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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借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地震中心（ＳＣＥＣ）地震监测和地震预报实验的经验，中国地震

局于 ２０１４年选择在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的川滇地区，启动了川滇国家地震预报实验场，力争将

该实验场建成具有实验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地震预报科学实验平台。为搭建和完善实验场区的地

震动力学模型，收集实验场区内地质构造、地震地质、地球物理、大地测量、地球化学等基础资料，

编制了《川滇地区地震地表破裂带分布图（１
!

５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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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中国受欧亚板块、印度洋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挤压，构造活动强烈，形成喜马拉雅地震带

等地震高发带。地震造成的灾害巨大。因此，中国有探索地震预测预报这一世界科学难题的

急切需求。然而，地震孕育机理十分复杂，需要通过长期的、多学科的综合观测与研究，深刻

认识孕震和地震破裂机制，检验和探索地震前兆，才能进一步接近地震预测预报解决方案。

２０１４年，中国地震局借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地震中心（ＳＣＥＣ）地震监测和地震预报实验的经
验，选择在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的川滇地区，启动了川滇国家地震预报实验场，力争将该

实验场建成具有实验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地震预报科学实验平台。为搭建和完善实验场区

地震动力学模型，收集场区内的地质构造、地震地质、地球物理、大地测量、地球化学等基础

资料，实验场启动了关键基础性图件编制的相关项目。《川滇地区现代地震地表破裂带分布图

（１
!

５００ｉ０００）》（实验场区）是这批首先启动的基础图件编制项目之一。针对图件用途和实用
性，本文遵循科学性、综合性、准确性和权威性的原则，收集了权威的、具有高认可度的资料，

编制了图件。

１　川滇实验场概况

川滇实验场位于中国西南部，范围 ９８５°～１０４°Ｅ，２３°～３２°Ｎ，覆盖了四川南部、云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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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西藏东部和贵州西部一角（图 １）。实验场西北区是青藏高原东南缘，为高原和山地，地势
陡峻，海拔高度均在 ３ｉ０００ｍ以上，沙鲁里山、大雪山、夹金山、龙门山等主要山脉海拔高度均
在 ４ｉ０００ｍ以上，其中与四川盆地相邻的贡嘎山最高峰达 ７ｉ５５６ｍ。在贡嘎山南部相邻的高原前
缘山地和四川盆地，海拔高度从４ｉ０００ｍ下降到１ｉ０００ｍ以下，在成都与重庆之间平均海拔高度
仅约３００ｍ左右。实验场南部在华南块体和印度板块碰撞带上，同时受到青藏高原物质向 Ｅ和
向 Ｓ挤出的影响，广泛分布大型山脉，海拔高度也均在 １ｉ０００ｍ以上，平均海拔高度达到约
２ｉ０００ｍ。实验场及邻区的地势总体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向 ＳＥ倾斜。

图 １　川滇国家地震监测预报实验场区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ｅｌｄ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ｎｄ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蓝色框内为川滇国家地震预报实验场区

２　图件内容确定

《川滇地区地震地表破裂带分布图（１
!

５００ｉ０００）》（实验场区）图面主要表达内容是现代强
震和地震破裂带的空间分布情况。其次，为了说明地震地表破裂发生的背景，还应表达与地震

和破裂带关系密切的地震地质背景。区域地震地质基本内容可以用地层分布和断裂带分布来

表达。基于专题图应突出专题主要内容，专题图次要内容在图面中的比重不应超过主要内容

的原则，编制图件时对地震地质基本内容进行了简化。简化的方式有：１）突出专题图的主题，
主要表达第四纪以来有过活动的断裂；２）对次要内容进行制图综合，合并地层和岩浆岩，使图
面简洁，重点突出。最终确定的图面专题内容包括实验场区内的早—中更新世以来断裂、地层

