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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 究 了 1812年尼 勒 克地 震 断层 的展 布 、构造 类 型 和 组 合 型 式等 地 表 特 征 ，认 为 属倾 滑 型地 

震．破裂展布与逆冲性质的喀什河断裂一致 。可分为三段．地震破裂的类型有正断层、走滑正断层、 

逆断层和地震裂缝 四种，连续性较差。垂直错距约为水平位移的 4倍 ．断裂带东西两端具有不 同的 

特点．最后对发震构造与地表地震破裂的性质不一致 问题进行 了简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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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1812年 3月 8日尼勒克 8级地震是新疆伊犁地区最大的历史地震L】 ]．地震的综合考察研究是在前人工 

作 的基础上进行的 ．我们曾多次到震区考察 ，特别是 1982～1984年的工作中对尼勒克 8级地震形变带的 

考察是本项研究的基础 ]．自 1992年开始又对伊犁盆地和尼勒克县境 内喀什河谷 的新生代地层和河流阶 

地进行 了考察 ；对震区 1／2万的航片重新作 了详细的解译Ⅱ]；收集背景资料并进行 系统解 释后在野外进行 

验证 ；对尼勒克震区的最东端及原来没有到达的东北部 的地震形变遗迹进行 了补充考察和研究 叼；对地震 

断层的展布作系统考察分析 ，重新确定了尼勒克地震 的形 变带 总长度为 124 km。其中地震断层断续展布 97 

km． 

1 尼 勒克地震断层 的展 布 

1．1 地震 断层 的 走 向分组 

地震断层是构造破裂在地表的直接反映．1812年尼勒克地震断层与近 EW 向的喀什河逆冲断裂走 向一 

致 ．沿喀什河北岸密集成带展布。与其它地表破坏现象伴生在一起 ，构成一条断续延伸的地震断层带．按单条 

断层及构造裂缝的走 向大致可分为 3组： 

(1)近 EW 向的断层及裂缝 ：这一组主要分布在喀什河北岸．由一些不连续 的逆断层和正断层组成．断层 

规模大，长度一般在百米以上 ，有些断续延长达 1～4 km．在平面上呈右旋压扭性雁状斜列 ，端部往往 出现拐 

弯和雁列张裂缝．位移明显 。多以断层陡坎 的形式出现 ，垂直位移大于水平位移．垂直位移 5～15 m，最大水平 

位移 4 m． 

(2)近 NS～NNE向的断层 ；分布在东起孟克德沟 ．西至巴勒尕依铁之间．走向在 0。～2O。之 间．这组断层 

规模较小 ，长度一般为 500 m．多为西盘下降的右旋正断层 ，垂直位移在数十厘米至数米．常组成地堑构造，也 

往往与近 EW 向断层组成肘状或箱状构造 。滑坡体沿其下滑。滑移幅度可达数十米． 

(3)NNW 向断层 ；分布在形变带内．与塌陷内的地震鼓包和垄脊相间出现．断层三角面十分清晰 。巴勒尕 

依铁东侧及孟克德都有这种现象．走向在 330。～345。之间 。为规模不大的正断层和张裂缝． 

3组断层在空间上沿喀什河呈 EW 向带状展布。并与等震线长轴方向一致 。多数表现为右旋断层．这些不 

连续 的地震断层构成一个 地震断层带 ．又可分为南带 和北 带．南带由胡吉尔 台到养鹿场东 ，总体走 向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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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长 83 km 以上，宽 0．3～5 km·北倾，陡倾角 ，由上述 3组方 向的断层组合而成，是主要 的地震断层带
． 北 

带沿老第三系北界断裂呈近 EW 向断续展布 ，长度为 25 km，宽 0．1～1 km，由地震断层
、裂缝、垄脊和鼓包组 

成，单 条 断 层 有 近 EW 和 

NNW 2组 ，呈 断续 或 羽列 

分布 ，长 0．1～ 1 km． 

1．2 地震断层的分段 

地震 断 层 带西 起 吉 仁 

台北，沿喀什河北岸 向东断 

续延 伸，到养鹿 场 东．在 长 

97 km，宽 2O km 的范 围 内 

(图 1)断 层 带 总体 走 向为 

96。，其中以近 EW 向断层为 

主，根 据 断层规 模 、连续 性 

和位移情况 ，又可分 为 3段 

(表 1)． 

2 尼 勒 克 地 震 断层 的 

构 造特征 

2．1 地震断层的构造性质 

地震 断 层 带 内有 顺 坡 

图 1 尼勒克地震断层带分布和等震线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fault zone and isoseismals of Nileke earthquake 

向的，也有反坡向的地震断层 陡坎．经槽探证实是构造破裂 “]．分为正断层 (64条)、走 滑正断层(28条)、逆断 

层(4条)和地震裂缝 (2O条)4种性质． 

表 1 1812年尼勒克 8级地震断层带的分段特征 

(1)正断层 ：分布范围广 ，数量多，单条断层 的长度不超过 1 km．常表现 为阶梯状 的地震陡坎．延伸方向 

有 NW 向、NE向、近 EW 向和近 NS向 4组 ，其中以近 NS向和近 EW 向最为发育． 

(2)走滑正断层 ：分布于地震断层带的中段，走向近东西向的居多．断层面多向南倾斜 ，个别向北倾斜 ；倾 

角大多陡立，一般为 6O。～7O。．单条断层长度一般为 0．5～2．0 km，最长的一条约 3 km．断层多发育于 Q3黄土 

中．个别地段错断第三系及侏 罗系砾岩层．地表为反坡向陡崖 ，一般高为 2～10 m，最高达 15 m．在赛益德麦尔 

布拉克东 1．5 km处小沟口和农 四师二牧场东测得右旋水平位移量均为 4 m． 

(3)逆断层 ：仅在阿尔桑萨依西的 2个探槽中揭露 出此类断层．2个探槽相距 i00余米 ．地表为反坡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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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倾 陡坎．高约 2 m；开挖后地下的断面向南倾 ，断面倾角为 56。～62。，属逆断层性质．由于长期 的风化和剥 

