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地震学报

阜阳一团风断裂带的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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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带简况

在郑庐断裂 带西侧 1 5。

—1 8。公里
,

有一条 与其大致 平 行

的断裂带
,

我们称为阜阳一团风

断裂带
。

它北起 山东滕县附近
,

南至湖北崇阳以南
,

长达 6 00 公

里以上
。

它是中国东部地区 的大

断裂带之一
,

但不是一条完整的

断裂
,

而是 由数条北北东 向断裂

呈雁行排列组成 ( 图 1 )
,

其中芒

杨山

—
永城断裂

、

王老人集断

裂
、

商城— 新洲断裂 ( 又称麻

城—
团风断裂 )

、

梁子湖断裂

等
,

过去的地质和物探工作已经

证实
。

卫星照片上
,

芒杨 山

—永城断裂的影像清楚
,

它向南延

伸到涡阳西北
,

向北经过江苏丰

县
、

山东谷亭镇
,

然后穿过微 山

湖至大古村 以北
。

我们在地面磁

测工作中
,

发现一条北北东向的

固始断裂 ( 图 2 )
,

大致将王老

人集断裂和商城—
新洲断裂联

系起来
。

梁子湖断裂向南延伸的

形迹 隐约可见
,

卫星照片上的影

像大致经过咸宁温 泉
、

崇 阳 东

侧
,

业可能进入湖南省内
。

这些

主干断裂两侧
,

尚有一系列 与其

\瑞

.

本文的形变资料为我所形变研究室的工作成果
,

另有甘家思
、

李元军两同志参加部分野 外工作
,

借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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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的规模较小的分支断裂
,

如塘 口断裂
、

巴河断裂
、

鹰山尖断裂
、

口子集断裂
,

以及卫星

照片上所显示的光 山— 满川断裂等
,

它们 与主干断裂相距巧—
30 公里

,

彼此具有成因联

系
,

地震活动也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

从而

组成了一个宽 30

—
60 公里的 构 造 地 震

带
。

本带各断裂的规模悬殊
,

短者 30 公里

左右
,

长者 1 0 0多公里
,

走向 1 5
。

—
3 0

“ ,

局部地段达 4 0
”

以上
,

倾角一般为 60
。

—80
。 。

本带可分为三段
:

北段基本上 隐 伏

在第四系底下
,

以芒庐山

— 永城断裂
、

王老人集断裂和固始断裂为主体
。

中段以

商城—
新洲断裂为主体

,

错断太古界
、

元古界和燕山期花岗岩体
,

业控制中—新生代麻城—
新洲槽地的发育

。

它为一

条枢纽性断裂
,

黄土咀以北倾向北西西
,

黄土咀以南倾向南东东
。

南段以梁子湖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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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固始断裂八 Z磁测剖面图

