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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西旋卷构造及其与地震的关系

李 龙 海
( ( 兰州地震研 究所 )

摘 要

文本详细叙述 了陇 西旋 卷构造的展布特征
,

认 为陇 西旋 卷构造展布在青藏

地块
、

阿拉善地块和郑 尔多斯地块之间
,

其整体 向固原
、

宝鸡一带收敛
,

向西祀

方向撒开
,

主要旋回 面 两侧 相对作反时针扭动
,

总的可 以 划分为六盘山一南
、

西华山一毛毛山
、

香 山
、

炭 山一窑山一烟 筒山
、

大
、

小 罗山一牛首山和 青龙山

五个旋回褶 带
。

该构造在卫星照片上有明显的显示
,

现今仍 有强烈活 动
,

对 7 级 以上地震

有明显的控制作 用
,

韭有地震 自外旋带向内旋带迁移
,

震级逐渐增大的特点
。

本文认 为 陇西旋 卷构造 的形成是 受肯藏地块和郑 尔多斯地块的活动 的影 响

所至
。

陇西旋卷构造体系是我国卓越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教授首先提出的
,

在他的有关著作中对

该构造型式的收敛撒开方向没有定论〔 2 〕
。

之后
,

不少地质工作者从不同角度对该构造进行过

研究
,

原兰州地震大队地震地质队
、

甘肃省地质局等单位在七十年代围绕着这些问题做了许

多野外考察工作
,

收集了不少宝贵资料
,

并写有专题报告
,

但对该构造体系的 确 立 仍 有争

议
。

其中大多数人认为它向西北收敛
、

向东南撒开
,

并划分了三一四个旋回褶带
,

认为主要

旋回面为顺时针扭动
。

在这期间
,

虽有个别人提出过相反意见
,

但对各带划分
、

展布特征及

其与地震的关系等间题均役做详细的研究
。

作者在对本区进行几年野外地质
、

大震考察工作

的基础上
,

认真分析了卫星照片及有关资料
,

认为该旋卷构造确实存在
,

它总的可 以划分为

五个旋回褶带
,

整体向固原
、

宝鸡一带收敛
,

向北西方向撒开
。

主要旋回面为压扭性
,

两侧

相对作反时针扭动
。

该构造的现今活动对本厄儿个七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起着 直 接 控 制作

用
,

这些大地震有自外旋带向内旋带迁移的规律
,

震 级 也 有 逐 渐 增 大 的 特 点

。

上 述 认 识 如 果 成 立

,

它 对 本 区 地 震 活 动 研 究 和 其 它 有 关 问 题 的 解 决 将 是 有 意 义 的

。

希 望

有 关 同 志 对 本 文 提 出 的 观 点 和 问 题 深 入 讨
论

,

使 我 们 的 认 识 更 加 符 合 客 观 实 际

。

一

、

旋 卷 构 造 展 布 特 征

观 察 青 藏 地 块

、

鄂 尔 多 斯 地 块 和 阿 拉 善 地 块 之 间 相 接 部 位 的 卫 星 照 片 或 本 区 的 地 质 构 造

图

,

我 们 会 清 楚 地 看 到 一 个 向 南 南 东 方 向 收 敛

、

向 北 西 方 向 撒 开 的 比 较 完 美 的 帚 状 构 造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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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

这 就 是 本 文 要 研 究 的 主 要 对 象

一

陇 西 旋 卷 构 造

。

陇 西 旋 卷 构 造 的 展 布 范 围 如 图
1 所 示
。

它 西 起 天 祝

、

古 浪 一 带

,

东 至 平 凉

、

银 川 一 线

,

` 兰 `
入

眨可 J之 强 土也 映 \

。
定 吧
威

e ,

斯

诌 版 地 块

0 40 8 0公 均

鹭

图
1 陇 西 旋 卷 构 造 展 布 图

南 到 宝 鸡 以东
,

向 北 西 插 入 腾 格 里 沙 漠

。

这

是 我 国 目 前 发 现 最 大 的 旋 卷 构 造

,

整 体 可 以

划 分 为 五 个 旋 回 褶 带

:
六 盘 山 一 南 西 华 山 一

毛 毛 山 旋 回 褶 带
;
香 山 旋 回 褶 带

;
炭 山 一 烟

筒 山 旋 回 褶 带
;
罗 山 一 牛 首 山 旋 回 褶 带

;
青

龙 山 旋 回 褶 带

。

在 这 五 个 旋 回 褶 带 的 东 北 侧

,

发 育 着 和

各 隆 起 褶 带 相 应 的 五 个 沉 降 带

,

它 们 是

:
海

原

、

水 泉

、

景 泰 沉 降 带
;
清 水 河 一 中 卫 沉 降

带
;
予 望 一 红 寺 堡 沉 降 带

,
韦 州 一 苦 水 河 沉

降 带
,
惠 安 堡 沉 降 带

。

每 个 隆 起 带 的 北 东 侧 与 沉 降 带 之 间 有 作

为 主 旋 回 面 的 大 断 裂 将 它 们 分 开

。

主 要 有

:

