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 2卷 第 2期
1 9 9 9年6 月

西 北 地 展 学 报
NO R TH丫V ES S S N R I E E T MO LO I GCA LJO U N R A L

勺 b】
.

21 No

J
u ne1 9 9 9

北纬3 5
“

线附近上地慢软流圈活动格局

与地震的关系
关

郭安宁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

甘肃 兰州 73 00 00 )

摘要
:

北纬 35
’

线是一条地震特发带
,

上地慢软流圈时流方向恰好在该线附近发生

转换
.

研究结果表明
,

北纬 35
’

线附近上地慢软流圈活动格局与地震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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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北纬 35
’

线对地球的自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纬度线
,

由地球 自转产生的离心力在赤道附

近最大
,

在两极附近最小
,

因而两极物质凹陷
,

赤道凸出
,

在 3 50 线附近恰是平衡点
,

35
’

线以北

地壳下沉
,

以南地壳凸起
,

形成椭球
.

另外太阳和月亮引潮力的长期项部分使得赤道到南北纬

35
`

间的地带呈上升状态
,

35
`

至两极间的地带呈下降状态
,

35
`

线是交界线
.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
,

3 5
’

线就成了地球自转离心力与潮汐力变化和交切的地带
,

因而就可能引起上地慢的岩浆对流

发生变化
.

事实上
,

中国大陆底下的地慢对流运动格局恰在 35
’

线处发生变化
,

流动方向转挟
,

这种转挟可能导致深部地慢对流对其上方地壳力产生改变
,

反映到上部地壳处 35
’

线就是一

个力变化带
,

从而引起地震的频度和强度在 35
’

线处增高
,

本文将论述这些现象并探讨其原

因
.

1 35
’

线附近的离心力和潮汐力变化

众所周知
,

任何一个旋转系统都会产生向心力和离心力
,

地球作为一个旋转的球体
,

自然

也会产生离心力
,

在它上面任何一点处产生的离心力可表述为

F 二 m o ZR e o s尹 ( 1 )

式中 F 为离心力
,

m 为物体的质量
,

。 为地球的自转角速度
,

R 为地球的半径
,

尹为地心纬度
·

由此式可以看出
,

在赤道附近 尹 二 0
,

co s尹 = l
,

离心力最大 (最大值约为 10 N c/ 衬 )
,

而在两极

附近
,

尹 = 90
’ , cos 尹 = o

,

离心力为零
·

由于在赤道附近的自转离心力最大
,

且向着外法线
,

在

长期缓慢的作用下地球的介质可视为一个塑性体
,

因而该处的物质就要向外凸出
.

按 照 物 质 的

补 偿 原 理

,

该 处 物 质 的 向 外 凸 出 必 有 别 处 的 物 质 来 调 整 补 充

,

而 两 极 的 离 心 力 为 零

,

所 以 那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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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物 质 就 势 必 要 移 向 赤 道 进 行 补 充
,

结 果 导 致 赤 道 物 质 向 外 凸 出

,

两 极 物 质 向 内 凹 陷

.

大 地 测

量 结 果 也 表 明

,

赤 道 附 近 上 升

,

而 两 极 下 降

.

假 若 地 球 的 原 始 形 态 是 圆 球
(图 1 )

,

在 离 心 力 的 长

期 作 用 下 就 会 变 成 椭 球

.

赤 道 是 上 升
区

,

两 极 是 下 降 区

,

从 赤 道 到 两 极 由 上 升 区 逐 渐 变 为 下 降

区

,

其 间 必 有 一 个 既 不 下 降 也 不 上 升 的 中 性 面 带

,

该 面 带 就 在 35
’

线 附 近

.

若 地 球 的 自 转 角 速 度 值

。 是 变 化 的
,

则 由 此 会 产 生 附 加 力

.

如 果

。 在 单 位 时 间 △ t 内 变 化

。 + △。
,

由 此 产 生 的 附 加 力 为

叮

= m ( 。 + 乙 。 ) Z R co s
甲 一

~
2
尺 cos 尹 ( 2 )

上式经简化
,

省 去
△扩 项 后 得

_
_

二

一 Z m

~
co s * 一 Z F

e

鲁

C。
、 ( 3 )

式中 F
。 = m o ZR

,

附 加 力
△F 在 地平 坐标 中可 分解 为垂 直和 平 行

于 地平 的两 个 分量

图 1 近 似 于 地 球 的

椭 球 体 和 球 体

F ig
.

l S p h e r e an d e l l i Pso id

s i m ila r t o t h e ea r th
.

