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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据地球物理宏观资料、行星化学和地球化学微观分析以及高温高压实验结果，阐

明了地幔中存在丰富的流体，扼要介绍了若干流体引发地震的假说，简述了隐爆产生地震的机

制。地幔矿物流体包裹体、高温高压相含水硅酸盐矿物与地球物理探测资料表明，整个地幔内

普遍存在高能密流体，地幔过渡带和 Ｄ″层是流体富集的地带，地幔中存在的总水量比海水量高

出几个数量级。地幔高能密流体流动产生热对流，造成了固体地球内温度、电导率、地震波速度

以及地球化学组成的不均一性。高能地幔流体向外逃逸，不仅改变了壳幔岩石的物理和化学性

质，且为岩浆形成和地震孕育提供了能量。流体在地震孕育中的作用包括两个方面：降低断层

带摩擦力以及岩石强度触发地震和流体爆炸或相变产生地震。流体爆炸产生地震是地核与下

地幔流体以“运移—局部聚集—爆炸的幕式循环”反复进行，产生不同震源深度、不同震级的各

类地震。然而，地幔流体的组成、行为及其在孕震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还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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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地球演化过程中，流体起着重要作用，同时流体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固体地球

实际上是个富含流体的体系，流体参与了从内生到外生、从无机到有机的所有地质过程。因

此，流体与地震活动的关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对于地壳浅层内的流体有了比较清晰

的认识，但对于上地壳以下流体的赋存形式、空间分布和总质量还在探索中，近年来相关研

究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Ｗａｌｌａｃｅ，２００５；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Ｐｅａ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Ｌｉｔａｓ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杜乐天，２０１７；Ｈｏｕ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７；杜建国等，２０１８ａ；Ｍａｔｊｕｓｃｈｋ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Ｆｒｅｚｚｏｔｔｉ，２０１９）。这些资料表明地幔中存在大量流体，深部流体直接影响地震活动（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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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２０１７；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ａ）。行星化学和地球化学方法、地球物理探测、高温高压实验是揭
示地球深部物质组成、结构、物理性质和动力学过程的有效手段。地幔和地核可能与类行星

的组成相似，天体化学研究表明流体是类行星的主要物质组成。对陨石和天体的研究表明，

类行星中普遍存在 ＣＨＯ流体（Ｓｈ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Ｂｌａｍ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Ｐｅｓｌ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因
此，地球内部可能封存了原始的流体组分。除岩浆之外，地质流体中最常见的挥发组分主要

包括 Ｈ２Ｏ、ＣＯ２、ＣＨ４、ＣＯ、Ｈ２、惰性气体等，地球脱气作用将这些挥发组分从地核、地幔最终
排放到大气圈，同时将大量热能传输到地壳和大气圈，参与了地球内部不连续带的形成以及

地震的孕育发生（Ｄｕ，１９９２、１９９４；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４；Ｌｉｔａｓ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杜
乐天，２０１７；杜建国等，２０１８ａ；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ａ）。

高温高压实验、原位测量技术和微区微量分析测量技术成为研究地球深部的重要手段

（杜建国等，２０１０；Ｈｕｒ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ｂ）。高温高压实验表明地幔硅酸盐矿物结
合数量可观的氢，使地幔成为巨大的水库（Ｓｃｈｍａｎｄ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Ｆ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Ｏｈｔａｎｉ，
２０２０）。利用激光拉曼测量技术可以分析尺度小于 １０μｍ的单个包裹体样品，矿物流体包裹
体的激光拉曼分析在追溯流体参与地质作用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获得了游离态地幔

流体的物证（Ｈｕｒ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地球内部流体是地球的血液。从地核、核幔边界向上逃逸的流体是高能密流体，其携带

大量溶解物质和能量，在局部富集，造成地球内部的物理、化学性质不均一。毫无疑问，流体

参与了地震孕育发生的过程。长期的地震监测研究表明地震常伴有地下流体物理、化学异

常变化（车用太等，２００６；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杜乐天，２０１７；杜建国等，２０１８ａ）。尽管已有许多地
震成因方面的研究成果，但地震成因和地震前兆成因机理尚不清晰，成为地震预测发展的障

碍（车用太等，２００６；杜建国等，２０１８ａ）。由于断层切割深度和岩石聚集的应变能有限、地震
后断层不能短期愈合再积累应变能、许多地震震源不在断层上，使得传统的弹性回跳学说

（断层位移释放应变能产生地震）受到了挑战，在解释中深源地震、非双力偶地震、强震震
群、大地震形成时显得乏力（Ｇｉｌａ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２０１２；李德威，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岳中琦，２０１３；Ｌｉａｎｇ，
２０１７；杜建国等，２０１８ｂ）。流体在地震孕育过程中的作用一直备受关注，流体减小断层带的
摩擦力触发地震似乎容易被人们接受（ＥｌＨａｒｉｒ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Ｃｏｒｎｅｌｉ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９），但由流体直
接产生地震这一结论（Ｇｉｌａ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２０１２；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杜建国等，２０１０、２０１８ｂ；岳中琦，
２０１３；Ｌｉａｎｇ，２０１７）尚存争议，争议焦点为地幔有无足够流体，流体如何直接产生地震。本文
以地幔流体为基础、以流体运移为线索、以高能密流体聚集和释放（爆炸）为核心阐述流体与