和岩浆岩分布、破坏性地震和地震地表破裂带。

３　地震目录编制

国内常用的地震目录有破坏性地震目录（ＭＳ≥４７）和中国地震详目 ２种（ＭＬ≥１０），图件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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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关注的主要为破坏性地震。国内常用破坏性地震目录一般始于公元前 ２３世纪（汪素云，
２０１０），主要是依据地震史料和有仪器记录以来至 １９７８年的地震观测报告（国家地震局震害防
御司，１９９５；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１９９９），以及自 １９７９年起每年 １册的《中国地震年报》编
录（中国地震局地震台网中心，２００１）。本文收集了吕悦军等（２０１６ａ）编制的《中国及邻近地区
破坏性地震震中分布图》、Ｃｈｅｎｇ等（２０１７）编译的中国大陆地震（ＭＷ）目录和中国地震台网中
心近年来通过网络发布的地震目录。这些资料也是依据上述地震史料、地震观测报告和《中国

地震年报》等编制。

吕悦军等（２０１６ａ）的《中国及邻近地区破坏性地震震中分布图》是 ＧＢ１８３０６－２０１５《中国地震
动参数区划图》的基础图件之一。该图的破坏性地震目录（公元前２３世纪—２０１０年底）中１９９０年
底前的地震，主要采用了《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公元前２３世纪—公元１９１１年）》和《中国近代地震
目录（公元１９１２—１９９０年，ＭＳ≥４７）》，并由各省（市、自治区）地震局对本行政区１９９０年前存疑
地震的地震参数进行修订、新增和删除某些条目。该套目录中 １９９０年以来的地震资料主要来源
于《中国地震年报》、《中国地震详目》、《中国地震台网观测报告》和《中国震例》等，其中主要以

《中国地震年报》为基础。最终形成的地震目录时间完整范围是公元前 ２３世纪—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 ３１
日，震级统一标志为 “Ｍ”（吕悦军，２０１６ｂ）。

Ｃｈｅｎｇ等（２０１７）在全球 ＭＷ 目录和中国大陆 ＭＳ目录基础上编译了 １个统一的中国大陆
ＭＷ 目录。对于 １９００年之前的地震事件，主要采用了《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公元前２３世纪—公
元 １９１１年）》。在 Ｃｈｅｎｇ等（２０１７）给出的中国 ＭＷ 目录中，１９００年之后发生的强震，ＭＷ 震级
主要由 ＩＳＣ－ＧＥＭ（ＩＳＣ为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ｒｅ，即国际地震中心；ＧＥＭ为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ｏｄｅｌ，即全球地震模型）目录和全球质心矩张量解（Ｇｌｏｂａｌ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ＭｏｍｅｎｔＴｅｎｓ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ＣＭＴ）目录给出。这套地震目录的时间完整范围是公元前 ２３世纪—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３１日。

本文收集了 ２０１１年 １月 １日—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３１日的地震用于补充上述 ２套地震目录，地
震资料采用的是中国地震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ｉ．ａｃ．ｃｎ／）２０１７年 １月发布在数据共享板块的
全国 ５级以上地震目录。

中国大陆地区一般情况下当地震震级 Ｍ＞６５时才伴有地表破裂（邓起东等，１９９２）。也有
学者提出中小震级事件可以产生地表破裂（唐茂云，２０１４），但没有川滇实验场区内的震例。
因此，本文所采用的破坏性地震目录定位震级 Ｍ≥６５。根据吕悦军等（２０１６ａ）编制的《中国及
邻近地区破坏性地震震中分布图》的地震资料（公元前 ２３世纪—２０１０年底）和中国地震信息网
发布的地震目录（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底）统计，可能产生地表破裂带的地震（Ｍ≥６５）有 ８１次。据
Ｃｈｅｎｇ等（２０１７年）编制的地震目录（公元前 ２３世纪—２０１５年底）和中国地震信息网发布的地
震目录（２０１６年 １月—２０１６年底）统计，可能产生地表破裂带的地震（Ｍ≥６５）有 ５７次。其中
２０１６年资料里没有 Ｍ≥６５的地震，因 Ｃｈｅｎｇ等（２０１７）的地震目录震级标志为 ＭＷ，因此，震
级标志可以统一为 ＭＷ。

