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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天祝地震系列迁移的有序性

张治洮
(地质矿产部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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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资料 , 将澜沧—天祝地震序列的震中位置(纬度 x , 经度 y)、震源深度(z)、震级(MS ,简用 M)及

发震日期(T)摘录于表 1。

对该系列的迁移关系 , 可用下列 5 式表达:

x
y
= tgθ=8.1 (1)

D = kr =1 000
1

cos2α+16sin2α
(2)

z i+1 - z i <0 (3)

M i+1 -M i < 0 (4)

T i+1 -T i =(1 ±0.12)181(d) (5)

图 1　澜沧—天祝地震系列分析图

1　震中;　2　传递中央线;　3　传递线;

4　传递椭圆短半径;　5　传递椭圆线;　

　6　传递偏离角α;　A　阿萨姆弧

　　以巴塘 —共和连线为西界 , 小金—天祝连线为东界 , 得出中央传递

线 , 大体通过澜沧 ,方向为 N8°E(图 1),式(1)为中央传递线的斜率。

式(2)中 , D 为迁移距离;k 为迁移距离常数 ,取 1 000km。 r 为迁

移方向偏离角系数。在阿萨姆弧前方 , 历史强震纵向传递达蒙俄边境 ,

约 3 000 km;横向传递即南北地震带南段宽度 ,约 750 km , 纵横传递距

比率为 1:0.25。以此比率作椭圆 , 强震实际传递线与中央线夹角为 α,

r为α角所在处的椭圆半经。作图量得澜沧—巴塘 、巴塘—小金 、小金

—共和及共和—天祝传递 α角依次为-11°、55°、-28°、61°, 代入式

(2), D 依次为 804 、301、482 和 283 km;实际移距为 800、330 、560 和

320 km ,误差率为 0.01 、0.10 、0.16 和 0.13。

式(3)和式(4)分别表示 , 随地震依次传递 , 深度渐浅和震级降低。

式(5)表示传递时间间距为 0.5a左右 , 最大误差率为 0.12。

在 5 震 25个参数中 , 澜沧地震的 z 、共和地震的 z 和 M 未被上述

公式包容 , 即为无序成分。以与公式相容的参数个数除以参数总个数 ,

称为有序度 , 澜沧—天祝系列有序度为 0.88。

澜沧—天祝强震系列 ,大体上沿印度板块东突角———阿萨姆弧作

用力方向的两侧 , 摆动式向北传递。其传递方向稳定性和有序度之高 ,

实属我国大陆本世纪罕见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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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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