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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颜喀拉块体内部五道梁‒长沙贡玛断裂
中段全新世活动及最新古地震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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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揭示巴颜喀拉块体内部构造变形特征，基于地震地质调查和新年代学方法研究了五道梁 ‒长沙贡玛中段的

最新活动性 .地质地貌和探槽揭露的证据显示，五道梁 ‒长沙贡玛断裂中段为全新世活动的左旋走滑断裂，也表明其

作为巴颜喀拉块体内部的主干断裂之一，具有孕育和发生强震的构造条件 .该断裂中段的最晚一次古地震事件发生在

（4 409~4 225）a BP之后，距今可能超过千年；而且近两年来断裂中东段小震活动频繁，2020年 4月 1日发生了 5.6级中

强地震，其未来的地震危险性需引起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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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veal the internal tectonic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yan Har block,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iddle segment
of the Wudaoliang-Changshagongma fault activity of the Late Quaternary based on seismic geological survey and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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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nological methods. The geological and geomorphological evidences show that the middle segment of the Wudaoliang-

Changshagongma fault is a Holocene left-lateral strike-slip fault, indicating that the fault has tectonic condition for generating
strong earthquakes as one of the main faults inside the Bayan Har block. The latest paleoearthquake event on the middle
segment of the fault occurred after (4 409-4 225) a BP. The elapsed time may be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Moreover,
small earthquakes have been active on this segment in the past two years. And a M5.6 earthquake occurred on it on April 1st,
2020. So,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trong earthquake risk of the faul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ibet Plateau; the WudaoliangChangshagongma fault; the Bayan Har block; the risk of earthquake; seismology.

0 引言

近 20年多来，在巴颜喀拉块体及其周边发生了

包括 2001年昆仑山口 8.1级和 2008年汶川 8.0级地

震在内的一系列强震，成为大地震活动最为强烈的

地区（图 1；邓起东等，2014；袁道阳等，2020）.这使

得巴颜喀拉块体及其边界断裂带的活动构造变形、

机制及孕震机理等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但近年来

相关研究更多集中在玉树‒甘孜‒鲜水河断裂带、东

昆仑断裂带和龙门山断裂带等主要边界断裂带上

（Royden et al.，1997；Meng et al.，2006；Hubbard
and Shaw，2009；张培震等，2009；Zhang et al.，2010；

Fu et al.，2011；Xu et al.，2016；赵航等，2021）.然而，

巴颜喀拉内部 2021年 5月 22日青海玛多 7.4级地震

的发生表明除了块体边界断裂外，还需重视块体内

部的构造变形和孕育强震，并加强巴颜喀拉块体内

部不同规模断裂晚第四纪活动性的调查研究，从而

加深对该断块内部断裂孕震特征与机制等的认识 .
前人已经发现巴颜喀拉块体内部实际上发育

了多条 NW向的晚第四纪活动断裂，具有孕育和发

生 7.0级以上大地震的能力（Yan et al.，2013；梁明

剑等，2014，2020；李陈侠等，2016；詹艳等，2021）.例
如，1947年 3月 17日达日县发生的 7¾级地震发生

在达日断裂上（梁明剑等，2020），而 2021年 5月 22

图 1 巴颜喀拉块体中东部主要活动断裂及地震活动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main active faults and seismic activity in the middle-eastern part of the Bayan Har block
断裂数据修改自徐锡伟等（2016）；GPS数据引自Wang and Shen（2020）；紫色实线框为研究断裂段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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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生的玛多Ms7.4地震发生在江错断裂上（张裕

