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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震活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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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根据云南历丈和现代的地衷活动情况
,

总结提出了云 南地

襄活动具有频度高
、

强度大
、

震源浅和破坏性大的特征
.

强震的类型可分为主震型

和主震余震型两类
,

本世纪以来强衷活动具有沿逆时针方向迁移的特征
。

本文初步

对这些地震活动特征的形成原因作了一些分析探讨
,

最后根据这些地襄活动特征

提出了云南地区地衷预报的一些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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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前言

云南是我国最主要的地震活动区之一
。

从历史地震的活动情况来看
,

该区地震活动不仅

频度高而且震级大
,

自公元 886 年有地震记载以来
,

共发生过 7 级以上强震 19 次
,

其中本世

纪初 1 9 00年到 1 991 年的 91 年间发生 n 次
。

从云南近些年来地震活动的统计情况来看
,

平

均每年要发生 1
.

0 级以上地震 3000 到 4000次
,

月平均为 2 50 次
,

日平均 10 多次
。

从地震活

动的情况来看
,

如果每个月的小震活动是在月平均值附近
,

空间分布较为均匀
,

则属于地震

的正常活动
,

在这种情况下
,

一般不大可能发生较强的地震
。

如果小震活动突然增多或突然

减少
,

就有可能要发生较强的地震
。

因此
,

研究其地震活动特征
,

对于云南地区地震的监测预

报是十分重要的
。

本文对云南地区地震活动特征进行了研究
,

据此对该地区的地震预报问题

提出了一些对策
。

2 云南地震活动的特征
’

从历史和现代地震活动的资料分析
,

云南地震活动特征表现为
:

( l) 频度高
、

震级大
,

而月近几十年来地震频度和震级都呈上升和增强的趋势
。

(2 )震源浅
、

破坏大
。

云南的强震震源深度一般为 1 0一 2k5 m
,

滇东地区为 10一 15k m
,

滇

西和滇西南地区为 2 0一 2 sk m
。

由于浅源地震的能量集中于地表
,

所以地面破坏大
,

地震烈

度高
。

(3 )强震的类型分为主震余震型和双主震型两类
。

自 1 500 年到现在
,

云南共发生过 7 级

以上强震 19 次
,

滇东地区 9 次
,

滇西南地区 7 次
,

滇西和滇西北地区 3 次
。

滇东
、

滇西和滇西

北地区地震类型主要为主震余震型 ;滇西南地区主要为双主震型
,

自 1 9 4 1年到 1988年
,

发

生过 3 次双主震型强震
,

第一次是 1 94 1 年的耿马
、

澜沧两个 7 级地震
,

两次地震之间相隔半

本文研究中使用了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 988 年出版的《西南地震简目》的资料
.



4 4 西北地震学报 第 17 券

年 ; 第二次是 1 9 7 6年的龙陵 7
.

3和 7
.

4级地震
,

两次地震之间相隔 1 个多小时 ;第三次是

1 9 8 8 年的澜沧
、

耿马的 7
.

6 和 7
.

2 级地震
,

两次地震之间仅隔 10 几分钟
。

( 4) 滇东和滇西南地区地震发生的频度较低
,

但震级大
,

是云南强震活动的主要地区
。

滇

西和滇西北地区地震活动的频度高
,

但一般震级较小
,

是云南小震活动的主要分布区
。

滇中

和滇东南的文山地区地震活动的频度较低
,

震级也较小
,

相对地说是云南地震活动比较宁静

的地区
。

云南的强震活动大都具有突发性
。

( 5) 本世纪以来
,

云南的强震活动具有明显的沿逆时针方向迁移的特征
。

自本世纪初

1 9 1 3年峨山的 7 级地震到 19 8 8年澜沧
、

耿马的 7
.

6 和 7
.

2 级地震
,

共有 11 次 7 级以上强

震
,

在时空分布上
,

这 n 次强震明显地按逆时针方向迁移 (图 1 )
。

图 l 云南 7 级以上大衷逆时针迁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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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第一次 7 级地震于 191 3年发生在滇东南部的峨山
。

第二次地震向西迁移
,

于

1 9 2 5 年发生在大理
。

第 3
、

4次地震迁至滇西南中部的耿马
、

澜沧 ( 1 94 1 年 )
.

第 5 次地震向

南迁至滇西南南部的励海 ( 19 5 0 年 )
。

第 6 次 7
.

7 级地震又迁回到滇东南部的通海 ( 1 9 7 0

年 )
。

第 7 次 7
.

1 级地震迁至滇东北部的大关 ( 1 9 7 4年 )
。

第 8
、

9 次地震 (7
.

3 和 7
.

4 级 )又向

西迁至滇西南北部的龙陵 ( 1 9 7 6 年 )
。

第 1 0
、

11 次地震即 19 8 8年澜沧
、

耿马 7
.

6 和 7
.

