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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大震活动和火山活动的讨论

刘
`

光 远

( 国家地震局 兰州地震研究所 )

青藏高原巨块在 1 9 4 7年到 1 9 5 5年的八年中
,

形成特大的地震高潮 ( 8
.

5级一个
,
8 级一

个
, 7

.

7级两个
, 7一 7

.

5级四个 )
,

此时在该巨块西北角上
,

于 1 9 5 1年 5 月 27 日曾发生过

一次罕有的火山爆发
。

这一事实有可能支持上地慢在某一时段内快速运动的假定
,

因为

火山的喷发源泉一般是在上地慢
,

它能在 1 9 5 1年喷发
,

想必是在此时期上地慢有剧烈的

物质运动
。

c1 〕

,

本文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

一
、

青藏高原的大震活动

青藏高原是世界的屋脊
,

.

它特殊的地貌早已引起各国学者的注意
。

关于青藏高原的

地震活动
,

已有较多的报导
。

我们只将 1 9 0 0年以来
,

青藏高原上 7 级以上的大震进行统

计
,

从中可以看出
,

它的活动是有周期性的
。

自坤15 年拉萨东南发生 7 级地震起
,

至 1 9 7 6年四川松潘— 平武接连发生 两 次 7
.

2

级地震止的61 年中
,

青藏高原共发生 7 级以上地震 24 次
,

如图 1所示
,

这些地震的活动

序列
,

可大致划分为三个活动期
,

在前两个活动期中
,

分别各有一个 8
.

5级特大地 震 和

一个 8 级大地震
。

1 9 7 3年开始的第 l 活动期
,

正在活动中
,

尚未达到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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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二
、

青藏高原的火山活动

青藏高原
,

山高
、

地广
、

人稀
,

有关火山活动的报导和记载很少
,

特别是能在本区

看到火山喷发
,

更是难遇的事
。

幸好
, 1 9 5 1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

,

在昆仑山参加西藏北

部公路建筑
,

于公路线不远的地方
,

看到了火山堆
。

火山堆不断的
“
冒烟并喷飞石块

”

〔 “ 〕 。

我国地质工作者亦在昆仑山中部
,

新疆于田南
,

克里雅河源头的阿马帕下附近
,

曾



溯

经着到丝毫未受剥蚀作角的火山口
,

和从火山口伸延出去的安山岩熔岩流
。

1 9 42 年
,

我

国地形测量人员
,

在昆仑山进行导线测量
,

报导本区有年轻的火山口和喷出岩
。

在西藏北部和昆仑山中部 的不 同地方都发现古铜安山岩和二长安山岩型的很年轻的

喷出岩露头
,

这些岩石呈带状
,

产在河成阶地卵石层和湖洼地的最新沉积中
。

火山口很

年轻
,

迄今还保留着原来的锥形
。

在火山口周围
,

有一层薄薄的凝灰砂
,

盖在平原的表

面上
,

在大戈壁南部的沙层上
,

可找到火山弹 ( 凝固的熔岩小块
,

象 核 桃 一 样 )
。

因

此
,

青藏高原西北角上的火 山活动
,

不止一次的复活过
。
1 9 5 1年是它活动的继续

。

但近 20

嗜

2 O

】O

多年以来没有活动
,

可能处在休

眠状态
。

与近 20 多年来青藏高原

没有特大地震活动有关
。

但西藏

广泛分布有间歇泉和温泉以及目

前发现有地热田
,

说明上地慢的

物质仍有活动的能力
。

值得指出的是 1 9 5 1年青藏高

原上的火山活动时
,

也是世界火

山活动最高的年份
。

据苏联学者

伏洛达维兹的研究〔 3 〕 ,
19 0 1年至

1 9 6 4年
,

全世界火 山 活 动
,

以

1 9 5 1年为最高潮
,

如图 2 所示
。

我国的阿马 帕 下 火 山
,

在

问马帕下火山
挂奚祝权瞥

年
086一O娇G一O寸一的O阶6一图O八巴O一仍一

O二
弓,

仍

1 9 5 1年喷发
,

恰好是在全世界火山喷发的高潮中复活的
,
因此

,

这次火山活动引起了世

界上一些学者的注意
。

它之所以在全世界火山大爆发时活动
,

不是偶然的
,

说明它们之

间有关联性
。

三
、

地震与火山活动的关联性

现代火山一般多发生在深震源地震区
,

如图 3 所示
。

我国深震区东北的 查 哈 颜 火

山
、

五大莲池火山
、

白石山活 山
,

台湾的七星山火 山
,

云南腾冲火山
,

昆仑山阿马帕下

火山
,

都和深源地震分布的位置大体一致
,

由此可见
,

火山活动和深源地震是分不开的
。

一

般认为
,

火山喷发的源泉在上地馒
,

阿马帕下火山喷发
,

可能是上地馒物质剧烈活动所

致
。

阿马帕下火山喷发的前后儿个月里 ( 见图 1 )
,

青藏高原发生了两次特大地震
,

即

1 9 5。年 8 月 15 日察隅 8
.

5级大地震和 1 9 5 1年 11 月 18 日当雄 8 级大地震
。

火山在两次 大 地

震活动之间爆发
,

是耐人寻味的
心

1 9 0 0年以来
,

青藏高原地震活动的第 I 活动期中
,

察隅
、

当雄两次大地震
,

形成了

本期活动的高潮
。

在地震活动的高潮中
,

出现火山喷发
,

这种现象是少见的
,

可能这种

大地震
、

火山活动有成因上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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