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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东南部地区地震活动特征

甘肃东南部地区地震活动频繁
。

该 区 历史 上 曾发生过M
s 》 5

.

0级地震 55 次
,

其中包括

M s 》 5
.

0级 2 次
,

7
.

0一 7
.

9级 6 次
,

6
.

0一 6
.

9级 1 2次
, 5

.

0一 5
.

9级 3 5次
。

近年来该地区一直

被定为重点监视区或需要注意监视的地区
。

因此
,

研究其地震活动特征对于该地区的地震监

测预报 工作 具 有 一定意义
。

研究区范围南起武都
,

北抵通渭
,

西 自

玛曲
,

东到天水
,

即北纬 5 3
“

I Q
`
一 3 5

0

4 0 ` ,

东经 1 0 2
0

2 0 `一 1 0 6
“

0 5
` 。

所用资料取自陕甘

宁青四省 ( 区 ) 地震数据库及甘肃地震数据

库
。

为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
,

在本项研究中

资料的选取均由 I B M计算机完成
。

1
.

历史地瓜活动概况

甘肃东南部地 区 的地震 分布 如图 1所

示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该区地震明显地受两

条近北西西向的断裂控制
,

即西秦岭北缘深

大断裂带和 白龙江南侧深大断裂带
。

图 Z a
是西秦岭北缘深 大 断裂带 公元

图 1 甘 肃东南部地 区 中强地震震中分布图

1
.

M s 二 5 一 7
.

0 2
.

M s 二 7 一 8

1 6 0 0年以来 M 。 》 5
.

0级地震时序图
。

由图可见
,

该断裂带 5 级以上地震显示了明显的活跃期

和平静期
。

平均活跃期为 47 年
,

平均平静期为 59 年
。

自1 6 0 0年以来
,

大致 可分为 两个 活跃

期
,

四个活动幕
。

根据活跃期活动时间和相邻两幕平静期计算
,

第四个活动幕已于 1 9 6 4年结

束
,

下一个活动幕至少要到本世纪末才能开始
。

图 Z b是 白龙江南侧深大断裂带公元 1 6 0 0年以来M
s
> 5

.

0级 地震的 时序图
。

由图可见
,

该断裂带 5 级以上 地震的平均活跃期为 47 年
,

平均平静期为90 年
。

自1 6 0 0年以来大致可分为

两个活跃期
,

三个活动幕
。

据计算第三个活动幕要在本世纪末才能结束
。

。n7ùb5
1ō。n,ú-1

活跃期
尸J 一、

i舌动幕
产~ ` - ,

汗
.
趴 J训

话明 卜

一

土
_

们韭
l毛; 111一 1 7 (川 18 t ,( ) 1卜川 t、 :之川川 年

上
二

. .

…匪
.

l、 川 1 1自川 j蜘川
`

川以 )年

l

es
1
L

卜曰卜卜仁ì。Un勺夕R尸0.4竹J, ]1-

西秦岭北缘断裂带
自澎
」

t

切。裂侣

图 2 西秦岭业缘断裂带和 白龙江南侧 断裂带地震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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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中强地 , 前的地 , 活动特征

1 9 6 6年 以 来
,

在 甘 肃 东 南 部 地 区 共 记 录 到 M s
> 2

.

0级 地 震 44 0 次
,

其 中 白 龙 江 断 裂 带 30 0

次
。

近 年 来 该 区 发 生 的 玛 曲
5

.

6级
、

迭 部
5

.

9级 地 震
,

均 位 于 白 龙 江 断 裂 带 上

。

图
3 是 白 龙 江 断 裂 带 和 西 秦 岭 北 缘 断 裂 带 中 强 地 震 应 变 释 放 图

。

将 这 两 个 图 对 比 后 可 以

发 现

,

白 龙 江 断 裂 带 地 震 应 变 释 放 速 率 大 大 高 于 西 秦 岭 北 缘 断 裂 带

。

这 种 高 速 率 对 应 了
1 9 8 7

年 迭 部 5
.

9 级 地 震
。

这 一 特 征 可 以 作 为 白 龙 江 断 裂 带 中 强 地 震 来 临 的 一 种 前 兆 信 息

。

西 秦 岭

北 缘 断 裂 带 应 变 释 放 平 稳

、

速 率 小

,

这 与 该 断 裂 带
1 9 6 6年 以 来 无 中 强 地 震 发 生 的 情 况 是 相 吻

合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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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应 变释 放 图

图 4 是 白 龙 江 断 裂 带 1 9 6 6年 以 来 b值 时 间扫描 曲线
。

b值的 求 法 采用 最 大似 然法
。

图 中

的 平 均 线 是 根 据 郭 增 建
〔 1 〕和 张 晓 东
〔
幻 指 出 的 定 常 吸 引 子 与 周 期 吸 引 子 的 界 线 ( 。

.

63 ) 而确

定的
。

图 中 显 示

,

在 妈 曲
5

.

6级 和 迭 部 5
.

9级 地 震 前 b值均 有一 个 负异 常过 程
。

玛 曲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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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 肃 东 南 部 地 区 两 条 发 晨 断 裂 地 展 活 动 的 关 系

笔 者 利 用 文 献 〔3〕提 出 的
,

计 算
地

震 活 动 标 度
( F
。
) 的方 法

,

即 l o g F
。 二 6

.

1 1 1 + .] 09 1 M I
J

,

分 别 统 计 并 计 算 了 两 条 发 震 断 裂 带
1 9 6 6年 以 来 的 地 震 活动 标 度 值 犷 结 果 如 图 5 所 示

。

从 图
5

可 以 看 出
,

两 条 发 震 断 裂 带 的 地 震 活 动 标 度 时 间 扫 描 曲 线 呈 同 步 的 正 相 关 变 化

,
据 此

,

我 们

可 以 推 断

,

这 两 条 断 裂 带 受 控 于 统 一 的 应 力 场

。

1 9 6 6年 以 来
,

白 龙 江 南 侧 断 裂 带 的 地 袭 活
动 标 度 值 明 显 大 于 西 秦 岭 北 缘 断 裂 带

,

这 与 上

述 关 于 前 者 仍 处 于 第 三 个 活 动 幕

,

后 者 处 于 平 静 期 的 分 析 是 相 吻 合 的

。

利 用 两 条 发 震 断 裂 带

的 地 震 活 动 标 度 值 的 相 对 大 小

,

可 判 断 两 条 发 震 断 裂 带 未 来 地 震 危 险 性 的 大 小

。

( 本 文 1 9 9 0年 1 月 2 0 日收 到 )

( 天水市地震办公室 贾晓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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