六 盘 山 东 麓 一 南 西 华 山 北 麓 大 断 裂
,
香 山 北

麓 断 裂
;
炭 山 一 烟 筒 山 东 北 麓 大 断 裂

,
罗 山

一 牛 首 山 东 麓 大 断 裂 和 青 龙 山 东 麓 大 断 裂

。

六 盘 山 一 南 西 华 山 一 毛 毛 山 褶 带 是 该 旋

卷 构 造 中 规 模 最 大

,

形 态 最 为 醒 目 的 褶 带

。

它 包 括 六 盘 山

、

南

、

西 华 山

· 、

月 亮 山

、

黄 家 洼

山

、

水 泉 尖 山

、

毛 毛 山

、

崛 吴 山 等 复 背 斜

、

单 斜

,

它 们 构 成 该 隆 起 带 的 主 体

,

海 拔 多 在
2 0 0 0

米 以 上
,

隆 起 的 北 东 侧 发 育 着 六 盘 山 东 麓 一 南 西 华 山 北 麓 大 断 裂

。

该 断 裂 带 与 隆 起 带 一 致

,

南 起 宝 鸡 以 东

,

向 北 西 经 六 盘 山 东 麓

,

南

、

西 华 山

、

毛 毛 山 北 麓 直 到 天 祝 以 西

,

成 向 北 东 突

出 的 弧 形 展 布

,

全 长
5 00 余公里
。

断 面 主 要 倾 向 南 西

,

倾 角 各 段 不 一

,

但 普 遍 较 陡

。

现 今 地

貌 以 它 为 界

,

南 西 侧 为 高 耸 的 基 岩 山

,

主 要 由 前 寒 武 系

、

奥 陶 系

、

白 翌 系 等 古 生 代 和 中 生 代

地 层 构 成

。

东 北 侧 则 多 为 新 生 代 盘 地

,

大 都 为 第 四 系 复 盖

。

隆 起 的 南 西 侧 高 山 均 显 示 南 西 麓

宽 缓

、

北 东 麓 陡 峻 的 特 点

,

而 断 裂 另 一 侧 的 盆 地 则 南 西 深

、

北 东 浅 ( 逐 步 向另一 隆 起 带 过

渡 )
,

反 映 出 断 裂 两 侧 垂 直 差 异 运 动 十 分 强 烈 ( 电侧深 资料 反 映在南 西 华 山一带第 四 系断距

有 1 00 多米 )
。

断 裂 南 段 以 挤 压 为 主

,

转 向 北 西 的 地 段 反 时 针 错 动 明 显

。

海 原 县 大 沟 门 第 三

系 中 挤 压 带 被 断 裂 反 时 针 错 开 约
2 公 里

,

以 及 菜 园 等 地 一 系 列 沟 梁 在 穿 过 断 裂 时 受 断 裂 牵

弓 l
、

被 断 裂 错 断 的 现 象 都 可 以 证 明 断 裂 的 反 扭 特 征
〔 2 〕
。

香 山 褶 带 南 起 固 原 西 北 的 马 东 山

、

向 西 北 经 香 山 直 到 长 岭 山 以 西

。

香 山 复 向 斜 构 成 该 隆

起 带 的 主 体

,

主 要 发 育 为 古 生 代 地 层

。

该 带 的 东 西 两 端 由 于 受 其 它 构 造 的 影 响 或 被 第 四 系 复

盖

,

使 得 它 的 面 貌 不 十 分 完 整

,

但 在 卫 星 照 片 上 沿 着 它 的 延 展 方 向 仍 可 找 到 它 的 形 迹

。

隆 起

的 北 东 侧 有 和 它 相 应 的 清 水 河 一 中 卫 沉 降 带

,

二 者 中 间 为 香 山 北 麓 的 红 沟 梁 一 腰 现 子 断 裂

,

它 们 都 一 致 地 成 向 北 东 突 出 的 弧 形

。

红 沟 梁 一 腰 帆 子 断 裂 断 面 倾 向 南 西

,

倾 角 65
。

一 80
。 ,

断

裂 挤 压 特 征 明 显

,

从 横 穿 断 面 水 系 的 扭 动 和 断 面 擦 痕 特 征 都 可 以 看 到 断 裂 反 时 针 扭 动 的 迹

象

。

炭 山 一 烟 筒 山 隆 起 带 包 括 固 原 北 的 陈 耳 山

、

炭 山

、

窑 山

、

烟 筒 山

、

黑 阴 弯 山 向 斜 等

,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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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侧 发 育 有 红 寺 堡 一 鸣 沙 州 沉 降 带 和 它 对 应
,