A A
’

赤 道

; a
地 理 半 径

;

。
最 大 地 心 半 径

; R 平 均 半 径
;

尹
地 心 纬 度

;
夕 地 理 纬 度

;

沪。 平 均 地 心 纬 度
;

夕
二
平 均 地 理 纬 度

` 一 Z m

~
co s * 一 F

e

“ +
cos2 妙鲁

,(4 )

` sN
一 ~

co sZ * 一 F
。

鲁

S i nZ * (5 ,

乙万
,

N
主 要 改 变 着 重 力 值

g 的 大 小
,

乙 F sN 就是 推动地壳发生运动

的经向附加力
.

可
见

,

当 地 球 自 转 加 快 时

,

乙 F s N
的 方 向 是 由 赤 道

指 向 两 极 的

,

还 可 看 出

,

在 赤 道 和 两 极

,

叮

sN 均为零
,

在
甲 = 士 45
`

时

,

它 最 大

.

另 外 当 地 球 自 转 速 度 变 化 时

,

还 有 一 个 由 切 线 加 速

度 引 起 的 纬 向 附 加 力

!
.

刻

。 一 知
co s * - 。 些 旦必 独

于 t
( 6 )

、 , , ,
二 _ . 、

二 ~
、 _

二
_ 二

d田
、 ,

_ ,
, 、 _ 卜

_

L
一 一 ~ , 一 二 ~ 二一 一

当地球自转加快时
,

鄂
为 正

,

附 加 力 由 东 向 西

,

反 之 由 西 向 东

,

在

只 ~ 月
、

同
, 嘴 月 H

叭

” J ’

d t 月 一
’ 『 . J

~ 召囚 ,J
、 ’

, ~
’

~ ~ 囚曰
’ 一切 J/ ” 阵

两 极 处
,

此 力 为 零

,

在 赤 道 处

,

它 为 最 大

.

乙 F wE 的方向平行于纬

线
,

若 把 地 球 视 为 一 弹 性 体

,

则 地 球 自 转 变 化 引 起 的 应 力 场 方 向

如 表
1 所 示

.

由 表

1 可 以看 出
,

35
.

线 又 是 一 个 因 地 球 自 转 变 化 引 起 的 应 力 场 的 主 应 力 方 向 的

变 化 带

.

对 固 体 潮 而 言

,

在 引 潮 力 作 用 下

,

地 球 两 极 附 近 有 一 个 永 恒 的 低 潮 区

,

而 在 赤 道 附 近 则 出

现 一
个 永 恒 的 高 潮 区

,

它 使 得 地 球 的 扁 率 出 现 一 个 与 天 体 赤 纬 有 关 的 附 加 值

.

数 学 分 析 表 明

,

该 附 加 值 在 35
’

线 处 为 零

,

越 接 近 赤 道 其 正 值 越 大

,

越 接 近 两 极 其 负 值 绝 对 值 也 越 大

,

数 学 分

析 上 把 该 项 称 为 带 谐 函 数 项

.

表

1 不 同 纬 度 地 区 地 表 层 内 的 主 应 力 方 向

不同纬度区 加速过程 △。 > O 主 应 力 方 向 减 速 过 程 如
< 0 主应 力方 向

低 纬 度 0’ 一 3 5’
东 西 拉 应 力

南 北 拉 应 力

一 布 而 幻 亩 有 个 案 而 伟 亩 击 今东 西 压 应 力

南 北 压 应 力
~ 口一
个

中纬度 3 5’ 一 4 5’
东 西 拉 应 力

南 北 压 应 力

东 西 压 应 力

南 北 拉 应 力

个
, 口 ,
十

高纬度 45
.

一 9 0
.

东 西 压 应 力

南 北 压 应 力

, 口一
寺

令
, 口`
个

今
` 口 ,

东西拉应力

南北拉应力

个
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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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 国 大 陆 地 慢 对 流 格 局 与 北 纬 3 5
’

线

文 献 【 1〕根 据R a n( c o n r6 1 9) 7所推导 出的地慢流在对流边界
r= a

处 应 力 方 程 和W g a ne r

等( 1 97) 7所确定的 2一 0 3阶球谐函数系数 [ “ 一4 ] 获 得 了 我 国 岩 石 圈 下 面 的 地 慢 对 流 模 式( 图

2)
.

