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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强震活动与块断运动之

间关系的初步探讨

方和弟

( 四川温江地 区地办 )

蒋能强
( 四 川省地震局 地震研 究室 )

摘 要

本文从块断构造观点 出发
,

研究 了四川 7 级以上强 震活 动
·

的时空特征及其

规律性
。

结果表明
,

四川强震活动具明显的块体性
,

在发震时间上具有
“ 成时

性 ” 和 “ 趋短性
” 。 同时

,

时 1 9 0 0年以来四川地震活 动的周期提 出了新的划分

意见
,

这时 中长期地震趋势的怡 计将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

四川是一个多震省
,

破坏性强震大多集中在川西境内 ( 东经 9 9
“

一 1 0 4
.

2
。 、

北纬 2 7
.

8
“

一

22
.

7
。

)
。

研究四川强震活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
,

不仅引起了广大地学工作者的关注和问津
,

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对四川 7 级 以上强震活动规律
,

目前虽有一些研究 cl 〕〔 2〕〔 8 〕̀ 1〕 ,

但专述不多
。

本文试 图从块断构造观点出发
,

着重研究四川强震 ( M 》 7
.

0
.

级 ) 活 动的时空

特征及其与构造运动之间的关系
。

一
、

区域构造基本格架

从中国地壳
、

上地慢构造的总体看
,

我国西部
,

特别是青藏高原 ( 包括藏东及川西 ) 均

属上地馒坳陷区
,

其深部处在挤压的构造背景之下
,

大都为逆断裂和 逆 掩 断 裂 的 分 布 地

带 〔 6 〕
。

现有资料表 明
,

川西地区的地质结构
,

实际上具有拗褶和明显的块断性 质
。

特 别是

后者
,

不仅地表形迹可见
,

而且已被重力
、

航磁等深部区域地球物理资料所证 实
.
2)
。

根 据

区测资料分析
,

该区 自中生代 以后
,

这种块断构造格局 已基本定型
,

喜山期遭受进一步分割

和解体
。

因此
,

明显的分割— 条块构造和
近代强烈的新构造活动

一
不均匀的 大 面 积 抬

升
,

强烈水平挤压及突发性的快速运动
,

是本区现代地壳运动的主要特点
。

强震也沿着由各

断裂所围限的块体周边分布和迁移
,

且强震发生的时间比较
“
同步
” ,

震级也大致相近或相

.
1 》 国家地展局西南烈度队

,

西南地 区地震地质及烈度区划探讨
,

1 9”
.

, 吊 ) 陕西省测玲局
,

1 :

却。万 宝鸡
,

重庆
、

玉树
、

昌都幅布格重力异常图
,

1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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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

了叮西地区的地壳块体
,

一 方 面 是 处 在 统 一 的 区 域 构 造 应 力 场 作 用 下 正 在 被 改 造

,

另 一 方

面

,

各 块 体 还 有 其 独 立 运 动 的 一 面
〔 1 〕
。

四 川 西 部 地 跨 川 青 块 体 与 川 滇 块 体 之 间

,

是 我 国 西

南 强 震 活 动 区 之 一

。

特 别 是 挽 近 时 期 以 来

,

除 了 块 体 间 的 鲜 水 河 构 造 带 地 震 活 动 急 剧 加 强 之

外

,

同 时 在 东 经 1 0 4
。

以 西 的 四 川 名 山

、

马 边

、

雷 波 及 云 南 永 善 一 线

,

地 震 活 动 也 显 著 增 强

,

它 很 可 能 是 未 来 强 震 活 动 的 主 要 构 造 带 之 一

。

、、 `̀

箱箱,, 捉 厂厂 777

邢邢邢
卜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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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川 西 及 其 邻 区 区 域

构 造 格 架 图
1
。

花 石 断 裂

,
2
。

蜗 江 断 裂

,
3
。

虎 牙 断 裂

,

4
。

龙 门 山 断 裂

,
5
。

鲜 水 河 断 裂

,

6
。

安 宁 河 断 裂 7
。

则 木 河 断 裂

,
8
。

小 江 断 裂

,

9
.

金 沙 江 一 红 河 断 裂

,

10
。

甘 孜 一 理 墉 断 裂

,

n
.

