邻近地区仅仅是北天山地震带上的一个小区
,

故称为地震分段
。

图 la 所示的强震

活动可以分为 6 段
。

其中地震活跃段是 1 9 5 3一 1 9 5 5 年
,

1 9 6 5一 1 9 6 7 年
,

2 9 5 0一 2 9 5 3年
。

在活跃段内
,

一般发生 6 级或多次 5 级地震
。

平静段持续 9一 12 年
,

活跃段仅为 3一 4 年
。

分析图 a1 可以看出
,

90 年代中期以后
,

研究区内的地震活动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段
。

由 1 9 7 1一 1 9 8 9 年 M李 3 地震求出的 b 值为 0
.

6 9 (图 l b )
,

高于北天山地震带
〔 3 , 。

由

图 1勺可以看出
,

研究区内缺 6 级地震
,

最大震级为 6
.

5 级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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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及邻近地区 MS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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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鲁木齐及邻近地区展级一频度关系

1 971 一 1 98 9 年
,

研究区内总计发生 3
.

0一 3
.

9 级地震 122 次
,

4
.

0一 4
.

9 级地震 26 次
,

5
.

0一 5
.

9 级地震 5 次
。

图 2 为地震能量释放曲线
。

分析图 2 可见
,

有 4 次较大的地震能

量释放
,

表明该区地震活动有群发性
、

丛集活动的特点
。

由图 3
、

图 4 可见
,

强震活动主要沿东西向分布
。

在北纬 4 3
0

20
`

以北地区这种分布更

加明显
。

研究区内清水河与雅玛里克山断裂的交汇处
,

地震活动尤为频繁
,

在该地发生的
1 9 8 2 年 4

.

1 级
、

1 9 8 6 年 5
.

0 级地震距乌鲁木齐市区很近
,

引人瞩目
。

北纬 4 3
0

20
`

以南

区域
,

多分布北天山北西向主构造的分支构造
,

地震活动沿构造带分布
,

共发生 5
.

0一 5
.

9

级地震 4次
,

最大的为 1 9 3 7 年的 5
.

5 级地震
。

1 9 8 3 年发生的 5
.

0 级地震
,

乌鲁木齐市区

震感较强
。

近期中小地震活动多发生在乌鲁木齐市区边缘附近
,

对市区影响较大
,

应加强研究区

内的主要构造带近期地震活动的研究
,

以期对较大地震进行预测预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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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乌鲁木齐及邵近地区 1 9 7 1一 1 9 8 9

年地震能量释放及 M ) 4地震

M一 T图

2
.

乌鲁木齐及邻近地区的构造

应力场

研究区内的地壳厚度平均为 42

公里
,

p 波的传播速度为 6
.

01 公里 /

秒 浮 波为 3
.

45 公里 /秒闭
。

表 1 列出

了 1 9 6 5一 1 9 8 9 年发生的 6 次地震的

震源机制解
。

1 9 7 3一 1 9 8 9 年乌鲁木

齐台单台平均机制解结果见表 2
。

由

表 l
、

2 作出强震及单台小震平均机

制解分布图 (图 5)
。

由图可见
,

研究

区内最大主压应力 P 轴方位为北北

东
,

仰角平缓
,

震源断层以倾滑逆断

层为主
。

说明该区主要受北北东向的

水平挤压
,

也有一定的垂直运动迹

象
,

这与新疆乃至喀喇昆仑地区的构

造应力场分析结果吻合 5t 旧
。

由表 2

可见
,

1 9 8 1 年和 1 9 8 2 年最大主压应

力 P 轴由原来的北北东方向 (P 轴平

均方位 1 9 80 ) 转向近东方向
,

P 轴转

图 3 乌普木齐及邻近地区 1 6 0 0一 1 9 8 9

年 M ) 4
.

7 地震震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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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乌鲁木齐及邻近地区 1 9 7 1一 1 9 8 9

年 M ) 3 地震震 中分布
1

.

M = 3
.

0一 3
.

9 2
.

M一 4
.

0一 4
.

9 3
.

M = 5
.

0一 5
.

9

4
.