明等，1996；盖海龙等，2021；潘家伟等，2021），发震

断层都处于巴颜喀拉块体内部 .五道梁‒长沙贡玛

断裂是位于巴颜喀拉块体内部的一条大型走滑断

裂，张裕明等（1996）最早系统性阐述巴颜喀拉块体

内部的系列 NW向走滑断裂时，认为该断裂（其文

章称之为清水河断裂）仅西段局部为全新世活动 .
邓起东等（2007）编制的中国活动构造图（1∶400万）

中采用了张裕明等（1996）的研究成果，标注该断裂

西北段为全新世活动断裂，其他段落在第四纪活动

过但晚更新世以来活动情况不明 .吴中海和周春景

（2017）在《中国及毗邻海区活动断裂分布图（1∶500
万）》中，基于遥感解译结果确定该断裂为具有中等

活动性的左旋走滑活动断层 .徐锡伟等（2016）在

《中国及邻近地区地震构造图》的断裂数据库里面

提及该断裂晚第四纪以来没有新活动 .区域地质报

告里面，认为五道梁‒长沙贡玛断裂新近纪的活动

最为强烈，对断裂沿线的沉积、岩浆活动、成矿具有

控制作用（四川省地质矿产局，1987，区域地质调查

报告（长沙贡玛幅、石渠幅）：地质部分）.最新的

Google Earth影像显示，五道梁 ‒长沙贡玛断裂中

段在四川石渠县北部控制一新生代盆地的北边界，

本文基于高分辨率遥感解译、地震地质调查、无人

机摄影测绘、探槽与新年代学方法等手段，对五道

梁‒长沙贡玛断裂中段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该

断裂段具有明显的全新世活动性，并具有古地震

记录 .希望这一新的发现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巴颜

喀拉地块内部的最新构造变形特征与孕震条件 .

1 区域背景

研究区域位于巴颜喀拉块体南部，区内广泛

分布浅变质的三叠系砂岩，这套古特提斯洋的碎

屑沉积经历了印支、燕山和喜马拉雅多期构造运

动（Enkelmann et al.，2007；张克信等，2007；陈守

建等，2011；Ding et al.，2013）.其构造格架形成于

印支期晚期 ，也是随后燕山与喜马拉雅期地壳

运动及构造变形的基础（Roger et al.，2010；宋博

文等，2020）.研究区域位于巴颜喀拉山南、雅砻

江北侧，区内发育的河流均属于雅砻江支流，水

系多呈放射状，地貌上属于中 ‒浅切割区 .
巴颜喀拉块体被龙日坝断裂分割为阿坝次级块

体（西部）和龙门山次级块体（东部）（图 1；Shen et al.，
2005；徐锡伟等，2008；Ren et al.，2013；陈长云等，

2013），龙日坝断裂及其晚第四纪新活动性的发现，改

变了人们以往对巴颜喀拉块体运动学和构造变形机

制的认识；而且 2021年 5月 22日玛多 7.4级和 1947年
3月 17日达日 7¾级地震就发生在巴颜喀拉块体内部

的断裂上，也说明了块体内部存在着明显的构造变

形，并具有孕育和发生大地震的构造条件 .除了龙日

坝断裂之外，巴颜喀拉块体内部（龙日坝断裂以西）还

发育着众多 NW向的大型走滑断裂，包括阿万仓断

裂、甘德南缘断裂、达日断裂和五道梁‒长沙贡玛断裂

等，它们是调节各次级块体间构造变形及其相互作用

的重要纽带（图 1）.已有研究表明，阿万仓断裂、玛多‒
甘德断裂和达日断裂均具有晚第四纪活动性（叶世强

和张启富，1993；熊仁伟等，2010；Yan et al.，2013；梁
明剑等，2014，2020；李陈侠等，2016；詹艳等，2021）.
其中，阿万仓断裂为全新世活动的左旋走滑断裂，晚

第四纪平均滑动速率为 3 mm/a，构成了东昆仑断裂

东段活动速率分配的重要分支断裂（李陈侠等，2016）.
玛多‒甘德断裂也是全新世活动的左旋走滑断裂，熊

仁伟等（2010）获得其甘德段全新世水平滑动速率约

3 mm/a.达日断裂也为全新世活动断裂，该断裂中段

仍保留有 1947年达日 7¾级地震长约 70 km的地

表破裂带（梁明剑等，2020）.而五道梁 ‒长沙贡玛

断裂研究程度比较薄弱 ，以前被认为是第四纪

早 ‒中期活动断裂（徐锡伟等，2016）.研究区内现

今 5 级以上的地震活动主要沿着板块边界活动

断裂分布，尤其 7级以上强震主要受边界活动断

裂的控制；另一部分地震活动则大多发生在块体

内部的活动断裂或复杂的构造部位上（图 1）.