经对比，２个目录中可能产生地表破裂的地震互有补充，将 Ｃｈｅｎｇ等（２０１７）地震时间从世
界时（ＧＴＭ时间）转为北京时（ＧＴＭ＋８），整理得到可能产出地表破裂的地震 ８７次（表 １）。这
一地震目录综合了吕悦军等（２０１６ａ）、Ｃｈｅｎｇ等（２０１７年）和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资料而形成。
资料本身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资料之间互相补充，令资料具有更好的完整性和可靠

性。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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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可能造成地表破裂的地震目录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

序号 来源 年－月－日 时：分：秒 纬度／（°） 经度／（°） 震级 深度／ｋｍ 地点

１ 五代区划图 ６２４－０８－１８ ２７．９ １０２．２ ≥６ 四川西昌一带

２ 五代区划图 ８１４－０４－０６ ２７．９ １０２．２ ７ 四川西昌一带

３ 五代区划图 １２１６－０３－２４ ２８．４ １０３．８ ７ 四川雷波马湖

４ 五代区划图 １３２７－０９ ３０．１ １０２．７ ≥６ 四川天全

５ 五代区划图 １４６７－０１－２８ ２７．５ １０１．６ ６．５ 四川盐源一带

６ 五代区划图 １４８９－０１－１５ ２７．８ １０２．３ ６．７５ 四川西昌、越西一带

７ 五代区划图 １５００－０１－１３ ２４．９ １０３．１ ≥７ 云南宜良

８ 五代区划图 １５１２－１０－１８． ２５ ９８．５ ６．７５ 云南腾冲东南

９ 五代区划图 １５１５－０６－２７ ２６．７ １００．７ ７．７５ 云南永胜西北

１０ 五代区划图 １５３６－０３－２９ ２８．１ １０２．２ ７．５ 四川西昌北

１１ 五代区划图 １５７７－０３－２３ ２５ ９８．５ ６．７５ 云南腾冲

１２ 五代区划图 １５８８－０８－０９ ２４ １０２．８ ≥７ 云南建水曲溪

１３ 五代区划图 １６０６－１１－３０ ２３．６ １０２．８ ６．７５ 云南建水

１４ 五代区划图 １６５２－０７－１３ ２５．２ １００．６ ７ 云南弥渡

１５ 五代区划图 １６５７－０４－２１ ３１．３ １０３．５ ６．５ 四川汶川

１６ 五代区划图 １６８０－０９－０９ ２５ １０１．６ ６．７５ 云南楚雄

１７ 五代区划图 １７１３－０２－２６ ２５．６ １０３．３ ６．７５ 云南寻甸

１８ 五代区划图 １７１３－０９－０４ ３２ １０３．７ ７ 四川茂县叠溪

１９ 五代区划图 １７２２ ３０ ９９．１ ≥６ 四川巴塘一带

２０ 五代区划图 １７２５－０１－０８ ２５．１ １０３．１ ６．７５ 云南宜良、嵩明间

２１ 五代区划图 １７２５－０８－０１ ３０ １０１．９ ７ 四川康定

２２ 五代区划图 １７３２－０１－２９ ２７．７ １０２．４ ６．７５ 四川西昌东南

２３ 五代区划图 １７３３－０８－０２ ２６．３ １０３．１ ７．７５ 云南东川紫牛坡

２４ 五代区划图 １７４７－０３ ３１．４ １００．７ ６．７５ 四川炉霍

２５ 五代区划图 １７４８－０８－３０ ３０．４ １０１．６ ６．５ 四川道孚乾宁东南

２６ 五代区划图 １７５１－０５－２５ ２６．５ ９９．９ ６．７５ 云南剑川

２７ 五代区划图 １７５５－０１－２７ ２４．７ １０２．２ ６．５ 云南易门

２８ 五代区划图 １７６３－１２－３０ ２４．２ １０２．８ ６．５ 云南江海、通海间

２９ 五代区划图 １７８６－０６－０１ ２９．９ １０２ ７．７５ 四川康定南

３０ 五代区划图 １７８６－０６－０２ ２９．９ １０２ ≥６ 四川康定南

３１ 五代区划图 １７８９－０６－０７ ２４．２ １０２．９ ７ 云南华宁

３２ 五代区划图 １７９２－０９－０７ ３０．８ １０１．２ ６．７５ 四川道孚东南

３３ 五代区划图 １７９９－０８－２７ ２３．８ １０２．４ ７ 云南石屏宝秀

３４ 五代区划图 １８１１－０９－２７ ３１．７ １００．３ ６．７５ 四川炉霍朱倭

３５ 五代区划图 １８１６－１２－０８ ３１．４ １００．７ ７．５ 四川炉霍

３６ 五代区划图 １８３３－０９－０６ ２５ １０３ ８ 云南嵩明

３７ 五代区划图 １８５０－０９－１２ ２７．７ １０２．４ ７．５ 四川西昌、普格间

３８ Ｗｅｎ２００３｜ＭＷ １８６６ ９９．８ ３１．７ ７．３
３９ 五代区划图 １８７０－０４－１１ ３０ ９９．１ ７．２５ 四川巴塘

４０ 五代区划图 １８８４－１１－１４ ２３．１ １０１ ６．５ 云南普洱

