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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野外考察及收集分析大量资杆的墓础上
,

论证 了中国南北地震带的地震地质特征
。

对活动断裂带进行 了分类划级
,

初步建立 了南北地震带构造和地震活动图象的关系
。

并依据构

造条件的相似性及地震重复率的研究
,

对南北地震带近期强震危险性进行 了判定
。

我国中部大约在北纬 2 1
。

一 4 0
0 ,

东经 9 8
0

一 1 0 4
0

(北段可达 1 0 6
0

3 0
`
)范围内

,

存在着一条南

北向地震密集带
。

马宗晋认为这是一条构造地震带
`。 ,

即广义的中国南北地震带
。

该带的东缘

带更具鲜明的中轴特征
,

通常称狭义的中国南北地震带
。

笔者在野外调查及收集分析大量资料

基础上
,

研究了中国南北地震带地震地质及强震活动特征
,

特别对北祁连山地震断裂带展布及

特征提出了新认识
。

对活动断裂带进行了分类划级
,

建立了强震危险区段判定的地震地质标志

及时段筛选指标
,

对中国南北地震带近期强震危险性提出了初步预测意见
。

一
、

中国南北地震带地震地质特征

1
.

大地貌阶梯带

亚洲地形展示
,

以海拔三千米等高线圈定的地貌形态沿经度 1 04
。

附近存在着鲜明的南北

向阶梯特征
。

西为四千— 三千米现代强烈隆升的高原山地
,

东为一千— 二千米相对沉降的

低山丘陵和低于二百米的近海平原
,

比差递降二千米左右
。

南北地震带即位于该大地貌阶梯的

显著变化地带
。

2
.

弧形构造线性分布带

亚洲大陆东部一系列醒 目地向赤道突出的大型弧形构造
,

如伊尔库次克弧
,

蒙古弧
,

祁 吕

弧
,

华南弧等
,

其弧顶集中分布于东经 1 04
。

一工0 60 附近
。

显示了该带地壳结构的不均一而导致

的水平运动差异
。

3
.

历史时期的南北向陆梁和陆槽带

在漫长的地质发展历程中
,

东经 1 0 40 (北段 106
。

)附近常由走向南北的单纯曲挠地带以陆

梁和陆槽的形态显现 出来
。

作为东部地台
,

西部地槽的边界
,

控制了两侧古地理及沉积岩相
,

岩 ,

浆岩的分异
。

从而对亚洲东部地壳发育起着重要的分割作用
,

并对青藏高原的向东发展起了明

显的边界抑制作用
。

现今该带作为中轴带
,

明显控制了我国地震的东西分区
。

4
.

地球物理场显著变化带

一 7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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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中国南北地震带活动断裂带与

6 级以上地衷关 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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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东经 1 04
。

一1 06
。

附近存在着

岩石圈厚度梯级带
〔 2 , . 〕 ,

由东向西 比

差递降约 50 公里
。

地壳厚度由东向

西比差递增 10 一20 公里
,

中国南北

地震带即位于该地壳厚度突变带

上
。

我国中浅部重力场与大地貌关

系密切
,

但愈往深处则愈反映了南

北向和东西向的高梯度变化
。

南北

地震带与南北向重力梯级异常带是

相当吻合的
。

南北向的深大重
、

磁特

征 线断续成带
,

密集分布于 东径

9 8
0

一 1 0 0
0 , 1 0 2

0

一 1 0 4
0 , 1 0 6一 1 0 7

0

间
。

东西向的深大重
、

磁特征密集带

主 要分布于 北纬 4 0
0

一 4 2
0 ,

3 4
0

一

3 5
0 ,

2 6
0

一 2 5
0

间
“ , 。

大地电磁测深资

料表明① 南北地震带北段上地慢内

高导层呈南北向区域性上隆
,

并且

带内较两侧电阻率低
。

在天水一武

都一带深部 2 0一 30 公里存在着横

穿秦岭的南北向电性构造
。

5
.

