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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形变并不强烈的龙门山地区突发强震，其原因究竟何在？中科院院士滕吉文研究组近日通过深

部地球物理研究发现，深部物质运动可能是产生此次汶川强震的根本原因。这一研究引起了我国台湾学

者的浓厚兴趣，双方表示愿就此领域展开合作。这是记者从日前举行的海峡两岸防震减灾研讨会上获得

的消息。 

 

“汶川地震在浅地表过程并没有发现多少活动的迹象，每年的地壳变形只有1～3毫米，远小于其附

近地区GPS速度场测量位移量。也就是说，汶川地区浅表过程和深部过程并不一致，因此必须研究和探

索汶川地震发生发展的深部过程。”滕吉文表示。 

 

研究组经过对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区地壳、地幔电性结构，地壳、地幔地震波速度结构以及重力场密

度结构的综合研究，初步得出，印度板块每年都在向东推移，大约发生40毫米位移，使喜马拉雅东部的

构造结楔入青藏高原东北缘，促使下地壳与上地幔盖层物质沿深部20公里处有一个低速、低阻层的软弱

面滑动，深部物质在运动过程受到四川盆地下地壳和地幔坚硬物质的阻隔，迫使部分物质转向东南方向

运动，部分物质加载在龙门山断裂带上，产生强烈碰撞，故发生了汶川8.0级强烈地震。 

 

对于发震断裂，此前学术界认为是龙门山中央断裂——映秀—北川断裂，而滕吉文研究组认为，由

多条断裂带组成的龙门山断裂系在地壳内20～25公里深处，即主震源深度附近汇聚成一条断裂，才是真

正的发震断裂，或称震源断裂。 

 

滕吉文强调，相关研究还有待深化。今后在地震活动地区，从地球物理场和深部壳、幔结构及深部

动力过程出发，对地震孕育、发生和发展的深部介质和构造环境及其动力学响应进行探讨非常重要。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这一研究结果引起了与会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邓大量以及叶义雄、黄柏寿

等学者的浓厚兴趣。双方均表示，愿意在大陆和台湾地区选择适当的场所联合开展地震的综合地球物理

探测与地质工作，以推进地震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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