裂为主体
,

控制中—
新生代梁子湖槽地的发育

。

这些主干断裂可能切割到康氏界面 以下
,

韭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

商城—
新洲断裂各期构造岩的性质

、

穿插关系及其所错断的地层表 明
,

燕山运动以前

形成一套 以矽化岩为代表
,

包括一部份石英脉和基性岩脉的张扭性构造岩
,

宽数十米至百余

米
。

燕 山运动时断裂活动以压性为主兼具扭性
,

形成 10 米宽的糜棱岩和百米以上的压碎岩
。

喜山运动时
,

又表现为张扭性活动
,

含有糜棱岩砾石的断层角砾岩宽数米
。

挽近时期
,

断裂

表 1 商城—
新洲断裂东西西侧之异

二巨止兰竺竺兰上生二翌止兰
,
·

…主要 出` 元古界地层 …主要 “ ` 太古界地层

.lz 混合岩化微 弱 }混合岩化强烈

叫
区域变质较浅 {

区域变质较深

4
·

}燕山期花岗岩 出露面积较小 {燕 山期花岗岩大面积侵入

呈压扭性活动
,

形成 1 米宽左右的尚未胶

结的断层泥
。

这条断裂对大别山的区域地

质 ( 表 1 )
、

新构造运动
、

构造地貌等具

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详见下节 )
,

以致将

大别山分为东西截然不同的两 部 份
,

并

造成两侧磁性体的显著差异
,

东 侧 为 杂

乱的正磁场
,

西侧的磁场呈平 缓 开 阔 延

展
。

本带与一系列近东西向
、

北西向断裂交织复合在一起
,

但不 同地段与这些断裂的交切关

系表现不同
。

中段商城—
新洲断裂切割了一系列近东西向断裂

,

但在商城附近却被一条近

东西向断裂所限制
,

致使其与固始断裂之间—
下马河至上石桥一带

,

仅表现出破碎现象
,

而没有形成一条规模较大的断裂
。

在三河尖附近
,

固始断裂与王老人集断裂之间
,

卫星照片

上似乎被一条近东西向断裂所限制
。

在永城
,

卫星照片上的北西向宿县—
会亭断裂的影象

非常清楚
,

似乎切割了本断裂带
。

这些交切关系
,

不仅与各断裂的成生时代有关
,

还与本断

裂带各段的活动强度不同有关
,

有些地段活动比较强烈以至切割了近东西 向或北西向断裂
,

有些地段因活动较弱而被近东西向断裂所限制
,

有些地段虽曾一度切割了其他方向的断裂
,

但挽近时期近东西向或北西向断裂的活动比较强烈而又切割了本断裂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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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挽近时期的活动特点

挽近时期
,

阜阳—
团风断裂带的活动形迹主要表现在下列诸方面

:

①形成一套尚未胶

结的断层泥
。

②发育 了一系列新破裂面
,

有的产状与断层泥产状一致
。

③断裂两侧第四系厚

度不一
。

④有的断裂控制着玄武岩的喷发
。

⑤断层崖
、

断层三角面
、

裂点等发育
。

⑥断裂两

侧的谷地形态与类型截然而异
。

⑦断裂的某些地段控制着坡积裙或冲— 洪积扇的发育
。

⑧

断裂两侧的地貌类型截然不同
。

⑨同级剥夷面被错断
。

L断裂两侧的阶地性质与高度不同
。

@ 断裂两侧发育了不同的水系型式
。

L断裂带中可见到第四纪断裂与裂隙的发育
。

此外
,

断

裂带中的温泉
,

两侧同期文化遗址的变迁等
,

都是重要的活动形迹
。

对上述这些形迹进行分

析
,

可以得到下列几点认识
:

1
.

本带的断裂活动可以划分四种类型
:

( 1 ) 断裂两侧差异上升
:

以商城— 新洲断裂为为代表
,

第四纪以来两盘均表现为上

升
,

但上升强度不一样
,

致使同级剥夷面与同级阶地的高度不同
。

上升强烈一侧
,

侵蚀构造

地形
、

V 形谷和悬谷发育
,

河流以下切为主
;
上升较弱一侧

,

主要发育剥蚀地形或侵蚀堆 积

地形
,

谷地平缓开阔
,

河流旁蚀作用明显
。

两侧不同地貌景观的转折线
,

恰好 与 断 裂 相吻

合
,

并且沿转折线可见到断层崖
、

断层三角面
、

裂点
、

坡积裙
、

冲

— 洪积扇的发育
。

( 2 ) 断裂两侧差异下降
:

王老人集断裂
、

口子集断裂等
,

第四纪以来两盘都表现为沉

降
,

上复百多米至二百余米的第四纪沉积物
,

而断裂的活动则造成两盘第四系厚度差异达 50

米左右
。

( 3 ) 断裂两侧反向升降
:

诸城— 保安断裂两侧的阶地对比
,

反映了 Q
:

一 Q :
期间两

侧为差异上升
。

但是
,

新石器晚期 ( 距今五千年左右 ) 以来
,

Q
。

阶地上的村落遗 址
,

在 断

裂东侧逐渐被抬升
,

目前距长江江面 已达 10 米 ( 黄岗诸城 )
,

而西侧则逐渐沉降
,

目前距长

江江面仅 5 米 ( 鄂城吴家大弯 )
,

并在围垦前经常被洪水所淹没和逐渐沉溺于梁子湖中
,

说

明此断裂两侧呈上升与下降的反向错动
。

厂一一下丁一一一不万叹刁 ( 4 ) 断裂两侧水平扭动
:

以巴河断裂为代表
,

尚未

飞
上

基滩
\

\ \ 又字扮一
`

\

河~

0 5 公里
妞 _ _ .

