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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环形构造与地震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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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谨散
( 国家地衷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

地震 学家对遥感图象上的线性构造带和网络状构造格局及其与地震的关系很感兴趣 , 但

对环裕构造一
通感图象户种比较特殊的构造形态及其与地震的关系并没 有 引 起 足够的重

视
。

多年来
,

笔者利用遥感日象初步分析了我国西北地区的地震构造环境
,

本文就环形构造

在地震研究中的作用
,

谈几点认识
。

1
.

地班构造环境的研究

环形构造在常规地质图上是一种罕见的构造形态
,

它是人们探入研究和广泛使用遥感图

象之后才逐渐被认识的
。

环形构造是遥感图象上通过影象的色调
、

形态
、

水系等表现出来的

大小不同的圆形
、

椭圆形
、

弧形及多边形等形 状的图象
,

并有一定的分布规律
,

与地质构造

关系密切
。

在某个地区或地带
,

既可能出现几种不 同形态 的环形构造相互重叠
、

相互干扰和

相互穿插
,

也可能仅仅出现单一的环形构造
。

据陕
、

甘
、

宁
、

青地区强震构造环境的研究
,

大多数强震震中既与线性构造 ( 指活动断裂带 ) 有关
,

也与环形构造密切相关
。

例如甘肃古

浪地区 1 9 2 7年曾发生了一次 8 级地震
,

通过这一地 区遥感图象的解译
,

发现地震的微观震 中

位于直径约 80 公里的武威环形构造中心
,

而本区 4 级以上地震震中大多发生在这一环形构造

体内或其边缘
,

还有一些地震发生在与该环形构造密切相关的断裂带上 ( 见图 1 )
。

在甘肃南

部地区
,

在普通地质图上主要构造的走向是东西向的
,

由东西向的褶皱带和 挤 压 性 断裂构

成
。

但该区震中分布和地震活动特点主要显示为北东 、 南亚向
,

地震与该区的地质构造似乎

很不协调
。

然而
,

据遥感图象的解译结果
,

本区既存在着清晰的北东走向的线性构造
,

也存

在着一系列大小不同的环形构造
,

并且大多数M 》 4
.

7级地震的震中位置与环形构造有关
。

2
.

区域地展危险性评价与地解预报

我国西北地区所发生的地震都是浅源地震
,

且多与环形构造有关
。

通过分析
,

作者认为

地震分布主要有以下特点
:

( 1 ) 地震多 发地区也是环形构造比较醒目的地区
。

( 2 ) 大多数中强地震震中位于环形构造的边缘或内部
。

( 3 ) 地震的危险地点是在环形构造与线性构造相互叠置
、

相互千扰和相互穿插地区
,

也可能是仅出现环形构造的地区
。

( 4 ) 与环形构造相切的边缘大断裂或与环形构造有成因联系 的主断裂带上
,

地震活动

也比较多见
。

由此可见
,

从遥感图象上鉴别环形构造对地震危险区的分析是有一定意义的
。

至于环形

构造在地震预报中的作用
,

则必须结合地震的前兆现象和环形构造的特征加以分析
。

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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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危险区分析和地震预报时
, ”

还必须研究线性构造 ( 断裂 ) 的展布特征及其与环形构造的

关系
。

例如
·

_

鄂尔多斯地块在陆地卫星象片场
示令一巨大的环形构造

,

在这一环形构造的

边缘地区
,

曾经发生了多 次地震迁移现象
,

即在一定的时间内
,

当环形块体的一侧发生地震

时
,

另一侧接着也发生地震
`
这种现象可能

`

与鄂尔多斯环形体的活动有关
.

3
·

绝班成因的研究
.

一些环形构造在地表焦往表现为
,

火山机构
、

岩桨活动中心 、 稳伏的或 出
一

露 的 侵入岩

体
、

弯窿构造
、

环形或弧形断裂
、
环状隆起与凹陷屯旋转构造的低往等等

。

在垂直方向上
,

环形构造是否会在地表以下某个深度上发生变化
,

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

.

至于形成环形构造的动力来源
,

有些假说是与地震成因的假说相似的
, 通过环形构造成

因的研究
,

可以促进地震成因的研究
。

例如
:
环形构造成因假说之一、 热动力岩块说认为

,

地壳的物质和运动是极不均匀的
,

地壳深层存在着发生热核反应的岩浆热动力体
,

它在向地

壳中浅层冲涌时聚合到局部区间形成热动力峰
,

并以巨大的热动力流将地壳浅层冲击成不同

类型的环形构造
。

其作用钓基本特点是脉冲式向上冲击
,

并伴随水平旋扭运动
乞
这与我 国大

陆地震存在着水 平力 和垂直力 的事实相符
。

至于环形构造成因的活动岩块说
,

·

其作用特点与

断裂构造的关系更为密切
。

据调查
,

某些断裂带在不同的部位
,

活动特征和活动强度存在着

明显的差别
,

其原因之一可能与断裂带附近的环形构造的活劫有密切的关系
。

综
_

L所述
,

环形构造在 地震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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