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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及邻区现代构造应力场初析
套

李蓉川 韩晓光
(国家地震局地震研 究所 )

摘 要

本文根据湖北及邻区 1 9 6 9至 1 9 8 1年的地震资朴
,

分别求解了三峡
、

麻城
、

蒲沂
、

丹江 4 个地 区的小 震综合断层 面解
。

分析结果表明
,

湖湘及邻 区现代构

造应力场是不一致的
,

其中郑中一三峡地区主压应力为湘湘东一南南西向 , 郑

东地区主压应力为化东东一南西西 向 , 郑 东南地 区主压应力为化西 西一南东东

向 , 郑西 业地 区主压应力为湘西 西一近 东西 向
。

这与本 区 M s 》 3
.

0地震的震源

机制结果基本相符
。

这种不同方向的构造应 力场
,

反映 了我 国华名
、

华南和 西

部地 区构造应力场作用交界部位的一种特珠现象
。

礴

湖北地处华北与华南的过渡地区
,

是华北地台
、

秦岭褶皱系和扬子准地台三个不同的大

地构造单元接壤地带〔 l 〕 ,

地质构造复杂 ` 对该区构造应力场的分析将有助于 地 质构造
、

地

震震源特征
、

地震前兆空间分布等问题的研究
。

历年来不少人曾用不同方法分析过湖北局部

地区的构造应力场
,

明显给出本 区应力场的不一致的主压应力方向〔 2 〕〔 3 〕 . ` )
。

本文在 这 个

基础上利用小震综合断层面解和较大地震震源机制的结果
,

试 图讨论本区现代构造应力场及

其分 区特征
。

一
、

小震综合断层面解 穆

」
.

9 73 年李钦祖论述 了小震综合断层面解的方法
,

并 认为其解得的主压应力的结果基本上

代表了区域平均构造应力场 〔 4 〕 。

本文沿用这个方法
,

搜集了湖北地区区域台网近十年 来 的

地震 P波初动资料
,

分别求解出三峡
、

麻城
、

蒲沂
、

丹江
.

2) 的小震综合断层面 解
,

结 果见

表 1 ,

图 l
。

麻城
、

蒲忻
、

丹江地区所用的为单台资料
,

三峡地区为钟祥
、

保康
、

宜昌
、

兴

山
、

渔关
、

周坪
、

三斗坪
、

下堡坪八个台资料的综合解
。

台站位置见图 2
。

求解结果按二项

分布模型〔 6 〕 ,

取显著性水平
a 二 。

.

01 进行检验
,

均未超过 99 %的置信限
。

求解过程 中 所 用

资料主要参考湖北省地震 目录及陕西
、

河南
、

安徽
、

江西
、

湖南等省的地震 目录
。

取 1 9 6 9至

·
l) 湖北省地质学会第三届代 表大会论文选集

,

黄陵背斜周缘几条大断裂的力学性质转化及其构造体系归宿
, 19 8 。

. 2 ) 1 9 8 0年王静瑶
、

李蓉川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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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三峡 ( a
)

、

麻城 ( b )
、

蒲沂 (亡 )
、

丹江 ( d )4 个地 区小震综合断层面解

(实心 园代表正号
、

空心 园代表负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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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 1年发生在湖北及邻区M s
>0

.

1
、

记录清晰并能确定震中座标的地震
。

初动符号一律采用

P波
,

直接从该台地震记录图上读取
。

考虑到结果的准确性
,

所用资料都选用研究地 区范围

之内且震中距小于 170 公里的地震
。

震源深度根据各地区地震平均震源深度
,

分别取鄂 中一

三峡地区 h = 10 公里
,

麻城地区 h 二 15 公里
,

蒲析地区 h 二 15 公里
,

丹江地 区 h = 10 公 里
。

另

外
,

由于位处鄂西南地区的恩施台建台较晚 ( 1 9 8 0年建台 )
,

所得到的P波初 动 符 号 仅 18

个
,

求不出节面解
。

因此
,

本文没有讨论伸入川湘交界的恩施地区的情况
。

湖 北 地 区 小 跳 综 合 断 层
.

面 解
·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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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湖北及邻 区现代构造应力场分布 图
1

.

展源机制解 ( 函影区为向源压 缩区
,

其内小黑点为 P袖出地点 ) 2
.

断裂及编号 ( 虚 线为推测部 分 3
.

主压应力方 向

4
.

地震 台站

断裂编号 :
`

①均郧断裂 ②白河一谷城断裂 ③陈家河断裂 ④青峰断裂 ⑥新华断裂 ⑥远安断裂 ⑦雾渡河断裂
/

⑧天阳坪断裂 ⑧仙女山断裂 L南漳一荆门断裂 ⑧武安一石桥断裂 @ 汉水断裂 L公安一监利断裂

0 沙湖一湘阴断裂 L襄樊一广济断裂 L桐柏一大悟断裂 @ 麻城一团风断裂 L通海 口断裂

F 19
.

