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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年 !" 月 "% 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北海域发生 @# 年来最强烈的地

震，造成巨大伤亡和财产损失。大地震在 @###DE 外的柴达木盆地西部地区狮子沟

地震台阵网上有长达 !### 多秒的明显记录，也触发柴西地区地方震的发震频率在

大地震之后一天内提高了 !# 倍。从大地震触发的地方震活动分布来看，触发地震

的发震断裂是英雄岭南侧花土沟断裂和红柳泉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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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年 !" 月 "% 日国际标准时间 # H$C H$#（北京时间 C H$C H$#）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

北海域（北纬 B8A 度，东经 A$8A 度）发生 @# 年来最强烈的地震［!］，大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

袭击了东南亚的印尼、斯里兰卡、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多个临近国家，造成了 !# 多万

人死亡、数百万人身处困境。地震发生 ! 小时后，国际上就迅速通报了该地震震源的有关参

数。美国地质调查局（(4.4）经过反复修订，确定该地震震级为里氏（0I）A8# 级，中国

地震台网测定为 C8= 级。该地震也被正在执行“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与评价”国家油气专

项计划，“柴达木盆地油气资源战略调查及评价”项目的地质力学研究所在柴达木盆地西部

狮子沟地区设立的地震台阵网所记录，本文主要介绍柴达木盆地狮子沟地震台阵网记录的苏

门答腊大地震的情况，并就大地震对柴达木盆地西部地区地方震的触发作用作以初步分析。

! 柴达木盆地地震台阵网组成

柴达木盆地地震台阵网位于柴达木盆地西部狮子沟地区（图 !），由 C

!!!!!!!!!!!!!!!!!!!!!!!!!!!!!!!!!!!!!!!!!!!!!!!!!!!!!!!

个台阵组成，每



个台阵由一个位于中心的 !"#$ %#&’()*+ ,-- 系列高频三分量检波器，. 个环绕此中心、距中

心距离为几十到 -/01 的垂直分量检波器，2 个 345*4$2.0602 第三代 7 通道宽带地震仪和太阳

能供电系统组成。各台阵及检波器具体坐标如下表 2。地震仪采用 -8 位 9:;，动态范围可达

2.0’<，采样速率为 -/0 次:秒，触发类型为连续记录，记录长度为 700 秒。

图 2 柴达木盆地西部地区触发地震发震断裂与 =>002 地震台阵位置图

?@AB2 C4@+1@) 5"(D*+ "E’ D&)"*@&E &5 *F4 +4@+1@) "##"G =>002 @E *F4 H4+* I"@’"1 J"+@E

- 苏门答腊地震记录

苏门答腊大地震及其余震在柴达木盆地狮子沟地震台阵网的各个台阵均有很好的记录

（图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多个明显的地方小地震。由于各个台阵的距离较近，大地震的记

录基本一致，% 波到达时间为 -008 年 2- 月 -7 日 02 时 0/ 分 8/ 秒，地震波波形很长，持续时

间超过 2000 秒，显示苏门答腊大地震破裂持续时间很长，频谱曲线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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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柴达木盆地狮子沟地区地震台阵网各台阵坐标位置表

!"#$% & !’% (%)(*)+ ",,"- .%/01,2 +11,3)."/%( ). /’% 4")3"* #"().

台阵号
检波器经纬度坐标

经度 5 纬度 6

7899&

7899:

7899;

7899<

7899=

7899>

7899?

