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4 卷 第 2期

19 92年 6 月

西 北 地 震 学 报

N 0 R’ n抓阴召 T E RN SE IS M OL C心 I CA L J OL)R N A L

V b l
.

1 4
,

N o
.

2

J u n e ,

19 92

台湾东北部地区两次地震的

震相特征及其与构造的关系

1
.

引言

台湾东北部现代地壳运动强烈
,

地震活动水平很高
。

1 9 8 6 年 3 月 22 一 28 日在钓鱼岛

西南海域发生一次中强震群活动
,

同年 n 月 15 日在花莲附近海中发生了 7
.

6级大震
,

泉

州地震台观测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震相特征
。

本文根据该台的观测资料
,

对上述两次地震

的震相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
,

并讨论了其与构造的关系
。

.2 1 9 8 6 年两次地震的震相特征

( 1) 钓鱼岛西南海域中强震群

该次中强震群活动包括呱 ) 5
.

0 地震 26 次
,

最大震级为 6
.

0
。

该震群位于泉州台的正

东方向
,

震中距约 400 一 55 k0 m
,

震源深度为 15 一 2 sk m
。

该震群主要震相特征是
:

a
.

P 波段前约 1一 3 秒震相极其微弱
。

b
.

据短周期地震仪的记录
,

nP 波段的周期一般为 0
.

6一 10 秒
,

波速约为 7
.

48 士 0
.

3 k7 m / sec
,

波形较为圆滑
,

高频成份似乎被过滤了
。

nP 波起始后振幅较小
,

持续时间约为
1 4一 15 秒

。

首至 nP 波之后
、

nS 波之前存在一组清晰的 i 震相 (图 1 )
。

该震相距 P n
波的时

间随震中距的增大而增大 (图 2 )
,

其东西分向发育
,

周期约为 0
.

8一 1
.

5 秒
,

波列呈纺锤

状
,

振幅由小到大
,

出现较强振幅后又逐渐衰减
。

整个波列约有 10 一 15 个周期
,

持续时间

约 15 一 25 秒
。

在一般情况下
,

该震相与 S 波最大振幅比约为 1一 3
.

5
,

相应的周期 比值为

1一 1
.

4
,

其振幅和周期显然大于 S 波
。

根据其运动学特征分析
,

其波速约 5
.

80 士 0
.

2 4 k m /

se c ,

比较接近 p 波走时
。

按其动力学特征分析
,

即呈现振幅较强
、

周期较大的现象
,

似乎是

震源位于地壳下层
,

P 波传播穿越康腊界面时出现的 P
,

波
。

c
.

据短周期地震仪记录
,

S 波段的周期一般为 0
.

7一 1
.

5 秒
,

波速一般为 4
.

05 士

.0 2 4k m / sec
。

由于 S 波列成组成群地出现
,

民 往往夹在某组波列中而不显著
,

亦不易分

辨 (图 1 )
。

d
.

据基式仪记录
,

Ns 分向能记录到 gL 波 (图 3 )
。

虽然在这段距离内
,

g 和 gL
, 、

gL
Z

几乎同时到达
,

但从振幅和周期变化特征分析
,

将它定为 gL
:

似乎更合适
。

e
.

据基式仪记录 (图 3)
,

可看出 NS 分向的面波特别发育
,

周期较大
,

乐甫波 ( Q

波 ) 和瑞利波 ( R 波 ) 两个波列
,

一前一后
,

互不干扰
,

且显现 Ql l l
> R l n ,

其最大振幅比
A Q。

二

/ A R .
:

约为 1
.

6一 1
.

9
。

而国内其他地区的地震则常表现为 Qm < R m
。

f
.

纵向波 ( P
、

R ) 在 E w 分向和垂直分向较为发育
,

振幅较大
,

而横向波 (S
、

Q ) 则

在 Ns 分向较发育
,

振幅较大
。

此现象可能是震源能量辐射存在各向异性
,

也可能是与泉

州台位于震源断层错动面之垂直方向上有关
。



西 北 地 震 学 报 第 14 卷

1 8 96年3月27 日 0上
“
名 u“ 25

“

1 N23
“

E
h二 2 5 kmM 、 二 5

.

4 台湾基隆以东海域( 0 0一仪 )

图 1

t( 厅一 P
。

)s e e

`

且 ;厂瑞一谕一瑞一瑞
申 △` m k’

图 2 1襄相与 P n波的到时差 t与

震中多巨△ 的关系图 图 3

( 2 )花莲附近海中 7
.

6 级地震的震相特征

该次地震属于前震一主震一余震型
,

震中位于泉州台东南方向
,

震中距约 330 公里
,

震源深度 2 2公里
。

’

其震相特征是
: a

·

短周期仪器记录可见主震的 nP 波到达之前出

现周期约 .0 7一 0
.