金 河 一 有 河 断 裂

。

1
.

川 青 地 块

:
主 要 展 布 在 川

、

甘

、

青 交 界 区

。

西 北

狭 小

,

东 南 宽 阔

,

外 貌 似 楔 形

。

构 成 块 体 的 边 界 的 主 要

有 花 石 峡 断 裂

,

眠 江 断 裂

、

虎 牙 断 裂

、

龙 门 山 断 裂 及 鲜

水 河 断 裂 带 等
( 图 1 )

。

据 航 磁 工 作 发 现

,

大 致 以 若 尔 盖

草 地 为 中 心 的 宕 昌

、

南 坪

、

马 尔 康

、

阿 坝

、

久 治

、

玛 曲

等 地

,

在 绝 对 磁 场 上

,

是 一 个 不 同 于 巴 颜 喀 拉 其 他 地 区

的 正 磁 场 区

. 1 )
。

在 布 格 重 力 图 上

,

为 一 块 状 高 值 异 常

区

。

经 定 量 计 算

,

发 现 在
6

.

0 公 里 的 地 下 深 处
,

潜 存 着

一 个 硬 性 地 块

。

早 年 黄 汲 清 教 授 命 名 为

“

阿 坝 地 块

” 〔 们
,

近 年 任 纪 舜

、

姜 春 发 等 又 名 为
“
若 尔 盖 地 块

” 〔 5 〕。
通

过 近 年 区 测 及 石 油 编 图 工 作

,

发 现 地 块 在 二 迭 系 下 就 已

存 在 明 显 的 水 下 隆 起 和 上 覆 三 迭 系 显 著 变 薄 的 特 点

,

卫

星 照 片 上 的 环 形 影 象 及 团 块 状 构 造 亦 清 晰 醒 目

. 2) 。
从

而 表 明 川 青 块 体 的 内 部 结 构 是 不 均 一 的

,

这 也 是 导 发 地

震 的 深 部 因 素 之 一

。

2
.

川 滇 地 块

:

位 于 川

、

滇

、

藏 交 界 地 区

。

为 一 系 列

北 西 和 近 南 北 向 的 断 裂 所 割 切

,

外 貌 似 菱 形

。

构 成 地 块

的 边 界 的 主 要 是 鲜 水 河

、

安 宁 河

、

则 木 河

、

小 江 及 金 沙

江 等 断 裂
(图 1 )

。

在 菱 形 地 块 内 部

,

还 囊 括 了 一 些 规 模 较 小 的 次 级 块 体

。

这 些 小 块 体

,

由 边

界 断 裂 及 内 部 更 次 一 级 的 断 裂 所 进 一 步 分 割

。

四 川 境 内 的 地 震

,

尤 其 是
7

.

。级 以 上 的 强 震 的 发 生 严 格 受 上 述 两 地 块 的 活 动 所 控 制
。

二

、

地 震 活 动 的 周 期 与 重 复 性

从 不 同 的 角 度 出 发

,

对 地 震 的 周 期 就 会 得 出 不 同 的 理 解 和 认 识

。

强 烈 地 震 与 中 强 地 震 的

周 期 是
不 相 同 的

,

不 同 地 质 构 造 背 景

,

其 地 震 的 周 期 与 重 复 性 也 是 各 不 相 同 的

。

应 当 指 出

,

这 里 我 们 所 说 的 周 期 与 重 复

,

是 指 川 西 地 区 的 范 围 而 言

。

检 验 一 个 地 区 地 震 活 动 周 期 的 划 分

是 否 合 理

、

恰 当

,

就 看 它 能 否 反 映 地 震 活 动 的 客 观 实 际

。

一 般 说 来

,

一 个 地 震 周 期 往 往 包 含

有 平 静 段 与 活 跃 段

。

但 就 一 个 特 定 的 地
区 范 围 来 说

,

平 静 段 与 活 跃 段 的 划 分

,

应 有 一 定 的 标

准

。

为 此

,

本 文 拟 定

,

平 静 段 中 应 无
6

.

0级 以上 的 地 震 发 生
,

而 且
5

.

0级 以 上 地 震 的 年 频 次 小

于 1 ,
活 跃 段 中 应 有 7

.