2 T h e r e e e n t t e e t o n i e s t r e s s f i e l d i 刀 H u b e i a n d i t s v i e i n i t y
.

礴

扮

二
、

震源机制解

一次小地震的震源机制结果不一定代表区域构造应力场方向
,

但一个地区多次地震的主

压应力的优势方向
,

、

则可 以认为代表这个地区的构造应力场
。

为统计地震主压应力轴的分布规律
,

一

我们搜集了湖北及邻区的11 次地震的震 源 机 制 结

果
,

并根据省内地震台网的记录图纸和陕西
、

河南
、

安徽
、

江西
、

湖南等省的 地 震 台 网报

告
,

对 1 9 7 9年 5 月 22 日株归龙会观 5
.

1级地震和 1 9 8 1年 7 月 5 日当阳陕口 3
.

8级地震
,

分别以

49 个地震台和 34 个地震台的初动资料
,

求出了断层面解
,

结果见表 2
、

图 3
。

誉

图
.

3 种 归 ( a )
、

当 F日

( b ) 地震断层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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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及邻区的媛源机制结果 表 2

震级 M震 中
一

位 置

资料来源

北纬 I东 经

19 72
.

9 1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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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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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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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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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仲 景
·

王 威 中

高 锡 铭

河南省地展局

河南省地震局

湖南省地展局

李 蓉 川

李 蓉 川

严 尊 国

到
音

州引叫州训引
1

刹川圳
一

.

山东
、

安徽
、

江苏
、

河南
、

浙江
、

上海六省 ( 市 ) 震源机制小 组

脚
三

、

湖北及邻区现代构造应力场特征

不少作者根据震源机制和地壳现代构造运动资料对我国现代构造应力场作过讨论
,

得出

我国华北地区以北东东向挤压
,

北北西向引张和华南地区以北西一北西西向挤压
,

·

北东一北

北东向引张的现代构造应力场及我国西部地 区多种不同方向应力场的 结甲果 〔的 〔 7 〕〔 8 〕 ,

对分
、

区
一

的轮廓作了划分
。

湖北位于华北与华南及西部的过渡池区
,

它受华北
、

华南及西部地区的

影响
,

其应力场具有 自己独特的性质
。

’

图 2 表明
,

湖非 4 个地区的主压应力方向 是 不 一 致

的
:

1
.

鄂中一三峡地区 位于青峰断裂以南
,

又称宜 昌一钟祥断块区
,

包括黄陵背斜及江汉

盆地一部分
。

这个地区主压应力方向为北北东一南南西
,

主张应力方向为北西西一南东东
。

从本区近年来发生的株归 5
.

1级地震
、

当阳3
.

8级地震和荆门3
.

9级地震来看
,

其主压应 力 轴

争 方向都非常一致
,

均为北北东向
。

震源机制得出的两组节面一组为北北西向
,

另一组为北东

向
,

与本区主要发震断裂走向一致
。

从断裂活动方式和特征认为
,

本区北北西 向的断裂挽近

时期以右旋压扭性质运动
;
北北东向的断裂则表现为左旋压扭性质

,

显示了受北北东向的主

压应力
。

为探讨黄陵东部及西部主压应力方向是否一致
,

我们分别求得两边的结 果气 认为

黄陵东西两边主压应力方向没有大的差异
,

黄陵东部为北东 3。
“

左右
,

西部为北东 10
。

左右
,

有向北偏移的趋势
。

2
.

鄂东地区 包括襄樊一广济大断裂以北的地区
。

区内主要构造为大别山复背斜及北北

东走向的麻城一团风大断裂和郊城一庐江大断裂南端
。

这一地区主压应力方向为北东东一南

西西
,

主张应力方向为北北西一 南南东
。

霍山地区曾发生的 4
.

1
、

4
.

5级地震
,

其结 果 4
.

5级

地震主压应力轴为北东东向 ; 4
.

1级为南东东向
。

安徽省地震局 曾用小震平均应力场求 得 该

丫
、

·
李蓉川都

,

长 江三峡地 区现代构造应力场特征
, 1 9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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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主压应力方向为北东东向〔 2 〕 ,

均与本区主压应力方向一致
。

3
.

鄂东南地区 襄樊一广济大断裂以南
,

包括幕阜山在内的地区
。

这一地区主压应力方

向为北西西一南东东向 , 主张应力方向为北北东一南南西向
。

1 9 7 2年广济西南发生 的 3
.

