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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中不在主要活

动断裂上的中强地艇

一甘孜 6级地震

张成贵 游泽李

( 四 川省地震
.

局地震地质队 )

一
、

概 况

i
、

12 5 0年 6月 2 6日 7时 2 4分
,
在四川省甘孜县发生了 6 纵地震

。

微观震中为北纬 3 1
0

5 0
, ,
东经

犷 5 1了
。

宏观震中在甘孜县下扎科公社麦玉弄村附近
,

即北纬 31
0

52
尹 ,

东经 99
0

45
尹。

震源深度 17 公里
。

震中烈度皿度强
。

有感范围
:

东到炉霍
,

西至德格
,

北到色达
,

南至新龙
。

这次地震的震源机制解如

下表
:

节面互 节面 1 ! X 轴 { y轴 }
p轴

T轴 N轴

剩绷期割周刽翻溯别鲁亲粤粤德
-

么
、

烈度分布如图一
。

孤度区
:

北至下扎科
,

东南到达巴科
,

东到麦玉弄
,

西至阿达
。

长轴约 20

公里
,

短轴约 13 公里
,

长短轴之比约为 1
.

5 : 1
。

不度区北西至德格县中扎科
,

东 l每端至甘孜县生康
,

东北到查扎
,

西南至西充农附近
。

长轴约 54 公里
,

短轴约33 公里
。

震害沿下扎科一一藏得卡 断 裂 分

布
。

3
、

余震衰减快
。

主震后至 7 月 2 5 日共记录到余震 1 1 33次
,

其中 3
.

0一 3
.

8级地震 6 次
, 2

。 。一 2
.

级地震 87 次
,

最大余震 3
.

8级
。

余震震中分布呈北 6 0
“

东的椭园形
。

这次地震有如下特点
:

其一
,

地震发生在北西向的鲜水河断裂与马尼干戈两认
)

强烈活动断裂所夹

持的地区内
,

震中却不在上述两大断裂上
。

其二
,

余震震中展布的总体方向与等烈度线的长轴方向不

一致
,

与控制等烈度线分布的下扎科一藏得卡断裂近于直交
。

其三
,

极震区内几乎没有余震
,

绝大部

份余震分布在它东南的低烈度区内
。

二
、

区域构造背景

震区处于青藏滇缅印尼反 “ S ”
型构造体系头部的赠利一稻城反

“
S
”
型次级札造带与川滇 南 北

带的复合部位
。

地震的宏观震中位于赠科一稻城反 “ S
”
型构造带中的下扎科一藏得卡断裂附近

。

展现

在区内的断裂多呈北西向
。

现由震区东北到西南依次简述于后
。

1
.

、

鲜水河断裂 (图一 )
:

该断裂由康定
、

乾宁
、

道孚
、

炉霍向北西过东谷
、

甲坡纳 山 进 入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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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 ,肚年6胁日甘称级雌烈度饰图
1

.

压彻幽裸 2
.

扭侧裸
.

3

5
.

雍山狱优能
`

.

解解
:

李解
.

③甘欲一鲜眯
位 8

.

斜滚中
.

抛似裸
.

D鲜刁匆科

驭干戈根

奉主鲜秘解
.

② 下抖一至存
7

.

翩解辱掀波

区
,

消失于区 内之木格同附近
,

全长 3沁余公吸
。

断裂走向北 4 5
。

一 50
“

西断面倾向北东
,

倾角一般在 7 C
”

以上
。

断裂经历了长期活动
,

沿断裂带岩石破碎
,

构造岩发育
,

构造破碎带最宽达一
、

二百米
。

据构

造岩特征
、

地质体被切错 以及构造破碎带中的小断面
、

挤压片理等的展布特征判断
,

该断裂为压性为

主兼左旋扭动
。

于断裂沿线见到第四纪以来的新断层
,

它们的产状
、

力学性质等与老断裂十分吻合 ,

炉霍至康定一带强震沿断裂分布
,

并沿断裂往返迁移
,

显示该断裂 自挽近至今的强烈活动性
。

从近年

来工作的资料表明
,

鲜水河断裂由东谷向西韭去
,

构造形迹减弱
。

震区内的鲜水河断裂仅为其级西端

部
,

它与甘孜一理塘断裂
、

下扎科一藏得卡断裂之北西段大致呈平行展布
。

2
、

下扎科一藏得卡断裂 (图一 ) :