7899@

中心三分量 A9B=<C&&D@E ;@B:9C9&D9E

垂直分量第四道 A9B=<C&@D=E ;@B&AC=>D>E

垂直分量第五道 A9B=<C9?D&E ;@B:9C9<D&E

垂直分量第六道 A9B=<C&@D?E ;@B:9C9=D:E

中心三分量 A9B=>C9=D@E ;@B&AC==D9E

垂直分量第四道 A9B=>C9AD&E ;@B&AC=;D;E

垂直分量第五道 A9B==C=@D<E ;@B&AC=@D<E

垂直分量第六道 A9B=>C&&D<E ;@B&AC=AD=E

中心三分量 A9B=;C&?D9E ;@B&AC&@D@E

垂直分量第四道 A9B=;C:=D?E ;@B&AC&@D:E

垂直分量第五道 A9B=;C&9D>E ;@B&AC&<D@E

垂直分量第六道 A9B=;C&:D@E ;@B&AC:<D;E

中心三分量 A9B==C:AD&E ;@B&AC;&D?E

垂直分量第四道 A9B==C;?D<E ;@B&AC;9D&E

垂直分量第五道 A9B==C::D9E ;@B&AC:@D<E

垂直分量第六道 A9B==C:=D@E ;@B&AC;?D=E

中心三分量 A9B=<C;9D<E ;@B&@C:;D=E

垂直分量第四道 A9B=<C;@D&E ;@B&@C::D>E

垂直分量第五道 A9B=<C:<D:E ;@B&@C&AD>E

垂直分量第六道 A9B=<C;&D;E ;@B&@C:AD;E

中心三分量 A9B=>C&<DAE ;@B&@C:AD?E

垂直分量第四道 A9B=>C:9D=E ;@B&@C:<D;E

垂直分量第五道 A9B=>C9@D<E ;@B&@C;:D&E

垂直分量第六道 A9B=>C&?D<E ;@B&@C;>D>E

中心三分量 A9B==C<9D:E ;@B&?C;?D;E

垂直分量第四道 A9B==C;=DAE ;@B&?C;&D?E

垂直分量第五道 A9B==C<=D@E ;@B&?C;:D?E

垂直分量第六道 A9B==C<&D:E ;@B&?C<:DAE

中心三分量 A9B=<C<=D&E ;@B&>C=AD;E

垂直分量第四道 A9B=<C=:DAE ;@B&>C=>D?E

垂直分量第五道 A9B=<C<;D?E ;@B&?C9=D?E

垂直分量第六道 A9B=<C;@D&E ;@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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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地质力学研究所柴达木盆地狮子沟地震台阵网 "#$$% 号台阵记录的印尼苏门答腊地震三分量地震
&’()! *+’,-’. /01+ 23 45+ *6-0470 +07458609+ 7+.27:+: ;< 45+ ,+’,-’. 0770< "#$$% ’= 45+ >0’:0- ;0,’=

? 波到达时间：!$$@ 年 %! 月 !A 日 $% 时 $B 分 @B 秒

图 C 地质力学研究所柴达木盆地狮子沟地震台阵网 "#$$% 号台阵记录的印尼苏门答腊地震频谱曲线

&’()C D5+ ? /01+ ,E+.476- 23 45+ *6-0470 +07458609+ 7+.27:+: ;< 45+ ,+’,-’. 0770< "#$$% ’= 45+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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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门答腊大地震对柴西地方震的触发作用

根据柴达木盆地西部狮子沟地震台阵近三个月的地震记录，" 级左右的地方震发震频率

为每天 ! # $ 个，大地震之前，柴西地区的地方震频率未见明显变化（表 "），大地震前一天

发震 $ 个。苏门答腊大地震后柴西地区地方震明显增强（表 !），震后 "$ 小时内 " 级左右的

地方震记录达 !% 个（图 $），是平时的 &% 倍，& 天之后地震数量趋于平稳，反映大地震对柴

西地方震有明显的触发作用。

表 ! 苏门答腊地震前一天（!""#$%&" 或 !""#’(!’!)）*+""( 台阵记录的地方震目录

’()*+ " ,-.(* +(/0123(4+ *560 -7 01+ 8+60 9(5:(; )(65< /+.-/:+: )= 6+56;5. (//(= >?%%&
-< 01+ :(= )+7-/+ 01+ @3;(0/( +(/0123(4+

发震时间 地震方位（A） 距离（4;） 发震时间 地震方位（A） 距离（4;）

"%%$B!C%B%DB$$B"" "$E &C "%%$B!C%B%DBEFB!E "!F &CBG

"%%$B!C%B%DB$EBE% "$% &$ "%%$B!C%B&$BE!B$! "!% !