0级 以 上 的
“
挂 帅
”
地 震 发 生

,

而 且 不 是 发 生 在 同 一 年 内

。

1 ) 国家地质总局航空物探大 队 9 08 队
,

川 胃 地 区 1 , 20 万航空磁侧成呆报告
,

19 75
.

昌 ) 四川 省 地 质 局 遥娜 地 质 站
,
四 川 卫 星 象 片 的 地 质 构 造 解 释

,

四 川 地 质 科 技 情 报

,

抽

.

17
,

1 9 7 9
.



1 期 方 和 弟 等
:

川 西 强 震 活 动 与 块 断 运 动 之 间 关 系 的 初 步 探 讨

因 此

,

依 据
7

.

。级 以 上 地 震 的 发 生 和 M > 5
.

0级 地 震 的 年 频 次
,

从 块 断 构 造 背 景 着 眼

,

同

时 考 虑 历 史 地 震 的 遗 漏

,

我 们 将
1 9 0 0年 以 来 四 川 地 震 活 动 周 期 作 如 下 初 步 划 分 ( 表 1 ) :

四 川 地 懊 活 动 周 期 划 分 表 表 1

历历历时时 I 一 ~ 。。 l ~ ~ 翻翻
十十十十 评评 找找 沽 队队 仪仪

起起 止 年 代代 年 数数 起 止 年 代代 年 数数 起 止 年 代代

由 上 表 和 图 Z A 不难 看 出
,

四 川 地 震 活

动 具 有 如 下 四 个 特 点

:

1
.

每
一

周 期 中 都
经

历
了

平 静 段 和
活

跃

段

,

而 且 平 静 的 时 间 总 是 短 于 活 跃 的 时 间

,

这 种 现 象 符 合 四 川 是 个 多 震 省 的 实 际 情 况

。

2
.

每
一 周

期 中 都 曾 发 生 过 两 次

7
.

0 级 以

上 的 强 震
,

并 且 两 次
7

.

0 级 以 上 强 震 的 发 震

时 间 相 当 接 近 ( 图 Z A )
。

3
.

7
.

。级 以 上 的
“
挂 帅
”
地 震

,

都 发 生 在 每 一 周 期 的 活 跃 段 内

,

而 平 静 段 内 一 般 无 M >

6
.

0级 的 地 震 发 生
。

4
.

从
1 9 7 9年 起

,

四 川 的 地 震 活 动 已 进 入 了 第 四 周 期 的 平 静 段 气 可 能 经 过 短 暂 的 平 静 之

后

,

将 很 快 跃 入 第 四 周 期 的 活 跃 段

。

三

、

强 震 活 动 的 特 点

根 据 历 史 地 震 资 料
〔 4 〕 ,

我 们 试 作 了 公 元
1 5 0 0年 以 来 四 川 境 内 的 地 震 年 最 大 震 级 图 ( 图

Z A ) 和年频次图 (图 Z B )
。

从 地 震 的 时 空 特 点 分 析

,

强 震 的 活 动 有 如 下 三 个 方 面 的 显 著 特

征

:

哆 的 仲

氰一
1 ( B )

广 , 一了一 , ~ , ~ , . . 尸 . 卜一 了 ` 年 )

“
吧 兰 毅

一
竺 军

~

饥 耸 程
森

、

( 4 . 年 ) 《 全 盆与 ) ` t s辱 、可
11 母 ,

卜
, ,
十 一

: 卜 一
扫 卜

, ,
刁

,
卜
侈
爷

:
叫

。

以 加 洲 吻 铡
以 卿 以 蜘 从

J` OD朋
` o 绍匆 “ ,湘 。 切 曰 ,日芯 石O `助 。 .。 么 J ; 。 ` 0 5。 ` , , o 日o

T ( 年 》

图
2 四川 地 震 ( M 》 5

.

0 ) 强 度 频度 图
( A ) 四川地震年最大震级图 ( B ) 四川地震年频次图

1
.