。 、

4
.

1级两次地震的主压应力轴都为北西西一南东东向
;
湖南澄县的 3

.

8级地震主压应力轴也为

北北西一南东东向
,

与本区主压应力方向一致
。

4
.

鄂西北地区 位于青峰断裂以北
,

襄樊以西地区
,

主压应力方向为北西西 一 近 东 西

向
,

主张应力方向为北北东一近南北向
。

河南内乡
、

浙川及湖北光化等地的几次大 于 3
.

0级

的地震
,

主压应力轴为北西西一南东东向的有三次
,

北西一南东向的一次
,

陨西 4
.

4 级地震

主压应力轴为北东一南西向
。

主压应力轴的优势方向为北西西一南东东向
。

鄂西北地区主要

构造为北西西一近东西走向的大断裂
。

第四纪以来
,

这些断裂呈反扭活动特征 〔 ” 〕 ,

丹 江 水

库区形变测量资料用摩尔园图解法得到的最大压应力轴为近东西向
,

均反映了本区受北东东

一近东西向的主压应力
。

以上四个地区的应力场反映了湖北部分地区现代构造应力场的基本状态
。

据国内外大量

震源机制结果表 明
,

现今构造应力场的应力主轴主要是水平向的
。

由湖北及邻区的节面解看

出
,

其主压应力轴与水平夹角都比较小 ( 77 %的小于 30
。

)
,

可 以认为湖北及邻区也是 以 水

平压应力为主的构造应力场
。

从图 4 中可见
,

湖北及邻区的这种应力场分区与区域地质构造有关
。

青峰断裂和襄樊一

广济断裂以北的鄂东北地 区与华北地区的应力场相一致
。

鄂西北地区可能是由于华北地 区应

力场和西部地区应力场两者的作用
,

特别是秦岭近东西向构造系的影响
,

主压应力方向由北

东东向转变为近东西 向
。

鄂中和西部三峡地 区
,

则由于黄陵背斜北侧一系列弧形 构 造 的存

在
,

致使华北地区应力场的作用在该区受边界断裂影响而改变
,
形成北东一北北东方向的主

压应力和北西西一南东东方向主张应力
。

鄂东南地区的主压应力方向
,

与华南地区主压应力

方向和鄂中地 区的主张应力方向一致
,

作者认为这种相邻两区应力作用方向上的互相垂直
,

修

琦

曹

图 4 湖北及邻区所用地震震中分布图 ( 4 种 不 同符号分别代表 4 个地区的地震 )

F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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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e p让 e n t e r o f e a r t h q u a k e s

i n H u b e i a n d i t s v i e i n i t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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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及邻区现代构造应力场初析

妙

l

很可能是由于受着华南地区应力场主压应力和鄂中以及西部三峡地 区主张应力共同作用的结

果
。

江汉盆地
、

·

鄂东北和鄂东南地 区间的一些地带
,

则可能是华北华南应力场的相互过渡地

区
。

鄂中
、

三峡地区与鄂东南地区之间的交界部位
,

地震较少
。 :

从断裂构造上看
,

鄂中地 区

主要以北北西向断裂为主
,

鄂东地区则主要以北东一北北东向断裂为主
。

据江汉 石 油 局 资

料
. ,

这两个地区基底构造也是不相同的
,

大致以通海 口断裂为界
,

断裂 以西基底构 造 以北

北西向为主
,

断裂以东则以北北东一北东向为主
。

断裂两侧的地震活动也分别沿北北西和北

北东向断裂分布
。

通海 口断裂在地表上规模不大
,

但在重力上有较明显的反映
,

它很可能是

盆地内次一级构造单元的划分界线
。

在地形上
,

湖北中部为江汉一洞庭湖盆地
,

四周为山地
,

重力异常图上反映出地壳深部

重力异常与地形呈镜像关系
,

分析这种局部应力场的差异可能还受本区地形地貌条件和深部

构造的影响
。

湖北及邻区这种不统一的应力场
,

反映 了我国华北
、

华南和西部地 区应力场作用交界部

位的一种特殊现象
。

从板块运动观点看
,

我国及邻区的现代构造运动是与周围几个岩石圈板

块的联合作用分不开的
。

我国华北地 区主要受太平洋板块北东东向的推挤
,

华南地区受菲律

宾海板块沿北西西向运动的挤压
,

而我国西部地区则主要由印度洋板块沿北北东向挤压
,

产

生了我国华北
、

华南及西部地区的不同方向的主压应力
。

这几个不同方向的力共 同作用到湖

北地区
,

.

因而使得这一地区产生了这种不同方向的复杂局部构造应力场
。

吞峨

( 本文 1 9 8 2年 1 1月 8 日收到 )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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