该断裂发育于下扎科藏得向斜槽部
。

断裂走向北西
,

断面 l句 ;

北东陡倾
,

断裂可见长度 60 公里
。

格美以北走向北 40
。

西
,

格美至生康段走向北 30
。

西
, 在格关附近呈

微向北东突出之弧形
。

断裂两侧岩石破碎
、

岩层陡立
,

尖棱状褶曲发育
,

上盘 (北东盘 ) 上三迭统罗

空松多组下段砂岩冲覆于下盘 (南西盘 ) 罗空松多组上段板岩之上
,

显示了断裂的压性特征 , 据格炙

北东饶村北 50
。

西压性顺扭支断裂与之组成 的平面 “ 入” 字形判断
,

该断裂曾作顺扭
。

.

弧形稍 北之下

扎科附近有一燕山期花岗岩体
,

岩体长轴呈北e扩东方向展布
,

与断裂走向近于垂直
,
代显 示岩体是沿

早期张裂隙贯入
。

后来断裂虽朱切穿该岩体
,

但岩体中发育的北西西和北西西组密集节理
,

可能显示

该断裂在燕山运动后的继续活动
。

岩休中还见北 65
。

东的张性断裂及南北向的扭性断裂 , 在格美 附 近

的波德以及其南东的利老同等见北 25
。

东的节理北东向的张性断裂较发育
,

在航片上 影 像清晰
,

呈笔

直的线性特征
,

具右旋扭动特点
。

据查下扎科至生康一

级地展后
,
下扎科附近接连发生了两次 5 级多的地震 ,

带历史上曾发生过中强地震 , 19 73年炉霍 7
.

介

近年来下扎科至生康一带的小震活 动也 较 城

繁
,

说明下扎科一藏得卡断裂自挽近时期以来的新活动是明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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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甘孜— 理塘断裂 (图一 ) :

断裂斜贯震区南部
。

断裂向北西经西充农后
.