４１ Ｘｕ２００５｜ＭＷ １８８６ ３０．２ １００ ７．１
４２ 五代区划图 １８８７－１２－１６ ２３．７ １０２．５ ７ 云南石屏

４３ Ｘｕ２００５｜ＭＷ １８９０ ２９．９ １００．３ ７．１
４４ 五代区划图 １８９３－０８－２９ ３０．６ １０１．５ ７ 四川道孚乾宁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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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表 １

序号 来源 年－月－日 时：分：秒 纬度／（°） 经度／（°） 震级 深度／ｋｍ 地点

４５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０１－０２－１５ ２６ １００．１ ６．５ 云南邓川东西两湖间

４６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０４－０８－３０ １９：４２ ３１ １０１．１ ７ 四川道孚

４７ ＩＳＣ－ＧＥＭ｜ＭＷ １９０８－０２－０９ ２：０９：１８ ２９．２８ １００．６６ ６．６９
４８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１３－１２－２１ ２３：３７：３８ ２４．１５ １０２．４５ ７ 云南峨山

４９ ＩＳＣ－ＧＥＭ｜ＭＷ １９１４－０３－２８ ３：２８：１０ ２５ ９９ ６．９
５０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１７－０７－３１ ７：５４：０５ ２８ １０４ ６．７５ 云南大关北

５１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２３－０３－２４ ２０：４０：０６ ３１．５ １０１ ７．３ 四川炉霍、道孚间

５２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２３－１０－２０ １１：１８：４８ ３０ ９９ ６．５ 四川巴塘附近

５３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２５－０３－１６ ２２：４２：１７ ２５．７ １００．４ ７ 云南大理附近

５４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２９－１０－１７ ４：２７：３７ ２５．８ ９８．７ ６．５ 云南腾冲北

５５ Ｃｈｉｎａ＆ＩＳＣ－ＧＥＭ｜ＭＷ １９３０－０９－２１．９：２１：２３ ２５．８１ ９８．６１ ６．８８
５６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３３－０８－２５ １５：５０：３０ ３１．９ １０３．４ ７．５ 四川茂汶北迭溪

５７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３６－０４－２７ ７：５９：１１ ２８．９ １０３．６ ６．７５ 四川马边

５８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３６－０５－１６ １５：０５：４４ ２８．５ １０３．６ ６．７５ 四川马边

５９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４１－０５－１６ １５：１４：３２ ２３．６ ９９．４ ７ 云南耿马附近

６０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４２－０２－０１ １：３０：４７ ２３．１ １００．３ ６．７５ 云南思茅

６１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４８－０５－２５ ２９．５ １００．５ ７．３ 四川理塘

６２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５２－０９－３０ ２０：５２：０２ ２８．３ １０２．２ ６．７５ 四川冕宁、石龙一带

６３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５５－０４－１４ ９：２９：０２ ３０ １０１．８ ７．５ 四川康定折多塘一带

６４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５５－０９－２３ ２６．６ １０１．８ ６．７５ 云南永仁、四川会理一带

６５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６６－０２－０５ ２６．１ １０３．１ ６．５ 云南东川

