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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块体东界的地展活动

武 烈

( 山西有地震局 )

摘 要

亦 尔多扮示块体 东举
,

足山 西晚内一 系列盆地组成的七堑系
, :

乏我 国著名 的

地震带之一
。

根据 历 史资料
,

从公元前 23 1年到现在划成七 个地震 活 跃 期
,

强

震由扎而南迁移
,

多分布于盆地中部
,

极震区走向分成两纽
,
相 f IJ 幼布

,

震源

深度均左 10 一 20 公里
。

最后 分析 了木活跃期来地震活 动的 几个特
.

气
。

一
、

引 言

鄂尔多斯块体是华北断块的一个构造单元
。

地质历史时期
,

长期处于稳定状 旅
。

内部结构简单
,

很少发生地震
。

但其周围
,

却披一系列新生代断陷盆地所包围
。

这些盆地是强震发生的主要场所
,

是

我国著名的地震带
。

有记载以来
,

曾发生过洪洞
、

平罗
、

华县
、

临汾
、

海源等八级地震及一系列七级

以上地震
。

强震的频度及空间分布密度
,

在我国大陆区是首屈一指的
。

鄂尔多斯块体的东界
,

是山西

一系列断陷盆地组成的地堑系
,

即山西地震带斜贯山西境内的地段
。

本文将 讨论这一地段 地震 活动
·

特点
,

对研究板内地震的活动规律是有益的
。

二
、

地质背景简况

山酉地区
,

自中生代末以米
,

大面积隆起
,

轴部引张应力产生一系列北北东一北东 东向 的 正断

层
,

成为现在各个盆地东西两侧的边界
。

盆地发育阶段
,

盆地之间同时形成近东酉向的隆起或断裂
,

成为盆地南北两侧的边界或过渡带
。

其后
,

较大规模的北西向断裂
,
切割其它组 断裂 断续 分布

。

这

样
,

各组断裂在平面上切成大小不等而又有规律的块体
,

组成了山西地区构造的
;
堪本轮廓

。

可见在盆

地的形成过程中
,

各组断裂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

总体分析
,

一系列盆 也是右旋剪切一拉张
-

的断裂带 1 》 。

这个断裂带
,

清楚地将鄂尔多斯块体和山西隆起分开
。

盆地系列形成后
,

新构造运动继承性地发展着
。

盆地外围的山区不断上升
,

叁岩裸荡地表
,

形成
.

剥蚀地形
。

新生代以来
,

盆地内接受了巨厚的沉积物
。

根据占探
,

物探资料推断
,

各个盆地的沉积厚

度
,

大同盆地2 7 0 0米
,

忻定盆地 1 3 0 6米
,

太原盆地 4 0 0 0米
,

临汾盆地 2 2 0 0米
,

运介绝盆地 5 8 0 0米
。

盆地

内各组断裂发育
,

而且在不同时期运动方向变化很大
,

形成次一级的隆起和凹陷
`

地质
,

考古以及近

年水准复测均证实
,

盆地内新构造运动强烈
,

复杂
、

多变
。

垂向差异运动最大处可达 4 毫 米
,`年

。

东
-

西两侧山区
,

盆地之间的横向隆起区则相对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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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利用工业燥破的条件
,

求得山西地区地壳平均厚度为、。公 ,。 ,
康氏而埋深 : 6 公 里

。 ,

泳
顺

、

陈运泰计算了部分地区的地壳厚度
,

并提出地壳变薄可能是上地慢上拱引起的幼
。

地壳厚度的不

均匀
,

区域分布上非常明显
,

盆地内薄
,

两侧山区和横向隆起区厚
,

不均匀幅度奇达
, 。公里以 !:

。

至

于地壳变薄带的走向是否与各盆地走向吻合
,

由于资料所限
,

尚尉
一步研究

。 、
, `

,

随着新构造运动的发展
,

不少地区出现第四纪岩浆活动和地热异常
。

大同盆地的灭山百呈北酋西
向分布

,

喷发的玄武岩层数较多
。

沿太行山西侧的晋获断裂
,

昔阳
、

平定
、

左权等地也有第四纪的玄

武岩喷发
。

温泉
,

热水井地热异常已发现 20 多处大多分布在各个盆地中
,

最高出水温度廷63 ℃
。 一

显然

与盆地边缘及其内部的深大断裂
,
局部的隆起区

,

中新生代岩雏活动等因素有关
。

第四给的带案活劝

和地热异常
,

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反映了深部构造的特点及其活动性
。

几

三
、

地震活动期的划分及强震的迁移

不少作者。 据资料比较完整的公元 1。。。年以来。。。多年的时段
,

将华北地区的地展 活动分成叭个

活跃期
。

地震活动的总趋势是随时间在东移。 ,
。

山西地震带的地震活动
,

当然也符合这四个活跃期
。

1 . 8 0年作者和贾宝卿
,

根据历史资料的研究
,

又将山西地震带公元 1 0 0 0年前的地震活动
,

划出三分活

跃期
,

共为七个活跃期
。

除第六活跃期外
,

每个活跃期中并非是全带都活动
。

地震活动的场所
,

往往

是某一段
。

这样
,

根据每个活跃期中地震活动的主要地段及最大地震的位置来分析强震的迁移
。 `

第一活跃期
:

公元前 2 3 1年前后 通

《 史记 》 卷四十三 《 赵世家 》 记载
:

赵幽缪王五年
, “

代地大动
,

自乐徐以西
,

北至平阴
,

台夙
墙垣大半坏

,

地析东西百三十步
。

六年
,

大饥 ” 《 中国地震目录 》 (科学出版社
, : 。7 1年 ) :洛这袄地

震震中定为临汾
,

震级 6 寺级
。

我们认为震中有误
.

震级偏小
。

代地大动
,

代为代郡
。

秦时代郡 ; 包

括今河北省的怀安
,

阳原
,

蔚县等 , 山西省的阳高
,

天镇
,

广灵
,

买邱等县及内蒙的兴和等
。

郡治代

县在今蔚县城东北不远处
。

乐徐约在今河北徕源县东南
,

平阴约在今山两阳高县南 ` ’ 。

故这次地卜
,

震中应定在阳高
,

界镇一带
。

根据破坏区范围
,

震级可能在七级左右
。

第二活跃期
:

110 年前后

嘉庆辛未十六年本 《 晋乘搜略 》 卷九记载 ; 永初初 (公元 10 7年 )
,

并州民 讹 言 相 惊
,

弃 指旧

居
,

老弱相携南走
,

官司不能制
,

诏并州刺史
,

救长吏谕还本士
。

是时
,

河东地陷
,

日南地拆
,

长百

八十二里
,

广五十六里
,

地陷
,

大变也… …
。

地诉至百有余里
,

亦止一见变之尤共者
,

按自安帝即位

十三年以乘
,

郡 口地震无虚 日
。 “

一郡 口 无不震之地
,

震不俞年而复然
。 。

·

元初元年 (公元 1 1 4年 )
,

京师及太原
,

雁门
,

马邑地震
。

(京师
,

今 洛 阳
·

马
,

邑
,

今
.护

山 西姆
县 )

。

汉冲帝永嘉元年 (公元 1 45 年 )
,

太原
、

雁门地震
,

水涌土裂
。

上述记载分析
,

公元工10 年前后
,

可划为一个活跃期
,

地震活动的地段主要在太嵘 以北 地区
,

眨

大的地震可能发生在大同盆地的南端
,

即朔县一带
。

震级达七级左右
。

第三活跃期
: 5 12 年前后

14 5年 以后
,

山西三百多年无地震记载
。

4 74 年又开始活跃
,

到 51 4年
,

发生地震 23 次
。

最 大 的地

震是 5 12 年 5 月 21 日代县 7 于级地震
“ ,

。

分析 23 次地震
,

代县 7 + 级地震前 20 次
,

其中大同盆地 10 次
,

太原盆地 7 次
,

忻定盆地 1 次
,

其它地区 2 次
。

清楚地看出
,

忻定盆地的南北两侧地震活动 水 平 较

高
,

而析定盆地形成空段
。

代县 7 + 级地震后的 3 次地震
,

均发生于忻定盆地
,

估计为代县 7蚤级地

展的余震系列
。

第四活跃期
:

, s ,一 1 0 5 0年

5 12 年代县 7于级地震以后
,

山西平静四百多年
,

到 9的年又开始活跃起来
,

一直延续到 10 5 0年
。

共记载地震 15 次
,

大同盆地 1 次
,

忻定盆地 8 次
,

太原盆地。 次
,

临汾盆地 4 次
,

最大地震是 1 0 3 8年

析定 7 十级地震”
。

,

大同盆地虽然发生了应县 6 去级地震
,

但是频度很低
,

临汾盆地的 频度 有 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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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第五活跃期
:

120 9一 13 6 8年

13 03年忻定 7十级地震以后
,

山西平静了近二百年
。

到 12 0 9年临汾盆地的浮 山 县 发生 6 十级地

展
,

这是有历史记载以来山西南部第一个较大的破坏性地震
。

到 1 2 9 1年临汾又发生了 6 寺级地震
,

予

示着临汾盆地应力的加强过程
, 1 303 年洪洞发生了 8级地震

。

.

洪洞 8 级地震前
,

太原盆地
,

临汾盆地活动水平较高 , 洪洞 8级地震后
,

大间盆地
,

太原盆地
,

临汾盆地相继发生了一系列破坏性地展
,

而忻定盆地
,

运城盆地至静
。

:
第六活获期

: 16 14一 16 95年

1 3 0 3年洪洞 8 级地震后
,
山西平静丁近二百

峨1.曰

,.目
厄..百.J.翻é门伪盆向

蕊.1目一哟
,....... ...

.
几

,一ō1口启

M

O

O

O

O

图 1 山西强震 的序列及迁移

年无 6 级以上地震发生
。

到酬
、

61 4年
、

1 6 1 8年在太

原盆地的平遥
,

介休相继发生了 6 级以上地震
,

接着从北向南活动增强
,

发七了一系列中强地震

及强震
,

唯独临汾盆地平静
,

形成空区
,

1 6 9 5年

临汾 8 级地震
,

发生在这个
’

乞区的中部
。

本活跃

期是山西地震活动的全盛期
,

强震多
,

范围大
。

第七活跃期
: 18 1 5年一

1 695 年临汾 8 级后
,

山西平静了 一 百 二 十

年
, l a 1 5年发生了平陆 6 备级地震

,

揭开了本活

跃期的序幕
,

到目前为止
,
已发生 6 一 6 级地震

22 次
。

关子本活跃期以来山西的地震活动特点
,

后面将专门讨论
。

上述情况
,

清楚地看出
,

山西地 震 活 动 有

3 0叮年左右的活动一平静周期
。

6 级以上 地 震
,

均发生于活跃期内
。

每个活跃期中
,

地震活动的
’

主要地段及最大地震的位置
, ’

由北而南迁移 (图

1 )
。

但是有两点尚需说明和提出来进一步研究
。

1
.

盆同一活跃期
,

强震迁移可能与较大范围块体整休运动
,

应力积累点的分
「

市特点
,

闭钡段连通

情况的变化等因素有关
,

有独特的迁移规律
。

2
.

鄂尔多斯块体的西边界
,

是西北和华北两个强震区的边界
,

因此它表现着华北和西北两个强
·

震区的动态 . 》 。

而郎尔多斯块体的东西两边界的地震活动
,

在前几次活跃期中有着同步的动本物征
。

但是本活跃期以来
,

西边界已发生了一系列强震
,

而东界从大同盆地一运城盆地 一段
,

未发生 8 级以

上地震
,

这种现象需要认真注意和研究
。

四
、

强震发生的部位及极震区走向特点

有历史记载以来
,

山西境内发生过一系列强震
。

本文所谈的强震
,

是指历史责料较多
,

造成严重

破坏的n 次地震
,

包括两次 8 级地震
,
四次》 7 级地震

,

五次> 6 级地震
。

极震区的划分
,

对于 8 级

他震和》 7 级地震而言
,

为九度以上地区
,

对》 6 级地震而言
,

为八度以上地区

通过对上述地震极震区范围及其走向的研究
,

初步看出
:

极震区的几何中心
,

或者说破坏最严重的区段
,

均在盆地中部
。

极震区的走 L句分为两组
,

一组和

盆地走向一致
。

如洪洞 8 级地震
,

代县 7于级地震
,

忻定 7 + 级地震
,

灵邱 7 级旭震
,

介休和徐沟 6

级地震
。

另一组和盆地走向斜交或正交
。

如临汾 8 级地震
,

原平 7 级地震
,

平遥和应县 6 级地震
。

更

有意思的是同一盆地内
,

震中相邻震级相似的两次地震
,

极震区范围有一部分重复
,

而它们的极震区



武烈
:
鄂尔多斯块体东界的地震活动

走向互相斜交成正交
。

如临汾盆地内的洪洞
,
临汾两次 8 级地震

,

太原盆地内的介休
,

平遥
,

徐钩 启

级地释
,

忻定盆地内代县
,
原平

,

析定 7 级地震
。

这些地震形成了极震区走向相间变化 的 图 案 r图

2 )
。

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巧合
,

反映了这些强震蕴震过程及蕴震构造特点
。

华北地区
,

自晚第三纪以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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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历史强艘部位及极展区走向

旧 : 图注
.

.1 “ 2年代县 7于级 :
.

1 0 3 8年析定

7+ 级 3
.

1 30 5洪润 8 级 一 1. 2 6广

灵 7 级 5
。

1 6 8 3 6
。

1 69 5临份 8 级

:
.

1: i 。平曲。+ 级 8
.

10 2 2应县 .于
级 9

。
1 3 6 8徐钩 6 级 10

。
1 6 1毛平

遥 6 级

为北东东向的应力场中 , ,
。

近年米震源机制解也证实华北

处于统一的应力场中
,

主压应力轴方向为北东东 . ,
。

对于

主压应力轴而言
,

接近剪切破裂方位的两组断层面
,

最容

易积累剪切应变能
,

最后作走向滑动破裂
。

显然
,

各盆地

内和盆地走向一致的北东东一北东向断裂
,

和盆地走向斜

交或正交的北西一北西西向断裂
,

是主要的发震构造
,

并显

示共扼特点
。

两组断裂交汇
,

形成良好的闭锁区
。

当一组

断裂发震后
,

本身积累的应力释放
,

处于蜗滑状态
。

另一

组斯裂则加速积累应力
,

继而最 后 发 震 破裂
。

前述的几

组地震
,

极震区走向的变化
,

说明了这个蕴震过程
。

这对

分析危险地段和予测极震区走向是有益的
。

关于强震发生的部位
,

前人的研究曾得出
:

盆地与横

向隆起复合的部位 , 多组断裂交汇部位 , 盆地内垂 向差异

运动强烈的地段有利于发生强震
。

由于工作程度有限
,

深

部构造还不太清楚
,

作者这里强调两点
。

1
.

一系列的强震
,

说明力源条件充分
,

太平洋板块

推挤力是主要的
。

但是
,

从一些强震多发生于垂向差异运

动强烈
,

上地慢上拱
,

地壳变薄的地区来看
,

垂向力的因

素不可忽视
。

可以这样说
,

山西断陷式盆地内的强震
,

其

力源是水平
、

垂向的合成力
。

2
.

多组断裂交汇
,

形成闭锁区
,

发生强震
。

其中最

主要的是盆地内部沿盆地走向的深大断裂与北西一北西西

向深大断裂交汇处
。

如果一组断裂已发震
,

另一组断裂可

能是未来发生强震的部位
。

叩
`

不州

0OQ甘一夕t0Co t厂」

(/吸、O

、J|叫|,叫J月ǐ 1司五
、

强震发生的
.

空间深度

.

一一
一

.

一一
6 ’ `

一
℃ 。 -

肠
一

历史地震
,

是根据宏观烈度

等展线图计算其震源深度
。

有台

网记录以来的地震
,

全部用山西

地展月录的深度资料
,

作了从南

到北的展源深度图 (图 8 )
。

可

以看出
:

不论强展
,
弱震均分布

于 40 公里之内的地壳层中
。

各个

盆地与横向隆起区
,

震源深度无

一 一勺一 一 一 一

O

O

n 0 .

, Q 厂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丫、 一 0 一 , ~

笋龟乙 门 。 _ 岁

二罗履
Q

~

勺Q狱呢
。 。

一
O

0 0 0

O O

OOOOO OOO OOO OOO 匕匕

..... 1一宁 ,, .