注达青海境内 , 向

南东经甘孜
、

理塘
、

过木拉后继续向东南伸驰
,

长达数百公里
。

断裂走向在甘孜以 北 为 北 5 00 一 60
。

西
,

甘孜一理塘段走向近南北
,

理塘以南断裂走向转为北西
,

呈明显的反 召 S ”
形展布

,

为赠 科一 稻

城反
“
S ” 裂构造的东界断裂

。

它成生早
,

控制了川西三迭纪时期的沉积环境和古地 理条件
,

使断裂

两侧的三迭系地层在岩性
、

岩相
、

古生物组合
、

沉积厚度
、

岩浆活动等方面都有明适的差异
,

因而又

是马尔康地层分区和义敦一中甸地层分区的区划性断裂
。

断裂具深
、

大
、

多期活动的特点
。

沿断裂有

基性
、

超基性岩分布
。

断裂两侧岩石破碎
、

岩层产状素乱
,

挤压透箫体
、

挤压片理
、

糜棱岩
、

小断面

等均较发育
,

构造破碎带最宽达 70 余米
。

据构造岩特征
、

地质体被切错以及支断裂与主千断裂组成的

平面 “ 入 ” 字形判断
、

该断裂以压性为主
,

兼具扭性
,

顺扭
、

反扭均有
,

而以顺扭为主
。

挽近时期断

裂不仅控制了山脉的走向
,

水系的分布
,

对地震也起着一定的控制作用
。

展现在震区内仅是该断裂北

段的一部分
。

4 ,

马尼于戈断裂 (图一 ) : 该断裂展现于震区西南隅
。

断裂由生康向北西经错阿乡
、

马尼干戈
,

瀚
直达青海 , 生康往南东经甘孜县城南

,

至甘 (孜 ) 一新 (如 公路 13公里路碑附近趋于消失
,

长

达数百公里
。

断裂走向北 45
“

一 50
。

西
,

断面向北东陡倾
。

断裂两侧三迭系上统曲嘎寺 组 地 层 破碎
,

构造岩发育
,

构造破碎带宽 30 一 10 。米
。

据构造岩特征和断面水平擦痕分析
,

该断裂具强烈的压性兼左

旋扭抓
。

它除影响三迭系地层外
,

还切错第四系水碳层 , 断裂地貌明显
,

宽谷
、

盆地沿断裂成串珠状

分布飞冷泉
、

温泉
、

气泉成排出现 , 航片
、

卫片影像清晰
,

具笔直的线性特征
。

1 8 8 6年生康 x 度地震

的震中位于该断裂上
,

震害沿断裂分布
,

等烈度线的长轴方向与该断裂的走向也基本一致 , 1 97 3年炉

霍 7
.

9级地震后
,

生康又发生了 5
.

8级地震
,

近年来马尼干戈断裂带上时有小震发生
。

综上述
,

马尼千

戈断裂的新活动是十分强烈的
。

马尼千戈断裂是利用
、

改造了早期反 “ S ” 型构造体系中的薄弱面发展起来的活动性 断裂
。

在生

康一带它与反
“ S ” 型构造体系中之甘孜一理塘断裂

、

下扎科一藏得卡断裂呈斜接复合关系
。

三
、

地震与构造的几点认识

地震是在一定的区域应力作用下
,

活动断裂突然破裂的结果
。

甘孜 6 级地震则与下扎科一 藏得卡

断裂的活动密切相关
。

1
、

下扎科一藏得卡断裂在格美附近有微向北东突出之弧形转折段
,

于弧形转折段之北有燕山期

的花岗岩体横亘于断裂上
,

这种构造的特殊部位和介质的物性差异
,

为地应力的集中
,

孕育地震创造

了良好条件
。

这次地震的宏观震中麦玉弄位于下扎科一藏得卡断裂的北东盘
,

距断畏的平 距 约为 4
.

5

公里
,
因断面倾北东

,

倾角较陡
,

如果取断面倾角 75
。

进行计算
,

则得断面向下延伸通 过麦玉 弄村时

的垂深约为 17 公里
,

这个数字与本次地震的震源深度是吻合的
。

由此看来甘孜 6 级池震与下扎科一藏

得卡断裂有关
。

2
、

本次地震的震害分布明显受下扎科一藏 得卡断裂控制
,

等烈度线 ( 图一 )呈微向北东突出之似

纺锤形
,

长轴呈北 40
。

西方向展布
,

与该断裂的走向基本一致
。

烈度值的衰减是南西侧快
,

北东侧慢
,

这与该断裂断面倾北东有关
,

而等烈度线在麦玉弄附近微向北东突出
,

这与断裂的孤形转折相吻合
,

等烈度线长短轴之比约为 1
.

5 : 1 ,

这与发震断裂压性为主兼扭性的力学性质也是相关的
。

,

8
、 .

震源机制解与发震构造也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

节面 皿的走向
、

倾向
、

倾角与 F扎科一藏得卡断

裂的产状相近
。

其主应力的方向北 “
。

东
、

即主压应力与该断裂的震区段垂直
,

这与 发震断裂 显示压

性为主是一致的
。

4
、

甘孜 6 级地震的余震分布
,

总体呈北 6 00 东的椭园形 (图一 )
,

与下扎科一藏得卡断裂的展布

方向近于垂直
,

而与震区内的北东向张性裂面又较吻合
。

这说明当应力积累到一定程度
,

下 扎 科 一

藏得卡断裂突然急剧运动
,

发生 6 级地震
,

释放了整个序列99 %的能量
。

其剩余能量则沿下扎科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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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卡断裂之同序次的张性裂面逐渐释放
。

这就是余震与发震构造不一致的原因
。

5
、

甘孜 6级地震虽位于鲜水河断裂和马尼干戈断裂所夹持区域内
,

且鲜水河断裂在震区内处于

消失状态
,

而与马尼干戈断裂斜接之下扎科一藏得卡断裂纵贯震区
,

故欲西向的马尼干戈断裂作左旋

运动时
,

牵动与之麟玲的下氛种一专冬侧娜簇男移属担性运幼
,

导致孕育洲译胜 ” 级地趁
·

所以此次地

震的震中既不在鲜水河断裂上
,

也不在马尼干戈断裂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