南北向断裂发育带

南北地震带内的南北向断裂最

发育
。

由于受到其它方向构造线的

干扰
,

地表一系列南北走向的断裂

多断续成带出露其间
。

鄂尔多斯盆

地西缘
,

氓山及川滇山岭地区
,

南北

向断裂带剧烈的挤压现象非常明

显
。

它们构成两侧北东和北西向构

造的对称轴
,

对亚洲大陆东部构造

格局起重要的控制作用
。

沿带断续

出露的基性
,

超基性岩
,

可能是上地

慢物质通过该深大断裂带上涌到地

表的结果
。

据地层的研究
,

南北向断

裂带形成于元古代
,

之后 又经过多

次复杂的构造变动
。

现代活动以南

北向的隆起和坳陷为主
,

并控制了

许多重要水系
,

使其呈南北流向
。

南

① 兰州地震研究所大地电磁测深 组
,

南北地震带北段地壳上地慢内的高导层与地震关系的研究
,
1 9 8 4 。

一 7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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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震带北段北北西向构造带正是附合了南北 向深断裂而成生发展起来的
。

南北向断裂切割

了晚更新统及全新统
,

是本区浅源强震 (震源深度一般在壳下 10 一 30 公里 )震中呈南北向分布

的重要因素
。

由于青藏高原的边界影响及间隔 8o 左右的纬向构造带制约
,

南北向断裂带表现

了明显的分段性和差异性
。

断裂表现为压性
,

北段稍有右旋走滑性质
,

南段主要为左旋走滑特

点 (见图 I )
。

表一 中国南北地震带主要强震破裂带统计

地地 震震 震震 震层深深 强 震 地 表 破 裂 带带

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 度 (公里 )))))))))))))))))))))))))))))))))))))))))))))))))))))时时 间间 地 点点点点 走 向向 长 度度 性 质质 水平断距距 垂直断距距
(((((((((((((公里 ))))) (米 ))) (米 )))

111 7 3 3
, 8

.

222 东 川川
_ 111 2 888 北 2 0

0

西西 约 10000 左旋旋旋旋
了了了了 气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ZZZZZZZZZZZZZZZZZZZZZ

111 7 3 9
,

1
.

333 平 罗罗 88888 北 3 0
0

东东东 右旋
,

正正正正

111 7 8 6
,
6

.

111 康 定定
~ 111 1 555 北 2 0

0

西西 6 888 左旋
,

逆逆逆逆了了了了
.
: 尸尸尸尸尸尸尸尸

ZZZZZZZZZZZZZZZZZZZZZ

111 8 3 3
,

9
.

666 篙 明明 888 2 777 近南北北 9OOO 左旋
,

逆逆 1 000 2一 555

1119 2 3
,
3

.

2 444 道 孚孚 7
.

333 1 333 北 5 0
0

西西 8 0一 10 000 走滑
,

正正正正

1119 2 7
,

5
.

2 333 古 浪浪 888 1 222 北 7 0
0

西西 1 4000 左旋
,

逆逆 3一 1 000 1一 444

1119 3 2
,

1 2
.

2 555 昌 马马 7
.

666 2 000 北 7 0
0

西西 1 2 000 左旋
,

逆逆 2一 555 1一 222

111 9 3 7
, 1

.

1 777 托索湖湖 7喜喜喜 北 7 0
0

西西 2 3 000 左旋
,

逆逆 888 1一 444

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

111 9 4 1
, 5

.

1 666 耿 马马 777 2 000 北东东 > 1000 左旋
,

正正正正

111 9 4 1
,

12
.

2 666 勋 海海 777 4 777 北北西西 1 666 左旋
,

正正正正

111 9 4 7
,

3
.

1 777 达 日日 7
。

77777 北 5 0
0

西西 9 000 左旋
,

逆逆 峨一 1 000 1一 444

111 9 4 8
, 5

.

2 555 理 塘塘 7
。

333 1 888 北 4 0
0

西西 7 000 左旋
,

逆逆逆逆

111 9 5 4
,

2
.

1 111 山 丹丹
_

111 2 000 北 5 0
0

西西 > 2000 走滑
,

逆逆逆 0
.

5一 111
了了了了

.

甲rrrrrrrrrrrrrrr

444444444444444444444

111 9 5 5
, 4

.