由 图

2可 看 出
,

若 以 经 度 划 分

,

我 国 西 部

( 10 0o E 以西 )以近南北向地慢流为主
.

大 致
以

西
昆

仑
山

、

阿 尔 金 山 为 界

,

以 北 为 新 疆 发 散

流

,

以 南 为 西 藏 汇 聚 流

.

我 国 东 部
( 10 o5 E 以

东 )以近东西 向地慢流为主
,

为 向 太 平 洋 方 向

的 扩 散 流

.

而

1 0 00 一 105
’

E 的 中 部 地 带
,

则 为

地 鳗 流 方 向 转 折 带

.

总 的 来 看

,

我 国 境 内 可 分

为
4 个 区

:

新 疆 发 散 流 区

、

西 藏 汇 聚 流 区

、

中

部 流 向 转 折 区 和 东 部 向 东 扩 散 流 区

.

2
.

1 新 疆 发 散 流 区

新 疆 发 散 流 区 以 天 山 地 慢 流 发 散 中 心 带

为核 心
,

该 中 心 带 与 准 噶 尔 地 块 和 塔 里 木 地

块 之 间 的 晚 古 生 代 缝 合 线 相 当

,

其 中 心 恰 指

天 山

.

在 发 散 流 拖 曳 作 用 下

,

以 天 山 为 界

,

北

面 的 岩 石 圈 层 随 地 慢 流 动 方 向 向 东 北 移 动

,

形 成 了 以 北 北 东 走 向 为 主 的 拉 应 力 场

.

在 拉

应 力 作 用 下

,

该 地 壳 断 陷

,

形 成 准 噶 尔 构 造 盆

80
.

100
.

12 0
.

1 4 0
.

E

.}’.’ 华 井 弃
匀
…扭一沪产/ , , / /

刀

z 产沪 一
一

_

刀 尸

’ -

、 、 ~ 户 , 尹 , / / / / / z / 尹尸 / ’
一

, , , ,

/ / / / / / / z , /

/ / / / 了 / 2 沪 / ,

在

井 裂 鉴 于 一

一 、 _ ~ 一 一 一 一
产

?

扭布
气

3530

加
.

卜

/
~ 、 、 、 ~ 一 一 一 J

图
2 中 国 大 陆 及 郁 区 大地 构 造 单 元

与 地 慢 对 流

iF g
.

2 eT
c t o n i e u n ist a n d

man
t le con

v e e t
lon in

C h in a a n d a dj ac en t ar ea
.

工
西 域 断 块

区
或 古 亚 洲 构 造 域 西 部

;

n 西藏 断块 区或特提斯
一
喜马拉雅构造域

;

皿 华 夏 断 块 区 或 滨 太 平 洋 构 造 域
; W 南北干涉带

地
.

天
山 以

南

,

地 慢 流 携 带 岩 石 圈 层 向 南 南 西 方 向 移 动

,

形 成 北 北 东

一

南 南 西 走 向 的 张 应 力 场

,

使 得 该 地 区 地 壳 沉 陷

,

形 成 了 塔 里 木 构 造 盆 地

.

2
.

2 西 藏 汇 聚 流 区

它 与 古 亚 洲 构 造 域 和 特 提 斯
一
喜 马 拉 雅 构 造 之 间 的 界 线 相 吻 合

.

该 界 线 在 地 质 上 是 岩 石 圈

断
裂 带

,

也 是 塔 里 木 地 块 与 西 藏 地 块 在 古 生 代 长 期 碰 撞 的 缝 合 线

.

从 现 今 沿 断 裂 带 地 震
活

动 的

震 源
扒 制

来 看

,

继 承 着 古 生 代 末 期 的 性 质

,

仍 以 挤 压 为 主

.

这 与 本 地
区

地 慢 汇 聚 流 牵 引 塔 里 木

地 块
和 西 藏

地 块 两 者 碰 撞 挤 压 是 一 致 的

.

由
印 度

洋 锡
兰

岛 南 西 发 散 中
心

向 北 流 动 的 地 慢 流

,

经 印 巴 次 大 陆 下 面 直 抵 昆 仑 山 区 之 下

,

与 新 疆 发 散 中 心 向 南 流 动 的 地 慢 流 相 遇

,

形 成 汇 聚 流

.