强 震 发 生 的

“
成 对 性
” :

从 图
3 可 知

, 19 2 3年 道 孚 发 生 7 十

级 地 震 后
,

相 隔 10 年
,

即 发 生 了 1 9 3 3

年 的 迭 溪 7于 级 地 震 与 之 相 对 应
. 1 9 4 8

年 理 塘 发 生 7十 级 地 震 后
,

相 隔
7 年

,

则 发 生 了
1 9 5 5年 的 康 定 7 士 级 地 震

,

1 9 7 3年 炉 霍 发 生 7
.

9 级 地 震 后
,

相 隔

3 年
,

在 松 潘 便 发 生 了 7
.

仓
级

强 震
群

。

从 上 述 地 震 事 件 可 以 看 出

,

自

1 9 0 0年 以 来
,

仅 80 年的时间
,

就 出 现

了 三 对 这 样 在 10 年 内发生两次 7
.

0 级

以 上 的 强 震 的 事 实
。

据 历 史 地 震 资 料 初 步 分 析

, 1 9 0 0

年 前 的 强 震
,

也 有 类 似 的 现 象 存 在

,

所 不 同 的 是 仅 两 次 强 震 发 生 的 时 间 间

隔 稍 长 而 已 ( 图 3 )
。

如
1 8 5 0年 西 昌

发 生 7 士级 地 震 后
,

相 隔 20 年
,

即 1 8 7 0年 则 发 生 了 巴 塘 7十 级 地 震
。

· 1 9 7 9年 10 月 在四川 灌县召开的
“
龙 门 山 协 作 区 地 震 趋 势 会 商 会

”
上 作 者 曾 提 出 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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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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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目气
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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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 ~ ~ ~一 ~ ~ ~ ~ ~一 ~ ~ ~ ~ ~

一

一

综 上 事 实

,

四 川
7

.

0级 以上 的 强 震
,

似 乎 都 有 在 短 期 内

、

在 不 同 的 地 点 发 生 的 特 点

。

结

合 块 断 构 造 的 背 景 分 析

, 1 9 0 0年 以 来 强 震 发 生 的 时 段 都 在 10 年以内
。

这 样

,

在 时 间 概 念 方

`

公 ;
, 。

L丰一
.

一

二

_

血 寸 直
l `。。 斗 o `。 苍二 2。 ` 。 一 7

`
,o 略。 , 0 1̀ ? o ` o 一户。。 10 ` 。 ` , , 。 0舀 丫 (苍少

图 3 四 川 强 震 活 动 时 序 及 间 歇 ( 隙 ) 图

(横坐标 . 1 9 0 0年 前 0
。
s e m 二` 0年

, 1 9 0 0年 后 0
.

s e rn ” 1 0年 )

北 西 向 的 断 裂 带 上
,

如 两 块 体 之 间 的 鲜 水 河 断 裂

,

面

,

强 震 的 发 生 似 乎 也 就 具 有

“
成 对

性
”
了
。

因 此

,

我 们 把 强 震 活 动 的 这

种 现 象 称 为 强 震 发 生 的
“
成 对 性
” 。

2
.

强 震
发 生 的 块 体 性

:

如 前 所 述

,

川 西 地 跨 活 动 性 的 川

青 块 体 与 川 滇 菱 形 块 体 之 间

。

四 川 境

内 的 10 次强震大多集中展布在上述块

体的边缘
,

即 活 动 性 断 裂 带 上 或 其 附

近 ( 图 4 )
。

其 中 有
9 次 强 震 发 生 在

自有 记 载 以 来
,

就 发 生 有
5 次 7

.

0 级
`

以
上

的 强 震

, 5
.

0一 6
.

9级 地 震 为 数 更 多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有 44 次
,

沿 带 小 震 活 动 更 是 频 频 发 生

。

因

此

,

川 西 高 原 强 震 发 生 的 呈 带 性 与 块 体 性 是

惹 人 注 目 的

。

此 外

,

川 西 部 分 强 震 还 具 明 显

的 重 复 现 象

,

如
1 7 8 6年 康 定 的 7士 级 地 震 与

1 9 5 5年 康 定 的 7 专 级 地 震 就 基 本 重 复
; 1 9 2 3

年 的 道 孚 7十 级 地 震 与 1 9 7 3年 的 炉 霍 7
.