2 全新世断裂活动证据

五道梁 ‒长沙贡玛断裂位于巴颜喀拉块体南

部，靠着甘孜‒玉树断裂北侧，断裂向南东延伸可能

衔接块体南东边界的鲜水河断裂 .其中，位于石渠

县北长沙贡玛乡的断裂中段线性行迹尤为明显，控

制着长沙贡玛新生代盆地的北边界（图 2），沿断

层的一系列冲沟和冲洪积扇被左旋位错，形成反

向槽谷、断塞塘和线性断层陡坎等地貌（图 3）.
于石渠县阿日扎乡约达一带（图 2；经纬度：

E98.290 079°、N33.370 272°），断裂发育于古近纪

紫红色砂砾岩与早 ‒中更新统土黄色砂砾岩之间

（图 4a），断裂剖面北侧约 50 m 处见俄溪河东岸

Ⅱ级阶地的砂砾石层受断裂活动的影响产生了

倾斜变形（图 4b），砂层产状为 N46°E/NW∠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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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渠县新荣乡火然村北，五道梁 ‒长沙贡玛

断裂控制着长沙贡玛盆地北缘边界 ，断裂为古

近 系 棕 红 色 泥 岩 、细 砾 岩 与 三 叠 系 绢 云 母 板

岩、变质砂岩的分界 .于俄布绒河出山口西侧，

可见断裂发育于桔红色古近系砂砾岩与三叠系

变 质 砂 岩 之 间（图 5a；经 纬 度 ：E98.562 999°、
N33.170 976°），形 成 明 显 的 线 性 陡 坎 或 断 层 槽

谷 .而沟口西侧，断裂切过山前洪积扇，发育良

好的线性陡坎，坎下常见断层泉发育（图 5b；经
纬度：E98.310 191°、N33.358 201°）.

图 2 五道梁‒长沙贡玛断裂中段展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the middle segment of the Wudaoliang-Changshagongma fault
底图数据采用ALOS 12.5 m的DEM数据

图 3 五道梁‒长沙贡玛断裂新活动行迹

Fig.3 New active trails of the Wudaoliang-Changshagongma fault
a.为哈曲巴玛沟以西，长沙贡玛盆地北缘的五道梁 ‒长沙断裂中段构造地貌；b.哈曲尕玛沟附近一带的断裂中段构造地貌；底图为

Google Earth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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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梁‒长沙贡玛断裂往北西延伸，切过掀日

玛沟口，在沟口西侧的洪积台地上形成高约 0.3~
0.6 m高的反向陡坎（图 6a；经纬度：E98.273 622°、
N33.377 968°），疑似地表破裂带；而在沟口东侧断

裂切过不同时期形成的山前洪积扇，形成线性良好

的断层陡坎，陡坎高约 0.4~2.5 m，坎下常见断层泉

发育（图 6b；经纬度：E98.278 471°、N33.375 135°）.
断裂继续向北西延伸至哈曲沟巴玛沟口西的

山前冲洪积扇，局部呈多支展布，切过山前洪积扇，

形成多条线性陡坎（图 7a；经纬度：E98.153 701°、
N33.444 089°）.图 7a位置往南东，断层切过多期山

前冲积扇，形成线性反向陡坎、断塞塘等构造地貌

图 6 掀日玛沟口一带的断层陡坎地貌

Fig.6 The fault scarp landforms near the mouth of Xianrimagou river
a.掀日玛沟口附近洪积扇上形成高约 0.3~0.6 m的反向陡坎；b.照片远处见断裂发育于砖红色古近系砂砾岩与三叠系变质砂岩之间，近处断

裂在洪积扇上形成高约 1.6 m的断层陡坎

图 4 阿日扎镇约达村一带断裂剖面与Ⅱ级阶地的砂砾石层变形

Fig.4 The fault profile of the Wudaoliang-Changshagongma fault and the deformation of the gravel layer of the Ⅱ -level terrace
near Yueda Village, Arizha Town

a.阿日扎镇北俄溪河东岸，五道梁‒长沙贡玛断裂发育于砖红色古近系砾岩与早‒中更新统砂砾岩之间；b.断层活动导致俄溪河东岸Ⅱ级阶地

的砂砾石层倾斜变形

图 5 火然村北部的断层槽谷与断层陡坎地貌

Fig.5 Fault landforms near the north of the Huoran Village
a.俄布绒河出山口西侧，断裂发育于古近系砂砾岩与三叠系板岩、变质砂岩之间；b. 俄布绒河出山口东，山前洪积扇上形成的断层陡坎及坎下