６６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６７－０８－３０ １２：２２：０３ ３１．６ １００．３ ６．８ 四川炉霍西北

６７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７０－０１－０５ ００：３７．０ ２４．２ １０２．６８ ７．８ １３ 云南通海

６８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７１－０４－２８ ３２：０１．４ ２３ １０１．１ ６．７ １５ 云南普洱

６９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７３－０２－０６ ３７：０７．３ ３１．３ １００．７ ７．６ １１ 四川炉霍附近

７０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７６－０５－２９ ２３：２０．３ ２４．５ ９９ ７．３ ２４ 云南龙陵东

７１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７６－０５－２９ ００：１９．０ ２４．６ ９８．７ ７．４ ２１ 云南龙陵

７２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７６－０５－３１ ０８：２９．０ ２４．３ ９８．７ ６．５ １７ 云南潞西东南

７３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７６－０７－２１ １０：４６．７ ２４．８ ９８．７ ６．６ １６ 云南腾冲

７４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７６－１１－０７ ０４：０５．４ ２７．６ １０１．１ ６．７ ２１ 四川盐源西北

７５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７９－０３－１５ ２０：５２：２６ ２３．２ １０１．１ ６．８ １０ 云南普洱

７６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８１－０１－２４ １３：４８．３ ３１．０１ １０１．１１ ６．９ １２ 四川道孚附近

７７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８８－１１－０６ １５：４４．３ ２３．１６ ９９．５５ ７．２ １６ 云南耿马团结乡

７８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８９－０４－１６ ３４：０８．２ ２９．９９ ９９．２３ ６．６ １２ 四川巴塘东南

７９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８９－０４－２５ １３：２０．３ ３０．０５ ９９．４２ ６．６ ７ 四川巴塘东

８０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８９－０９－２２ ２５：５０．４ ３１．５８ １０２．５１ ６．５ １２ 四川小金北

８１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９５－１０－２４ ４６：５０．２ ２６．０２ １０２．２４ ６．６ １０ 云南武定

８２ 五代区划图 １９９６－０２－０３ １４：１９．６ ２７．３４ １００．２６ ７ １１ 云南丽江

８３ 五代区划图 ２００７－０６－０３ ３４：５６．０ ２３．０８ １０１．１３ ６．７ ６ 云南普洱

８４ 五代区划图 ２００８－０５－１２ ２７：５９．０ ３１．０１ １０３．４２ ８ １４ 四川汶川

８５ 五代区划图 ２０１３－０４－２０ ８：０２：４８ ３０．３ １０３ ７ １７ 四川芦山

８６ 五代区划图 ２０１４－１０－０７ ２１：４９：３９ ２３．４ １００．５ ６．６ ５ 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８７ 五代区划图 ２０１４－０８－０３ １６：３０：１０ ２７．１ １０３．３ ６．５ １２ 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

　　注　五代区划图：资料来源于吕悦军等，２０１６ａ；Ｗｅｎ２００３｜ＭＷ、Ｘｕ２００５｜ＭＷ、ＩＳＣ－ＧＥＭ｜ＭＷ、Ｃｈｉｎａ＆ＩＳＣ－ＧＥＭ｜ＭＷ：资料

来源于 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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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地震加载到川滇实验场区第四纪以来活动断层分布图上，对比川滇地区地块划分

结果，可以发现大部分强震分布在块体边界带上，少量分布在块体内部的断裂带上。块体边界

带地震聚集区按断裂带可以划分为龙门山断裂带、安宁河－则木河断裂带、小江断裂带、鲜水
河断裂带、金沙江断裂带、红河断裂带、程海断裂带、石屏－建水断裂带、曲江断裂带、南汀河
断裂带、丽江－小金河断裂、理塘断裂带。块体内部发生强震的断裂带有安宁河断裂、马边断
裂、五莲峰断裂、昭通－鲁甸断裂、抚边河断裂、怒江－龙陵－瑞丽断裂带、岷江断裂带、无量山
断裂、景谷断裂、南华－楚雄断裂（图 ２）。