中 间 为 黑 马 泉 一 马 固 井 一 余 丁 断 裂 将 它 们 分

开

。

该 断 裂 在 固 原 北 利 用 了 早 期 成 生 的 南 北 向 构 造

,

到 烟 筒 山 一 带 逐 渐 转 为 北 西

,

穿 过 黄 河

后 在 麦 垛 山 一 带 仍 有 显 示

,

最 后 消 失 在 腾 格 里 沙 漠 之 中

。

断 面 在 烟 筒 山 一 带 倾 向 南 西

,

压 性

特 征 明 显

,

扭 动 特 征 尚 不 清 楚

。

罗 山 一 牛 首 山 褶 带 南 起 固 原 东 南

,

经 潘 坡

、

小 罗 山

、

大 罗 山

、

牛 首 山 直 到 黄 河 以 西 的 贺

兰 山

,

这 一 系 列 山 脉 构 成 了 该 带 的 隆 起 带

,

其 东 侧 为 韦 州 一 苦 水 河 沉 降 带

,

罗 山 一 牛 首 山 东

麓 断 裂 是 该 带 的 旋 回 面

。

该 断 裂 在 卫 星 照 片 上 影 象 十 分 清 晰

,

它 南 起 固 原 东 南

,

经 罗 山

、

牛

首 山 东 麓 在 青 铜 峡 附 近 穿 过 黄 河

,

尔 后 切 过 贺 兰 山 消 失 在 沙 漠 之 中

。

最 东 边 的 青 龙 山 褶 带 及 其 东 麓 断 裂 尽 管 由 于 复 盖

,

地 貌 上 不 甚 醒 目

,

但 从 卫 星 照 片 上 仍 可

看 出 它 的 展 布 形 迹

。

青 龙 山 东 麓 断 裂 在 穿 过 黄 河 时 明 显 地 控 制 着 地 下 水 的 分 布

,

断 裂 两 侧 的

地 下 水 尤 如 一 刀 切 断

,

同 时 显 示 出 断 裂 反 时 针 扭 动 特 征

。

它 向 南 可 追 索 到 固 原 东 南

,

向 北 经

石 沟 择 进 入 银 川 盆 地

,

之 后 一 直 向 北 北 西 方 向 伸 展

,

迹 象 表 明 该 断 裂 穿 过 贺 兰 山 可 以 达 吉 兰

泰 以 北

。

上 述 五 个 旋 回 带 在 平 面 上 展 布 是 十 分 协 调 的

,

各 带 之 间 距 离 均 匀

,

整 体 形 态 也 比 较 完

美

。

从 剖 面 上 看

,

自 西 南 向 东 北 方 向 形 成 一 浪 推 一 浪 的 地 貌 景 观

,

由 隆 起 经 过 断 裂 转 为 沉

降

,

隆 起 由 缓 坡 到 陡 坡

,

沉 降 盆 地 又 由 深 到 浅

,

而 后 又 逐 步 过 渡 到 另 一 隆 起

,

地 质 和 地 貌 形

态 表 现 得 很 有 规 律 性 ( 图 2 )
,

充 分 体 现 了 它 们 是 具 有 成 生 联 系 的 整 体

。

一

目 E

离龙罗
烟高山一诌

南西华山

图 2 陇 西 旋 卷 构 造 各 带 剖 面 示 意 图

二

、

陇 西 旋 卷 构 造 成 生 时 期 及 新 活 动

从 旋 卷 构 造 影 响 和 控 制 的 地 层 等 大 量 资 料 表 明

,

该 构 造 主 要 是 燕 山 运 动 和 喜 山 运 动 期 成

生 发 展 起 来 的

,

特 别 是 对 白 噩 纪 以 后 的 沉 积 有 明 显 地 控 制 作 用

。

在 它 形 成 之 前

,

本 区 已 经 存

在 着 纬 向 构 造

、

经 向 构 造 和 古 北 西 向 等 较 老 的 构 造

,

它 们 对 该 旋 卷 构 造 的 形 成 起 了 一 定 的 干

扰 作 用

,

旋 卷 构 造 在 某 些 方 面

、

某 些 地 段 也 改 造

、

迁 就 并 利 用 了 老 的 构 造 成 分

,

如 固 原 以 北

近 南 北 向 构 造 成 分 和 海 原 以 西 的 北 西 西 向 构 造 成 分 原 来 就 是 南 北 向 构 造 和 北 西 西 向 构 造

,

而

后 在 旋 卷 构 造 形 成 时 被 利 用 了

,