9级 地

震 也 有 类 似 的 重 复 现 象
’ 1 ) ,

就 强 震 地 质 标 志

而 言

,

强 震 主 要 是 发 生 在 断 裂 的 一 些 特 殊 部

位

,

诸 如 断 裂 的 交 汇 点

、

端 部 ( 包括 羽 接部

位 )
、

拐 弯 处 和 构 造 一 岩 浆 岩 结 点 或 晚 期 岩

浆 岩 充 填 地 段

. 2) ;
在 深 部 构 造 背 景 上

,

多

数 强 震 发 生 在 潜 存 隆 起 的 顶 部 或 隆 凹 的 拗 折

部 位

. ,

壳 层 块 体 的 边 缘 结 合 带

,

深 部 隐 伏

断 裂 的 交 汇 处 或 单 条 断 裂 的 端 点

。

.

通 过
强

震 活
动 特 点 的 研 究 表 明

,

自
1 8 5 0

年 以 来
,

强 震 都 发 生 在 一 定 构 造 块 体 的 周

边

。

如
1 8 5 0年 西 昌 7 专级 地 震 与 1 8 7 0 年 巴塘

图 4 川 西 地 区 活 动 性 断 裂

与 强 震 震 中 分 布 图

1
。

最 强 活 动 性 断 裂

,
2
。

强 烈 活 动 断 裂

,

3
.

较 强 活 动 断 裂

,
4

.

微 弱 活 动 断 裂

,

5
.

卫 星 照 片 及 物 探 资 料 解 释 和 推 断 断 裂

,
6

.

弧 形 断 裂

7澎 级 地 震
,

就 分 别 发 生 在 川 滇 菱 形 地 块 的 东 边 界 一 安 宁 河
断 裂 带 上 和 西 边 界 金 沙 江 岸 的 白

玉 巴 塘 断 裂 带 上

。

又 如
1 9 2 3年 道 孚 7十 级 地 震 与 1 9 3 3年 迭 溪 7士 级 地 震

,

也 分 别 发 生 在 北 西 向

的 鲜 水 河 断 裂 带 和 近 南 北 向 的 眠 江 断 裂 附 近

,

亦 即 川 青 地 块 的 西 南 和 北 东 边 界 带 上

,

而 同 期

菱 形 地 块 的 北 段 则 相 对 平 静

,

无 强 震 发 生

。
19 4 8年 的 理 塘 7音 级 地 震 与 19 5 5年 康 定 的 7士 级 地

震
,

又 回 迁 到 川 滇 菱 形 地 块 北 段 的 边 界 带 上 发 生

,

而 川 青 地 块 的 东 南 段 同 期 却 保 持 相 对 平

静

。

1 9 7 3年 炉 霍 7
.

9级 地 震 与 19 7 6年 松 播 7
.

2级 强 震 群
,

又 转 迁 到 川 青 地 块 的 东 南 段 活 动

,

而

川 滇 菱 形 地 块 在 同 期 又 复 转 为 平 静

。

据 此 预 计 在
1 9 7 6年 当 川 青 块 体 强 震 活 动 结 束 后

,

经 一 定

.
1 ) 成都地震大队地盘地质 队

,

甘 孜 一 炉 霍 震 区 地 质 构 造 背 景 的 初 步 认 识

,
19 7 5

.

·
2 ) 徐成忠

、

张 存 贵

,

对 四 川 地 震 强 震 地 质 标 志 的 初 步 认 识

,

四 川 地 震 战 线

,

恤
4

, 1 97 9

·

罗 灼 礼

,

蒋 能 强

,

罗 伟

、

构 造 地 貌 特 征 及 其 理 诊 解 释

,
1 9 80

,



1 期 方 和 弟 等
:

川 西 强 震 活 动 与 块 断 运 动 之 间 关 系 的 初 步 探 讨 5 7

的 间歇 ( 即能量的积累时间 )
,

未 来
7

.

0级 以 上 的 强 震
,

很 可 能 再 次 转 移 到 川 滇 菱 形 块 体 北

段 的 东

、

西 边 界 带 上 发 生

。

由 图
4 可 以 看 出

,

四 川
7

.

0级 以上 的 强 震 都 发 生 在 上 述 两 大 块 体 的 边 界 带 上
。

结 合 图
2

.