图 3 巴河断裂两侧的

水系扭动变形

胶结的断层泥中水平擦痕发育
,

断裂两侧的溪流
、

冲谷和

阶地
,

彼此对应呈反向的弧形弯曲 ( 图 3 )
,

溪流向右岸

旁蚀
,

并形成 良好的侵蚀壁与侵蚀三角面
。

前三种类型不仅垂直差异错动的形迹明显
,

而且河流

与阶地等的变形表明它们兼具平移错动
。

后一种类型虽然

主要表现为水平动扭
,

但巴河断裂北段
,

仍具有垂直差异

错动的形迹
,

两侧中更新世的同级地高差达 10 一15 米
。

2
.

挽近时期的活动以压性为主兼具扭性
,

商城—
新

洲
、

巴河
、

鹰山尖等断裂的尚未胶结的断层泥
,

切割了其

他各期构造岩
,

属于最新的一期
,

具片状结构
,

扁豆体发

育
,

业可见到钙质胶结的构造透镜体
,

断层面 呈 舒 缓 波

状
,

擦痕和小阶步显示了上盘的逆冲
,

呈压性为主兼具扭

性 活动
,

它与张扭性活动的北西西向至近东西向断裂
,

恰好可以配套
。

另一方面
,

构造地貌

形态 ( 图 4 )
,

红岩与新第三纪玄武岩中节理的分期配套
,

第四纪地层的变形
,

新构造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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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断裂等所反映的主压应力方向
,

与本带活动的力学性质也基本相协调
。

例如黄岗赤壁下

更新统砾石层中
,

发育一走向 5 0
。

的压扭性断裂
; 固始望岗上更新统冲— 湖 积 物中

,

有四

城东关郎劫家比 离 一
南东东

T Z 2 0一22 米
西城溯

嫩幼抽

6 公 里

图 4 霍丘城南的北北东向新构造拱曲隆起与阶地
、

第四系剖面图

组新构造裂隙和小断裂
,

走向 1 0
“

者为压性
, 8 0

“

和 3 4。
“

者为扭性
, 2 9 0

“

者为张性
,

它们恰好

可以组合配套
,

业反映了主压应力作用为近东西向
,

这与中国东部地区的构造应力场完全吻

合 〔 1 〕。 但是
,

由于局部应力场的变 化
,

有 些

断裂的活动则以扭性为主兼具压性
,

如巴河断

裂即是
。

3
.

中更新世以来
,

断裂两侧第四纪沉积物

的厚度
,

同级剥夷面与阶地的高差等
,

反映了

断裂的最大垂直断距达 50 米 ( 图 5 )
,

但不同

断裂
,

不同地段的活动强度不一样
,

其中以商

城— 新洲断裂和王老人集断裂的活动强度较

大
。

固始断裂的垂直断距约 20 米左右
。

巴河断

裂北端的垂直断距虽达 20 米
,

但南端的垂直断

距不大
。

商城—
新洲断裂的垂直断距 自南向

2 0 0

1 0 0

闰丁家

拔门月叫 lse到米到海
.

加

1 1 { 0 0 米
吧二 二二~

一 卜 一 ` =
奋币`

, 百0. 《 7 0 .

商城一新洲 断裂

6 7 公 里

图 5 阎家河北面断裂两侧

同期剥夷面的高差

北减小
。

整个来说
,

本带以中段麻城— 新洲一带和北段阜阳— 阜南一带的活 动 强 度 最

大
。

断距 米

,t、 t

电3 Q4 时 代

图 6 中更新世以来商城—
新洲

断裂的节奏性活动模式

4
.

挽近时期本带主要表现为节奏性的活动
,

即有时断裂发生剧烈错动
,

有时比较微弱
,

或者

相对稳定
。

商城—
新洲断裂南端两期以上的玄

武岩
,

沿断裂发育的二
、

三层断层崖
、

断层三角

面和两期冲— 洪积扇
、

数级裂点等
,

都是断裂

剧烈活动的形迹
。

断裂两侧同时发育的剥夷面与

阶地
,

固始断裂附近上更新统 8米阶地上的废弃

河道和牛扼湖等
,

则是地壳运动和断裂活动相对

稳定的表现
。

从断裂两侧的阶地对比来看
,

中更

新世以来本断裂带至少经历四次大的节奏性活动

( 图 6 )
。

一次大的节奏性活动
,

往往可分为许

多次小的节奏性活动
,

近期地震活动 的 时 强 时

弱
,

即是这种小的节奏性活动的体现
。



西北地震学报

三
、

现 代 的 活 动 迹 象

近期内
,

本断裂带的活动可从下列诸方面加以认识
:

1
.

