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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以往的地震构造研究中．注重了那些继承活动的断裂带．但在与现令区 

域地质环境和应力场性质基本保持一致的最近构造阶段，还有正在产生的新断裂带． 

即新生断裂带．我国华北和西南地区由地震活动揭示出的北东向唐山一河问一磁县和 

北西向腾冲一耿马一澜沧两条地震带，对应的正是新生断裂带．为示lg．别．称其为新生 

地震构造带．以这两条地震构造带为例，从地震活动和地质构造方面论证它们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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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区域地质构造演化过程中，当某一构造阶段的地质环境和构造应力场的性质发生变化 

时，断裂活动带的空间分布相对于前期构造既具继承性又有新生的特点．即既有利用先存断裂 

带继续活动的断裂带也有不受先存断裂带控制而新产生的断裂带(其中常包含某些可利用的 

先存断裂)．前者称继承括动断裂带，后者为新生断裂带．只有这两类断裂带才能组成此构造阶 

段完整的区域活动构造格局．二者缺一不可．它与先存构造格局会有差异． 

我国新生代构造和周围板块运动研究结果表明，早第三纪末和晚第三纪初是新生代构造 

发育的重要变革时期，它必然导致最近构造阶段(N—Q)构造格局的变化．最近构造阶段的活 

动断裂带l司样包括继承和新生两种类型．地震是现代地壳构造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地震构造 

带理应是与现今地质环境和应力场性质基本保持一致的最近构造阶段的活动断裂带．据此，可 

将地震构造带相应分为继承活动的地震构造带和新生地震构造带． 

然而，在以往地震构造研究中．人们多注重那些继承活动的断裂带．近 3O多年来，我国华 

北、西南地区的地震活动情况表明，一些强震，如邢台7 2级、唐 山7．8级及龙陵 7．3和 7
． 4 

收稿 日期：1997—64—22 

*地震科学联合基金资助项目(课题批准号：196032) 

第一作者简介：辣杰，男．1943年2月出生．博士学位．研究员．现主要从事地震构造和盆地构造研究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 西 北 地 震 学 报 第20卷 

