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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是我国多地震的地区之` 扩
`

有记载的七级以上的地震就有 6 次
。

对于这些地震发生

的地质条件己有不少文章班籽待论; 但对其探部的构造特征却研受的很少
。

本文试图利用重

力布格异常和施尧电性务窟裤征对执个间翘做些粗浅的讨论
。

其中重力布格异常是引用的银

川石油管理局的成果
,

电性分层资料是利用的原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大队大地 电 磁 测 深队

1 9 7 。年的工作成果
。

同时还引用了银川石油局和宁夏地质局的部分物探工作成果
。

一
、

强震与重力布格异常

利用重力场的异常变化
,

推侧结晶基底的起伏和深部断层的分布情况己是人们熟知的常

识
,

关于重力场的变化与地震的关系前人也做过不少的研究〔 1 〕〔 2 〕〔 3 〕。

他们 的 基本出发点

是重力异常反映了地壳深部构造特征
,

地震的发生 与地壳深部构造有关
,

所以重力异常区往

往是大震发生的场所
。

根据周有华同志的研究
,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

是近代还是古代
,

地

震与市力异常的分布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

如
,

世界上两个主要地震带
,

即环太平洋

地震带和地中海地震带
,

它们集中了全球 95 %左右的地震
。

而一系列的强大重力异常分布区

域正好对应着这两个地震带
。

我国大陆从从西向东
,

三条近南 北向的大致相互平行的重力梯

度带
,

即贺兰 I!一
、

六盘 I力
、

龙门 l公
、

横断山梯度带
、

太行山
、

篙山
、

巫山
、

武陵 {! !
、

雪峰 l! j

梯度带
:

营日
、

郑城
、

芦江一线的梯度带也都是我国强震集中的地震带
。

宁夏位 于我国南北构造带的北段
,

贺兰山
、

六盘山把我国秦岭以北的地区分成东
、

西两

部分
,

地壳厚度由东部的 3 0一 4 。公里
,

陡增至西部的 5 0一 60 公里
,

康拉德 面和莫霍洛维奇面

在此 均了川共大的起伏
,

在宁夏区内从北部的石咀山至南部的固原
、

隆德近 七万平方公 甲的地

区
,

都处于明显的重力异常带
_

!几
。

宁又的强震活动 与重力异常是形影相随的
,

这表现在
:

1
.

宁 夏 历 史 强 胜 ( M少 了级 ) 发生 的位置与重力异常区的位置相一政
。

少刃体 )日兑
,

就

是 1 6 2 2年的 7 级地震
、

甘 0 9年 7去级地震
、

17 3 9年的 8 级地震
、

1 9 20 年的 8
.

5级地震的极震卜
_

分别 与固原北
、

中卫
、

银川一平罗
、

海源附近的重力异常区相一致
。

1 5 6 1年中宁呜沙洲的 了

级地震与中宁南的重力异常区有关
。

2
.

地震的大小与重力异常的绝对值及展布面积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
,

按着地震震级大小

排列的次序是
; 19 2 0年海原地震

、
1 7 3 9年银川一平罗地震

、
17 0 9年中卫地震

,

而重力异常展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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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大小也是按上述顺序排列的
。

根据国家地震局物探大队的研究
,

地震强度与布格重力异常

梯度值的大小有关
,

即布格重力异常值越大
,

相应的地震强度 ( 烈度 )
`

也就愈高 ( 图 生 ) 少

根据他们的结果
,

梯度值小于 0
.

5毫伽 /公里
,

能够发生小于顶度的地震
,

梯度值 0
.

5一 1
.

0毫

伽 /公里
,

能够发生班度的地震
,

梯度值江
.

。一 1
.

3 毫伽 /公里
,

能够发生 K度的地 震
,

梯 度

值 > .3L 毫伽 /公里妇能够发生 > X度的地私左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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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重力梯度值气地震烈食奚禁米意罗

中夏几次他瓜
区的二力梯

邃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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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固中:1 ; 2 2年 10月 2 5日

1
.

7 0 9年 1 0月 1 4日
,

姆 39年 1月 吝日

丫1 9 2。年珍月邺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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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原

9 ~ 1 0

9 ~ 10

二 1 0 +

l 2

主` D O
一l

2
.

0 9
’ 、

补材
, 、 _ -

2
。

9 7

正负异常过渡带

负 异 平 这

负
一

异 常 区

负 异 常 区

补比
、

从表 1 可以
「

着璐、 宁夏几次正度以上地震发生的地茵
,

崛
.

翻
筋果要大的多

。

这可能与宁夏正处我国南北构造带上以及
沙 3

.

怪震极震区等震线的形态与布格重力异常的展布形

向与重力梯度密集带的走向相吻合
。 -

’

4
`

无强震发生的地区
,

童力变化十分平缓
。 了

’

其董为把

壳厚度圣

梯度值普遍比物探大队的

变化大有关

似
,

或极震区等震线的长轴方

、
上述第一点

,

在我二国其它地区也有类似的现氧 近十几年来
,

我 国邢台
、

通海
、

甘孜
、

晤通
、
海城及唐山等 , 级以上的地震也都发生在重办异常的特殊部位上`

从强震发生的具体位置可以看出
,

绝大多数地震都发生在重力梯度变化很大的梯度密集

带附近
。

众所周知
, 、

重力沸度密集程度越大
,

反映地下深部断裂带的断层面也就越陡奋所以

强震位置与重力佛度密集带 “ 致的现象表明
,

其发震断息面的
.

