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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1年11月14日，在我国西部昆仑山口西发生了8.1级地震，这是中国大陆50年来的最大地震，也是我
国全面开展地震监测预报以来发生的首次8级特大地震。
这次地震形成长达462公里的地表破裂带，所幸的是这次地震发生在人迹罕稀的青藏高原，没有造成人
员伤亡。
地震预报既是一种社会需要，也是一大科学难题。
要实现地震预报，沿需经过长时间、多学科、全方位联合攻关。
从经验的积累至规律的归纳，从新技术、新方法应用到理论创新的探索历程。
我国地震预报史表明，大地震、尤其是特大地震的发生对地震监测预报的发展往往会产生重要影响。
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揭开了中国地震监测预报的序幕。
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的发生，几乎同时向人们展现了地震预报的光明前景与科学探索的艰巨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新思维、新发现推动着新兴学科、综合性学科不断涌现，为我们继续攀登
地震预报巅峰——实现地震预报提供了可能。
科学活动探索、解释、检验的基本三要素，从科学发展论的角度充分展现了8.1级地震的发生将成为地
震研究史重要的篇章，也可能为我们深入地探索地震预报产生影响。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中国地震局高度重视这次地震的科学考察和研究工作，在第一时间段派出地震现场工作队，获得了丰
富翔实的第一手基础资料。
其后，又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野外考察、现场流动观测和多学科的深入研究，获得资料的面之宽、量
之大，受到国内外地学界的广泛关注。
汇集人类共同智慧，攻克自然科学难题，造福于民，惠泽社会，是这本书的期望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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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应当指出，祁连山会聚构造带除了挤压缩短之外，还兼有左旋走滑运动。
 4）六盘山会聚构造带 该带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缘，北西西走向的海原左旋走滑断裂带在六盘山拐为
北北西至南北向，转变为新生代的褶曲与逆冲断裂构造，吸收了青藏高原东北部向东的侧向滑移运动
，用平衡剖面法计算六盘山会聚带自第四纪以来的会聚量达11.4～15.4 km（Zhanget al.，1991）。
 5）龙门山会聚构造带 该带位于青藏高原东缘中段。
其东是晚元古代固结的扬子地块。
青藏高原的东部被近东西向或弧形的断裂划分几个条块，其中由东昆仑断裂与鲜水河断裂所夹持的块
体有向东滑动的趋势，因而在其前缘形成龙门山逆冲断层—褶皱带。
该带由三条逆冲断层及其伴生的断展褶皱带构成，宽达60 km，由北西向东南推覆于扬子地块之上，
地貌上成为川西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线，其前缘形成推挤盆地——成都坳陷（邓起东等，1994）
，Avouac等（1993）估计该带水平缩短率为10 mm/a。
 1.2.2.2 走滑断裂带和高原侧向挤出运动 印度与欧亚大陆的碰撞边界像是一张斜放的弓，喜马拉雅西端
的帕米尔结点深深地突进到中亚内部，比东端阿萨姆结点靠北50 km，另一方面，古老坚硬的塔里木
地块构成青藏高原向北传递变形的重大障碍。
喜马拉雅碰撞带与塔里木块体南边界像是以帕米尔为枢纽的硕大无比的两个钳子头。
它所夹持的近乎三角形的青藏高原主体在受挤缩短的同时，内部的块体沿一些重要的块体边界断裂带
发生侧向的滑移，总的趋势是向着相对约束较弱的东缘运移，这是高原内部与周边一些重要走滑断裂
带产生的基本条件（汪一鹏，2001）。
 按走滑活动的规模，高原的走滑断裂带可分为不同的级别。
其中最高级的走滑构造带有两条，即阿尔金断裂和喀喇昆仑—嘉黎断裂带，它们造成了青藏高原主体
向东移动。
在这个巨大块体内部与边缘还有着更次一级与复杂的走滑断裂和挤出块体。
 1）阿尔金断裂带 该带是板内最大的走滑断裂带之一，走向北东东，长达1600 km，构成青藏高原与塔
里木地块的分界线。
它的演化历史相当古老，可以追溯到古生代。
但走滑活动仅仅开始于第三纪晚期，并一直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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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1年昆仑山口西8.1级大地震》是关于2001年昆仑山口西8.1级大地震的记录研究。
《2001年昆仑山口西8.1级大地震》由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编写，并由地震出版社出版。
《2001年昆仑山口西8.1级大地震》是一本专门针对于新疆2001年地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的
地震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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