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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园地

川青块体及其向南东方向运动的新证据

韩渭宾 , 蒋国芳
(四川省地震局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根据近二十年地震活动性 、震源机制 、活断层及深部探测等方面研究进展提供的新证据 ,进

一步论证了笔者(1980)提出的由鲜水河断裂带 、舒尔干-花石峡断裂带 、岷江断裂带和龙门山断

裂带围限的川青地壳块体的存在及其向南东方向运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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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大陆东部地区的强震大多沿北东向断裂带分布;西部地区的强震分布从西向东 ,先近东西向 ,后

转北西向 ,再转南北向;大约在东经 97°106°之间汇聚形成一条南北地震带.这也许是由于印度板块向北

东 ,菲律宾板块 、太平洋板块向北西和向西与欧亚大陆板块挤压 、碰撞所致.在这些板块相互碰撞作用下 ,

中国大陆内部有许多大小不等的地壳块体相对运动 ,在块体周边形成许多规模不同的活动断裂带和地震

带.由鲜水河断裂带 、舒尔干-花石峡断裂带 、岷江断裂带和龙门山断裂带围限的川青块体向南东方向运

动[ 1]就是其中之一.图 1集中反映了文献[ 1]关于川青块体的边界及其运动方向 ,以及与紧邻的川滇块体

的关系.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一方面有一些新的工作进一步说明川青地壳块体的存在及向南东方向运动的

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作者认为此块体朝北东方向运动.为此 ,笔者归纳一些新证据 ,再次论证川青块

体边界及向南东方向运动的合理性.

1　关于东边界合理性的新证据

四川省地震局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和美国拉蒙脱观象站合作 ,对 1976年 8月 16日松潘 、平

武 7.2级地震序列重新读图和定位 ,用WWSSN记录的远震波形与理论地震图拟合 ,求得震源机制[ 2] .根

据文献[ 2]余震图像的时空演变(图 2)和震源机制表明松潘地震序列的三次主震的破裂面为两条左旋走

滑断层和一条逆掩断层组成一个右阶左旋走滑运动模式(图 3).其主压应力为NW —SE 方向.川青块体向

南东方向运动恰好可能提供这样的力源.

龙门山断裂带近二十年的中小地震仍集中在中南段 ,向北沿岷江断裂带分布.这里也是水系的分水

岭 ,高低山区的分界线 ,并有重力梯级带通过.1987年川藏地震烈度区划编图组编制的“四川综合地壳结

构图”也显示了这里是地壳厚度急剧变化带.

中国地震局 8301工程的唐克-蒲江-阆中三角剖面人工地震测深表明 ,龙门山断裂带两侧地壳厚度

与速度有明显变化[ 4] .盆地一侧莫霍面深 40 km , V Pn为8.28.6 km/s;高原一侧莫霍面深5153 km , VPn为

7.07.4 km/s.图 4给出了龙门山断裂带两侧 6个分支速度模型.地矿部 562队的黑水-邵阳剖面和简阳

-花石峡剖面关于龙门山断裂带切割莫霍面也得到类似的结论[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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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进一步说明龙门山断裂带和岷江断裂带具备作为地壳块体边界的条件.

①鲜水河断裂带;②龙门山断裂带;③舒尔干-花石峡断裂带;④岷江断裂带

图 1 川青块体与川滇块体的边界及其运动方向
Fig.1　Sketch of Sichuan-Qinghai and Sichuan-Yunnan crustal blocks and their movement direct ion.

2　关于北边界的新证据

青海省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所联合对东昆仑断裂带库赛湖以东约 1 000 km 地段进行了全

面实地调查和综合研究后指出[ 6] ,东昆仑断裂带由数条压扭性断裂带组成 ,总体走向北 280°300°西.沿带

有一条重力梯级带 ,两侧地壳厚度相差 710 km.该断裂带多期活动明显 ,从中更新世开始 ,已进入左旋走

滑运动为主的时期.该断裂带(自库赛湖以东)总体可分 6段 ,不同段落的活动水平存在一定差异.滑动速

率自西向东逐渐递减 ,从西段的库赛湖断裂 1314 mm/a 到东段的花石峡断裂和下大武断裂降为 45 mm/

a ,但东端的玛沁断裂又增加到 9 mm/a ,尤其全新世末达到 12.6 mm/a;玛曲断裂从中更新世末期至晚更

新世末期为低速走滑运动 ,全新世中期的走滑速率上升到 5.4 mm/a.其东端的花石峡和玛沁-玛曲断裂

带就是笔者以前写的舒尔干—花石峡断裂带.从晚更新世到全新世 ,该段 ,尤其是玛沁断裂的滑动速率在

增长.