1 444 康 定定
~ iii 2 000 北 4 0

0

西西 2 000 左旋
,

逆逆逆逆
了了了了

一 二尸尸尸尸尸尸尸尸

ZZZZZZZZZZZZZZZZZZZZZ

111 9 7 0
, 1

.

555 通 海海 7
.

777 1 222 北 6 0
0

西西 6 000 右旋
,

逆逆 2
.

777 0
.

555

111 9 7 3
, 2

.

666 炉 霍霍 7
.

666 1 777 北 5 5
0

西西 9 000 左旋
,

逆逆逆逆

注
:

北段据兰州地震研究所历年考察资料整理
。

中段资杆由陆联康
,

甘遐荣提供
。

南段资料由 张俊昌
,

蔺汝

宇提供
。

.

6
.

北西一北西西向为主的地震断裂交织带

我国强震极震区等震线长轴和地震破裂带
,

东部主要是北北东向
,

地震断层表现了右旋走

滑为主兼有张性特点
,

它们与北西向左旋走滑断裂组成的网络图象控制了该区强震的发生 ;西

部主要是北西一北西西向
,

地震断层表现了左旋走滑为主兼有压性特点
,

它们与北北西向右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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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滑断裂组成的网络结点常是强震发生的地点
。

在东经 :10 20一 10 0 6附近则表现了多方向地震

断裂交织的构造图象
,

尤其以北西一北西西向左旋走滑断裂为主
。

它们的发育历史均较长
,

是

断块或构造单元的边界断裂
。

其现代活动常断切全新统
,

左旋断错山脊水系
,

并伴有逆断层性

质的垂直分量
,

为本区主要发震断裂带
。

广义的中国南北地震带自北而南主要分布北祁连 山地震断裂带
,
西秦岭北麓地震断裂带

,

托索湖一白龙江地震断裂带
,

鲜水河一小江地震断裂带
。

此外
,

尚有红河 (下关一楚雄 )北西向

右旋走滑地震断裂带及银川一昆明北北东向潜在地震断裂带
.

由表一可见
。

北西一北西西向断裂带上的强震破裂带一般长度大
,

连续性好
,

断层几何关系比较简单
。

调查结果表明
,

地震断层常由几条倾向不同
,

性质各异的不连续破裂带组成
。

在各不连续断层

的端部由挤压 山或拉分盆地完成破裂运动的转换关系
。

地震破裂带长度主要受地质环境特别

是先存全新世活断层的控制
,

并与震级
,

震源深度及与断层段的组合规律密切相关
。

应指出的是
,

作为现代青藏高原北部边缘著名的北祁连 山地震断裂带
,

前人多认为主要现

代活动断裂展布于河西走廊南侧山前
,

对该带的力学属性及向东延伸更是意见纷纭
。

笔者通过

多年野外调查
,

区域地质环境研究及卫片
,

航片判读认为
:

祁连山北麓山前断裂呈波状断续展

布
,

剖面上呈由南向北推覆的迭瓦状
,

后期的逆断层依次发育于前期逆断层的下盘
,

断层切割

的最新地层由山体向北侧盆地依次变新
。

断面倾角多上陡下缓
,

常见下古生代地层冲覆于中下

更新统之上
,

西段大黄沟附近并形成壮观的
“ 飞来峰

” 。

但是断层全新世活动非常局限
。

而与强

震密切相关的北祁连 山深大活动断裂带
,

西延照壁山
,

祁连山南麓分布
,

在门源北老虎沟脑附

近穿越冷龙岭山脊
,

至门源东北杂曲河西沟脑附近分为两支
:

一支沿冷龙岭
,

秦家大山
,

香山北

麓展布
,

一支展布于毛毛 山
,

老虎山
,

马厂 山
,

西
、

南华山北麓及六盘山东麓
。

总体呈北 60
。

西波

状绵延长达千余公里
。

沿带可见到一系列早古生代基性
,

超基性岩出露
。

这是一条中更新世晚

期以来以左旋走滑为主
,

兼有逆断层性质的断层束
。

全新世以来表现了分段活动特点
。

年平均

左旋滑动速率大约为 2一 5 毫米
,

年平均垂直活动速率为 1一 3毫米
。

水平活动性具明显的东强

西弱特点
。

该带与南北向主体构造复合的结点部位
,

历史上近于等间距地发生了 1 7 0 9 年中卫

、
. 1 ,.-

, .l _

~
. 。 。 。

、 ~ ~
。 1 ~

. J _

~
二 。 。 _

一一 ,
。

~
, . ,

_

~
. 。 ` _

~ ~ 一 _ 1 ~ 二 `
南 7
言级地震

, 1“ 2” 年海原 ”
言级地震

, 1 ” “ 7 年古浪 ” 级地震
, ` ” ” “ 年昌马 7

言级地震
。

l ” ” “

年门源 .6 4 级地震即发生在门源西非穿越冷龙岭主脊的断裂带上
。

1 6 0 9 年红崖堡 7 级地震的

发生也可能与该带镜铁山一黑河上游谷地北缘断层左旋走滑活动有关
。

据石油
,

煤田钻井及人

工地震剖面等资料推断
,

祁连山北麓山前断裂可能是北祁连山多旋回型逆掩断层带由南向北

推覆构造的前缘断裂
。

其东延可达皇城及塔儿庄附近
。

西秦岭北麓山前断裂带也有类似情况
.

托索湖一白龙江左旋走滑断裂带现代活动也十分强烈
。

鲜水河一小江断裂带西起玉树西
,

东经炉霍
,

康定
,

西昌
,

东川至个旧
。

也是一条长千余公

里
,

以左旋走滑为主兼有压性特征的全新世断层束
。

该带强震活动背景与北祁连 山地震断裂带

比较相似
,

可称南北地震带上第二条不容忽视的强震断裂带
。

综上所述
,

中国南北地震带地处阿拉善
,

青藏地块与华北
,

华南地块的交接地带
。

作为我国

地质
、

地貌
、

地震活动及地球物理场东西分野的轴线
,
南北地震带是横跨不同构造单元

,

以南北

向构造为主体的浅源地震构造带
。

它自成一体
,

有其活动的独特性
。

它纵贯我国中部
,

控制了

强震震中南北成带
。

它主要 由北西一北西西向为主
,

伴有北东一北北东向剪切走滑断裂活动而

发震
。

现代青藏高原隆起的影响及古老纬向构造的制约
,

使其构造活动具明显的分段性和东强

一 7 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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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弱特点
。

现今构造应力场也表

现了鲜明的统一性和分区特征
。.

二
、

中国南北地震带

强震活动特征

南北地震带的地震活动以强

度大
,

频度高
,

空间分布集中而著

称
。

至 1 9 8 5年底共记录到 8 级以

上 地震 6 次
, 7一 7

.

9 级地震 39

叫七向
_

卜体

活动断裂

一级活动
断裂

止几级活动
断裂

图 2 中国南北地震带强震活动区段与

近期危险区判定示意图

F ig
.

2
.

T h e a e t i v e s e g m e n st of
s tr o n g s h o e k i n ht e

N S S e is m i e Z o n e an d t h e j u d ge m e n t of r e e e n t s t r o n g

s h o e k d a n g e r a er a
.

主要特征如下
:

1
.

不同级别的活动断裂带控

制了不同强度的地震

南北地震带强震的空间分布

具明显的条带状和结点状
。

8 级

以上强震发生于南北地震带的东

缘
,

即 1 0 4
0

(北段 1 0 6
0

)经度带附

近
。

特别是一级构造单元 (断块 )

边缘剪切走滑断裂带与南北向主

体构造复合的结点部位
。

如前述

南北地震带中 4条重要的北西一

北西西向左旋走滑地震断裂带的

东段
,

均发生过 8 级地震
。

1 7 3 9

年平罗 8 级地震也是与北北东向

一级构造单元 (断块 )断裂带活动

有关
。

这些地带也具备发生 7一

7
.

9 级地震的构造条件
。

本区 7一

7
.

9 级地震常发生于二级构造单

元的北西一北西西向剪切走滑断

裂带与南北向主体构造复合的结

点部位
。

如理塘
,

达日
,

通渭地震

断裂带等
。

这些地带也具备发生

6 级以上地震的构造条件
。

6一

6
.

