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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级地震及其强余震的震源机制解

1 9 8 6年 8 月 2 6日 1 7时 4 3分在甘青交界的青海门源北 ( 北纬 37
0

4 2 , ,

东经 1 0 1
0

3 4`
) 发 生

了一次 6
.

4级地震
。

随后
,

在主震周围1 00 公里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的余震
。

到 9 月底为止
,

据初步统计该区内共发生大小余震达 7 00 次
。

野外宏观考察结果表明
,

这次地震和其余震发生

在祁连山脉的冷龙岭主峰附近
,

震中位置高达 5 2 0 0米以上
。

研究这次地震序列的发震机制
,

对于认识祁连山褶皱带目前的地震活动状态及活动特征
,

进而对该地区及邻近地区的地震趋

势进行判断显然是十分有益的
。

为此
,

我们广泛搜集了甘肃省地震台网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

自治区地震台网以及全国各基准台站和主要台站所记录的 P波初动符号资料
,

及时地对 1 9 8 6

年 8 月 26 日 6
.

4级主震和几次强余震进行了快速震源机制处理
,

业反复进行了核实
,

得 到 了

主震和强余震的震源机制结果
。

现将主震和三次强余震的震源机制结果分别介绍如下
。

1
.

19 8 6年 a 月 2 6 B I了时 4 3分门源北`
.

4级地展

这是本次地震序列的主震
。

震中位置为北纬 37
“
4 2` ,

东经 1 01
“
3 4’

,

震源深度为 14 公里
,

定位精度为 A类
。

经野外宏观考察确定
,

这次地震的宏观震中位于冷龙岭的金洞沟 口 一带
。

处理这次地震的震源机制解共用了甘肃
、

青海
、

宁夏地震台网及全国基准台和主要台站的

65 个台站的 P波初动符号
。

得到的两个节面走向分别为 5护和 1 7 0
。 ,

倾角为 4 5
。

和 6 3
“

; 主压应

力 P轴方位为 2 1 2
.

5
“ ,

仰角为 55
.

5
。
; 张应力 T轴方位 1 06

“ ,

仰角为 1 0
“ 。

在 65 个台站 的 资料

中仅有 4 个台站的 P波初动符号为矛盾符号
,

其中近距离台站中仅有石岗台一个台的初动符

号为矛盾符号
,

矛盾比为 6
.

2%
。

从乌尔夫网图 ( 图 1 ) 可以看出
,

节线可移 动范围很小
,

因此可认为这个震源机制结果是比较好的
。

从震源机制结果可以看出
,

这次地震属

于倾滑分量 占优势的正断层活动
。

可以初步

判断这是一次以北西西方向引张作用为主造

成的地震活动
,

野外宏观考察在极震区发现

了这次地震造成的张性地表破裂带也证实了

这一点推断
。

2
.

1 9 8 6年 8 月2 6日 1 8 时 2 9 分门源北 5
.

0

级地展

这次强余震与主震仅相隔 46 分钟
。

震中

位置为北纬 3 7
“
4 2 ` ,

东经 1 0 1
0

3 7` ,

发生在主

震东边 5
.

5公里的地方
。

震源深度为 n 公里
。

定位精度为 A 类
。

处理这次地震的震源机制主要用的是甘

肃地震台网的资料
,

共用 了 26 个台站的 P波
口 一 万,日6 8 2` 门 . 尽辱口 助

…
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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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级地震及其强余震的震源机制解 83

初动资料
。

得到的两个节面的走向分别是 3
。

和 44
。

; 主压应力 P轴方 位为 21 7
。 ,

仰角为

6 5
。
; 张应力 T轴方位为1 1 1

.

5
。 ,

仰角为 6
。 。

26 个台站资料中仅有石岗台一个台站的初动

符号为矛盾符号
,

矛盾比为 3
.

8% (见图 2 )
。

从得到的震源机制解可 以看出
,

这次地

震与主震 同属于倾滑正断层
。

P 轴仰角大于

主震
,

说明这次强余震比主震有更大的倾滑

分量
。

3
.

1 9 8 6年 9 月 1 7日 0 4时 11分 门源北 5
.

7

级地展

这次地震在主震 发生 之后 的第 22 天发

震
。

当时震源区附近的大量余震活动已趋于

明显减弱
,

又突然 发生了这次 5
.

7级的强烈 火 圈 , 19 8 6名 , 6 `门理 5 0组 地爪月 沙机伟日

余震
,

业有较大面积的有感范围
。

本次地震的震中位置为北纬 3 7
0

4 3,
、

东经 1 o 1
O

3 7’ ,

震源

深度为21 公里
,

与主震相比较
,

明显地深于主震
。

我们利用甘肃省
、

青海省地震观测台网和少数全国地震台站记录到的 45 个台站的 P波 初

动资料处理得到了这次地震的震源机制解
。

得到的两个节面的走向分别是 6 5
。

和 1 6 3
。
; P 轴

方位为 21 7
“ ,

仰角为 3 8
“
; T轴方位为1 04

.

5
“ ,

仰角为 26
。 。

在45 个台站资料中仅有 4 个为 矛

盾符号
,

近距离台站中
,

仅有石岗台和永登台为矛盾符号
,

矛盾比为 8
.

1 %
。

从
弋

乌尔夫网投

影图 ( 图 3 ) 可 以看出
,

节线可移动范围很小
,

因此可以认为
,

这次地震的震源机制解有很

好的精确度
。

由震源机制结果可以判定
,

这次强余震

属于有较大倾滑分量的走滑正断层活动
,

它

的 P 轴和 T 轴方位与前两次地震相近
,

但倾

滑分量则小于前两次地震
。

4
.

1 9 8 6年 9 月 1 7日 0 5时 2 2分 门源北 4
.

5

级地展

这次地震不仅在时间上紧 跟着 前面 5
.

7

级强余震发生
,

而且震中位置也与 5
.

7 级强

余震相同
。

震源深度则小于 5
.

7 级地震
,

为

1 0公里
。

处理这次地震共用了甘肃省和青海省地

震观测台网的 39 个地震台站的 P波初动资

料
。

得到的震源机制结果的基本情况如下
:

两条节面 的走 向分别为 4 8
.

5 。

和 1 54
.

5
。
; P

圈 , ! 8 8` , 价 门口 5 ,组地段段浓 帆制

轴方位为 2 06
。 ,

仰角为 43
.

5
。 ; T轴方位为 9 4

。 ,

仰角为 2 1
。 。

在 39 个台站资料中
,
仅有石岗

和景泰台两个台站 属于矛盾符号
,

其矛盾比为 5
.

1%
。

节线可移动范围很小
,

可以认为这次

地震的震源机制解有很好的精度 ( 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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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19日 6 J
.

l, 门忿 4石级地吸孟琢机 剐

与前面的 5
.

7级强余震相比较
,

这两次地震发震情况非常相似
,

同属于有较大倾滑 分 量

的正断层活动
。

上面分别介绍了1 9 8 6年 8 月 26 日门源北 6
.

4级地震及其三次强余震震源机 制结果和资 料

情况
。

为了便于对比
,

现将这四次地震的基本参数和震源机制结果归纳列于下表
。

1 9 8 6年 8 月 2 6日门源 6
.

4级地展及其强余展展源机制解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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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震级等地震参数取 自兰州地震研究所编的甘肃地震台网观测报告
。

本项工作得到兰州地震研究所传输计算室等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
,

特此致谢
。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徐纪人 姚立询 汪 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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