蚀 ，现今 地表 现 象并 不是 很 清楚 [】 ． 

(4)地震裂缝 ：分布范围广 ，具有一定 的方 向性，主要有近 NS向、NE向和 NW 向 3组 ．其 中以近 NS向为 

主．这 3组裂缝均与地震断层 的展布方向相关 ，与近 NS向的区域构造应力场方向吻合． 

2．2 地 震 断层 的地 表 特征 

1812年尼勒克地震 的断层多为正倾滑断层，断面呈弧形 ，凹面向上 ．已为探槽揭露所证实．断层倾 角地表 

较陡．为 70。～8O。．向下逐渐变缓．据此推测大部分地震断层属于表层滑动．由于构造破裂与重力 的联合作用 ． 

使地震断层、地震滑塌构造和地震滑坡后壁互相连结起来，在野外难于辨认．但仍具有构造破裂 的特点 ：① 地 

震断层连续性虽差．但总体走向较稳定 ，以 EW 向为主．② 地震断层具有明显的位移．垂直错距约为水平位移 

4 

j 
-～  

Z 

E 

图 2 尼勒 克地 震 断层 位移 特征 

Fig．2 Displacement character of Nileke earthquake fault． 

的 4倍(图 2)．以倾滑为主．③ 断层带东西两端具有不同的特点．西端为断续分布 的正断层地震陡坎 ；东端 出 

现与断层带走向垂直的一系列张性破裂面，是发震断裂右旋逆 冲的结果．④ 单条地震断层具有末端雁列 、末 

端拐弯、末端分岔、末端分叉现象[5．6]．末端分叉岔在平面和剖面上都有出现． 

3 认识和讨 论 

(1)1812年尼勒克地震地表形变带 主要表现为地震断层 和地震陡坎．既有顺坡 向的．也有反坡 向的．多 

为正断层和走滑正断层 ，逆断层很少．断层 以垂直错动占优势 ，其位移量 为水平位移 的 4倍 ．属倾滑型破裂的 

地震．3组地震断层的空间展布和组合与近 NS向的区域构造应力场一致．NNW 西 向断层有 的可能是与主压 

应力方位平行的张性破裂 ，有的则可能是逆 冲性质的喀什河发震断裂运动时所产生的次级构造． 

(2)一般倾滑型地震出现的震害呈面状展布 ，而走滑型地震如富蕴地震的震害呈线状分布[】 ．当孕震断 

裂是逆断裂时．断层上盘块体 向上逆冲而引起其上方隆起 ，使地表松散的复盖层 出现纵张或横张陷落[】“．由 

这些纵张陷落和振动触发的一些非构造 因素的自然破坏现象即震害分布在孕震 区的一定 的平面范围内(图 

3)．而走滑型地震的断层两侧块体作水平错动时 ．地表破 

裂和震害一般会超 出孕震区 ．剪切裂缝 与鼓包按 一定规律 

排列组合． 

(3)伊犁尼勒克震区及其邻区的现代构造应力场为近 

NS向水平挤压应力 ，主要动力来源是 印度板块 向北 的强 

烈挤压和欧亚板块相对 向南 的运动 ，使帕米尔 、塔里木 和 

天山之间发生差异运动和地壳缩短 ．引起块体之间 的断裂 

发生新的活动并引发地震 1812年尼勒克地震的发震构造 

喀什河断裂就是这样 一条逆 冲性质的活动断裂．天 山南 、 

北麓的 1902年 8．2级和 1906年 7．7级大地震也是倾滑型 

地震．在 1885～1970年间发生在中亚天山地 区 2O次 5 5 

～ 8．3级有构造破裂的地震 中，13次是倾滑型地震L1 ．倾 

图 3 地震断层地表破裂模式 

Fig．3 Surface break pattern of Nileke 

earthquake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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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型地震的发震构造与它产生 的地表地震断层的性质不一定相同，逆 冲断裂在地表产生的地震断层可能有 

正、有逆 ，甚至以正断层居多．1812年 8级地震 的地表破裂形变带就是如此．而走滑型发震构造产生的地表地 

震断层则一定是走滑型的． 

参加上述研究项 目的人 员先后还有杨章 、陈祥玉、杨继林等，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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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 OF SEISMIC FAULT OF 1812 NILEKE EARTHQUAKE 

YIN Guang—hua，JIANG Jing—xiang，ZHANG Yong，LI Jun 

(Seismological Bureau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Urumqi 830011，China) 

Abstract：The distribution，structural pattern，combination model and surface feature of Nile— 

ke earthquake fault on M arch 8，1 8 1 2，are studied．The seismic fault is dip—slip type，consists 

of three segments and distributs as same as Kashi rive fault．Main seismic faults are normal 

fauh．strike slip—normal fault，thrust fault and seismic crack． The vertical displacement is 

four times of horizontal one．The disagreement of the seismotectonic and the seismic fault is 

discussed． 

Key words：Nileke earthquake in 1812；Seismic fault；Surface deformation zone；Seismotect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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