3

进 一 步 分 析
,

四 川 强 震 发 生 的 周 期

,

都 体 现 在 具 有 一 定 活 动 性 的 构 造 块 体 上 ( 即 周 期 的 划

分 )
,

表 明 了 相 应 地 质 构 造 块 休 的 活 动 性 具 有 活 动 一 间 歇 一 再 活 动 一 再 间 歇 的 交 替 重 复 现

象

。

如
1 9 0 0年 以 来

,

第 一 周 期 主 要 是 川 青 地 块 东 南 段 的 强 震 最 活 跃

;
第 二 周 期 川 滇 菱 形 地 块

北 段 的 强 震 最 活 跃
,
第 三 周 期 又 重 复 了 第 一 周 期 的 活 动 轨 迹

,

预 计 第 四 周 期 也 将 重 复 第 二 周

期 的 活 动 程 式

。

3
.

强 震 发 生 的

“
趋 短 性
” :

由 图
2 和 表 1 可 知

,

四 川 地 震 活 动 的 周 期 似 乎 存 在 着 趋 势 性 缩 短 的 征 象

。

如
1 9 0 0 年 以

来
,

第 一 周 期 42 年
,

第 二 周 期 22 年
,

第 三 周 期 为 15 年
。

各 期 中 其 活 跃 段 的 时 间 分 别 为 29 年 ,

1 7年 , 1 2年 ( 表 1 )
。

若 把 一 个 块 体 上 相 近 的 两 次 强 震 发 生 的 时 间 间 隔 视 为

“
间 隙 年
” ,

则 可 以 看 出

,

川 青 块

体 上 的
1 9 7 3年 炉 霍 7

.

9级 地 震 到 1 9 7 6年 松 潘 7
.

2级 强 震 群
,

间 隙 为
3 年

,
而 川 滇 菱 形 块 体 北 段

的 1 9 4 8年 理 塘 7十 级 地 震 到 1 9 5 5年 康 定 7含 级 地 震
,

间 隙 为
7 年

; 1 9 2 3年 道 孚 7音 级 地 震 到

1 9 3 3年 迭 溪 7 告 级 地 震
,

间 隙 为 10 年
; 19 0 0年 前 的 两 次 7

.

0级 以 上 地 震 的 间 隙 时 间 为 20 年 ( 图

3 )
,

这 样 则 有 20 年 , 10 年 , 7年 ~ 3 年 的 间 隙 年 变 化 趋 势
,

明 显 具 有 缩 短 的 迹 象

。

因 此

,

我 们 从 块 断 构 造 格 局 分 析

,

把 一 个 块 体 的 强 震 活 动 结 束 到 另 一 个 块 体 强 震 的 发 生 时 间 间 隔 称

为

“
间 歇 年
” ,

则 由 图
3 可 知

,

其 间 歇 年 变 化 是 52 年 , 14 年 , 17 年
。

事 实 表 明

,

由 川 滇 菱 形

块 体 转 入 川 青 块 体 的 第 一 次 间 歇 年 是 52 年
,

即
1 8 7 0年 巴塘 7 备级 地 震 到 1 9 2 3年 道 孚 7十 级 地 震

之 间 的 时 段
;
第 二 间 歇 则 是 17 年

,

即 由
1 9 5 5年 的 康 定 7 专级 地 震 至 1 9 7 3年 炉 霍 7

.

9级 地 震 之 间

的 时 段
。

而 由 川 青 块 体 转 入 川 滇 菱 形 块 体 至 今 只 经 历 了 一 次 转 换

,

即 由
1 9 3 3 年 的 迭 溪 7士

级 地 震 到 1 9 4 8年 的 理 塘 7十 级 地 震 之 间 的 时 段 为 14 年
,

预 计 第 二 次 再 由 川 青 块 体 转 入 川 滇 菱

形 块 体 的 间 歇 时 段 也 将 小 于 14 年
,

即 从
1 9 7 6年 松 潘 7

.

2级 强 震 后
,

将 在
1 9 9。年 前 转 入 后 者 的

北 段 活 跃
,

则
7

.