西
藏 高

原 北
缘

的 昆 仑 山 下
是

地
慢

汇 聚 流

的 界 限

,

其 以 北 的 地 慢 流 牵 动 塔 里 木 地 块 向 南 运 动

,

以 南 的 地 慢 流 拖 曳 着 印 度 地 块 向 北 漂 流

.

在
近

南 北 向 地 慢 流 挤 压 应 力 场 的 作 用 下

,

产 生 大 致 平 行 的 东 西 走 向 的 褶 皱 和 压 性 断 层 或 压 性

剪 切 断 层

,

形 成 褶 皱 山 脉 和 断 裂 谷 地

,

同 时

,

也 产 生 了 近 东 西 向 的 拉 张 力 场

,

造 成 了 北 北 东

一

南

南 西 走 向 的 张 性 正 断 层 和 地 堑

,

形 成 了 青 藏 高 原 的 湖 泊 和 盆 地

.

这 两 股 地 馒 流 的 交 界 挤 压 带 恰

在 北 纬

3 5
.

线 附 近 (图 2 )
.

2
.

3 中 部 扩 散 流 向 转 折 过 渡 带

在 东 经 10 00 与 10 50 之 间的 地 区
,

西 部 的 地 慢 流 近 南 北 向

,

而 东 部 是 向 东 流 动

,

由 于 本 地 区

岩 石 圈 层 东 西 部 受 力 方 向 不 同

,

形 成 了 巨 大 的 剪 切 带

,

地 震 沿 着 剪 切 带 活 动

,

形 成 了 著 名 的 南

北 地 震 带

.

该 带 是
以

经 度 划 分 的

,

它 把 西 部 的 新 孤 扩 散 流 和 西 藏 汇 聚 流 格 局 与 东 部 分 隔 开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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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东 部 向 东 扩 散 流

该 区 内 地 慢 流 从 北 而 南
,

流 向 由 近 东 西 转 为 北 东

,

再 转 为 南 东

.

由 图

2 可 以 看 出
,

北 纬
3 5

.

线 是 一 个 明 显 的 转 折 带

,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转 折 线

,

在 其 以 北 的 地 慢 流 为 北 东 流 向

,

以 南 为 向 东 流

.

在
北

边 华 北 地
区

下 面 的 地 慢 流 牵 引 岩 石 圈
层

向 东 运 移

,

有 人 粗 略 估 计

,

新 生 代 以 来 向 东 伸 展 了

近 10 0 km
,

在 此 作 用 下

,

形 成 了 一 系 列 张 性 断 裂 带

,

造 成 了 半 地 垒 半 地 堑 的 断 块 山 地 和 谷 地 以

及 沉 降 平 原 和 海 盆

.

北 纬 35
.

线 以 南 的 地 慢 流 转 为 向 正 东 方 向 扩 散 流 动

,

在 它 的 控 制 下

,

形 成

了 尖 端 向 长 江 上 游 的 近 东 西 方 向 的 楔 形 拉 张 断 裂 带

.

淮 河 平 原

、

江 汉 平 原

、

长 江 中 下 游 平 原 的

形 成 可 能 与 它 有 关

.

另 一 方 面

,

岩 石 圈 层 因 向 东 运 移 而 产 生 近 南 北 走 向 的 张 性 断 裂 带

,

这 可 能

是 洞 庭 湖 盆 地

、

江 汉 盆 地 和 都 阳 湖 盆 地 形 成 的 原 因

.

另 外 还 有 一 个 亚 带

,

大 约 在 北 纬 45
’

线

,

其 以 北 的 地 慢 流 向 东 流 动

,

以 南 的 向 北 东 流 动

,

这

个 变 化 带 与 古 蒙 古 地 轴 北 缘 断 裂 带 位 置 相 当

.

综
上

所 述

,

从 大 的 轮 廓 看

,

中 国 大 陆 底 下 的 地 慢 对 流 格 局 是 以 东 经
10 00 一 10 5
。

为 界 划 分 为

东 西 两 块

,

又 以 北 纬
3 50 线 划分 为南 北 两块

.

3 沿 北 纬 35
’

线 附 近 的 地 震 活 动 性

文 献 〔5] 从频度上统计了全球 M ) 7
.