一 llll
` 一 ” !lll

` ,
!!!

图 8 盆源深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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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显差异
。

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
,

儿乎均分布于 10 一 20 公里之间
。

岩性为康氏面上的花岗岩层
。

这

个深度可以说是山西断陷盆地孕育破坏性地震的优势深度
。

这个深度的花岗岩层
,

,

似度条件
,

围压条

件利于断层运动以粘滑形式出现。 》 。

上部物体的重力在断层面上产生的正压力
,

下部上地慢物质上拱

产生的正压力
,

合力可能在这个深度上最大
。

盆地边界或盆地内侧的一些倾向盆地的深大断裂
,

向深

部可能倾角变缓
,

在这个深度交龙而形成闭锁区
,

、

地表的一些中小断裂又延深不到狄个深度
,

故使这

个深度的介质相对完整
,

利于积累较大的应变能量
。

六
、

第七活跃期以来的地震活动

1
.

中部地震活动水平较高
,

南北两个盆地长期处于平静
。

1 6 95年临汾 8 级地震后
,

山西地区的地震活动转入平静期
,

到 1 8 1 5年平陆 6奋级地震之前
,

只发

生两次 6 ~ 5
.

9级地震
,

17 次 4 一二
.

9级地震
。

这些地震几乎都分布于中南部
,

运城盆地及平陆一带形

成无震空区
。

到平陆地震前 8 年
,

空区边缘相继发生了 1 8 1 2年阂乡 5 级地震
,

1 8州午襄汾 5 级地震
,

1 8 1 4年汤阴 5 + 级地震
,

空区更加明显
,

走向近东西 (图 3 )
。

平陆地震极震区走山也是近东西向
。

本活跃期以来
,

山西共发生 5一 5
.

9级地震 2 3次
, 6 一 3

.

9级地震 1 次
。

分布于
,
一

,

南部的有 22 次
,

如果从释放能量考虑
,

约占全省总释放能量的 98 %
。

但是运城中南部盆地仍然处于只静
,

米发生 5 级

以上地泥
:

大同盆地也未发生 5 级以上地震
.

( 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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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 6 9 5年临汾地震后一1 8 1 5年 图 5 1 8 1 2年以来 山西 》 5 级地震跳

平陆地震前山西及邻区 的地震活动 分布 图

2
.

设群多发生于中部
,

并有两个密集的时间段
。

目前地震学界对震群的严格含意并无统一的说法
。

我们用最大发级和次大震级旅小于或等于 1 :.

日频度大于或等于 5
,

连继活动 2 天以上
,

震中位置变化不大等几个条件
,

整理了 臼西 货内 1 9 5 7一
1 9 8 0年的震群资料 (见表一 )

。

履群分布
,

范围较广
,

但是中部的太原盆地及东侧的昔阳
,

和顺等地最多
,

特别是 一些 总 次数

大
,

日频度高
,

延续时间长
,

起伏明显的著明震群
,

都发生于这些地区
。

如和顺
、 。;几遥

、

太谷
、

北格

等震群
。

震群随时间的芬布
,

密集在两个时间段内
,

一个时间段是 1 9 6 7一 1 97 1年
,

另 一个 时间 段是

1 9 7 5一 1 9 7 6年
。

很明显
,

第一个时间段是邢台地震以后
,

第二个时间段是庸山地解之前
。

和顺震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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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期映体求解的地震话动

山西境内皿群情况衰
、

(表一 )

( 1 95 7一 1 95 0年 )
`

编 号 地 点 时 间
延续时间

(天 ) 瞥竺鹦
最大展级 } 次大展级

、J广Un幻矛̀,
.J护习j
]乏

洲.5产沐.6刀

…6
.2.1六
?

气.3.3戳执
LOton舀尸O月咬J组J马场通J啥

ù

辱

l
含卜.1,es压̀.r奋....

蛇12招956胎娜12856叙13301 4 8

1 0下

3 4 0

> 5 0 0

4 3

1 4 0

00八自
U
O六U马,习巴目nU,曰内心,盖

1̀ó了此n

1 9写7
.