４　地震地表破裂带编制

通常经过查阅文献（如县志）记载、影像解译圈划地震地表破裂带的大致范围，再进行实地

考察、槽探、年代样品测试等多种方法综合确定。一次地震的地表破裂带的确定需要大量的工作

和切实的地质证据，编绘在图上的破裂带除了确定某次地震产生了地表破裂带外，还应能确定破

裂带的起始位置、终止位置、分布情况和大致长度。为了保证破裂带的完整性和准确度，本文针

对上述８７次地震逐个搜索公开出版论文、书籍、博士论文等具有高认可度文献中的破裂带资料；
并且大部分地震都使用了多份资料，互相印证，具有较高的可靠性。若在上述文献和资料中描述

或标绘了具体的地震地表破裂带起始位置、终止位置、分布情况和长度的，则根据文献标绘出此

次地震的地表破裂带。同时，本文还收集了近年活动断层填图和地震应急考察的破裂带资料，补

充了个别在上述文献未记载的地震地表破裂带。最后确定了 ２６次地震的地表破裂带（表２）。除
２０１４年鲁甸地震地表破裂带通过野外调查并结合遥感影像绘制外，其余均是根据文献记载，再结
合断裂带地表迹线绘制的。本文所编的地震地表破裂带均根据近几十年来实地地质考察的资料

绘制，未包含根据文献等其他资料推测或计算的地震地表破裂带。

５　断裂带编制

编制《川滇地区地震地表破裂带分布图（１
!

５００ｉ０００）》所收集的断裂资料是 ＧＢ１８３０６－２０１５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中国及邻近地区地震构造图》中的断层（徐锡伟等，２０１６）。该图
件的断裂带主要基于影像解译结合野外实地调查编制，集成了 ２０１５年前的活动断层研究成
果。这套断裂带数据同时应用于地震应急图件产品《区域地震构造图》，出图比例尺可达

１
!

１ｉ０００ｉ０００。图件编者根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及邻近地区地震构造图》
的断裂带进行了完善，编制了《川滇地区地震地表破裂带分布图（１

!

５００ｉ０００）》的断裂带。本文
选取了第四纪有过活动的断裂，编绘到图上，并将图上断裂根据断层活动年代，分为全新世断

裂、晚更新世断裂和早—中更新世断裂。

６　地层和岩浆岩编制

为确定试验区内地层和岩浆岩的分布，编制人员借阅了国家地质资料数据中心《１
!

１００万
中国地质图》和《１

!

２５０万中国地质图》（ＭａｐＧＩＳ版）公开版的数据、１
!

２０万纸质地质图，收集
了《中国及邻近地区地震构造图》中的第四纪地层资料，进行地层和岩浆岩的编制。这些参考

资料均来自国家数字地质资料馆或公开出版发行的资料，在业内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

考虑到川滇地区构造环境的变化：经古生代和中生代造山运动形成联合古陆，后经历古近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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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川滇国家地震预报实验场活动断裂与地震震中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ｅｌｄ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ｎｄ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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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川滇实验场区地震地表破裂带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ｅｌｄｆｏｒ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ｎｄ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地震名称 形成年代 震级（Ｍ） 破裂位置 长度／ｋｍ 最大宽度／ｍ 参考文献

１８５４年甘孜 １８５４ ７．３ 甘孜－玉树断裂带东南段 ６５ 闻学泽等，２００３

１８６６年洛须 １８６６ ７．７ 甘孜－玉树断裂带中段 １８０ 闻学泽等，２００３

１７２５年康定 １７２５－０８－０１ ７ 鲜水河断裂带南段 ３５ 王新民等，１９９８；李天苲等，１９９７

１７８６年磨西 １７８６－０６－０１ ７ 鲜水河断裂带南段 ４７ 李天苲等，１９９７

１８１６年炉霍 １８１６－１２－０８ ７ 鲜水河断裂带北段 ７０ 李天苲等，１９９７

１８９３年乾宁级 １８９３－０８－２９ ７ 鲜水河断裂带中段 ３５
四川省地震局，１９８６；李天苲等，
１９９７

１９２３年道孚倡促 １９２３－０３－２４ ７．３ 鲜水河断裂带 ５５
四川省地震局，１９８６；李天苲
等，１９９７；Ｗ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１９５５年折多塘 １９５５－０４－１４ ７．５ 鲜水河断裂带南段 ３５ 李天苲等，１９９７