级、澜沧一耿马7．6和7 2级等地震，并非发生在那样的断裂带中．这些强震和大量中、小地震 

所刻画的北东向唐山一河间一磁县地震带和北西向腾冲．耿马一澜沧地震带亦无类似的断裂带与 

之对应．相反，沿地震带仅发现由一些规模较小的继承活动的断裂和一系列新形成的断裂组成 

的断裂带，它不受前期构造格局控制 显然，它不属继承活动断裂带． 

这两条地震构造带所处的大地构造单元及最近构造阶段的地质环境和应力场性质不同， 

但总体规模和地震活动强度都较大，具代表性 本文拟初步分析它们的基本特征和研究意义， 

以期引起重视． 

2 新生地震构造带的基本特征 

2．1 唐山·河间·磁县新生地震构造带 

此带位于河北平原的唐山、河间、邢台和磁县一线(图 1和图 2)，总体走向N40。E，长 600 

余公里，宽40--60 km 杨理华(1987)研究了其中的唐山一邢台段后认为是一条地震构造破裂 

带． 

2 1 1 地震活动 

唐山一河间一磁县地震带(图1)白1068年以来记有6级以上地震(含强余震)17次，其中7 

级以上地震4次，以1976年唐山7．8级地震为最大．这是华北地区一条重要的强地震带． 

此地震带白北而南可分为滦县．宁河、大城．河间、束鹿一隆尧和永年．磁县四个地震密集段 

(图1和图2)，单段走向北北东至北东，长60～120 km，总体左型斜列 束鹿．隆尧段 1966年发 

生 了，邢台地震，其序列属震群型；滦县．宁河段的 1976年唐山地震亦具震群型的特征．带内地 

震震源大多分布在地壳中8--25km的深度范围内．基本位于上地壳下部和中地壳． 

地震带内除南北两端的 1830年磁县 7．5级和 1976年滦县 7 1级地震外，1966年邢 台 

7．2级、1967年河间6 3级和 1976唐山7 8级地震的极震区长轴均为北北东和北东向．由它 

们的震源机制解(图2)等资料确定的震源断层面走向多为N15 ～13。E，倾角8O 以上，近直立， 

以右旋走滑为主 邢台地震和唐山地震前后地形变测量结果及地震破裂带所反映的地面水平 

错动性质与震源断层一致 地震带具有统一的现代构造应力场，主压应力轴(P)和主张应力轴 

(T)均近于水平，方位分别为北东东．南西西和北北西一南南东向；中间应力轴(N)近直立．在此 

应力场中，地震带大致代表了一组最大剪切方向，是一条现代右旋剪切性质的地壳破裂带． 

2 1 2 地质构造 

此地震带沿北东向斜穿北华北盆地(渤海湾盆地)的西部，南连北北东向太行山山前断裂 

带，北接北北东向沧东断裂(图3)． 

北华北盆地位于华北地台的东部，是从始新世开始发育的一个大型裂陷盆地，其构造演化 

经历了早第三纪断陷和晚第三纪以来拗陷两个主要阶段．断陷阶段形成 6O多个互不连通的长 

条形断陷盆地(绝大多数为半地堑)其断陷主断裂大多走向北北东至北东东，一般长 3O～ 

70km，剖面上为铲状或平面状形态，倾角较缓，约30。～35。，往深处很可能以平缓倾角消失或 

聚敛于地下 9～17 km的深处回．断陷盆地往往集中成带分布而成断陷带，一条断陷带又相应 

构成一个早第三纪的坳陷，如冀中、黄骅等坳陷(图3)，其问以隆起相隔，从而使盆地在地壳上 

部成为多坳多隆、多凹多凸的复杂盆一岭构造 晚第三纪以来，盆．岭构造整体下沉为统一的大 

型坳陷盆地，除部分地带外，断裂活动甚弱．盆地构造发育的应力场分析表明，早第三纪时主压 

① 徐杰．华北平原新生代裂陷盘地的伸展构造及其与地震活动的关系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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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唐山一河问一磁县地震带及邻区震中分布(国家地震局地震 

分析预报中心1995年9月资料) 
Fig l Distribution of eanhquake epicenters in the Tangsha~Fiejlan Cixian ctonk— and 1 

adjacent— s(Data∞】】ec d from the Center for Analysis and Prediction，SSB．Sept 1995) 

应力轴近直立；主张应力轴和中阀应力轴近水平，方位分别为北西一南东向和南西一北东向，具 

裂答应力场的特征．晚第三纪起应力场发生显著变化，逐渐演变成现今的应力状态．所以，在北 

华北盆地发育的两个主要阶段，构造特征和应力场明显不同 

北北东向太行山山前断裂带与沧东和聊城一兰考断裂之间的北华北盆地西部包括冀中、临 

清等 4个坳陷和沧县、衡水一邢台等4个隆起(图2和图3)．图2表明，盆地西部和北邻的燕山 

隆起区，晚第三纪以来明显活动的断裂多集中分布在地震带沿线；沧县隆起北部晚第三纪新发 

育了一系列北北东向断裂；河间、隆尧与南官之间及永年东边等地。早第三纪的北西向断裂明 

显被晚第三纪的北东向断裂切错．这些断裂断续密集成带分布，构成一条晚第三纪以来活动的 

北东向断裂带，具右旋走滑性质 它斜穿沧县隆起、冀中坳陷、衡水．邢台隆起和临清坳陷等早 

第三纪的二级构造单元，而不受其控制(图3)．断裂带西南连太行山山前断裂，东北接沧东断 

裂，向北超出北华北盆地而进^燕山隆起区南缘 显然，这是一条新生断裂带．据盆地区裂陷活 

动中心时一空变化分析，晚第三纪以来的活动中心带分布与此断裂带大致相符 ． 

此外，据邢台地震区构造条件研究结果，地壳浅层存在铲状新河断裂，控制了早第三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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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图2 唐山一河间一磁县地震带的断裂和震中分布(附震源机制图) 
Fig．2 D Ⅱ】budo~of fauns and e，n quake epicenters in the Tangshan-Hejlan-Cixim 

selsmotect~nlc舢 (wi dl th e foe mechanisms attached)． 

1早第三纪强烈活动的断陷主断裂：2早第三纪活动的一般断裂i 

3晚第三纪 来有明显活动的断陷主断裂；4晚第三纪明显活动的一般断裂； 

5晚第三纪以来发育的断裂『6第四纪活动的中生代断裂；7推测断裂； 

8断陷盆地i 9 7 0≤ ≤7 9；10 6 0≤ ≤6 9；l1 5．0≤M≤5 9 

陷盆地的发育．深部存在高角度断裂．其形成时代可能较新，震源位于这两种断裂汇而未交的 

部位．深部高角度断裂是邢台大震的主要发震断裂 ．此推断得到深地震反射剖面研究结 

果 的证实 唐山地震区亦存在类似的特点l5 J． 

2．2 腾冲-耿马-澜沧地震构造带 

此带位于滇西南腾冲、龙陵、耿马、澜沧和勐海一线，走向北西，长600余公里，宽 60～8O 

km(图 4)． 

2 2．1 地震活动 

少量史载和短期仪器记录的地震资料已清楚地显示出一条北西向地震带(图4)，记有 5 

级以上地震近百次(含强余震)，其中7．0～7．9级 8次，6．0～6．9级近 40次，以 1988年澜沧 

7．6级地震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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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震带大致可分腾冲一龙陵和耿 