6
’

1 9 6 5
。

1

1 9 6 7
.

1 9 6 7
。

】2

I习6 9
。

4

1 9 7 0
。

9

1 9 7 1
。

4

197 1
。

1 1

1 9 7 1
。

1 2

书工今目no
4
1勺

6t̀

1 0

1 1

1 2

1 3

1 4

15

16

1 7

太原

垣曲

西坪

蒲县

繁峙

平遥

和顺

太谷

平遥

灵邱

代县

介休

翼城

绛县

北格

汾阳

代县

1 9 7 5
。

6

1 9 7 5

19 75

1 9 7 5

1 9 7 5

1 9 7 6

1 9 7 9

19 7 9

。

8

。

1 0

。

1 1

。
1 1

.

6

。

7

。
1 0

1 6 2

! 5

1 8移

8

1 7

> 1 0 0 0

5 8

1 7 1

起伏和邢台余震的起伏
,

北格震群的起伏和唐山地震的起伏
,

时间上有一定的同步关系
。

北格震群的

应力降只有 LJ 巴
,

背景应力值不高
. 。

除北格震群外
一

,

大多数震群的震源机制解与区域应力场一致
。

全序列 b值不高
,

。
.

6左右
。

衰减系数除灵邱震群外均大于一
。

震群的振幅比线性 关系差
,

但 初 动符

号的优势分布是强的
。

上述情况说明
,

震群活动反映了区域应力场调整和加强过程
,

中部太原盆地及

其东侧
,

是一个 “ 敏感区 ” ,

就震群而言
,

并未反映出本区的危险背景
。

较长时间平静的大同盆地及

运城盆地则无震群发生
,

这种情况尚需进一步研究
。

3
、

震源机制解特征

近年来有代表性的 n 次地震震源机制解可 以看出 (表二 ) (图 6 )
。

( 1 ) 北部的 6 次地震
,

南部的 2 次地震及中部的介休地震
,

基本上反映与区域应力场一致的特

点
,

主压应力轴方位北东一北东东
,

主张应力轴方位北北西~ 北西
,

断层面倾角较大
,

应力轴仰角较

小
,

断层面以走向滑动为主
。

( 3 ) 和顺地震
,

主压应力轴方位北北酉
,

仰角较大
,

主张应力轴方位近东西
,

仰角接近零度
,

反映了水平引张特征
,

.

和北北东向的晋获断裂构造背景吻合
。

( 8 ) 太原盆地内应力场较为复杂
。

有两方面的原因
,

一是所用的地震
,

为北格震 群
,

震 级 较

小
,

难以反映区城应力场特征
。

二是太原盆地是个敏感区
,

实质上是多应力集中点场中结构
_

L的敏感

点
,

这样对小震而言
,

1

应力场特征的变化
,
也是可以解释的

。

( 4 ) 不同深度的地震
,

反映的应力场特征有差异
,

震源深度在 10 公里左右时
,

断面倾角较大
,

主压应力轴仰角较小
。 `

震源深度在20 公里左右时
,

与 10 公里左右的地震相比
,

断层面倾角变小
,

而主

应力轴仰角较大
,

这一现象与上地慢上拱力到上部时的转化
,

盆地目前仍处引张应力场作用下继续发
一 -

一
一一一一一一 r一 -一

1的 7年 , 地球物理所究所一室与 我局测震组合作测得
。



导0 西 北 地 展 学 报i 分协5 增刊
矛~ 一~ ~ , . , , .目 . ~ ` ,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一

~ 一一一一 ~ ~ 曰 “ ~ 一~ .
,

- . ` ~ 卜

兔饭七七

卿舟怒叹浪棋脚曰

(N卜6闷)苗镇叨却目竹厦
(,卜61è发翻尔阅衡

翻暴珍嘴褪叹毓阿

坦本

璐
。

如闪

七 七 七

叹
目劝

心, 侧 .

户习
、

月均

毛O , .叫

, 李 , 甲

, , 口 ,

的
O ,

哪 的
心

,叫
的

.