表 % 苏门答腊地震当天（!""#$%&( 或 !""#’(!’!&）*+""( 台阵记录的地方震目录

’()*+ ! ,-.(* +(/0123(4+ *560 -7 01+ 8+60 9(5:(; )(65< /+.-/:+: )= 6+56;5. (//(= >?%%&
-< 01+ :(= -7 01+ @3;(0/( +(/0123(4+

发震时间 地震方位（A） 距离（4;） 发震时间 地震方位（A） 距离（4;）

"%%$B!C&B%&B&DB%C ""E ""B! "%%$B!C&B&!B!!B!E "%D &GBC

"%%$B!C&B%&B!!B$& ""% &GBC "%%$B!C&B&!BE%B$! "$C &"B&

"%%$B!C&B%&B!CB&& "$E "G "%%$B!C&B&EB&$B&D !&E &FBF

"%%$B!C&B%&B$"B&C ""& &D "%%$B!C&B&CB&%B&C "&D &CBG

"%%$B!C&B%&BE%B%! "E" "% "%%$B!C&B&CB!DB&D ""% &EBD

"%%$B!C&B%&BE"B%$ "!% "" "%%$B!C&B&FB""B!$ "E! &$

"%%$B!C&B%"B%FBE& "!! &% "%%$B!C&B&FB!$B$C "$E &E

"%%$B!C&B%"B%GB"& ""& &" "%%$B!C&B&FB!DB%D "%D &F

"%%$B!C&B%FB%"B"& "E% &" "%%$B!C&B&DB&CB$E ""E "%

"%%$B!C&B&"B!$B$D "&D &DBC "%%$B!C&B""B!%BE! "E% &EBG

"%%$B!C&B&"BEEBE% "%D &E "%%$B!C&B"!B&EB%& "&$ "%BE

"%%$B!C&B&"BECB!! "&! &EBG "%%$B!C&B"!B&DB"C "%% &E

"%%$B!C&B&!B%$B$% "!D &DBC "%%$B!C&B"!B!$BE% ""% &CBG

"%%$B!C&B&!B"%BE% &DG &GBC "%%$B!C&B"!B!CB&G "&" &GBC

"%%$B!C&B&!B"FB"F "&% &FBF "%%$B!C&B"!B$&BE! &DG "!B!

根据震后 & 天触发地震的位置与方向，触发地震主要发生在 >?%%& 台阵西南 &% # "%4;
处（图 E），根据柴西地区地质构造图（图 &）［"H!］，触发地震的发震断裂可能为花土沟断裂和

红柳泉断裂，进而显示花土沟断裂和红柳泉断裂是现今活动断裂。由于现今活动断裂封闭性

较差，有利于油气沿活动断裂运移，因此，花土沟断裂和红柳泉断裂是油气运移的有利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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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苏门答腊地震前后柴西地区地方震发震频率图（"#$$% 台阵，震级 & ’ ）

()*+! ,-./0 1/23456/71 8215619.: )9 341 ;1<3 =/)>/? @/<)9 @18-21 /9> /8312 341 A6?/32/ 1/23456/71

图 B 苏门答腊地震之后柴西地区触发地震相对 "#$$% 台阵位置图

()*+B ,-./0 1/23456/71 0-./3)-9 )9 341 ;1<3 =/)>/? @/<)9 210/3)C1 3- "#$$% <3/3)-9 /8312 341 A6?/32/ 1/23456/71

! 结论

根据柴达木盆地西部狮子沟地区地震台阵网的地震记录，作者得到如下初步结论：

（%）柴达木盆地西部狮子沟地区地震台阵网很好地记录了苏门答腊地震的地震过程，大

地震 D 波在发震 E 分 B& 秒之后到达柴西地区，在柴西地区地震波持续时间达 %$$$ 多秒；

（&）苏门答腊大地震对 !$$$7? 远的柴达木盆地地方震有明显的触发作用，震后 &! 小时

内，& 级左右的地方震微震发震频率是大地震前的 %$ 倍，震后 &! 小时以后地方震发震频率

恢复正常；

（F）苏门答腊大地震触发的地方震主要分布在狮子沟地震台阵网 "#$$% 台阵的西南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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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内，触发地震的发震断裂为花土沟断裂和红柳泉断裂；

（%）苏门答腊大地震触发的地方震活动特征显示花土沟断裂和红柳泉断裂为现今活动断

裂，由于现今活动断裂的封闭性较差，有利于油气沿这两条断裂运移，构成油气运移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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