9 级地震与二级或三级构造单

元的北西或北东向走滑断裂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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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关系密切
。

5一 5 ., 级地震随机性较大
,

它们与弱震多沿本 区重要的剪切走缉地震断裂密

集成带分布
。

·

实践证明
,

并不是所有上述构造结点部位都能发生强震
。

在这些结点部位中
,

走滑活断层

的端点
、

拐点
、

交点及晚第四纪乃至全新世以来差异活动显著的地段
,

才是强震发生的有利场

所
。

特别是北西一北西西向活动断层束中
,

不连续断层呈左旋右阶雁列地段
,

常形成现代挤压

山
,

比较容易积累较大能量成为本区强震发生的有利地点
。

地震强度取决于断层束中活动断层

区段长度
。

不同规模
,

不同类型的阶区及断裂带间的不同复合关系
,

恰恰可以决定断层束的合

理分段
,

控制了特定强度地震的发生
。

依据上述地质标志
,

南北地震带可划出 32 个强震活动区

段
。

见图 2

2
.

不 同强度的地震分布表现了不同的活动图象

不同强度地震的分布
,

是地质构造活动的直接证据
。

由图 1 可见
,

本区 7 级以上强震主要

沿北祁连山
,

鲜水河一小江
,

腾冲一澜沧三个北西向地震断裂带及银川一天水一龙陵北北东潜

在地震带分布
。

6一6
.

9 级地震则主要分布于南北地震带东部边缘
,

集中于银川一兰州
,

固原一

南坪
,

马边一潞西
,

篙明一澜抢四个北北东一北东向构造区段上
。

揭示了在南北向主体构造控

制下
,

北西西及北北东向剪切走滑断裂带强烈活动的特点
。

尤以北西一北西西向走滑断裂与南

北向主体构造复合地段地震活动频度高
,

强度大
。

3
.

强震群体的时强时弱特点

据中国地震 目录 (顾功叙 1 9 8 3) 和 19 8 0 年以来的快报 目录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 ) 以

7 级以上地震为标志
,

将 7 级以上强震连续活动的时段划为强震活动高潮幕
,

将 7 级以上不连

续活动的时段划为强震活动低潮幕
。

莱州

龙陵

大关ù松平

I `年 )

19 10

中 !可震
\

19 2 (飞 l月3吸)

l分2 {J ` ]不一 37

19 8( ) ] 99 0 20 t ) 0

19之7 一 19 55 中 I可震 19 70 一 ] 9 76

/ \ 勺,ir] 震
、 ’

/ \
仁间隔 6年 ) (间隔

/ 又7一 ,
、 、望气

_

/
9’ “ “ 年

(间隔 7年 ) `间隔 4 年 ) 8 年川司隔 7年 )( 间隔 7年 )比
一 7年 )

图 3
.

中国南北地震带活动 高潮幕划分图 (据雍幼予改编 )

F i g
.

3
`

D e l加 i at t i o n of a e ti v i t y h i g h
一

t id e e Pi s do e i n t h e N S S e i s m i e oZ
n e

.

图 3表明
,

本世纪以来南北地震带经历了三次地震活动高潮幕和三次低潮幕
。

高潮幕持续

时间一般为 6一 17 年
,

每一高潮幕发生 7 级以上强震 6一 8次
。

首发强震是该高潮幕的最大地

震
。

低潮幕持续时间一般 10 一 1 5 年
。

这期间一般还出现中间震
,

中间震在高潮幕结束后 7一 8

年发生
,

其后 6一 7 年又开始新的强震高潮幕
。

低潮幕中 6 级以上地震活动趋势大致以中间震

为对称
。

因此
,

中间震的发生
,

对该区强震的预报是有意义的
。

4
.