的的八今日宙

O的州
的

。

的91的
。

峭[的

O卜

峭
。

001

6哪
囚61工NS卜的仍

的
。

ON囚
ē囚仍

的
。

仍哪的
。
峭9男 男 0 蕊 霭 0 完

90N99内璐
。

92囚O,目N86仍工6,璐
。
峭8168卜闪工SN闪

N
, . 刁

哎卜 七、
eo t口
,

叫 . t 、

亡、
O

成 , 卜 ,

.0 仁 , . 0 0
嘴幻 .叫 .月 的 吕

一毅攀一道权一暇尽一塑权一暇一卜ùd一

奈
二 男 蕊 之 氛男 兽豪沐么海护闰

耳

贯
哪6囚卜NS

工的
01的

吕
10的

9N
哪的帅的

.

100的
。

06

退尽多尽

易

哪
. ,

吧O “ l

吐、 C , 记, 心, 吸月
, , N 扣 亡 ,

哪 芬 的
.

0
.幼 卜 雪

肠

莽的莽之。 莽 闰 闰 闰 毕 毕
二 卜 仍 仍 仍 仍 仍 仍
声闷 卜,

莽沐N随护叫

峨

的6N工,8呻的6帅目的
。

N哪8
O闪8的的哪娇L叫O工

翻一厌早一尽草一厄侧

日
心 , e ,

月 N

, , `门
尸峭 扣

,闷 O ,

甲闷 护月 份
t、 月,
, 闷 入

份

, O , 口 O翻 毛n C . 七、 心 , 0 0 ` 6 In .口
. . . . .

… …
月口 . 0 1目 .月 .月 O口 , , 你 , 呻

, 甲 呼

组 味 县 长 劝 毖 峨 峨 肠 暄 妞呻 滚

。

8卜61
。

8卜61
。

仍卜6叫
.

6卜61
。

卜卜61:卜价工
。

O孚工
.

66L工
.

州L6问
。

卜961
。

的O巴

州 时 。 哪 ` 0 卜 aO O 宫 口

蓬一嫌兰
。
州
.

一
!盆.

兰
,,



武烈
.

鄂尔多斯决体东界豹地簇活动

展是 ~致的
。

但由于资料较少
,

尚需进一步鸯究
。

总的说来
,

山西处于华北统一的区域应力场中
,

部构造及上地慢不均匀起伏的特点
。

4
。

19 70年~ 1 9 80年的地震活动

但是对一些中小地震而言
,

也反映了盆地内的局

从 1 9 70年山西区域台网建立以来
,

较好地记录了本区的地震活

以客观地分析地震随时间的起伏特征
。

这段时间内
, _

华非连续岑声
作这段时间的侧 E

、

~ t 图 , 可
、
海城

,

唐山一系列强震 , 而
woJ

、

撇

山西仅在太原盆地的介休
,

平遥发生两次 6级地震
。

从了豆沁 t图看出
,

地展活动虽有 4 年 的周 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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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图 6 建 源机侧 解应力轴向图

J̀
翻 翻

图 , 山西万石二 t图 ( 1 0 7 0一 1 0 5 0 ) 艺 、

花几
i = 6 5 .

; x i o s尔格

地震活动的空 间分布
,

太原盆地及两侧山区的卿度和强度占全省之首
,

唐山地震之前卜南部和北

部地震活动的频度和强度相似
,

唐山地艇后
,

韭部的频度和强度远大于南部
`

(图 a )
。

4 级左右地震

的震源机制解
,

庸山地震之煎
,

`

主属应力轴方咖乱
,

唐山地麓之后较为一致
,

接近华北区域应力场

方向
。

结 语

华北前几个地展活跃期中
,

强展虽有向东迁移的趋势
,

但山西总有 7 级以上强震发生
。

每个活辱
期中鄂尔多斯块体的东西两侧

,

均有强展发生
。

本活跃期以来
,

西界已发生一系列弧展
,

而东界至今

无强震发生
。

山西的强展活动
,

本身有 3 00 年左右的周期性
,

1 6 9 5年临汾 8 级地展后
,

现 巳 接 近 3 00

年
。

所以
,

在估计本活跃期尚未结束的前提下
,

山西的地震活动
,

虽然近年来表现了正常水平
,

但是

今后几十年内
,

尚需密切注意
,

特别是南北两端较长时间处于平静状态的两个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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