宏观异常〔幻
: 」

一

97 4年 7 月至 n 月
,

大别山北麓 出现了以地裂缝为主体的各种宏 观 异

常
,

虽然地裂缝以北西西向的张性开裂为主
,

并受近东西 向的构造线控制
,

具有带状分布特

征
,

但地裂缝首先出现在固始等地
,

而后向东西两侧发展
,

这可能预示着当应力 作 用 加 弧

时
,

本带的活动首先加剧
,

从而最早出现地裂 缝等各种宏观异常
。

嗣后
, 1 9 7 5年

、
1 9 7 6年和

1 9 7 7年初
,

在淮河中游出现大量宏观异常期间
,

阜阳等地表现得很激烈
,

包括地裂缝
、

地下

水
、

动物 ( 冬天蛇的出洞很普遍 )
、

火球
、

植物异常等
。

1 9 7 6年 7 月

—
1 9 7 7年初

,

本带的

黄岗
、

麻城
、

鄂城等
,

也出现一些宏观异常
,

虽然这里不是首先 出现
,

而是 自淮阳山字型弧

顶的黄梅

— 广济逐渐发展至此
,

但在鄂东地区两次宏观异常高潮期间
,

这里一直限制着宏

观异常的向西发展
,

反映了它的最新活动明显地控制着两侧地壳运动加剧程度的差异
。

2
.

地壳形变
:

近二
、

三十年内
,

在本带开展的一些形变测量表明
,

不同地段的活动强度

有所井异
:

①垂直形变
:

跨断裂的重复水准测量计有五条线路 ( 表 2 )
,

施测结果可以初步看出
:

表 2 跨阜阳

—
团风断裂带水准线路成果表

、 , lt 二 。 。 , {两点姬离
1

* 翻 ,
* 、

}*
, 。

, *
,

* 、 、

1, * ,
,

* 、 棺
、

施 测 线 路 }了受蓄叮 施 测 年 份 {变化幅度 ( 毫米 ) {年速率 (毫米 / 年 )
~ 囚 ~

曰

{ ( 公里 ) }
“ 匕 ” q ` 以`

{~
’ 目
洲 ~

“ .
/ 、̀ 了 ! `

一甲
、 岛 `、 ’ 沪

电阳一颖 仁沫河 口

卑南曹大庄一颖上柿子园

灌河西一商城城关东

1

:{
1 9 53一 19 7 6

19 53一 1 9 7 6

19 53一 19 7 5

+ 6 2

十 17
。

6 “

+ 1 0
.

4

十 2
.

7

+ 0
。

8

+ O
。

5

麻 城 东

19 5 9一 1 9 73

19 7 3一 1 9 7 5

一

{
’

)
十 1

一
石 粼

汀f 洲 {习家弄一黄 i衬团 风

退9 59一 19 7 3

1 9 73一 19 7 5

1 9 7 5一 19 7 6

19 7 6一 19 7 7

+ 5 1
。

4

+ 3 5
。

6

十 O
。

7

十 7
。

9

十 3
。

8

+ 1 7
。

8

+ O
。

7

+ 了
。

9

· ;

其 中有两 点的变化幅度达 4 4
.

5毫米
。

( a) 五条线路均表明断裂东侧相对上升
,

西侧相对下降
。

( b )阜阳和新洲的活动速 率 较 大
,

商城和麻城附近活动不 明显
。

( c ) 阂家弄—
团风线路的年速率变化较大

,

可能受 流 动型亚

粘土层
、

流沙层和地下水变化的影响所致
,

但几期成果均反映东升西 降的总趋势
,

说明断裂

活动引起的变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

1 9 5 9一 1 9 7 3年间
,

垂直形变年速等值线图 ( 图 7 ) 表明
,

麻城一新洲为一相 对 沉 降 地

带
,

沉降轴走向北北东
,

与白垄一第三纪槽地轴基本吻合
。

沉降轴与向斜轴类似
,

它的垂直

方向应为主应压力的作用方向
,

说明本断裂的现代活动以压性为主
。

引用水平扭动量公式注了 :

t g a

凸 妇 = 已 n se

丁丁白
-

L g 日

进行运算
,

可以大致估计团风
、

麻城
、

商城三地段断裂两侧的相对扭动量和扭动方向
。

( 公

注①北京大学地质力学专业地震地质组编
:

从水平测量计算地应变
、

断层错动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
,

油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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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为施测路线方位与断裂走向的顺 时针方向夹角

,

日为断裂倾角
, △ h为断裂两侧的垂直

错动量
,

正号表示顺扭
,

负号表示反扭
。

) 从表 3 可以看出
,

上述三地段的水平扭动量均为

负号
,

说明断裂呈反扭活动
。

表 3 商城—
新洲断裂水平扭动盆计算表

地 区

{
施 测 年 代

{吧爵产
团 风

}
1 9 5。一 ,。 7 3 ` 8。 。

麻 城 }
’ 9 7 3一 `。 75 “ 5 ’

商 城
{

` 9 5 3一` 9 7 5 9 2 “

高差变化量 (毫米 )! 断裂倾角 ( 度 ) }断裂走向 ( 度 ) }水平扭动量 (毫米 )

+ 5 1
。

4

+ 1
。

8

+ 1 0
。

4

一 1 9
。

7

书

000匕dn
ù
n甘,曰nOJ任

000一ó口匕口nU月子丹矛8

②水平形变
: 1 9 7 5

、
1 9 7 6

、
1 9 7 7年先后

运用激光测距仪在麻城
、

固始
、

新洲等地段

进行施测
、

各边成果分别与 1 9 5 7年或 1 9 5 8年

三角测量成果进行比较
,

其中一部份在误差

值范围之外
,

一部份在误差值范围之内
。

跨

断裂边长的变化量和线应变
,

以新洲和固始

两地较大
,

最大变化量分别为 一 1 71 毫 米和

十 6 5毫米
,

线应 变 分 别 为 一 10
.

9 x 1 o 一 6

和

十 4
.

7 x l0
一 “ 。

麻城三期成果中
,

前两 期变

化甚小
,

远远低于中误差 ; 后两 期 断 裂 边

最大变化量 为 + 21 毫 米
,

线 应 变 为 + 4
.

2

又 1 0
一 6 ,

大于二倍中误差
。

从三个地段跨断

裂边的扭动情况来看
,

固始
、

麻城两地段的

边长变化在误差值之外者
,

主要 表 现 为 左

0红密
眯城

。

事扩屯
诀喂之名呆
卜么愈 /

罗田
。

一 3、 丫
几工

0
团风

淞
、 。 , 水

\、、汉鱿、、武
ù

一 3 // 长

气刀 只- 止夕公叮 .’F
I

城
令 ,

声口

/
+ I7 t、

图 7 麻城一新洲 1 9 5 9一 1 9 7 3年

垂直形变年速率等值线图

旋
,

与前面所述的扭动方向一致
,

但新洲地段主要表现为右旋
,

是否与边界条件
、

局部应力

场变化或其他因素有关
,

目前尚难以作出结论
。

在固始
,

尚有四条边跨过北西西向的合肥— 明港断裂
,

它们显示断裂北盘相对向东推

移 ( 图 8 )
,

这种扭动形式与固始断裂反扭错动的合力方向为北西— 南东向
。

引用应变公

式 注① :

8 盆
+ e 了

2

1
+ 一二丁一 /

艺

丫霆
, + ( 。 二

一 8 ,
)

旦冬士
2

工 一 工一 /

2
Y 孟

, + ( 。 二
一 。

t g小
二

2 ( 8 ; 一 e 二

)

Y
x 了

( 公式中 。 ,

和 。 :

为主应变轴
, 。 二

和 e ,

为在
x
轴和 y轴方向上的线应变

, 丫为剪应变
,

中为主

应变轴
。 :

与 x
轴的夹角 )

。

计算出区域内主拉应变
。 : 二 + 3

.