因 而 在 这 些 部 位 很 难 一 下 将 它 们 全 部 分 开

。

陇 西 旋 卷 构 造 第 四 纪 以 来 活 动 是 很 强 烈 的

,

这 不 仅 反 映 在 如 前 所 述 的 醒 目 的 现 今 地 貌 差

异 方 面

,

而 且 许 多 地 段 控 制 了 第 四 系

,

作 为 主 旋 回 面 的 大 断 裂 多 处 断 开 第 四 系

,

有 的 地 段 断

距 达
1 00 多米

,

许 多 横 穿 断 面 的 沟 梁 被 错 断 或 受 到 同 步 的 牵 引

。

与 大 断 裂 方 向 性 质 相 同 的 第

四 纪 断 裂 也 屡 见 不 鲜
〔 “ 〕
。

这 些 资 料 都 是 该 旋 卷 构 造 新 活 动 的 有 力 证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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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陇 西 旋 卷 构 造 形 成 过 程 和 应 力 场

陇 西 旋 卷 构 造 地 处 青 藏

、

鄂 尔 多 斯

、

阿 拉 善 三 大 地 块 的 相 接 部 位

,

它 的 展 布 范 围 显 然

受 到 这 些 边 界 条 件 的 限 制

。

从 它 向 南 收 敛

、

向 北 西 撒 开 的 总 体 形 态 分 析

,

其 形 成 主 要 是 受 青

鄂尔

今

令

斯地

令

`
,

彝

戈

` 块

`
卜
·

厂

2 、 ` 3 !

陇西旋卷构造形成过程的力源

藏、 鄂 尔 多 斯 两 块 体 的 活 动 所 至 ,

即 青 藏 地

块 受 印 度 板 块 作 用 整 体 向 北 东 推 挤
〔 8 〕 ,

同

时 由 于 受 力 不 均 还 做 顺 时 针 方 向 旋 转

,

鄂 尔

多 斯 地 块 受 太 平 洋 板 块 作 用 产 生 向 西 的 推

力

,

二 者 的 作 用 以 前 者 为 主

。

在 它 们 的 联 合

作 用 下

,

本 区 受 到 近 北 东 东 一 南 西 西 方 向 的

挤 压 和 反 时 针 扭 动
〔 4 〕 ,

从 而 使 该 旋 卷 构 造

在 三 大 地 块 之 间 这 个 特 殊 部 位 得 以 产 生 和 发

展

。

近 年 来 大 量 地 质

、

地 震 方 面 的 资 料 反 映

本 区 的 应 力 作 用 方 式 和 上 述 分 析 是 吻 合 的

( 图 3 )
。

|||||||降|
l

|L黔

及现今应力场作用方式示意图 在上述力源的作用下,

本 区 应 力 场 以 水

1
.

动 力 来 源
2

.

区 域 主 压 应 力 方 向
3

.

力 偶
平

力 作 用 为
主

,

水 平 主 压 应 力 方 向 是 北 东 东

一 南 西 西 方 向

,

各 旋 回 带 在 近 南 北 方 向 到 北 北 西 方 向 展 布 地 段 以 受 挤 压 为 主

,

在 转 向 北 西 方

向 的 地 段

,

沿 主 旋 回 面 还 会 受 到 一 对 力 偶 的 作 用

,

这 是 那 些 地 段 产 生 反 时 针 错 动 的 原 因 所

在

。

仿 照 这 样 的 应 力 作 用 方 式 所 做 的 泥 巴 模

拟 实 验 气 各 带 显 示 的 活 动 方 式 与 实 际 野 外

观 察 的 构 造 活 动 方 式 类 似

。

四

、

陇 西 旋 卷 构 造 与

本 区 大 震 的 关 系

在 陇 西 旋 卷 构 造 展 布 范 围 内 有 史 记 载 以

来 共 发 生 五 次
7 级 以 上 大 地 震

,

它 们 是

:

1 5 6 1年 中 宁 7音 级 地 震
; 1 6 2 2 年 固 原 北 7 级

地 震
; 1 7 0 9年 中 卫 7士 级 地 震

; 1 9 2 0 年 海 原

8
.

