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地形上来看
,

以上诸地震带与地面上较高的地带相一致 (包括 由高变低的交接区 )
,

但与地面上具体的地质断层带并不太一致
。

这说明上述地震带受深部更大规模的运动状

态所制约
。

我们认为这是岩层圈受水平挤压而翘曲的结果
。

由于岩石圈之下为软流层
,

所 以对岩石圈受力变形的问题可作为板层受力的情况来

考虑
。

根据某些学者的研究
,

我国大陆承受着来自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板块的挤压 ( 挤压

方向如图中的箭头所示 )
,

另外由于欧亚大陆的反作用力
,

所 以中国大陆可视为受上述

诸水平力作用的板层
。

当这个板层受力失稳后就可形成波浪式的形变
,

即 有 波 峰 和波

谷
。

这些波峰地带相应着图中的六个地震带
。

波谷地区
,

’

地震比较弱
。

图中 2 带和 2 `
带

相交会的地 区地震特别活跃
,

这就是南北带
。

以上地震带中大震常有呼应迁移现象
。

如 2 带通贯华北与西南
,

所以这两地大震呼

应明显
。

这一点是有预报意义的
。

另外在波谷地区可能有液体矿 ( 如石油和热液 ) 的富

集
,

这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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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许多大震前的短临前兆具有突跳性质
。

由于它易于觉察
,

所以具有重要意义
,

但其成因还未确定
。

我们试图以
“
液压破裂

”
观点来解释这个现象

。

如所周知
,

在地壳浅层具有储存流体的构造
、

裂隙和孔隙
。

有的液体将封闭其内
,

有的可 以渗流泄走
,

称为非圈闭体
。

在圈闭体内
,

平时一般有较高的孔隙压力
。

非圈闭

体虽然孔隙压力不高
,

但如含水层受力急剧
,

则流体渗泄不及
,

因之也会 提 高 孔 隙压

力
。

在大震之前
,

震源区和其附近可能是 由于大区域应力的变化
,

亦或是震源附近某些

部位上蠕滑引起的应力急剧重分配
,

致使一些原来孔隙压力较高的圈闭体因其内孔隙压

力增高而破裂
。

这样就会急剧地形成油井自喷
,

井泉涌流等现象
。

然后孔隙压力降低
,

喷涌停止
。

这就是与地震来临有关的
“
液压破裂

” 。

上述液体剧喷
,

可 以引起许多次生前兆
,

例如地气
,

地雾
,

水化学和氮气异常等
。

另外液体剧烈喷射或急流可引起一定强度的过滤 电势
,

相应亦可引起磁的扰动和地光
。

再者原先被封闭的水流入其他一些地方时还可引起那里视 电阻率的降低
。

在临震前动物

异常显著
,

它也可能是
“ 液压破裂

” 引起的地电流
、

磁流
、

地味和其他放射性物质刺激

了动物而造成的
。

由于
“
液压破裂

”
是突跳性的

,

所以由它引起的前兆一般也是突跳性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