发育沼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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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a），其中断裂穿过一新洪积扇，形成高约 0.6 m
的断层陡坎和宽约 4~5 m坎下沼泽带（图 7b；经纬

度：E98.162 004°、N33.436 618°）.该处断裂呈左阶

羽列，形成挤压脊地貌，向东则为连续性良好的断

层反向陡坎，形成断塞塘地貌（图 8；参考经纬度：

E98.163 588°、N33.436 606°）.继续向南东，在一山

脊形成的大反向槽谷里，见保存有一高约 0.2~
0.4 m的反向小陡坎（图 9a；经纬度：E98.181 201°、
N33.427 189°），疑似是最新一次地震地表破裂；该

处南侧的老洪积扇上形成一系列高约 3~4 m的线性

图 7 哈曲巴玛沟口西山前洪积扇上的断层陡坎地貌

Fig.7 The fault scarp landforms on the alluvial fan in the east of the Haqubama river
a.断裂在哈曲巴玛沟口西的山前冲洪积扇分为多支次级断层；b.断裂在最新一期冲洪积扇上形成高约 0.6 m的断层陡坎

图 8 哈曲巴玛沟口西山前洪积扇的挤压脊与断塞塘

Fig.8 The contrusion ridge and sag pond developed on the alluvial fan near the mouth of the Haqubama river

图 9 哈曲巴玛沟东山前洪积扇上的断层陡坎

Fig.9 The fault scarps developed on the alluvial fan near the mouth of the Haqubama river
a.哈曲巴玛沟东的宽断层槽谷中发育有高约 0.2~0.4 m 的反向小陡坎，可能为最新一次地震活动所形成；b.洪积扇上形成的断层

线性陡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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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陡坎（图 9b；经纬度：E98.195 201°、N33.419 406°）.
哈曲巴玛沟口东山前洪积扇上见一冲沟被断裂

左旋位错约 10.5 m（图 10a；经纬度：E98.146 834°、
N33.446 719°），笔者于洪积扇开挖一槽坑，揭露

2套地层：层①为黄褐色砂土层，层②为砂砾层，

砾石呈棱角状 .在层②取年代样品WCTC C14 
0 6，其测试结果为（4 409~ 4 225）a BP（图 9b，
表 1），由 此 估 算 该 处 的 断 裂 水 平 滑 动 速 率 为

2 .4± 0 .2 mm/a .

3 古地震证据

沿着长沙贡玛盆地北缘对五道梁 ‒长沙贡玛

断裂进行追索性地质地貌调查，发现断裂断错了

山前最新一期洪积扇，表明断裂具有晚第四纪活

动性；而且局部段落保留有很新的反向陡坎和断

层行迹，怀疑是最晚一次强震遗留下来的地表破

表 1 年代样品测试结果

Table 1 The results of the chronological samples

取样编号

WC-C14-01
WCTC-C14-01
WCTC-C14-06

实验室编号

Beta-607296
Beta-607291
Beta-607292

样品描述

炭屑

炭屑

炭屑

δ13C（‰）

‒24.4
‒20.4
‒23.4

测试年龄（a BP）
3 840±30
12 430±40
3 830±30

校正年龄（a BP）
4 405~4 220
15 052~14 782
4 409~4 225

图 11 火然村北山前洪积扇跨断层陡坎开挖 2个探槽

Fig.11 Two trenches were excavated across the fault scarp on the alluvial fan in the northern of the Huoran Village
a.探槽TC1开挖的照片；b.探槽TC2开挖的照片

图 10冲沟被断裂水平位错约 10.5 m
Fig.10 A gully was dislated by the fault with a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of about 10.5 m

a.哈曲巴玛沟口东山前洪积扇上见一冲沟被断裂左旋位错约 10.5 m；b.洪积扇的取样照片和地层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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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带 .为了验证是否是最晚一次地震的地表破

