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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迁移早已被地震界所关注和研究,而陆上丝绸之

路正是当前全球政治与经济关注的热点区域。在陆上丝绸

之路,大地震发生的一个奇特特点是地震迁移是从地势高的

地震区向地势低的地区进行的。我国西部地区的地震迁移

多是由地势高处向地势低处迁移。而在国外,如土耳其北部

沿安纳托利亚断层上的地震迁移也是如此,始发震为1939
年12月16日的埃津兼8级大震(图1)。图2为该地区17
世纪的一次大震迁移,图中的长条形椭圆为大震的极震

区[1]。处于陆上丝绸之路终端的意大利的地震迁移也是由

高处向低处进行的[1]。

图1 1939年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断层上大震的迁移

   (韩竹军等,2000)
Fig.1 ThemigrationofTurkeyearthquakeinAnatoiafault
   (Hanzhujun,etal,2000)

  在丝绸之路带上还有其他地震存在此现象[2]。

当在地势高处发生大震后,我们应注意在不长时间内可

能还会有大震在地势低处相继发生。据此可沿地震带或发

震构造带向地势较低处去寻找未来大震区。如位于丝绸之

路起点的西安,其东边的华山附近于1556年发生8⅟级地

图2 17世纪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断层上大震迁移

   (韩竹军等,2000)
Fig.2 ThemigrationofTurkeyearthquakeinAnatoiafaultin
   the17thcentury(Hanzhujun,etal,2000)

震,随后的1568年晚期强余震就迁至华山西边地势低的地

方。又如2008年汶川8级地震震中区的九鼎山甚高,后于

2013年震中迁至地势相对低的芦山地区(7级)。其影响机

制也可能与地形影响下的库仑应力有关[3]。

上述指标简单,且有很强的操作性,对于地震长期预测

或城镇防震减灾区划都有一定意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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