1 9 7 1一 1 9 7 8 年地展 5
、

6
、

7 为 1 9 8弓一 19 8 9 年 l一 2

类精度地展
,

展源深度分别为 l一 9腼
、

0L 一 2。恤和

2 0一 3 0k m

P 波初动资料选自 IS c 及中国新强的地震台网观测报告
。

单台平均机制解用乌鲁木齐台 1 9 73 一 1 9 89 年 8 50 次小震求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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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近 6 1
。 ,

而 1 9 8 3 年研究区内共发生 3 次 5
.

0一 5
.

4 级地震
。

由此可见
,

P 轴的突然转向与

这些地震活动有关
。

地震发生时段
,

单台小震平均机制解无法作出
,

吴氏网上点子散乱
。

1 9 8 3年和 1 9 8 6 年均出现上述现象
。

地震发生以后
,

小震平均机制解恢复至震前状况
,

`

P 轴方位回转至北北东方向
,

与区域构造应力场一致
。

表 1 乌鲁木齐及邻近地区震源机制结果

编编编 发 展 时 刻刻 展 中 位 置置 展展 震源源 节 面 AAA 节 面 BBB P轴轴 T 轴轴 N 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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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中资料为王盛泽
、

高国英处理结果

表 2 乌鲁木齐地震台小震平均机制结果

编编编 时 间间 节面 AAA 节面 BBB P 轴轴 T 轴轴 N 轴轴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年年年年 走走 篙篙 鳖鳖 走走 瞥瞥 鳖鳖 在在 驾驾 方方 仰仰 在在 絮絮向向向向向向向 向向向向向向 位位 角角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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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9 19 8 111 4333 SEEE 6 555 1 2 555 N EEE 7 444 8 222 2 888 1 7 222 777 2 7 444 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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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444 1 9 8 888 633333 9 000 1 5 444 S WWW 7 000 19 777 1 444 2 9 000 1 444 6 111 7 000

lll 555 19 8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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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22 sEEE 7 444 1 2 666 S WWW 7 444 16 999 2 111 7只只 000 3 4 777 6 888

注
:

表中资料为王盛泽处理结果
,

其中第 n 栏资料较差
。



王盛泽
:

乌鲁木齐及邻近地区的强震活动与构造应力场的基本特征

3
.

结论

(李) 乌鲁木齐及邻近地区是

北天山地震带上的一个强地震活

动区
。

地震活动主要沿东西方向

展布
。

自 1 9 5 0年以来
,

该区内强

震活动呈现三个活跃段
,

一般持

续活动 3一 4年
。

活跃段内发生 6

级或多次 5 级地震
。

本世纪 90 年

代中期以后
,

该区内地震活动可

能会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段
。

清水

河与雅玛里克山断裂的交汇处
,

地震活动频繁
,

可能是下一个活

跃段强震活动的区域
。

··

J阜康康

聋聋聋
自⑤命必L

1 973 19 74 1 9 75
·

1 98 2 198 5

⑧会⑧凶必
19 76 19 77 19 78 19 87 1 98 8

⑨L澎L
19 7 9

图 6 1 9 7 3一 1 98 9 年乌鲁木齐各单台平均机制解

(图中数字为表 2 中的编号 )

( 2) 研究区内主要受北北东向的水平挤压
,

震源断层以倾滑逆断层活动为主
,

主压应

力 P 轴仰角平缓
。

该区内的应力场主要与印度板块北移与欧亚板块碰撞有关
。

( 3) 在分析中发现
,

1 9 8 6年 6 月 13 日 5
.

0 级地震的震源机制解与研究区内其他地震

机制解有不同之处
,

最大主压应力 P 轴方位为 9 9
。 。

这次地震发生在清水河与雅玛里克山

断裂带的交汇处
。

它是否反映了小区域内地震断层特征或局部的应力变化尚难定论
,

需要

进一步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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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了朱令人研究员
、

戈澎模
、

柏美祥
、

王桂岭付研究员的热情帮助
,

高国英
、

吴小玲在工作中给予了支持
,

谨此致谢
。

(本文 1 9 9 0 年 12 月 11 日收到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 王盛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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