0 地 震 随 纬 度 的 分 布 (图 3 )
.

结 果 表 明

,

在 北 半 球 北

纬 30
’

一 40
’

地 带 的 地 震 频 度 最 高

.

北
纬 35
。

线 与 中 国 大 陆 地 区 构 造 线 和 地 震 带

相 交 会 的 部 位 多 有 大 震 发 生

.

从 东 向 西 数

,

在 山 东

北 北 东 走 向 的 郊 庐 大 断 裂 与 北 纬 35
。

线 交 会 处 发

生 了
1 668 年 7 月 2 5 日的 8

.

5 级大 震
;
又 在 山 东

,

北 北 东 走 向 的 聊 考 断 裂 带 与 35
’

线 交 会 处 发 生 了

1 9 3 7 年 8 月 1 日的 7 级 地 震
;
在 秦 晋 之 交

,

北 东 向

的 汾 渭 断 裂 带 与 35
`

线 交 会 处 发 生 了
15 5 6 年 1 月

2 3 日的华 县 S K 级地震 ;
在 甘 肃 北 北 东 向 的 南 北 地

震 带 与 35
’

线 交 会 处 发 生 了 天 水
1 6 5 4 年 7 月 21 日

7
.

5 级 地 震 和 1 7 1 8 年 通 渭 7
.

5 级 地 震
;
在 青 海 省

地艘妞度

1 0
.

赤 道
10

.

//
卜
山叨

/一
.

、占犯

全 球 M ) 7 地 震 随纬度 的

分 布 曲线 ( 1 9 0 4一 1 9 8 4 年 )
D i s t ir b t u

ion
C u vr e

of 91山 al M妻7 ea hrt
q u a k e s

w i th la t i t u d e
( f or m 1 9 0 4 ot 1 9 8 4 )

.

北 西 向 库
玛

断 裂
带

与 35
’

线 交 会 处 发 生 了
1 9 3 7 年 1 月 7 日 的 托 索 湖 7

.

6 级 地 震
;
在 藏 北 沿 35
`

线 附 近 发 生 了
1 9 7 3 年 7 月 14 日的纳吉错 7

.

3 级 地 震
.

从 中
国

大 陆 地 震 地 质 和 地 震 震 中 分 布 来 看

,

我 国 绝 大 多 数 地 震 都 发 生 在 南 北 地 震 带 ( 100
’

一 1 0 5
’

E
,

4 0
’

一 2 3
’

N )
.

就 板 内
而

言

,

南 北 地 震 带 与 35
’

线 交 汇 区 附 近 是 地 震 的 集 中 区

,

与 25
’

线

交 汇 区 附 近 也 是 一 个 集 中 区

.

其
次 还 有

一
个 地 震 集 中

区

,

其 南 北 边 界 为 35
’

N 到 45
’

N
,

其 东 西

边 界 为 从 南 北 地 震 带 到
120

O

E 线
.

35
’

线 好 象 是 一 条 奇 妙 的 线

,

吸 引 着 中 国 大 陆 很 多 的 大 震 在 它 周 围 发 生

,

尤 其 在 35
’

线 以 北

的 地 区 (大华北地震带 )
.

4 3 5
’

线 与 地 慢 对 流 和 地 震 发 生 的 关 系

由 前 述 可 知

,

35
’

线 对 应 于 一 个 剪 切 带

.

从 剖 面 上 看

,

北 边 下 降

,

南 边 上 升

,

因 而 这 是 一 个 剪

切 剖 面

.

对
于

地 球 自 转 的 加 速
和

减 速 过 程 而 言

,

它 又 是 一 个 主 应 力 变 化 线

,

因 而 对 于 固 体 地 壳

的 中 国 大 陆 而 言

,

来 自 太 平 洋 板 块 和 印 度 洋 板 块 的 挤 压 在 此 就 要 形 成 应 力 集 中 并 产 生 大 的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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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
.

南 北 带 西 边 的 昆 仑
山

大 断 裂 带 可 能 就 是 这 种 成 因

,

它 绵 延 数 千 公 里 至 阿 尼 玛 卿 山 结 束

.

破

裂 的 产 生 让 上 地 慢 的 岩 浆 侵 人 上 升 到 达
浅

部
(这可能就是西藏地 区地下地震波被强烈吸收的

缘故 )
,

再 加 之 印 度 洋 板 块 挤 压

,

致 使 地 壳 上 隆 和 岩 浆 上 涌

,

为 岩 浆 的 分 异 运 动 创 造 了 条 件

.