0级 以 上 的 强 震 将 在 川 滇 菱 形 块 体 的 北 段 边 界 带 上 发 生
。

显 而 易 见

,

四 川 强 震 发 生 的 周 期 与 块 体 活 动 的 间 歇 年 限 以 及 块 体 内 两 次 强 震 发 生 的 时 间

间 隙

,

都 具 有 趋 势 性 缩 短 的 现 象

,

故 我 们 把 地 震 活 动 出 现 的 这 一 现 象 叫 做 强 震 发 生 的

“
趋 短

性
” 。

四

、

强 震 活 动 与 块 断 运 动 关 系 的 讨 论

川 西 地 区 的 强 震 活 动 为 什 么 具 明 显 的 块 体 性

、 “
成 对 性
”
和
“
趋 短 性
”
呢 ? 按 照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观 点
,

世 界 上 的 一 切 事 物 都 是 在 不 断 的 运 动 和 变 化 的

,

彼 此 并 有 着 密 切 的 内 在 联 系

。

地 震 的 孕 育 和 发 生 亦 是 如 此

。

川 西 同 整 个 西 南 地 区 一 样

,

同 处 在 一 个 复 杂 的 区 域 构 造 应 力 场

中

。

从 力 源 来 看

,

川 西 地 区 受 四 种 不 同 的 力 源 作 用

:

1
.

印 度 洋 板 块 对 欧 亚 板 块
正 面

挤
压

力
下

产 生 的
区

域 性 剪 切 应 力
和 主 压 应

力

〔 8 〕
。

2
.

青 藏 高 原 地 馒 物 质 侧 向 流 动 产 生 的 侧 向 压 应 力

〔 7 〕
。

3
洲 滇 菱 形 地 块 向 南 南 东 方 向 移 动 的 主 动 力

〔 8 〕。

4
,

从 地 球 自 转 惯 性 力 学 观 点 看

,
由 于 川 滇 菱 形 块 体 与 川 青 块 体 的 质 量 不 同 ( 指深部岩相



5 卷

结 构 )
,

两 者 所 处 地 理 纬 度 不 同

,

则 势 必 在 地 球 运 转 角 速 度 发 生 变 化 时

,

而 使 转 动 惯 量 产 生

较 大 的 差 异

,

即 有 不 同 的 离 心 力

。

这 就 是 两 块 体 在 统 一 的 区 域 构 造 应 力 场 中 独 立 运 动 的 原 因

所 在

。

事 实 上 根 据 鲜 水 河 断 裂 带 的 形 变 测 量 和 震 源 机 制 解 的 结 果

,

其 水 平 错 动 分 量 大 于 垂 直 分

量

,

显 示 水 平 错 动 占 主 导 地 位

,

且 为 反 扭

。

表 明 川 滇 菱 形 地 块 相 对 川 青 地 块 向 南 南 东 方 向 滑

动

。

据 有 关 资 料 计 算
〔
的

,

鲜 水 河 断 裂 的 平 均 位 错 速 度 为
4

.

7一 9
.