马一澜沧两段，每段都发生过 7级以上地 

震．地震序列多为双震和震群型，综合等 

烈度线总体呈北西向带状分布(图4A)． 

此带大部分地震震源深 5～15 km， 

震源区多具共轭破裂特征．由震源机制 

解等资料确定的强震震源断层面方位为 

北西和北东向，前者为右旋，后者为左 

旋 地震带具统一的现代构造应力场， 

主压应力轴和主张应力轴均近于水平， 

方位分别为北北东和北西西向 在此应 

力场中，地震带表现为一条现代右旋剪 

切的地壳破裂带． 

2．2．2 地质构造 

在区域大地构造上，滇西南包括波 

密一腾冲早加里东地槽褶皱系、左贡一耿马 

华力西地槽褶皱系和三江印支地槽褶皱 

系 J，它们总体呈向南撒开的“帚状”展 

布(图4B)．其中控制一、二级构造单元 

的区域性断裂多为北北西至近南北走向 

分布．仅在盈江、耿马和澜沧一带发育一 

些具一定规模的北东向断裂，如南汀河 

断裂，它们形成于印支一燕山期 

腾冲一驮马一澜沧地震带沿北西向斜 

穿上述三大构造单元．带内不存在北西 

图3 北华北盆地早第三纪构造格架 

Fig 3 Eady Tertiary rectonl~framework of northe~ North 

China basin 

1区域性断裂 2北京-蓬莱断裂带 3斯陷主断裂： 

4下第三系缺失区；5二级掏造单元编号： 

6新生地震构造带大致分布范目 

向的区域性断裂(图4)张俊昌等(1991)根据对上新世一第四纪盆地沉积及其变形、地形地 

貌、水系错动、卫星影像等新构造活动现象的分析发现，滇西南地区在上述构造背景上叠加发 

育了北西和北东向两组断裂，北西向断裂斜列成带分布，北东向断裂近于等间距地穿插其间， 

地面上它们断断续续，时隐时显 就具体的地震区而言，1976年龙陵7．3和7 4级地震发生在 

由三条大断裂围限的华力西和燕山晚期的巨大花岗岩基内 其中没有规模很大的断裂，仅发现 

许多规模甚小，断续分布的断裂，相对集中组成一条北西向和两条与之交切的北东向断裂带， 

震源就在其内 其它强震区亦无区域性大断裂通过 上新世晚期以来构造变形的一致性表明， 

最近构造阶段内区域构造应力场至今仍是基本稳定的．综上所述，腾冲一耿马一澜沧地震带所在 

的构造带是一条上新世以来新发育的右旋走滑断裂带，亦属新生地震构造带0 

3 结语 

上述两条新生地震构造带是我国华北和西南地区重要的强震发生带．它们虽然所处的大 

地构造单元和最近构造阶段的地质环境和应力状态不同，但有其共同的特征． 

① 张慢昌，等 云南澜沧-耿马大地震地蕊地质考察研究报告．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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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它们都是在区域地质环境和应力场性 

质发生显著变化的最近构造阶段中新发育的断 

裂带 在此阶段的地壳应力场中．这类构造带基 

本沿一组最大剪切方向发育，属地壳剪切破裂 

构造带． 

(2)新生地震构造带虽包含了一些先存断 

裂，但其发育不受前期区域性断裂和构造单元 

控制．带内断裂活动时代最新，新发育的断裂往 

往切割前期构造． 

(3)由于这类构造带发育时间短．处于剪 

切破裂带形成的初期阶段，断裂尚未向两端扩 

展进而相互连通成规模较大的断裂，因此断裂 

规模小，断断续续，多斜列分布．有的甚至未断 

到地表，而为“盲断裂”同时．存在一组与之共 

轭的破裂，从而往往具多点共轭破裂的特征．在 

地震序列类型上，双震和震群型地震较普遍． 

(4)新生地震构造带中，发震断裂的地表 

形迹不明显或规模小，地震破裂带的发育程度、 

规模及位错量，以至极震区都比较小，远不能与 

继蓐活动的走滑断裂带中同震级地震的有关现 

象相比 

进行地震活动和地震危险性及其有关研究 

时．都离不开地震构造带和区域地震构造格局 

的分析，地震构造带和区域地震构造格局完整 

与否，直接影响到这些研究的结果．同时，继承 

活动断裂带与新生断裂带的发育历史和发育程 

度不同．其地质表现明显有异，从前者总结出判 

断潜在震源区地点和强度的标志，在新生断裂 

带中不适用．对不同类型的地震构造带．需有不 

同的差别标志．因此．揭示和研究新生地震构造 

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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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revious seismoteetonic studies，the emphasis was placed on the inherited active fault 

zones In the recent tectonic stage that essentially keeps in step with the current regional geologic 

environment and the stress field，however，there are also some newly-generated fautt zones．By 

studying the seismicity in North and Southwest China，it has been known that the NE-trending 

Tangshan—Hejian—Cixian and NW—trending Tengchong-Gengma-Lancang seismic zones are J ust 

two newly-generated fa11lt zone3．To distinguish them from the inherited fault zones．they are 

called the newly-generated seismotectonic zones．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existence of these two 

seismogenic zones from their seismicity and geological structures，give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shows their significance
．  

Key words North China，Southwest China，Newly—generated seismoteetonic zone 

① 中国地震局 英译名‘China Seismological Bureau’的缩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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