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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曲地区地震活动特征及记录波形特征＊

张　昱 , 巴志平 , 王　先 , 李春森 , 董宗明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研究了甘青川交界的玛曲地区 1987～ 2000年之间地震的活动特征以及地震记录波形特征, 发现 1998年

以来的小震群与以前不同 ,具有发生中强地震的异常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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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甘青川交界地区位于青藏构造块体的边缘 , 属于南北地震带中北段地区 ,有多条活动断裂.1987年 1 月迭

部5.9 级地震以后平静了约 11年半时间.1998 年7 月以来 , 该区发生了数次小震群 ,属典型的显著地震事件.

为了判定这一地区今后的地震趋势 ,我们对 1987～ 2000年的地震活动性和记录波形特征进行了分析.资料全

部选自“甘肃地震台网观测报告” ,范围在 32°30' ～ 35°00' N , 100°30' ～ 103°30' E 间 ,其中 ML ≥4 地震22 个 , 3.5

≤ML ≤4地震 53 个 , 3 ≤ML ≤3.5 地震 117 个 .

1 地震活动特征

1.1　频次分析

从图 1可见:1987年上半年频次较高 , 主要为迭部地震的余震 , 之后基本没有明显的活动.直至 1998 年 7

图 1 研究区地震活动 N-t图(ML ≥2.0)

Fig.1 N-t curve of seismicity in

　　　studing area(ML ≥ 2.0).

月以及 1999年 1 月下旬和 2 月中旬的玛曲地震 ,其频次

明显升高 ,但比迭部地震时要低很多.玛曲震群在震后

三天共发生 80 多次地震 , 其中 ML 3.0 以上 30 余次 , 表

现出明显的中小地震增强.而中小地震集中持续活动被

认为是中强地震发生前区域地震活动水平增强的一种

现象 ,据研究
[ 4]
, 1986 年青海门源 MS6.4 地震和 1990 年

甘肃景泰 MS6.2 地震之前都有中小地震集中持续活动

的现象.

1.2　时序分析

1987年迭部地震后 , 甘青川交界地区及更大范围内

持续了长达 11 年半的 MS5.0 以上地震的平静时期.到

1999年 9月 27 日青海河南 MS5.1地震 , 结束了这个平静

期.2000 年9 月青海兴海又发生了 MS6.6 地震.这可能

意味着该区新的构造活动的加剧.根据区内及更大范围内历史地震的特征①, 地震沿近东西向或北西向构造

由西向东迁移的现象较为普遍;而且 MS5.0 以上地震存在明显的丛集特征 , 约 80%的 5.0 级地震时间间隔是

在 1.5 年左右.区内及附近地区最近两次 5.0 级以上地震的发生也遵循了这一丛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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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87-07 ～ 2000-12 震中分布图(ML ≥2.0)

Fig.2　Epicentre map of earthquakes(ML ≥2.0)

　　　from 1987.7 to 2000.12.

1.3　震中空间分布

1998年 7 月以来 , 该区 ML ≥ 2.0 地

震主要在区内的构造带附近活动 , 形成明

显的中小地震丛集图像(图 2).而强震或

中强震往往发生在条带端点 、交汇部位 ,

条块交汇处和丛集块中 , 因此 , 密集区可

能就是地震发生的有利位置.

2　地震波形记录特征
该区地震记录波形的最明显特征是

周期变化.图 3 为合作台和岷县台记录波

形的周期随时间变化.看出两台记录该区

地震的周期在 1997 年之前相对稳定 , 1997

年之后明显上升.

从表 1中可见 , 研究区内及附近台站

记录的地震波周期均有明显变化.同一台

站同震中距的地震 , 在 1997 年之后记录

地震波周期明显增大 ,与常见的近距离记

录波形明显不同.同时 P 波也有明显变

化.

为了说明上述变化的可靠性 ,我们将 1995 年永登地震时和 1999 年玛曲地震时不同台站记录的地震周期

作了对比(表 2、表 3),看出玛曲地震周期在不同震中距范围内的各台周期均高于永登地震.

图 3 S 波周期变化

Fig.3 Periodic variat ion of S wave.

表 1 区内地震记录波形周期变化统计

注:TP1 和 TS1为 1997年以前地震记录波形的周期 , TP2 和 TS2 为 1997年后地震记录波形的周期.

仔细考察分析了这些台的仪器设备 、工作状态和频响特征 , 在 1997 年前后各项指标及频率特性没有变

化 ,表明这一现象是客观的.这种变化与前述地震活动的时序 、频次等变化时间上基本相符 ,可能表明研究区

内地壳介质性质和应力状态有了明显的变化.孕震体的应力水平增加使介质产生大量裂隙 ,地震波中高频成

分被大量吸收 ,可用来解释这一现象.而岷县台和临夏台变化幅度偏大 , 舟曲台和武都台变化较小 , 说明孕震

188　　　　　　　　　　　　　　　　　　西　北　地　震　学　报　　　　　　　　　　　　　　　　　　第 24卷



体可能同区内近东西的构造有关.

3　结论
自 1987年迭部地震后 , 研究区持续了长时间的 MS5.0 以上地震的平静.1998 年 7 月以来 , 该区中小地震

活动增强的现象比较明显;1999 年 9月研究区及其附近地区的 MS5.0 以上地震有明显的丛集特征.近期该区

及其附近地区构造活动比较强烈 , 1998 年以来发生的几次小震群 , 其记录波形的周期与以前的明显不同.甘

青川交界地区存在发生中强地震的异常背景 , 未来一 、两年内应加强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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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ISMICITY AND RECORDED

WAVEFORM IN MAQU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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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haracteristic of seismicity and recorded seismic waveform from 1987 to 2000 in Maqu re-

gion are studied.It is found that the earthquake swarms since 1988 are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 and there

is a anomaly background for middle-strong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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