１９７３年炉霍 １９７３－０２－０６ ７．６ 鲜水河断裂带北段 ９０ 李天苲等，１９９７

１９８１年道孚 １９８１－０１－２４ ６．９ 鲜水河断裂带中段 ４４
四川省地震局，１９８６；李天苲
等，１９９７

１７３３年东川 １７３３－０８－０２ ７ 小江断裂带北段 ８２ 宋方敏等，１９９８

１７１３年云南寻甸 １７１３－０２－２６ ６ 小江东支断裂 ６０
宋方敏等，１９９８；Ｗｅｎ等，２００８；
汪一鹏等，２０１３

１５００年宜良 １５００－０１－１３ ７ 小江东支断裂中南段 ８１
俞维 贤 等，１９９５；曹 忠 权 等，
１９９６；宋方敏等，１９９８；汪一鹏
等，２０１３

１８３３年崇明 １８３３－０９－０６ ８ 小江西支断裂中南段 １２６
俞维 贤 等，１９９６；宋 方 敏 等，
１９９８；汪一鹏等，２０１３

１９２５年大理 １９２５－０３－１６ ７ 红河断裂带 ５５ 虢顺民等，２００１

１９８８年耿马 １９８８－１１－０６ ７．２ 汗母坝断裂带 ２４ 林邦慧等，１９９４

１９８８年澜沧 １９８８－１１－０６ ７．４ 汗母坝断裂带 ５０ ２０ 俞维贤等，１９９１；林邦慧等，１９９４

１９９６年丽江 １９９６－０２－０３ ７．０ 大具－丽江断裂 ３０
张建国等，１９９７王绍晋等，１９９７；
云南省地震局等，１９９８

１５１５年永胜 １５１５－０６－２７ ７ 程海断裂带 ４２ ８ 虢顺民等，１９８８

１９７０年通海 １９７０－０１－０５ ７．８ 曲江断裂带 ５０
国家地震局地震测量队，１９７５；
张四 昌 等，１９７８；刘 玉 权 等，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

１９４８年理塘 １９４８－０５－２５ ７．３ 理塘断裂 ４０ １０
黄彩权，１９８３；四川省地震局地
震地质队，１９８８；徐锡伟等，２００５

１８８６前理塘 １８８６ ７．１ 理塘断裂带 ５５ 徐锡伟等，２００５

１８９０年左右理塘 １８９０ ７．１ 理塘断裂带 ５０ 徐锡伟等，２００５

１８５０年西昌 １８５０－０９－１２ ７ 则木河断裂带 １００

任金 卫 等，１９９３；俞 维 贤 等，
２００１；闻学泽等，２００７；四川省地
震局则木河活动断裂带填图组，

２０１３

２００８年汶川 ２００８－０５－２１ ８ 龙门山断裂带 ２４０ ４５
徐锡伟等，２００８，２０１０；陈桂华
等，２００８；周庆等，２００８

２０１４年鲁甸 ２０１４－０８－０３ ６．５ 包谷垴－小河断裂 ２ Ｘｕ等，２０１５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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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新近纪和第四纪运动性质不同的造山运动（唐荣昌等，１９９３），本文将地层单元划分为第四
系、新近系—古近系、中生界—古生界、前寒武系。基于简化地质背景，突出专题内容的原

则，编者进行了制图综合，将分布面积较小的地层和岩浆岩进行了合并。最终，综合各资料制

作了地层和岩浆岩图。制图区域内裸露的岩浆岩大部分在中生代—古生代时期形成。

实验场区的地层和岩浆岩在空间分布上显示了一定的规律性。实验场内除了四川盆地具

有较好的沉积环境外，其余区域高山耸立，第四纪沉积物分布少。该区域第四系主要分布在东

北部四川盆地，沿龙门山脉都江堰市河流出山口东南流向的水系形成大型冲积扇和冲积平原。

安宁河、大渡河、卧落河、滇池等大型河流和湖泊沿岸以及盐源、宾川、保山等盆地也分布有

河湖相和冲积相第四纪沉积物。新近系—古近系分布在沿鲁里山脉的 ＳＮ向山谷间、绵绵山系
南部、玉龙雪山山系南部、点仓山谷、景谷威远河谷等。该套地层主要以砾岩和砂岩为主，中