裂 带 ，笔 者 在 火 然 村 北 的 盆 地 北 缘 开 挖 了 2 个

探槽（图 11），以确定断裂最新活动的情况 .
探槽 TC1（经纬度：E98.315 842°，N33.354 686°）

南东壁揭示 5套主要地层（图 12）：U1为基岩，岩性

为板岩，风化严重 .U2为土黄色砾石层，砾石磨圆

差，呈棱角状，具有明显的水平层理 .U3为深褐色砂

砾层，砾石磨圆差，具有一定的层理 .U4为黄褐色砂

图层，层理不明显，含有较多的小砾石，砾径一般小

于 5 cm.U5为深褐色砂土层，含丰富植物根系 .探槽

揭露了 2次古地震事件：事件Ⅰ中，断层 F1和 F2断
错了地层 U2，并导致地层揉皱变形；事件Ⅱ中，断

层 F1断错了探槽揭露的顶部地层（图 13）.
探槽TC2（经纬度：E98.310 191°、N33.358 201°）

北西壁局部揭示 5套主要地层（图 14）：U1为灰色砾

石层，沉积物分选差，砾石呈棱角状 .U2为灰黄色砂

砾层，略具层理，含砂层透镜体或条带；其中U22为
青灰色的砂层夹砾石，呈长透镜体状 .U3为褐色砂土

层，底部见一层呈长透镜体状的红褐色砂层（U31）.

U4为顶部的黑褐色土壤层 .探槽TC2揭露了 2次古

地震事件：事件Ⅰ为断层断错了地层U1和U2，最为

明显的是断层断错了青灰色标志层U22，形成坎前

堆积W（W为杂色砂砾石堆积），被层 U3所覆盖（图

14）. 根 据 地 层 U2  2 和 U3 底 部 的 年 代 样 品

图 12 探槽TC1南东壁照片及解释剖面

Fig.12 Photograph and interpretation section of the south-eastern wall of trench TC1

图 13 探槽TC1南东壁断层 F2的局部特征

Fig.13 Photograph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F2 that
revealed in the south-eastern wall of trench T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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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TCC1401和 WCTCC1406的测试结果，该

次 地 震 应 发 生 在（15 052~14 782）至（4 405~

4 220）a BP之间（表 1）.事件Ⅱ为断层断错了顶

部地层 U3，尤其砖红色的标志层 U31被断错（图

15），根据 WCTCC1406的测年结果，该次事件

应发生在（4 405~4 220）a BP 之后，也表明了五

道梁‒长沙贡玛断裂具有全新世活动性 .

4 讨论

巴颜喀拉块体作为青藏高原内部最具代表

性的活动块体之一 ，是研究青藏高原活动地块

绕喜马拉雅东构造结旋转和地壳物质向南东方

向有限挤出过程中晚第四纪构造变形和强震活

动 的 典 型 地 区 之 一（Tapponnier et al.，1982；
Zhang et al.，2004；Burchfiel et al.，2008；Xu et
al.，2016；闻学泽，2018）.目前，巴颜喀拉块体的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边界断裂带上 ，而关于块

图 15 探槽TC2揭露的标志层被断错的局部照片

Fig.15 The partial photo showing the mark layer U3-1 were
dislocated by the F2 that reveal in the trench TC2

图 14 探槽TC2北西壁照片及解释剖面

Fig.14 Photograph and interpretation section of the north-western wall of trench T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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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部断裂的研究甚少 .但已有的研究表明，巴