2 级地

震
,

又迁回到滇西南中部
。

根据强震逆时针方向迁移的这一特征
,

预计云南省内下一次 7 级

以上强震有可能在 2 0 00年前后发生在滇西南的南部地区
,

或在下一个世纪初发生在滇东地

区
。

3 云南地震活动特征形成的原因

云南是一个地壳活动中应力比较集中的地区
,

所以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地质

构造
。

该区内构造活动比较强烈
。

本世纪以来形成云南 7 级以上强震逆时针方向迁移的特征的原因
,

目前还无法确切地

解释
。

初步认为可能与云南一直受到一个右旋力的作用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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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地震的适鱼兰皿
-

怠的来说
,

形成云南地震活动上述特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云南西部和西北部受到一个

来自西南方向的较强应力的作用
,

同时北部又受到一个来自四川的向南应力的作用
。

来自西

南方向的应力可以解释为
:

印度板块自西南向东北方向插入和挤压中国西藏的南部
、

云南的

西部和西北部
,

使西藏和云南上升形成了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
。

同时云南北部还受到来自四

Jll的一个
“

菱形板块
”

向南的挤压
。

在这两个应力的作用下
,

整个云南地区发生了顺时针方向

的扭转 (右旋 )
,

使原来东西向的山脉和河流
,

逐渐旋转成西北一东南向
,

而受力较大的滇西

地区则完全成了南北向
,

形成了那胃的
“

横断山脉
’ 夕

及相应方向的河流和断裂 (图 2)
。

滇西特

别是滇西 J以也区
,

处于印度板块的前锋
,

受力较大
,

所以地壳比较破碎
,

只要在一般内外力的

作用下
,

就能引起这些碎块的活动而形成小震
,

这便是滇西地区小震多的原因
。

滇东和滇西

南地区
,

不是主要受力地区
,

因而地壳内只形成一些裂纹
,

这些裂纹把地壳分割成了较大的

块体
,

这些较大的块体在一般应力作用下不会活动
,

所以小震少
,

当受到的力达到足以使这

些块体活动的时候
,

强震便发生了
,

而且发

生很突然
,

这就形成了滇东
、

滇西南地区平

时小震少
,

但发生强震的概率大和强震具

有突发性的这些特征
。

云南的中部和滇东

南的文山地区
,

一个处于两个作用力的回

旋地区
,

一个离两个作用力较远
,

因而形成

更大的块体
,

外力的作用无法使其活动
,

所

以大震
、

小震都很少
。

从整个西南地区来看
,

在印度板块的

挤压下
,

形成了云贵高原
,

贵州地区也属于

云贵高原的一部分
,

但由于该地区远离这

两个板块的作用
,

所以地壳比较完整
,

夕肋
根本无法使其剧烈活动

,

这就形成了贵州

从古到今地震很少的情况
。

从贵州向西
,

经

过云南到缅甸地震活动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分布态势
,

即贵州地震很少
,

到了云南东部

则是一个强震活动区
,

到了云南西部小震

活动十分活跃
,

进入缅甸后大震
、

小震都比

较多
。

四川在印度板块和区内
“

菱形板块
”

的作用下
,

形成了沿
“

菱形板块
”

前锋边缘

上的一些大小块体
,

这些大小块体的活动
,

构成了四川松潘一平武地震活动带和甘孜
一炉霍地震活动带 (图 2 )

。

图 2 西南地区受力状况和襄中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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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云南地震预报对策

根据云南地区地震活动的特征
,

地震预报的重点应放在滇东和滇西南强震活动区
。

在这

一地区
,

把一些有效的前兆观测仪器组成前兆观测台阵
,

将观测结果输入到一个分析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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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对前兆信息进行分析处理
,

最后提出预报意见
。

根据云南 7 级以上强震逆时针方向迁移

的时空特征
,

对估计在短期内可能发生强震的地区
,

应加强和组织前兆信息的流动观测
,

及

时作出分析判断
,

提出短期或临震预报意见
。

根据云南强震震源深度为 10一 25 k m 的这一

特征
,

在滇东地区要特别注意 1 0一 15 k m 深度的小震活动
,

滇西和滇西南地区要特别注意

2。一 25 k m 深度的小震活动
,

这些小震可能就是强震发生前的前震或是信号震
.

在滇西南双

主震型强震活动地区
,

在预报
、

抗震
、

防震
、

救援等各个方面都要从双主震型这一特征采取相

应的对策
,

要抓紧第一个主震与第二个主震之间的时间进行前兆信息的观测
,

为强震的预报

提供微观和宏观资料
。

在滇东和滇西南地区
,

要加强强震观测 (应包括固定观测和流动观

测 )
,

为云南地区的抗震
、

防震提供和积累丰富的资料
。

在观测仪器方面
,

地声作为地震前兆信息的一种观测手段
,

对地震预报来说是比较有希

望的
。

地声在研究矿山塌方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

如果在滇东和滇西南强震活动地区布置一

组设于地下几百米乃至千米的地声监测台网 (利用该地区的一些深孔 )
,

对来自不同方向和

地区的地下微弱的地声活动进行分析研究
,

是可以捕捉到强震前的一些前兆信息的
。

这项工

作过去有人做过
,

但因投入较少
,

没有形成台网
,

同时在监测布置和技术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

所以没能发挥地声监测在地震预报中的作用
,

今后应重视地声的观测研究
。

5 结束语

云南的地震活动
,

无论从历史地震活动和现今地震活动的情况来看
,

都有着其固有的活

动规律和一些明显的特征
。

如果深入地研究地震的活动规律和特征
,

并探讨其形成原因
,

无

疑对确定地震预报的主导思想
、

方法和对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本文 1 99 4 年 4 月 2 6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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