81 义 1 -0
” ,

主 压 应 变
。 : 二

注①
:

据国家地展局地展侧量 队编写的 “ 利 用测量成果求地应变 ” , 《 地展与地壳形变 》 ,

铅印本
, 19 7 4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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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
.

t g l火1 0
一 “ ,

主拉应变轴方向为北东— 南西向
,

而北西

— 南东向受压
,

与上述分析的

仁压应力方向墓本上吻合
。

表 4 阜阳

—
团风构造地展带强展

年 代 1 地 点 震 级

希 水

奴庙
`

黄岗一罗 田

16 4 0
。

3

1 86 3
。

8
。

3 0

1 9 13
。

3
。

2 7

1 9 25
。

7
。

2 7

19 3 2
。

4
。

6

黄 岗

修水一通城

城城城麻麻商

析川山
固始 1 9了6一 1 9 5 7年水平形变示意图

比例尺 1 :

50 万

图 例 A 固 始断裂 B合肥一明港断裂
干 34 m m _ 边 长变化量 ( 毫米 )

+ 3 工x l o 一 7 线应变量

1 9 54
。

2
。

8

19 5 9
。

7
。

3

1 9 5 9
。

12
。

14

演

光

3
.

地震活动
:

本带记载的 M 》 4 导级强震十次 ( 表 谨 )
,

最大震级 6 级
。

早期三次 发生

在与北西向或北北西向断裂的复合部位
,

修水和蒲沂地震发生在与北东东向构造 的 复 合 部

位
,

其他五次发生在与北西西至近东西向断裂的交汇处
。

显然
,

纬向构造的最新活动对本带

段 级

】4 0 0

衬 级
1 5 0 0 1 6 0 0 书7 0 0 18 0 0 1 9 0 0 年代

}

…上_
泪 。
卜第黑藻

期 !1 6 .0P
, 1 7 0 0 18 0 0

.

1 , 0 0 年代

州
~ 第二 活十

一
第 二平静期 一分

一
第 二 活 动期 - 一一

动期

图 9 阜阳— 团风断裂带与大别山地震区的强裂活动对 比图
a

.

阜阳— 固始断裂带强震时间分布图 b
.

大别山及其周围的强震时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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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震活动具有很大的影响
,

据研究它在地震活动中
“ 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 〔 ” 〕。

这 些 强

震首先 出现在本带中段
,

然后在南段与中段对迁
, 1 9 5 9年以后又跃迁至北段南端

,

这表明不

同时期
,

不同地段的活动强度和应力集中程度均有所差异
。

1 4 3 3年以来
,

本带的地震活动具有两次节奏性变化
,

具体划分为两个平静期和两个活动

期 ( 图 9 一
a )