倾角也应该是比较陡的
。

`

这`

点与我国多数大震震源机制给出的解答是柑符合的
·
〔 4 〕`

· ` ·
-

,

一

国家地展局震源机制研究小组
.

中国地震雇海机僻的研究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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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熏力梯度与地展活动形影相随的原因
,

张文佑教授曾从层闻滑动的观点做过解释
,

他认为重力梯度带于般是深部构造层面起伏的地方
,

也是地壳厚度变化大的地方
,

重力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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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越大
,

说叽构造层面的起伏

程度越厉害
,

滑动时容易受到

阻碍
,

因而也就容易造成应力

集中
,

所以地震活动性强
。

根

据我国大陆区域构造应力以水

平方向为主的观点〔 6 〕〔 6 〕 ,

上

述解释是颇有道理的
。

二
、

强
J

震区壳下电
`

性分层特征

▲ 5

峥
;

_

` ,

O ” 丁

图 2 大地电做锄深点位置
、 :

.

;
’ . 。 、 `

全

19 7 0年以来
,

国家地震局

兰州地震大队大地电磁测深队

在我国南北地震带北段 的甘
、

宁
、

青地区开展了大地电磁深

测工作
,

其中在宁夏境 内的测

成有 n 个
,

测点的位置如图 2

所示
, ;

.

为了叙述的方便获在图
3 中我们把测点编上了号码

,

这 1 1个测点中部分测点的电性

分层情况如表 2 所示
。

从图 2 可以看出
,

多数测

点都分布在宁夏发生过强震的

地方哀其丽近
,

因此
,

`

尽管厕

点不多
,

我们还是可以由此讨

论一些间题的
。

表 2 给出的部

分结果表明
,

在宁夏境内
,

凡

是发生过强烈地释的地区
,

其

地壳内普演存在一 些 电 阻 率

为数个欧姆
·

米或 低 于 数 个

欧姆
,
米的异常低阻层

。

而远

离强震震中地 区 的
4

测 点 ( 如

.1 2两点 ) 绝 某地壳内低阻层显示的很不明显
。

仔细分析 , 下厂发生过强烈地震地区的电性分

层资料还可以发现
,

, `

低阻层集中幽现在两个层位上
,

一个是在地
一

下深度为20 、 30 公里处
,

.

另

一层是在地下深度 10 ~ 15公里处
。

前一个深度是主要的
,

、

它在宁夏11 个测点中显示的很明显

( 除 .1 2 点外 )
,

这可能与宁夏地震发生的深部环境有关
。

宁夏 自有仪器记录的十余年的地

震资料表明
,

宁夏地区地震活动的震源深度大部是在 2 0公里左右瓜图 3 ) ,
略浅于上述 2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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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公里深度的低处 阻层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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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部 分 测 点 地 下 电 性 分 层 图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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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宁夏地展展源深度剖面图

另外
,

在宁夏的部分测点中 , 如海源测点 ( 马号点 )
,

.

地壳内的电阻率比其余各点都低得

厉害
,

而
一

且各层普遍如此
,

这种现象肯定与海原 8
.

5 级地震的发生有关
。

1 9 7 6年 8 月四川松

潘 7
.

2 级地震发生前后两次测量结果表明
,

该区在孕震期间存在着异常低阻层显著变厚的现

象气 因此似乎可以认为
,

海源点地壳内电阻率普遍低的原因
,

可能是海原大震的后果

根据文献 〔 7 〕的研究
,

南北地震带的北段
,
带有共同性的特征层是上地慢出现的第一

个低阻层
,

这个低阻层的电阻率亦为数个欧姆
·

米
,

这个层在地震带及其近侧都显 示 的 比 较

国家地展 局兰州地展大 队大地电磁侧深组
:

地屁研究
,

l p 7 8
,

冷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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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束 语

从上面的讨论 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

一
、 ·

1
.

局部重力布格异常反映地壳上层有大块基岩断落
,

这既造成深部构造面的起伏
,

也表

明了地下深处发生强烈的构造运动
。

地震往往发生在重力布格异常的特殊部位上
。

从这个观

点出发
,

自宁夏隆德至甘肃 的庄浪一带应该注意
。

2
.

从层间滑动的观点解释地震活动与重力布格的异常关系
,

支持我国大陆区域构造应力

以水平运动为主的观点
,

并且认为这种水平应力场的分布不仅局 限于地壳浅层
,

在地壳深处

也是如此
。

3
.

地震带内壳下普遍存在有电阻率为数个欧姆
·

米的低阻层
,

而且其深度略深于地震活

动的优势深度
,

这说明低阻层的存在与地震的孕育和发生是有关系的
。

其关系之一就是对震

源底部起到 了解缚的作用〔 9 〕 。

4
.

上地慢普遍存在的第一个低阻层是与产生地震的力源有关的一个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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