6毫 米 /年
,

这 也 可 以 证 明 两

块 体 间 的 相 对 移 动

。

由 于 鲜 水 河 断 裂 为 两 活 动 块 体 的 共 同 边 界

,

每 当 其 中 一 个 块 体 活 动 时

,

必 然 会 牵 动 另 一 块 体 的 活 动

。

这 就 是 川 滇

、

川 青 两 块 体 交 替 活 动 和 导 致 鲜 水 河 断 裂 带 地 震 活

动 频 度 高

、

强 度 大 的 主 因

。

但 由 于 两 块 体 的 控 震 构 造 与 发 震 构 造 不 同

,

川 滇 地 块 上 北 段 为 南

北 或 近 南 北 向 的 构 造

,

而 川 青 地 块 则 是 北 西 和 北 东 方 向 的 构 造 控 制

,

因 而 两 者 在 应 变 能 的 积

累 与 释 放 上 表 现 出 了 明 显 的 差 异 性 — 块体交替
活动受到相互制约。

当 川 滇 菱 形 块 体 活 动 并 首 先 发 生 强 震 时

,

在 其 块 体 与 紧 邻 的 川 青 块 体 边 缘 上 的 特 殊 构 造

部 位

,

如 断 裂 的 端 点

、

拐 弯

、

枢 扭 及 交 汇 部 位

,

便 相 应 产 生 一 些 应 力 集 中 点

。

其 中 少 数 应 力

集 中 点

,

在 区 域 应 力 场 和 构 造 应 力 场 的 迭 加 作 用 下

,

便 进 一 步 形 成 个 别 高 应 力 集 中 点

,

即 产

生 震 源 应 力 场

。

而 其 他 一 些 应 力 集 中 点

,

由 于 应 力 作 用 的 方 式 和 方 向 的 关 系

,

一 部 分 产 生 应

力 解 除

,

另 一 部 分 则 以 小 震 或 中 强 地 震 的 方 式 而 释 放 能 量

。

只 有 那 些 个 别 高 应 力 集 中 点

,

特

别 是 处 在 同 一 块 体 而 又 属 同 一 构 造 体 系 的 或 具 有 共 扼 构 造 关 系 的 高 应 力 集 中 点

,

在 周 围 介 质

( 或 岩体 ) 强度 较 高 的情况 下
,

或 处 于 断 层 的 闭 锁 段 时

,

在 区 域 应 力 场

、

构 造 应 力 场 和 震 源

应 力 场 的 长 期 综 合 作 用 下

,

应 变 才 有 可 能 长 期 积 累

。

当 震 源 区 的 应 力 达 到 业 超 过 其 周 围 介 质

的 破 裂 强 度 时

,

便 在 同 一 块 体 上 发 生

“
一 对
”
强 震 中 的 后 一 个 强 震

。

此 时 由 于 菱 形 地 块 北 段

的 东

、

西 两 边 界 先 后 发 震

,

应 变 能 得 到 大 量 释 放

,

因 而 菱 形 地 块 北 段 这 时 才 处 于 相 对 稳 定 状

态

。

而 紧 邻 的 川 青 块 体 在 两 次 强 震 发 生 的 牵 动 下

,

使 应 力 场 得 到 调 整

,

对 那 种 处 于 两 块 体 共

同 边 界 带 上 的 个 别 高 应 力 集 中 点 ( 如鲜水河断裂带上的炉霍一道孚段 ) 有利于应变能的不断

积累
,

为 川 青 块 体 强 震 的 发 生 奠 定 了 基 础

,

因 此 菱 形 地 块 北 段 两 次 强 震 结 束 后

,
.

都 是 首 先 在

体 两 块 的 共

同

边 界 带 一 鲜 水 河 断 裂 带

上

发 生

强 震

,

以 后 才 是 在 块 体 的 东 北 边 界 或 其 附 近 发 生

强 震

。

如
1 8 7 0年 巴 塘 7十 级 地 震 发 生 后

,

转 入 川 青 地 块 时 首 先 是 在 道 孚 发 生
1 9 2 3年 的 7十 级 地

震
,

尔 后 才 是
1 9 3 3年 的 迭 溪 7女 级 地 震

。
1 9 5 5年 康 定 发 生 7士 级 地 震 后

,
1 9 7 3年 首 先 在 炉 霍 发

生 7
.

9级 地 震
,

以 后 才 在 虎 牙 断 裂 发 生 松 潘
7

.

2级 强 震 群
。

由 于 应 力 场 的 调 整 和 随 之 而 产 生 的

发 震 断 裂 方 向 的 改 变

,

块 体 之 间 地 震 活 动 的 转 换 也 需 要 有 一 个 相 当 的 过 程

,

这 就 是

“
间 歇

年
”
总 是 长 于

“
间 隙 年
”
之 故

。

如
1 9 3 3年 至 1 9 4 8年 间

,

是 川 青

、

川 滇 两 块 体 强 震 活 动 转 换 的

间 歇 年

,

为 期 14 年
。

它 既 大 于
1 9 2 3年 至 1 9 3 3年 川 青 块 体 两 次 强 震 的 间 隙 年

,

也 大 于 19 4 8年 至

1 9 5 5年 间 川 滇 地 块 北 段 的 两 次 强 震 活 动 的 间 隙 年
。

( 本文 1 9 8 1年 8 月 6 日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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