,

明显地反映了断裂以蠕动和粘滑两种方式交替进行的发 展 过 程 〔 4 〕 。

蠕 动

时间长达 20 0年以上
,

地震频度低
,

没有强震
,

只发生一些有感地震
。

粘滑活动时间比较短
,

但地震频度高
,

业产生强震
。

节奏性活动不是机械地重复
,

而是有所变化
,

例如本带后一个

活动期比前一个活动期的时间长
,

强震次数多
,

能量释放也大
。

这种现象
,

与大别山地区强

震活动的节奏性变化相协调 ( 图 9 一 b )
,

说 明它是受区域地壳运动所控制的
。

本带的强震多数在同一断裂控制下呈对偶活动
,

如 1 63 4年和 1 6 4 0 年
、

1 9 1 3 年 1 9 3 2 年
、

1 9 5 9年 7 月和 1 9 5 9年 12 月等地震
,

彼此都在同一北北东向断裂控制下成对出现
。

地震的对偶

活动
,

一般发生在单斜式和斜方式的对称构造中
,

因为这种构造形状反映了地壳运动与应力

作用的对称性〔 5 〕 ,

因此地震作为应力释放与地壳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
,

也可能存在 着 对偶

活动
。

而 1 9 2 5年本带与近东西向断裂交汇处的商城发生 5级地震后
,

还没有一次地震 与其配

套对偶
,

因此可以参照对偶地震的基本参数
,

包括两次地震的震中距离
、

时间间隔
、

震级差

等注① ,

在与其类似的构造部位圈定未来可能发震地段
,

以及初步估计可能发生的震级
。

四
、

应力集中地段的初步分析

近几年的活动迹象表明
,

本带的应力集中地段可能在阜阳—
固始和 新 洲—

黄 岗 两

处
。

前者包括呈雁列式的王老人集断裂和固始断裂的一部份
,

业有数条北西西向至近东西向

断裂与其复合
; 后者主要包括商城— 新洲断裂南段和梁子湖断裂北段

,

业有北西西向断裂

与其复合
。

这些断裂的交汇处和雁列式的过渡地带
,

有利于应力的积累
,

容易形 成 闭 锁 地

段
。

这些断裂主要属于两盘差异下降或差异上升的活动类型
,

业兼具水平扭动
。

压扭性活动

的两盘差异下降断裂
,

由于地表两侧都表现为沉陷
,

因此在地下深部 ( 中和面 以下 ) 派生出

水平引张力削弱断裂的摩擦力
。

两盘差异上升者
,

由于断裂附近表现为拱曲隆起
,

也会产生

近于水平向的引张力以削弱断层面上的仪压力和摩擦力
。

商城

—
新洲断裂南端

,

还受张渡

湖沉陷的影响
,

使其产生近于水平向引张力而有利于增大断层面上的剪切力
。

这三种形式
,

郭增建等 〔。 在讨论平推错动型震源的两盘兼具垂直差异错动时
,

都作了精辟的论 述
,

他 们

认为这些形式都可促使断裂的错动和发震
。

虽然这两地段的重复形变测量次数不多
,

尚难辨别地壳形变近期内是否处于加速过程
,

但它们的变化比较大 ( 具体数字见上一节 )
,

应 变积累比其他地段显著
,

因此
,

不仅引起断

裂活动的加剧
,

而且引起岩石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的变化
。

在地表
,

松散沉积物的剪切模量

比较低
,

应力作用增强时容易引起破裂
,

所以固始— 阜阳等地首先发育了大量的地裂缝
。

地表构造地裂缝的发育
,

可 “ 当作地下构造活动的地面投影
” 〔 7 〕。 阜阳一带

,

自从 1 9 7 4年

地裂缝发育以来
,

波速比下降趋势明显
,

最低值为 1
.

66 左右
,

地下微裂隙发育
,

因此地热和

可然性气体可沿着微裂隙少量逸出地表
,

业导致地下水的异常变化
,

火球的形成和冬眠蛇的

大量出洞
,

这就是本段进入到非弹性变形阶段所引起的一系列异常变化〔 “ 〕。

注①
:

谢广林
`
中强震 活动的对偶现象

,
国 家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

油印本
, 19 7 9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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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带在 6 1 9 9年至 1 97 7年期
,

仪器所记录的 1
.

5镇 M
。

簇 4
.

5级弱震约 60 次左右
,

它们 主 要

集中在两个地段
:

①北段的阜阳— 固始一带
,

弱震多沿着北北东向断裂和近东西向断裂分

布
。

②中南段
,
已初步形成北东向

!d麻城
。

一一匕二一一 - 一一丈二

_
_
_ _ _图 1 0 1 9 6 。一 x o 7 7年新洲附近的北东向与

北 z互I{lJ弱震活动带 ( 1
.

5 ( 人工
,

簇 4
.

5 )

和北西向两个弱震活动带的雏形
,

交接部位在新洲附近 ( 图 10 )
。

这

种现象
,

也许是地壳运动加剧引起

了断裂蠕动速度的加快和岩层的破

裂
,

以致产生了一系列弱震
,

而在

两条断裂或两条弱震活动带的交接

部位
,

则可能成为应变积累的闭锁

地段
。

如
:

阜阳—
固始地段和新

洲

— 黄岗地段
。

但是
,

地壳运动的 变 化 很 友

杂
,

应力作用的方式
、

方向和强度

经常作短暂 的调整
,

应变能的释放

形式
一

也是多种多样的
,

因此倘若地

壳运动朝着不利于孕震 的 方 !:q 发

展
,

就可能削弱两地段 的 应 变 积

累
,

或者以其他形式释放应变能
,

或者应力转移到其他地点集中
。

另一方面
,

这两地段的活动迹象尚不足说明断裂即将进入突

然滑动阶段
,

尚看不 出强震前的预位移现象〔 8 〕 ,

因此
,

必须密切注意其 发展趋势
,

才 可能

决定是否应该作出短期地震预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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