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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震群的时空分布特征及诱发因素探讨

安徽省霍山地区 自19 7 0年以来多次发生震群活动
。

这些震群主要分 布 在 北 纬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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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
,

而其中 8 0%的小震又都集中在诸佛庵
、

黑石渡
、

落

儿岭
、

桃源河所围限的区域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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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析研究了霍山震群的时空分布特

征及佛子岭水库的有关情况
,

认为霍山震群
3 ,

’

` 的活动主要与佛子岭水库 有 关
,

主 要 证据

如下
:

( 1 ) 库水位与地震 活 动 相 关
。

总体

相关性表现为
,

储水” 水位高值` 排放` 发

震
。

( 2 ) 凡是震群频次突跳之前
,

库水位
3 ,

·
2。

都有较大波动
。

根据文献〔 1 〕给出的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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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及佛子岭水库 坝 高 H =

74 m
,

计算得该水库诱发地震 的
’

最大 震级

M
m = 4

.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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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级地震的震源深度可达到 27 k m
。

本相符
。

( 3 ) 震群深度大部分不超 过 10 k m
,

8 5%的 3
.

0一 4
.

0级地震的震源深度在 1k0 m以

内
,

大于 4
.

0级的地震的 震源深度在 7 k m 以下
。

由此看出
,

库区地下 3 一 10 k m 深度是发震

的有利场所
。

( 4 ) 小震密集区位于库区西北方向 1 0 k m处
,

该处为两组构造交汇区
,

历史上 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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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级和 1 9 17年 6 一冬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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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小震密集区西北方向20 k m 处是响洪甸水库
,

其库容和坝高超过佛子岭 水 库
,

由

于两水库荷载的共同作用
,

加剧了对地震的诱发
。

综上所述
,

作者认为
,

霍山震群的活动与水库诱发因素有关
。

由于小震不断发生
,

难于

积累起巨大应变能
,

该区短期内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
。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安徽省地震局刘盛武的指导
,

在此致谢
。

( 本文 1 9 8 9年12 月 19 日收到 ) ( 安徽省六安地区地震局 宋永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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