强震的发生在地域和时段上呈有规律的转移

一 7 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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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可见
,

昆仑一秦岭 (北纬 3 4
。

)
,

南岭 (北纬 2 6
。

) 纬向构造控制了南北地震带强震活动

的明显分区
。

如 1 5 6工一 1 7 3 9 年约 1 78 年历史中
, 7级以上强震集中发生于北纬 34

。

一 39
。

区间
,

1 7 40 一 1 8 8 7 年约 1 48 年中
, 7级以上强震则主要发生于北纬 34

。

以南的中南段
。

1 9 0 0 年以来
, 7 级以上强震的分布

,

北段集中于北纬 35
。

一 39
。 ,

中段集中于北纬 28
。

一33
。 ,

南段集中于北纬 2 1
。

一 26
。 。

高潮幕的强震分布图象表明
,

第一高潮幕强度主体活动在中北段
,

尤以北段强度大
,

首震海原 8告级发生于北段
.

南段基本平静
,

仅发生一次 ; 级地震
.

反映了
z “ 丫

’
, “

~
J
一~

/ 、
’

曰
产

~
’

, ,,.
、 一 2 ~ ~ ~

刁 , “

~
。

用 ~ ~
’ 1 一 ’ 。 J ’

~ ~ 一
护 、

’

~ ~
I

入
。 ·

~ 少 、 J

南北地震带构造活动北强南弱的差异性
。

第二高潮幕强震在三段均匀发生
,

首震达 日 7
.

7 级发

生在中段
,

显示了南北地震带构造活动的统一性
.

第三高潮幕北段平静
,

无 7级以上地震发生
,

强震主体活动在中南段
。

首震峨山 7
.

7级发生在南段
。

表现了南北地震带南北两段构造交替

活动及强震活动高潮幕首发强震由北向南规律性转移的独特性
。

卿卿卿
二二习{{{{{

777

lF g
.

4

图 4
.

中国南北地震带 7 级以上地震随时间和纬度变化关系图

舔妻 7 e a r ht q u a kes i n t h e N S S e i sm ie 为
n e c h a n g in g iW ht it m e a n d l a ti t叨 e

·

南北地震带强震震中自北向南迁移时
,

相邻强震震中距离一般跨纬度 5o 一 8o
,

但到了南段

后常常是直线向北跳迁
,

相邻强震震中一般跨纬度大于 1 00
,

最大可达 17
。 。

从大形势分析
,

强

震高潮幕图象识别及强震在地域和时段上有规律的转移
,

有可能作为预测第四高潮幕首震及

强震活动主体地段的判定指标之一
。

5
.

强震前常形成中强震空区或空段

罗灼礼
,

廖志和对我国浅源强震前的地震活动图象进行了研究① ,

认为我国 了级以上浅源

强震前 20 一 30 年
,

在震中区附近多有一个平静时段
。

南北地震带中南段以空区一活动型为多
。

表现为主震周围平静
,

外围地区有 5一 6 级地震活动并形成空区
,

空区面积多在 4 万平方公里

以上
。

中南段地震频度高
,

原地重复性较强
, 7 级以上强震约有 50 年左右的周期性

。

笔者通过

北段强震活动特征研究
,

认为北段地震活动频度低但强度大
,

填空性强
。

历史上未见过 9 度区

原地重现的震例
,

只有少数 8 度区与先前的 9 度区重叠
。

7级以上强震发生前 15 一35 年
,

最长

5 0年往往在将要发生强震的区段
,

出现低一级左右的
“

信号震
” 。

见表二
。

① 罗灼礼等
,

浅源强地震前地震活动图象
,

1 9 8 4 .

一 7 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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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南此地震带近期发生过强震的构造区段
,

在短期 内势必起到减震的作用
,

不致发生

强震
,

并且由于强震构造区段中发生 了近期强震
,

构造块体活动出现 了前松后拥的调整
,

从而

加强了未发生强震的构造区段
,

或历史早
,

中期发生过强震的构造区段应变能的积累程度
,

进

而加速其能量释放的速度
。

当其符合地震迁移活动规律和地震复发周期临界值时
,

即成为第四

高潮幕强震发生的可能区段
。 - ·

-

表二
.

