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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柯氏力讨论地质构造与强余震或

续发性大震之间的关系
’

陈家超

(广东省地衷局
,

广州 5 1 0 0 7 0 )

郭安宁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衷研究所
,

兰州 7 3 0 0 0 0)

摘要 本文首先对柯氏力的含义进行 了简要介绍
,

进而从地质资料入 手讨

论了利用震源地方的柯氏力作用预报大衷发生后强余襄或续发性大震强度的可行

性
,

通过对几个震例 的分析
,

可以认为该方法是可行的
。

主题词
:

断层性状 强余震 单项手段预报

1 前言

大震后强余震和续发性地震的判断对防震减灾有重大意义
,

1 9 9 2 年郭增建等曾提出用

震源地方的C or iiol 力 (以下简称柯氏力 )作用来作为一种判断方法
,

但未能结合具体的地震

地质资料进布予讨论
。

本文拟结合中国大地构造资料
,

用上述方法来进行分析
,

探讨利用该方

法预报大震发生后强余震或续发性大震强度的可行性
。

2 柯氏力简介

在物理学中柯氏力是旋转系统中质点在对该旋转系统作相对运动时产生的一种力
。

我

们所在的行星— 地球昼夜不停地自转着
。

在它上面或内部以某一速度运动着的物体
,

如果

其运动方向不是与地轴方向平行
,

则都会有柯氏力产生
。

据此可知
,

在地球内部或近地表由

于地震作用而发生破裂的岩体在快速运动时也会产生柯氏力
。

柯氏力的大小由下式表示
:

f
。

= 2砂咖痴 8 ( 1 )

式中几是柯氏力
, v
是物体运动速度 (这里指错动岩体 )

,

m 是物体质量 (这里指参与错动的

岩块质量 )
,

。 是地球自转角速度
, e 是物体运动方向与地球自转轴之间的夹角

。

文献 〔1〕指

出
,

对于 7 级大震来说
,

其震源 区错动断层面上 每平方厘米所受到 的柯氏力可达

10
5

一 1 0s d yn
。

对于平推断层来说
,

在北半球柯氏力的方向是在错动方向的右侧
,

并与错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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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相垂直
。

这样一来
,

对于左旋平推断层而言
,

其柯氏力在震源地方有引张力作用于断层破

裂面上 ;对于右旋平推断层来说
,

柯氏力在震源区对断层面具有对压作用
。

前一种情况柯氏

力使地震断层呈张性破裂
,

因之应力释放相对较彻底
,

故而强余震和续发性地震的数量相对

减少
,

强度相对变弱 ;后一种情况与此恰恰相反
,

柯氏力使断层面呈压性破裂
,

其强余震和续

发性地震的强度和数量相对较大
。

3 从地质资料入手应用柯氏力对强余震和续发性地震进行判断

根据板块学说的理论
,

中国大陆承受太平洋和印度洋板块的挤压
,

因此其内部受到两板

图 l 中国华北活动断层概图 (据丁国瑜 )

F饱
.

1 T h e a e t一v e fa ul t s in N o r r h C h七l a
.

块的作用
,

其断层的旋性也受到制约
,

例如

北东走向的断层呈现出右旋错动特征
,

北

西向的断层则为左旋
。

这就为我们采用柯

氏力的观点讨论强余震和续发性地震创造

了条件
。

根据丁国瑜的研究
,

中国青藏高原和

华北地区断层的旋性和走向如图 1 和图 2

所示山
。

由图 1 可以看出
,

在华北地区北

西向断层为左旋
,

它们一旦发震
,

震源区断

层面上的柯氏力是对张 (对拉 )的
,

因之发

生强余震和续发性大震的可能性较小
。

这

里峭兑的强余震和续发性地震的大小是与

主震震级相比较而言的
,

例如
,

一个 7级地

震发生后又发生了一个 6
.

5 级强余震
,

两

者震级之差为 0
.

5 级
,

则可以认为它强余

震特征显著 ;如果一个 8
.

5 级地震

发生后又发生了一个 7 级强余震
,

其震级差值为 1
.

5 级
,

则认为它强

余震特征不显著
。

在图 2 中甘
、

青
、

J I!地区的活动断层为左旋
,

依柯氏

力的观点认为其强余震不发育
,

故

其一旦发生 7 级以上大震
,

其强余

震震级会比主震小 1级以上
。

对于华北地区的地震
,

柯 氏力

的作用对强余震和续发性大震的影

响也很明显
,

例如 1 9 7 5 年 2 月 4 日

海城 7
.

3 级大震
,

其发震断层为北

西向左旋错动的断层
,

它的何氏力

是对张的
,

因之其强余震相对小
,

只

有 6 级
。

对于唐山 7
.

8 级大震和邢

一立多获卜屯犷

图 2

F场

忆
_ 4四km 诊 夕、钾闪叹

_

丫
` 3

中国青藏高原地 区活断层图 (据丁国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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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级大震来说
,

它们的发震断层是北东向右旋错动的断层
,

所以强余震和续发性大震都

比较显著
,

例如邢台 1 9 6 6 年 3 月 8 日发生 6
.

8 级大震后
,

于 3 月 22 日又发生 7
.

2 级大震
,

1 9 7 6 年唐山 7
.

8级大震后又发生了 7
.

2绷虽余震
。

除了借助地质构造资料判断柯氏力在强余震和续发性大震方面的作用外
,

还可以借助

历史大震的等震线长轴方向在某些地区的优势方向来判断未来地震发生时以哪一种走向和

旋性占优势
。

因为今天各地区的区域主压应力方向是已知的
,

故只要知道代表震源断层走向

的最内等震线长轴方向
,

即可知道震源断层的错动旋性
,

例如在图 3 中表示出中国历史大震

最内等震线走向的优势方向
,

它们在华北地区以北东走向占多数
,

西 J以也区北西长轴走向占

优势
.

如果要预测今后大震发生与柯氏力作用
,

就可参考这些资料来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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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 9 0 0 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大衷的极

衷区长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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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束语

关于震源地方岩体运动产生的柯氏力
,

在 19 61 年兰州地球物理观象台所出版的张衡纪

念册第一号中曾经讨论过
。

由于震源地方岩体错动的速度大小在地球物理界争论不休
,

故而

使柯氏力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继续讨论
。

最近几年来
,

地球物理学的某些学者
,

研究出震

源地方岩体的错动速度可达 1 0一20 m /
s 〔3 , ,

故文献〔1〕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

本文

结合发震构造所作的讨论
,

今后还要继续进行
,

以便充实完善用柯氏力预报强余震的方法
。

当然震源地方的情况是复杂的
,

柯氏力的影响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

作者认为把物理学与地

质学结合起来是今后研究地震的重要方向之一
。

(本文 1 9 9 3年 4 月 16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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