颜喀拉块体内部的阿万仓断裂、玛多 ‒甘德断裂

和达日断裂也均具有全新世活动性 ，都为左旋

走滑断裂，断裂的左旋走滑速率也都在 3 mm/a
左右（Yan et al.，2013；梁明剑等，2014，2020；李

陈 侠 等 ，2016；詹 艳 等 ，2021）. 张 裕 明 等（1996）
最早发现五道梁 ‒长沙贡玛断裂西段局部具有

全新世活动性 ，并不排除西段均具有全新世活

动性的可能 ，也许是因为块体内部这些主干断

裂活动强度和滑动速率相比块体边界断裂（如

东昆仑断裂、甘孜 ‒玉树断裂和鲜水河断裂）要

小，而且强震复发间隔要长，所以断裂新活动行

迹保留不完整 .笔者基于地震地质调查和新年

代学方法等手段，发现了五道梁 ‒长沙贡玛断裂

中段控制着长沙贡玛盆地生成与演化 ，沿断层

一系列的冲沟和冲洪积扇被左旋位错 ，形成反

向槽谷、断塞塘和线性断层陡坎等微地貌，构造

地貌调查与探槽揭露的证据均表明断裂具有全

新世活动性，也进一步佐证了五道梁 ‒长 沙 贡 玛

断 裂 具 有 全 新 世 活 动 的 可 能 性 . 除 此 之 外 ，本

文 还 初 步 获 得 五 道 梁 ‒长 沙 贡 玛 断 裂 中 段 的

水 平 滑 动 速 率 为 2.4±0.2 mm/a，速 率 值 与 阿

万 仓 断 裂 、玛 多 ‒甘 德 断 裂 、达 日 断 裂 的 滑 动

速 率 相 当 ，如 果 巴 颜 喀 拉 块 体 内 部 这 几 条 NW
向 主 干 断 裂 都 具 有 全 新 世 活 动 性 的 话 ，可 能

反 映 它 们 分 割 了 巴 颜 喀 拉 块 体 ，相 对 均 匀 地

分 配 了 块 体 内 部 的 构 造 变 形 ，并 将 块 体 的 变

形 向 东 传 递 . 当 然 ，仍 需 要 更 多 的 证 据 去 证

明 这 些 NW 向 的 大 型 走 滑 断 裂 是 否 已 经 将 巴

颜 喀 拉 块 体 分 解 成 更 多 次 级 的 活 动 块 体 ，但

这 些 断 裂 明 显 的 晚 第 四 纪 活 动 性 说 明 它 们

在 巴 颜 喀 拉 块 体 、乃 至 青 藏 高 原 东 缘 地 区 的

构 造 变 形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的 作 用 .
石 渠 探 槽 TC2 揭 露 五 道 梁 ‒长 沙 贡 玛 断

裂 中 段 最 新 一 次 古 地 震 时 间 发 生 在（4 405~
4 220）a BP 之 后 ，虽 然 未 限 定 事 件 的 时 间 上

限 ，但 其 离 逝 时 间 可 能 超 过 千 年 . 五 道 梁 ‒长
沙 贡 玛 断 裂 中 段 全 新 世 活 动 最 为 明 显 的 段 落

长 逾 120 km，根 据 经 验 公 式（Wells and Cop
persmith，1994）该 断 层 段 如 果 全 段 破 裂 的 话 ，

可 发 生 7.5 级 左 右 的 强 震 ，能 产 生 约 5 m 左

右 的 水 平 同 震 位 错 ，结 合 断 裂 的 水 平 滑 动 速

率 为 2.40 mm/a，笔 者 估 算 其 强 震 的 平 均 复

发 间 隔 约 为 2 000 a 左 右 . 而 且 ，近 两 年 来 五

道 梁 ‒长 沙 贡 玛 断 裂 中 段 小 震 活 动 频 繁 ，2020
年 还 发 生 了 5.6 级 中 强 地 震 ，因 此 该 断 裂 未 来

的 地 震 危 险 性 值 得 关 注 .

5 结论

（1）五道梁 ‒长沙贡玛为巴颜喀拉块体内部

一条大型的左旋走滑断裂 ，在石渠北边断裂控

制一新生代盆地的北边界 ，沿断层一系列的冲

沟和冲洪积扇被左旋位错，形成反向槽谷、断塞

塘和线性断层陡坎等微地貌 ，地质地貌与古地

震的证据表明该断裂具有全新世活动性 .
（2）巴 颜 喀 拉 块 体 内 部 阿 万 仓 、玛 多 ‒甘

德 、达 日 和 五 道 梁 ‒长 沙 贡 玛 断 裂 等 NW 向 的

主 干 断 裂 均 具 有 全 新 世 活 动 性 ，其 滑 动 速 率

约 为 3 mm/a，可 能 相 对 均 匀 地 分 配 了 巴 颜 喀

拉 块 体 的 内 部 构 造 变 形 .
（3）五道梁‒长沙贡玛断裂中段最新一次古地

震时间发生在（4 405~4 220）a BP之后，离逝时间

可能超过千年；而且近 2年五道梁‒长沙贡玛断裂

中段小震活动频繁，2020年还发生了 5.6级中强地

震，该断裂未来的地震危险性需引起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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