中国南北地震带北段强震前信号震统计表

中中长期信号震震 强
`

震震 间隔时间间

(((((((((((((((((((((((((((((((((((((((((((((((((((((((年 )))时时 间间 地 点点 震 级级 时 间间 地 点点 震级级级

111 2 888 甘 谷谷 6 1 / 222 1 4 333 甘 谷谷 777 1 555

111 3 888 临 衫七七 6 1 / 444444444 555

111 6 0 444 礼 县县 666
`
1 6 5 444 罗家堡堡 888 5 000

111 6 3 444 西 和和 666666666 2 000

111 7 0 444 陇 县县 666 17 3 999 平 罗罗 888 2 555

111 7 0 999 中 卫卫 7 1 / 222222222 2 000

111 8 8 555 天 水水 666 1 9 2 000 海 原原 8 1 / 222 3 555

111 8 8 888 景 泰泰 6 3 / 4一 777777777 3 222

111 9 5 888 茂 汉汉 6
.

222 1 9 7 666 松 平平 7
.

222 1 888

松松松 潘潘 6 3 / 444444444 1666

111 9 4 111 哈拉湖湖 666 1 9 5 444 山 丹丹 7 1 / 222 13
,,

111 9 3 666 天 水
卜卜

6
`̀

1 9 9 000 陇西一一 7一 7 1 / 222 > 5 000

1119 3 666 和
、

政政 6 3 / 444 前后 ??? 和政 ??? 个个个

1119 8 666 门 源源 6
.

滩滩 J 9 9 000 镜铁山一一 7一7 1 / 222 2一 2 000

前前前前前后 ??? 金瑶岭 ??? ?????

三
、

中国南北地震带近期强震危险性的初步判定

综上研究
,

归纳南北地震带近期强震危险区判定的地震地质指标为
:

1
.

具备本区强震发生的独特地质构造条件
,

是公元 2 0 0 0年前强震主体活动的可能地震断

裂带或区段
。

2
.

是历史上未发生过强震或发生过强震
,

但距今时间久远的强震构造区段
,

并符合各区

段强震重复周期和强震迁移活动规律
。

3
.

对要判定 的强震危险区段周 围近十年或几十年内有 6 级地震或 5 级震群活动并初步

围成空 区或空段
,

及出现中长期预报的
“

信号震
”
和小震活动频度的增强区

。

据上述指标
,

对南北地震带 32 个强震构造区段进行筛选
,

推断出第四高潮幕中最多 12 个

7 级以上强震危险区
。

见图 2
。

据南北地震带强震群体活动的时强时弱特点
,

目前该带正处于第四低潮幕
,

并发生了强震

低潮幕的中间震一 1 9 8 3 年莱洲 7 级地震
。

按中间震发生 后 6一 7 年即开始新的强震高潮幕推

断
,

第四强震高潮幕首发强震将在 1 9 9 0年前后
。

由前三次高潮幕首发强震特征推断
,

第四强震

一 7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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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幕首发强震为 7
.

5级左右
.

据南北地震带强震发生在地域和时段上有规律的转移
,

第四低潮幕中间震莱洲地震
,

地处

北纬 21
.

60
。

按该带强震由南向北跳迁距离大于纬度 1 00 的规律推断
,

第四高潮幕首发强震将

发生于北纬 34
。

以北
.

历史强震活动图象表明
,

首发强震发生地域与强震主体活动地段关系密

切
。

推断第四高潮幕强震主体活动地段很可能在南北地震带北段
,

中南段也将参与活动
。

因此
,

应密切关注北祁连山及西秦岭北麓
,

鲜水河— 小江地震断裂带上的强震危险性
。

特别进行祁

连山断裂带中
、

西段及西秦岭北麓断裂与 1 0 4
。

经度构造复合的结点部位更应引起足够的重

视
。

近期强震危险性预测
,

是地震预报对地震地质学提出高标准要求
。

限于目前定量化研究程

度及研究水平
,

显然是任重而道远的
。

笔者只是把长期预报的烈度区划和 目前短期预报中的思

路和方法综合起来
,

在南北地震带近期强震危险性判定研究中进行了探索性尝试
。

请读者不吝

指教
。

需指出的是
,

对北祁连山地震断裂带的正确认识
,

对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台网的合理布

局及地震监测预报
,

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相信随着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

对北祁连山地震断

裂带的一些细节
,

还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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