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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区现代构造应力场的空间
分布特征及潜在震源区判定

在四川地区新的危险区划图的编制工作中
,

我们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近 10 年来新

增补的大量资料
,

通过对四川地区现代构造应力场空间分布特征的再研究
,

对四川地区可

能的强震潜在震源区及其未来地震危险性进行了研究
。

1
.

四 Jll地区现代构造应力场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 1 和图 2分别给出了四川地区中
、

强地震震源机制解
、

小地震震源机制解和小地震

综合断层面解的主压应力轴的空间分布
,

同时给出了应力场分区情况
。

从图 1 和图 2可以

看出
:

图 l 四川地区中
、

强地襄主压应力方 向及应力场

分区示意图
l

.

M ) 7级地震 P 轴方位
,
2

.

M = 6一 6
.

9级地簇 P 轴方位 .

3
.

M《 5
.

9级地震 P轴方位月
.

应力场分区界线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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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区
:

中
、

强地震震源机制解所显示的主压应力轴的方位与小地震震源机制解所显示

的平均主压应力轴方位较为一致
,

其空间分布的优势方位为北东东一近东西向
。

l 区
:

地震震源机制解及小震综合节面解显示
,

P 轴的优势方位多呈北北西向
,

个别

中
、

小地震的 P 轴方位呈北北东一北东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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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小地震综合断层面解主压应力方向及应

力场分区示意图
1

.

单台
、

多台小地震综合断层面解 ,

2
.

小地震震源机制解 , 3
.

应力场分区界线及编号

皿区
:

震源机制资料显示 P 轴的空间分布方位自北而南呈现出由北东一北东东一近

东西一北西一北北西向的有序渐变
。

w 区
: P 轴的优势分布方位自西向东呈北西一北西西向

,

接近东边界龙门山断裂带时
,

P 轴方位呈北西向分布
,

大致与北东走向的龙门山断裂带正交
。

位于北东隅的松潘一平武

地区
,
P 轴的空间分布方位分为两组

,

一组为北西西向
,

另一组为北东东向
。

v 区
:
以 咖 2 80 为界

,

北部除马边震群区有少数 P 轴呈北东向分布之外
,

多数 P 轴优势

方位为北西西一近东西向 ;南部 P 轴优势方位为南东向
。

东南隅贵阳附近小震综合节面解

显示 P 轴方位为南南东一近南北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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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区位于西藏块体的东部前缘
,

在接受并向周围地区传递应力的过程中
,

其应力

场分布具有明显的衔接一过渡带的特征
。

I 区和 l 区北段
、

中段与西藏东部地区的应力场

相衔接
,

呈北东一北东东一近东西向的优势分布 ; l 区和 111 区南段
,

受西藏东部块体向东
推挤和川滇菱形块体向南南东推挤的共同影响

,

其应力场主压应力方向为北西一北北西

向 ; w 区受川青断块向东南侧移及欧亚板块与印度洋板块对撞产生的北东向挤压之共同

影响
,

存在两种应力场
,

一种主压应力方向为北西西向
,

另一种主压应力方向为北东东

向
〔3 , ; v 区则是四川地区与华南及东南沿海地区现代构造应力场的明显过渡区

。

2
.

根据现代构造应力场的空间分布特征划分未来强震的潜在震源区

从现代构造应力场的角度寻找
、

判定强震潜在震源区
,

主要考虑以下几点
:

( 1) 四川地区的历史地震资料表明
,

板内断块边界和应力场分区的重要边界
,

通常是

大地震可能发生的潜在震源区 ;

( 2) 在现代构造运动过程中
,
’

应力场调整变化剧烈
、

最易于产生应力集聚的高应力背

景区
,

也是可能孕发强烈地震的潜在震源区 ;

( 3) 区域断裂展布和区域应力场空间分布较为复杂的地区
,

在特定的压应力场作用
`

F

最易产生破裂的软弱结构面
,

亦是诱发强烈地震的重要场所
;

( 4) 板内次一级断块的边界断裂及区域应力场的突然变异地区
,

也常成为未来强震的

潜在震源区
。

基于上述考虑
,

对四川地区未来强震潜在震源区作如下划分
:

7 级地震的潜在震源区
:

鲜水河断裂带 ;安宁河一则木河断裂带 ;松潘一茂汉地区 ;理

塘一巴塘地区
。

6级地震的潜在震源区
:

龙门山断裂带 ;马边一雷波地区 ; 甘孜一理塘断裂 ;盐源一宁

菠地区 ;渡 口 一华坪地区 ;小金一马尔康地区、

3
.

结语

本文通过对四川地区现代构造应力场空间分布的几个主要特征的研究
,

结合该区的

强震活动特点
,

从一个侧面为新的地震危险区划图的编制提供了划分未来强震潜在震源

区的资料
。

对现代构造应力场空间分布特征
,

特别是在相对稳定的大区域现代构造应力场

背景上产生的应力场动态变化规律的研究
,

可能有助于了解孕震区震源应力场的调整演

变过程
,

发现未来强震的有关信息
。

荟本文 1 99 1 年 8 月 6 日)

(四川省地震局 蒲晓虹 郭惠兰 )

参考文献

〔1〕王绍晋等
,

西南与华南应力场过渡区的现代构造应力场特征
,

云贵地区地震危险性研究文集
,

云南科技出版社
,

1 9 8 9
-

〔2〕刘百旎
,

中国大陆地震的应力调整场动态模型
,

地震地质
.

vo l
.

l
,

协
.

3
,
19 7 9

.

〔3〕李王龙等
,

中国西北陕甘宁青地震区划
,

甘肃人民出版社
,
P 90 一 97

,
1 9 8 .6

(下转 83 页 )



第2 期 石特临等
:

对中国大陆地区地震活跃期的一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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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襄中分布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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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震
`

图 6 1 98 8一 19 92年衷中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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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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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展

从 19 88 年开始
,

缅甸
、

印度
、

尼泊尔连续发生 7 级强震 (图 6 )
,

类似于第二及第三地震活

跃期时的情况
。

因此
,

甘肃
、

宁夏与青海北部可能存在发生 7级强震的危险
。

.3 结论

综上所述
,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

虽然中国大陆地区已有两年半的时间没有发生 7 级地震
,

但是由于中国西部周缘地区强震活跃
,

因此
,

可以认为中国大陆地震活动仍处于第五个活跃期

内
。

本文的分析还表明
,

在甘肃
、

宁夏及青海北部有发生 7 级强震的可能性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石特临 郭建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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