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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缘川西地区的现今构造变形、应变分配与深部动力过程 

张培震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29 

摘要： 

青藏高原东缘的川西地区是中国大陆南北地震带的中段, 构造变形复杂, 断裂活动强烈, 控制着一系列历史强震的发

生, 2008年5月12日汶川8.0级地震就发生在南北地震带中段的龙门山断裂带. 川西地区构造变形图像、运动特性和

深部驱动机制的研究, 不仅对于理解青藏高原东边界的动力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还有助于认识南北带未来强震危险

性. 研究表明, 北西西走向的鲜水河断裂是中国大陆内部活动最强烈的断裂带之一, 左旋走滑速率达9~11 mm/a, 
其左旋走滑运动在东部的石绵一带被分解到了安宁河、大凉山和则木河等断裂带之上, 仍以左旋走滑为主; 再向南, 
左旋剪切走滑运动沿小江断裂带发生, 并以8~9 mm/a的走滑速率进入云南, 跨过著名的红河断裂, 延伸入缅甸境

内. 龙门山断裂则以地壳缩短和右旋走滑为特征, 但其总体滑动速率只有约3 mm/a. GPS观测结果也证实了这种运

动方式和应变分解图像. 青藏高原东边界的构造变形可能是一种近似连续的旋转弧形构造, 以左旋剪切为主要特征, 
只是在向北东方向突出的弧顶部位出现少量的挤压逆冲构造. 造成这种弧形左旋走滑运动的深部驱动机制可能是中

下地壳的流动. 因为川西高原的中下地壳流变强度比正常地壳软弱, 并且其与临近四川盆地和华南地块的地壳厚度

差达20~30 km、地貌高度差达3000~4000 m, 从而形成能够驱动中下地壳软弱层发生流动的横向压力差, 从底部

拖曳着被断裂切割的上部脆性地壳, 发生以左旋走滑为主的变形和运动, 并导致应变在不同的断裂上积累和释放, 形
成强烈地震. 这种由北西西走向左旋剪切转换为近南北向左旋剪切兼挤压的变形模式在中国大陆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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