在

南 北 带
以

东

,

沿 北 东 方 向 发 育 的 断 裂 在 遇 到 35
。

线 的 交 切 剪 切 带 时

,

该 剪 切 带 与 主 应 力 方 向 改

变 带 相 遇 阻 止 了 断 层 的 通 过

,

迫 使 它 停 止 和 转 向

.

当 一 部 分 大 断 层 通 过 后

,

在
3 50 线 就会 形 成

闭锁点
,

因 而 容 易 发 生 地 震

.

对
于

下 地 慢 软 流 圈 的 岩 浆 来 说

,

35
。

线 以 北 为 岩 浆 下 沉 区

,

总 趋 势 是 岩 浆 向 下 向 赤 道 方 向

集 中

,

因 而 在 重 力 分 异 对 流 的 影 响 下 形 成 一 个 大 的 对 流 循 环

;
而 35

.

线 以 南 为 岩 浆 上 升 区

,

也

形 成 一 个 循 环

.

南 北 半 球 两 循 环 体 的 交 界 带 就 是 35
’

线

,

这 两 个 大 循 环 对 流 体 的 相 互 影 响 就 变

成 了 流 速 的 转 向 带

,

地 慢 流 的 转 向 必 定 使 浮 在 上 部 的 地 壳 以 不 同 方 向 运 动

,

因 此 在 35
。

线 形 成

差 异 应 力 集 中 区 和 闭 锁 区 以 积 累 巨 大 能 量 而 发 生 大 地 震

.

对
于 35
’

线 以 北 的 华 北 而 言

,

太 平 洋 板 块 挤 压 的 最 大 剪 应 力 方 向 是 北 东 向

,

其 地 慢 流 驮 浮

地 壳 运 动 的 方 向 也 是 北 东 向

,

两 力 相 加 之 后 其 构 造 运 动 必 然 强 烈

,

因 而 在 该 区 段 内 导 致 应 力 集

中 形 成 地 震 高 发 区

.

按
照 以

上 的 分 析

,

在 南 北 纬 35
’

线 上 都 应 该 出 现 应 力 集 中 而 形 成 地 震 多 发 带

,

但 事 实 上 只

在 北 半 球 的 35
’

线 上 出 现 地 震 高 发 带

,

而 在 南 半 球 的 35
。

线 上 却 没 有 出 现 地 震 高 发 带

,

在 南 半

球

,

越 靠 近 赤 道 发 生 地 震 的 频 度 越 高

.

针 对 这 种 现 象 可 能 有 两 种 解 释

: ① 南 北 半 球 对 比
,

北 半

球 多 陆 壳 而 南 半 球 多 洋 壳

,

陆 壳 比 洋 壳 多 含 一 层 硅 铝 层

,

而 硅 铝 层 岩 石 的 应 力 松 驰 时 间 比 硅 镁

层 岩 石 的 长

,

因 此 能 积 累 更 大 的 应 力 而 发 生 大 震

,

这 也 可 能 就 是 陆 壳 地 震 较 洋 壳 地 震 频 度 高 强

度 大 的 原 因
;② 在 北 半 球

,

由 于 几 大 板 块 的 碰 撞

,

在 35
。

线 地 慢 对 流 和 板 块 挤 压 联 合 作 用 下 易

于 形 成 地 震 高 发 带

,

而 南 半 球 却 缺 乏 这 种 条 件

,

它 多 是 由 板 内 较 稳 定 的 地 区 和 地 盾 组 成 的

,

地

震 不 易 发 生

,

从 而 导 致 南 北 半 球 地 震 随 纬 度 分 布 的 差 异 性

.

5 小 结

以上从地球运动的动力学原理讨论了北纬 35
’

线 的 应 力 问 题

,

又 从 北 纬 35
。

线 地 馒 流 的 特

征 讨 论 了 沿 该 线 地 震 高 发 的 原 因

,

试 图 对 北 纬 35
’

线 的 地 震 特 发 作 些 解 释

,

从 而 为 北 纬 35
’

线

地 震 危 险 性 高 于 其 它 纬 度 的 结 论 奠 定 一 定 的 物 理 基 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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