5级 地 震 和 它 的 7 级 强 余 震
。

分 析 这 些 大

震 资 料 我 们 发 现 它 们 有 如 下 特 征

:

1
.

这
些

地 震 的 宏 观
震

中 均 落 在 旋 卷 构 造

各 个 旋
回

带
之 上

。

( 图 4 )

2
.

这
些

大 震 自 外 旋 带 向 内 旋 带 按
一

定 周

期 迁 移

,

震 级 也 有 逐 渐 增 大 的 趋 势

。
图

4 陇 西 旋 卷 构 造 与 本 区 大 震 分 布 图

.

国 家 地 震 局 兰 州 地 盘 研 究 所 王 进 宝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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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陇 西 旋 卷 构 造 及 其 与 地 震 的 关 系

3
.

地 震 极 震
区 ( 或破坏区 ) 长轴方 向及地震形变带方 向都和各 自所在褶带 展 布 方 向一

致
,

形 变 带 的 展 布 严 格 受 构 造 控 制

。

4
.

地 震 形 变 带 性 质 及
反

映 的
运

动 方 式 与 作
为 主

旋
回

面 的 发 震 断 裂 的 性 质 及
活

动 方 式 完 全

相 同

。

1 5 6 1年 中 宁 地 震 震 中 以 前 定 在 中 宁 县 鸣 沙 州
, 1 9 7 0年 李 玉 龙 等 在 做 宁 夏 烈 度 区 划 工 作 时

调 查 发 现
,

该 地 震 不 仅 对 广 武

、

红 寺 堡

、

鸣 沙 州 一 带 破 坏 严 重

,

而 且 对 东 边 韦 州 一 带 的 破 坏 也

十 分 强 烈

,

那 里 城 墙 塌 落

,

房 屋 倒 塌

,

砖 筑 的 康 济 塔 倾 倒 甸
》 ,

说 明 这 次 地 震 震 中 应 该 在 鸣 沙

州 与 韦 州 之 间 即 罗 山 一 带

。

原 来 震 中 定 在 鸣 沙 州 没 有 考 虑 对 韦 州 的 破 坏

,

显 然 就 出 现 了 偏

差

。

根 据 银 川

、

固 原 的 民 房

、

官 署

、

城 墙 破 坏 也 较 重 分 析

,

破 坏 区 长 轴

.