973项目《大陆强震机理与预测》的子专题曾布设了玛沁 —兰州—靖边约 1 000 km 长的人工地震测

深剖面 ,开展地壳速度结构研究.得到的二维壳幔速度结构与构造图显示
[ 7]
,玛沁断裂带两侧莫霍面埋深

变化约 68 km.

上述研究成果进一步说明该断裂带作为川青地壳块体的一条边界是有根据的.

2001年 11月 14日青海昆仑山口西 8.1级地震发生在该断裂带滑动速率较大的西段.从更大范围

看 ,有人将东昆仑断裂带 ,龙门山-岷江断裂带与鲜水河断裂带 、甘孜-玉树断裂带及向西延伸的弧形带

围限的地块称为昆仑地块.昆仑山口西 8.1级地震和 1997年玛尼 7.9级地震的发生 ,以及一些地质证据

也许说明昆仑地块的西部比东部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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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 1个 7.2级地震后 3小时内的余震;(b)第 1个 7.2级地震后到 6.7级地震前的余震;

(c)6.7级后到第 2个 7.2级地震前的余震;(d)第 2个 7.2级地震后到 8月底的余震;(e)全序列余震

图 2　松潘 7.2级强震群及其余震分布(据 Jones等)
Fig.2 The epicenters of S ongpan st rong earth quake sw arm of August 1976 and their aftershocks(From Jones et al.).

图 3 虎牙断裂带 3支断裂的

　　　几何关系及其滑动模型

　　　(据 Jones等)
Fig.3　A schema of the proposed block

　　　　mot ion and geomet rical relati-

　　　　onship among 3 branch of the

　　　　Huya fault s(From Jones et al.).

3　关于西边界

鲜水河断裂带以左旋走滑的特性闻名于世.1981年道孚 6.9级地震

的破裂带及震源机制再次显示了这一特性[ 8] .具有张性的 1982年甘孜

6.0级地震发生在相互左阶雁列的两条左旋走滑断裂带:鲜水河断裂带

和甘孜-玉树断裂带之间的拉分区里 ,依然说明鲜水河断裂带具有左旋

走滑的运动特性.

在过去二十年里又有不少中外学者对鲜水河断裂带进行更详细的

地震地质调查和地震活动性研究
[ 913]

,四川省地震局地震地质队还曾作

1:5万活断层填图.这些研究进一步肯定鲜水河断裂带是典型的左旋走

滑断裂带 ,一般认为它的平均滑动速率为 1015 mm/a.

2000年川西 、藏东深部地球物理剖面也发现鲜水河断裂带两侧反射

波波形有明显不同.用天然地震资料作层析成像也显示鲜水河断裂带为

低速区[ 14] .

综上所述 ,一些新的工作进一步说明 ,围限川青块体的上述断裂带

不仅地表有断裂 ,而且地壳深部有显示.不仅有许多震中沿这些断裂带

分布 ,而且震源机制与由宏观考察得到的强震破裂机制:鲜水河断裂带

和舒尔干-花石峡断裂带(东昆仑断裂带东段)左旋走滑 ,龙门山断裂带

逆冲 ,虎牙断裂带右阶左旋走滑都表明 ,由这些断裂带围限的川青块体

可能向南东方向运动.由于东昆仑断裂带东段的左旋走滑速率略低于鲜水河断裂带 ,可以推测 ,川青块体

向南东的滑动速率可能比川滇地壳块体的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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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龙门山断裂带两侧六个分支速度分布模型(据陈学波等)
Fig.4　Velocity model of 6 sections across Longmenshan fault(From Chen et al.).

川青块体内部也有一些地震 ,如 1989年 9月 22日小金 6.6级地震等.这正象川滇地壳块体内也有一

些地震 ,如 1948年 5月 25日理塘 7.3级和 2001年 2月 23日雅江 6.0级地震等.这些中强以上地震究竟

是地壳块体内的零星地震 ,还是它们所在的断裂带又可将这些地壳块体划分为两个或几个更小的块体 ?

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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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REALIZE OF CONVERSION PROGRAM FOR

EARTHQUAKE MONTHLY REPORT LIS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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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ata conversion form and design method of conversion prog ram in listing earthquake report cata-

logue are analysed.Using the database language , the data conversion program is w rit tern , so a useful tool sof t-

ware is supplied to listing the earthquake monthly report catalogue and the historical earthquake cat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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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VIDENCES FOR SICHUAN—QINGHAI CRUSTAL BLOCK

AND THEIR MOVEMENT TOWARDS SOUTHEAST

HAN Wei-bin , JIANG Guo-fang
(Seismological Bureau of S ichuan Province , S ichuan Chengdu　610041 , 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Sichuan —Qinghai crustal block and their movement tow ards southeast were further

proved ,based on some new evidences provided by recent studies on seismicity ,mechanism of earthquake focus ,

active fault and crustal structure.

Key words:Sichuan—Qinghai crustal block;Seismic activity;Focal mechanism;Activ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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