9秒
、

持续时间大致为 3 秒的微弱震动
,

其初动符号与 nP 波相反(图 4)o

nP 波出现后只经过 “

饵期的较小震动之局 随即达限幅并持续至 S 波段
。

图 4

卓越周期约 8一 12 秒
,

b
.

据 D D一 1 地震仪记录分析
,

这次主震地震波列 R 的

周期值约为 0
.

5一 1
.

0 秒
,

nS 约为 0
.

8一 1
.

5 秒
,

比前震 nP
、

s

的周期值分别约大 0
.

2一 0
.

5 秒和 0
.

3一 0
.

7 秒
。

c
.

余震震相之 P
、

s 波段卓越周期亦明显偏大
,

并先后

在震源区东南侧
、

西北侧记录到有中源深度的余震
。

深震相

斗 周期比 s 波略大
,

形态表现为强脉冲
、

大振幅
,

周期约

在 0
.

9 秒左右波动
,

常在垂直向和水平向同时出现
,

往往

被误定为 凡 震相
,

导致震中距变小
。

d
.

长周期地震仪 ( sK
、

7 63 仪 ) 记录
,

显示主震面波
.

发育
,

具有能量强
、

衰减慢等特点
。

由 sK 仪测得面波主要

面波持续时间长
。

距震中 300 余公里 的泉州有人感到地面呈现较

长时间的筛动
,

一些高层建筑显现晃动
,

并使莆田
、

福清
、

平潭等靠海的软弱地基上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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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
。

此现象显然与震源浅
、

卓越周期较大
、

面波发育
、

地震动持续

时间较长等因素有关
。

3
.

认识与讨论
。

台湾东北部地区正处于台湾岛弧与琉球岛弧的接合部位
,

存在一个发育良好的贝尼

奥夫地震带
。

菲律宾海板块大致在花莲附近向台湾东北部以 45 一 5 00 倾角俯冲
,

其深度可

达 1 3 o km ’ )
、

〔 , , 。

1 9 8 6 年 3 月 22 一 28 日中强震群正发生在俯冲板块的前缘
,

该区是台湾发

生中源探度地震的主要区域
,

但这次中强震群却集中在壳内 15 一 25 km 探度
。

n 月 15 日

7
.

6 级地震正位于上述俯冲板块开始下插
,

并与带有转换断层性质的纵谷深大断裂带北

端相交汇的部位
。

作者认为
,

上述震相特征揭示了震源区有关构造的信息
。

(1 ) 文献 〔2〕 提出在台湾岛发生的地震可观测到 gL 波
,

而在九州
、

琉球弧只观测到

叭 波
。

泉州合多年的观测资料表明
,

在琉球弧及其弧后冲绳海槽的西南部也同样可观测

到 比 波
。

冲绳海槽是上新世开始形成的裂陷
〔3 , ,

该海槽张裂构造向西可延伸到宜兰盆地
。

直至现在对该海槽地壳性质的认识尚不一致
,

以上述比 波的存在显示冲绳海槽地壳仍然

属大陆型的地壳结构
。

( 2 )
·

冲绳海槽地壳上层为沉积层
,

其下为波速为 5
.

6一 6
.

3k m / sec 的中生界或前中生

界花岗岩和变质基底
,

基底之下为玄武岩层
2 ,”卿

,

地壳厚度约 21 一 2 7 km
。

作者推断
,

1 9 8 6

年 3 月 22 一 28 日中强震群的 i 震相为 P
. ,

其根据是
,

该震群发生在莫霍面之上
、

康腊界

面之下的玄武岩质层内
,

同时该震相的波速大致与该区花岗岩和变质岩基底波速吻合
。

其
显示的周期较大的特征是否与该区是高热流区 (平均热流值为 3

.

6 2H F U )
,

地温梯度大
,

其康腊界面可能是具有脆一韧转换带性质5)t 的界面有关
,

尚需进一步研究
。

( 3) 对于泉州台观测到的 7
.

6 级地震 R 波到达前出现约 3 秒的微弱震动
,

以及主震

相面波发育问题
,

作者推测可能与震源破裂过程有关
。

该区大震重复性显著
,

如 1 9 51 年

10 月 22 日在该区曾发生 7
.

3 级大震 ; 且出现地震断层
,

有理由推断 7
.

6 级地震是老断层

闭锁段重新再滑动的结果
。

在大震发生前
,

震源区附近中小地震活动频繁
,

反映了临震前

断裂闭锁段出现裂纹连通
、

汇合 6tj
。

由于该次地震是在较强的应力场的作用下
,

尽管初始

破裂缓慢
,

但很快就冲破障碍体而发生整个震源断层面的剧烈错动
。

(本文 1 9 9 1 年 8 月 7 日收到 )

(福建省地震局泉州地震台 吕浩江 林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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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1 9 9 0 年 12 月 11 日收到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 王盛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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