方 向 应 该 是 北 北 西 到

近 南 北 方 向

,

这 显 然 和 罗 山 一 牛 首 山 东 麓 断 裂 展 布 方 向 近 似

。

上 述 资 料 不 难 看 出

,
1 5 6 1年 地

震 的 发 震 构 造 是 罗 山 一 牛 首 山 构 造 带
,

宏 观 震 中 定 在 罗 山 一 带 是 比 较 合 适 的

。

1 5 6 1年 地 震 后 61 年
,

于 1 6 2 2年 在 炭 山一 烟 筒 山 褶 带 上 发 生 了 固原 北 7 级 地 震
。

尽 管 由 于

资 料 缺 少 难 以 圈 定 较 准 确 的 破 坏 区

,

但 从 震 中 所 处 的 部 位 分 析

,

这 次 地 震 受 着 炭 山 一 烟 筒 山

构 造 带 控 制

,

其 东 麓 大 断 裂 应 该 是 这 次 地 震 的 发 震 构 造

,

据 此 推 测 极 震 区 方 向 可 能 是 近 南 北

方 向

。

87 年后
,

在 香 山 北 麓 的 红 沟 梁 一 腰 崛 子 断 裂 上 发 生 了 1 7 0 9年 中 卫 7女 级 地 震
。

经 过 我

们 实 地 考 察

,

认 为 它 的 宏 观 震 中 在 该 断 裂 中 部 的 碱 沟 一 带

,

那 里 至 今 仍 然 保 留 着 这 次 地 震

造 成 的 强 烈 地 表 变 形

,

如 断 崖 上 大 块 基 岩 崩 落

,

多 处 看 到 与 断 裂 方 向 一 致 的 新 鲜 基 岩 裂
口

,

在 平 坦 的 山 坡 上 保 留 着 地 震 陡 坎

,

以 及 沿 断 裂 在 黄 土 区 出 现 的 类 似 鼓 包 裂 缝 的 坑 坑 凹 凹 的 地

表 形 变 现 象 等

。

这 次 地 震 的 等 震 线 方 向 也 完 全 受 该 构 造 带 控 制

。

1 7 0 9年 中 卫 地 震 后 经 过 2 11 年
,

在 六 盘 山 一 南 西 华 山 褶 带 上 发 生 了 1 9 2 0年 海 原 8
.

5级 大 地

震 和 它 的 7 级 强 余 震 ( 7 级 强 余 震 原 定 在 六 盘 山 东
、

径 原 县 北

,
1 9 7 8年 我 们 调 查 那 里 并 没 有

这 次 地 震 发 生 的 任 何 迹 象
,

这 次 地 震 发 生 在 该 带 西 部 的 靖 远 县 李 家 沟

、

磁 窑 一 带

. 2 ) )
。

关

于 这 次 大 震 及 其 和 该 构 造 带 的 关 系 已 有 专 著
〔 2 〕 ,

不 再 赘 述

。

以 上 事 实 可 以 看 出

,

陇 西 旋 卷 构 造 对 本 区 大 地 震 发 生 起 着 直 接 控 制 作 用

,

除 最 外 的 旋 回

带 没 有 大 震 记 录 外

,

其 余
4 个 带 都 发 生 了 7 级 以 上 大 震

,

这 些 大 震 的 分 布 及 迁 移 规 律 再 一 次

充 分 证 明 各 旋 回 带 活 动 的 统 一 性

。

这 种 迁 移 规 律 和 我 国 华 北 某 些 地 震 迁 移 现 象 有 类 似 之 处

,

只 是 两 地 力 的 来 源 不 同

,

受 力 方 向 不 同

,

地 震 迁 移 方 向 也 不 同

。

华 北 地 区 是 自 西 而 东 迁 移

,

这 里 是 自 东 而 西

,

也 有 人 把 这 种 应 力 调 整 和 能 量 释 放 过 程 叫 做 一 种

“
让 位
”
现 象

,

看 来 有 一

定 的 道 理

。

不 难 设 想

,

假 如 外 力 来 源 不 变

,

继 续 不 断 地 对 本 区 作 用 的 话

,

那 么 经 过 一 个 时 期 的 应 力

调 整

,

应 变 能 仍 会 再 度 积 累

,

新 的 地 震 活 动 周 期 还 可 能 发 生

。

到 那 时 我 们 就 可
以 根 据 我 们 上

述 研 究 出 的 规 律 对 各 带 地 震 活 动 进 行 予 测

。

但 如 果 外 力 作 用 方 式 改 变 了

,

情 况 自 然 也 不 同

了

,

例 如 自 北 向 南 的 推 力 若 对 本 区 作 用 为 主

,

该 旋 卷 构 造 各 带 上 将 不 会 发 生 大 地 震

。

因 为 各

主 旋 回 面 和 主 压 应 力 方 向 近 似 平 行

,

主 要 可 能 表 现 为 张 性 顺 扭 活 动 方 式

,

这 种 活 动 方 式 不 易

积 累 较 大 应 变 能

,

所 以 也 不 会 发 生 大 地 震

。

本 文 讨 论 了 陇 西 旋 卷 构 造 的 展 布 特 征

,

研 究 了 它 和 本 区 大 震 的 关 系

,

另 外

,

根 据 它 形 成

·
1) 宁夏 回族 自治 区地震办公室

,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地 瓜 烈 度 区 划 报 告

,
1 9 7 0

.

, 2) 兰州地震研寒所
,

17 0 9年 中 卫 7 1/ 5 级 地 震 构 造 背 景 考 察 报 告
,

1 9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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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和实际资料判断
,

该 旋 卷 构 造 不 存 在 和 它 相 当 的 抵 柱 或 旋 涡 成 分

,

所 有 这 些 认 识 与

多 数 人 的 习 惯 看 法 不 同

,

希 望 引 起 讨 论

。

( 本文 一9 8 1年 1 1月 6 日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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