间夹粉砂岩、泥岩、煤、凝灰岩、岩屑砂岩等。实验场区内广泛分布中生代—古生代沉积岩，

覆盖区域内约的面积。该套地层形成于加里东运动—燕山运动早中期，在此期间经历了板
块形成阶段、联合古陆形成阶段和燕山运动早中期的联合古陆解体阶段，成分复杂。在甘孜—

理塘以东、九龙以北、康定—理县西北一带，地层主要含变质砂岩和板岩。金沙江流域分布有

千枚岩、板岩、变质砂岩，并夹中酸—基性火山岩和凝灰岩。其余地区主要分布石灰岩、砂

岩、泥岩、粉砂岩等。前寒武系主要分布在贡嘎山系、巴颜喀拉山系、岷山、大凉山、无量山

等高山地区。该套地层主要为变质岩。在理塘沿断裂分布蛇绿岩；沿金沙江分布片麻岩、斜长

片麻岩、变粒岩、大理岩等；沿北川映秀断裂、汶川－茂汶断裂分布前寒武花岗岩、基性、超基
性岩；龙门山断裂南段和鲜水河断裂会合处主要含变质岩；沿大凉山断裂带地层主要成分为基

性—酸性凝灰岩、熔岩、火山碎屑岩和砾岩；安宁河南段及南部山区、昆明以南到曲江断裂、

红河断裂西南侧、高黎贡山以南分布的前寒武岩呈现不同程度的变质。

岩浆岩（中生代—古生代为主）主要沿区域内的主断裂带广泛分布，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断

裂带、理塘断裂带、鲜水河－安宁河断裂带、龙门山断裂带、大凉山－小江断裂带上，以 ＳＮ向
展布。该套地层主要形成于二叠纪—白垩纪时期：从甘孜沿大型断裂到日窝主要形成于三叠

纪；德钦以南沿怒江断裂主要分布侏罗纪—白垩纪岩浆岩；沿德钦、维西南的岩体主要形成于

二叠纪—三叠纪；马边、布拖、鲁甸一带和鹤庆一带主要为二叠纪玄武岩；龙门山后山一带地

层主要形成于奥陶纪、泥盆纪和二叠纪。

７　地理底图

本文采用了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的小比例尺（＜１
!

１ｉ０００ｉ０００）地理底图，要素类型包括
水系和居民地，坐标系统为 ＷＧＳ８４地理坐标系统。本文其他内容要素均编绘在此底图之上。

８　小结

《川滇地区地震地表破裂带分布图（１
!

５００ｉ０００）》（图 ３）的地震、地震地表破裂带、断裂
带、地层和岩浆岩、地理底图均来源可靠、完整，将为川滇国家地质监测预报实验场未来的研

究提供准确的地震地质基础资料，有助于实验场地震动力学模型的建立。图件编制借鉴了地

震行业活动断层探测标准，制图流程和图面内容规范。本文给出了实验场区 ８７次地震震中和
２２次地震地表破裂带，具有较高可信度。然而，仍有 ６５次已知的地震没有确切的地震地表破

５３



地　震　地　质 ４０卷

图 ３　川滇地区地震地表破裂带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ｏｆ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ｎｄ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裂带位置和破裂长度，无法编绘在图上。该地区仍需要进一步的基础研究，获取更多准确的基

础资料。相信随着实验场未来研究项目的开展，将获得更多成果，形成实验场深部和浅部地质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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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震构造、孕震环境相关数据和资料，推进地震监测和预测的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

试验和实践。

致谢　项目执行和文章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宋方敏研究员、闻学泽研究员、杨晓平研究
员、吕悦军研究员、李涛特聘研究员、李康助理研究员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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