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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球内核快速自转的发现

最近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宋晓东和理查兹首次利用地震波测量了地球固态内核 ,发现它的旋转速率比

地壳和地幔的旋转速率快 , 每年大约快 1.1°[ 1] 。在1994 年 6月以前 , 杨学祥等人就曾对内核旋转速率最快及

地球各圈层呈差异旋转状态进行过理论证明[ 2 , 3] ,并相继讨论了岩石圈向西漂移的原因和地球自转中能量的

转换以及差异旋转与地磁倒转的关系等相关问题[ 4 , 5] 。目前 ,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李四光很早(1972)就发现了涡旋星系的旋转有内快外慢的共同特征并把它与构造运动相联系[ 6] ;盖保

民和马宗晋等人先后提出了地球圈层差异旋转的概念和理论[ 7 , 8] ;郭增建等人否定了柯里奥利力(以下称柯

氏力)在构造运动中不起作用的陈旧观点 ,确立柯氏力是强震和强余震的重要力学原因[ 9] 。这些卓有建树的

研究为内核快速自转的理论预测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

2　柯氏力在圈层差异旋转中的作用

柯氏力使上升物质西移 , 下降物质东移 ,变垂直运动为水平运动 ,是地球圈层差异旋转的首选力源。它使

有垂直物质运动的旋转星体内快外慢地有序差异旋转[ 2 , 3] 。

通过重力分异 , 地球由一个匀速自转的均匀地球演化为圈层差异旋转的分层地球 ,在忽略各圈层间物质

角动量交换的条件下 , 地壳 、上地幔 、下地幔 、外核和内核的理想角速度比值为 0.6:0.7:1.06:3:27 , 其中内核

转速最快[ 2 , 3 , 5] 。

热对流是产生地球各圈层差异旋转的另一个重要过程。显著的液核热对流是液核上层向西漂移的速度

比地幔上层快的原因。它造成地球各圈层无序差异旋转状态
[ 2 , 5]

。

3　内核快速旋转的重大意义

定量计算表明 , 在重力分异过程中地球降低的重力位能并没有完全变为热能 , 其中有一部分变为地核的

旋转动能。这表明旋转系统和非旋转系统有完全不同的能量转换方式[ 2 , 5] 。角动量交换使热量在核幔边界

积累并导致热幔柱的产生和在地表强烈喷发。这也许是白垩纪中期全球环境巨变的重要原因
[ 2 , 5 , 10]

。这些

推测不仅与“构造的旋回性与地球内部热的周期性累积和释放有关” ,而且还与“地幔内部 ,特别是下地幔和地

核物质运动方式是以垂直运动为主 , 岩石圈的水平运动似乎是深部物质垂直运动的派生物”的最新研究成果

相一致[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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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澜沧—天祝地震系列参数

序号 x y z(km) M T

1 22.9° 99.8° 13＊ 7.6 1988-11-06

2 30.1° 99.4° 24 6.7 1989-04-16

3 31.6° 102.5° 14 6.6 1989-09-22

4 36.1° 101.1° 29 7.0 1990-04-26

5 37.1° 103.6° 3 6.2 1990-10-20

　　　　　　　＊各文献记载深度不一 ,取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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