地震成因机制，即根据地球物理探测资料、陨石和地幔矿物微区微量地球化学分析数据以及

高温高压岩石实验结果阐明流体存在于整个地幔，逃逸的地幔流体在适当的条件下产生地

震，同时归纳了流体触发和产生地震的若干学说。

１　地幔中蕴藏巨大数量的流体

类行星对比、微区微量流体分析、高温高压实验和地球物理探测等方面的资料证明地幔

含有流体且数量巨大。地幔中流体以游离的形式（水溶液和岩浆）存在于矿物缺陷和岩石孔

隙，或以结构水的形式赋存于矿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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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地球化学微观证据
１．１．１　类行星中的流体
　　类行星中存在的流体指示地球内部封存了行星形成时的原始流体。在土卫六号（Ｔｉｔａｎ）
表面存在液态甲烷，其深部有可能存在固体甲烷（Ｓｈ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火星表面探测到甲烷含
量突发性异常变化，火星陨石粉碎释放的气体主要组分为富 ＣＨ４、ＣＯ２、Ｈ２、Ｎ２和少量 Ｏ２、

Ａｒ，ＣＨ４／ＣＯ２值在 ３～２３的范围内，Ｈ２／ＣＯ２值在 ０．５～７的范围内，Ａｒ／Ｏ２值约为 １３（Ｂｌａｍｅｙ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陨石矿物中的流体包裹体分析发现了类行星存在的流体。例如，Ｔｉｓｓｉｎ火星陨
石分析结果表明，有机化合物以芳香烃为主（包括含氧、氮、硫杂原子化合物），可溶盐组分主

要为氯，包括高氯酸盐（Ｊａｒａｍｉｌｌ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在 ＳｕｔｔｅｒｓＭｉｌｌＣＭ陨石中，方解石有纳米级
（小于 １００ｎｍ）ＣＯ２Ｈ２Ｏ的流体包裹体，呈环带分布，包裹体中的流体可能是太阳系形成早期
的流体（Ｔｓｕｃｈｉｙａ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辉橄无球粒陨石中不同颗粒含有不等量的 Ｈ２Ｏ，其中，辉

石为（０．１～３８７）×１０－６、熔体包裹体为（２６～４１３０）×１０－６、充填物为（１１３０～７８５０）×１０－６，水的
含量降低、其氢同位素 δＤ组成变重（－２６８‰～＋４８５８‰）（Ｐｅｓｌ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９），表明地幔和地
核应保留着类似的原始流体组分。

１．１．２　地幔矿物流体包裹体拉曼光谱分析
对在地幔条件下合成含烃流体包裹体和地幔矿物中的流体包裹体研究表明，地幔中存

在流体和非生物成因烃。天然金刚石是在地幔中形成的矿物。因此，天然金刚石中流体包

裹体是封存的地幔流体，可以作为研究岩石圈以下 ＣＮＨＯ流体和金刚石生长环境的理想
样品。例如，印度河缝合带 Ｎｉｄａｒ蛇绿岩超高压橄榄岩矿物包裹体拉曼光谱测量表明，辉石
中有八面体晶形的金刚石包裹体和烃、氢流体包裹体，橄榄石中有金刚石假象的石墨、烃和

Ｈ２包裹体；包裹体和超高压矿物学资料以及退变质形成的 βＭｇ２ＳｉＯ４表明烃类来自上地幔
过渡带，橄榄岩中的金刚石是在地幔上涌过程中从 ＣＨ流体中晶出的（Ｄａ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７）。阿
尔卑斯含金刚石岩石中流体包裹体显微拉曼光谱测量表明，金刚石表面具有 ｓｐ２和 ｓｐ３键合
的非晶碳和羧酸官能团（羧酸、羧酸盐、甲基、亚甲基）涂层，表明金刚石成核是由亚稳态分子

前驱转变的，这不仅是地球深部流体中有机化合物合成金刚石的证据，也为地球深部存在有

机物化合物提供了新证据（Ｆｒｅｚｚｏｔｔｉ，２０１９）。在粉碎和加热金刚石过程中释放的气体中测到
了 ＣＯ２、Ｈ２Ｏ、ＣＯ、ＣＨ４、Ｈ２、Ｎ２（Ｍｅｌｔ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７５）以及稀有气体（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证
明地幔存在富 ＣＨＯＮ流体。在天然金刚石中还发现了固态 ＣＯ２，形成的压力大于 ５ＧＰａ，
对应深度大约 ２２０～２７０ｋｍ（Ｓｃｈｒａｕｄ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３）。在金伯利岩岩筒中的金刚石内有亚微米
级白云石、碳钙钾石和碳镁钠石，表明金刚石形成于 １３００℃以上的碱性碳酸盐熔体，环境压
力５～７ＧＰａ（Ｌｏｇｖｉｎｏ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津巴布韦克拉通东部 Ｍａｒａｎｇｅ冲积型矿藏中发现混合生
长习性（八面体＋立方体）的金刚石，其中快速生长的浅灰色立方形金刚石晶体富含 Ｈ２缺
陷，包裹了丰富的 ＣＨ４，且伴有石墨包裹体，而干净的八面体晶体部分仅含 Ｎ２。从晶体中心

到边缘，金刚石中 δ１３Ｃδ１５Ｎ和 Ｎ含量的同步变化反映了早期富 ＣＨ４的流体与晚期富集

ＣＯ２－３ 或 ＣＯ２流体混合的过程，这表明金刚石是从 ＣＨ４ＣＯ２流体晶出的（Ｓｍｉ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西非克拉通南部兹密榴辉岩金刚石中流体包裹体的碳同位素组成和氮浓度表明，金刚石形

成于还原性流体或失水的 ＣＨＯ流体（Ｓｍｉ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此外，超深金刚石来源深度可达
２７００～２９００ｋｍ，世界各地发现的超深金刚石中有固相、液相和气相包裹体，多数为含碳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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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含有非生物成因甲烷（郑昕雨等，２０２０），这意味着流体存在于整个地幔。
橄榄石及其异构体是地幔岩石的主要矿物。橄榄石中流体包裹体证明地幔内存在游离

的流体。比如，地幔捕虏体中封存的原始流体挥发分，其主要成分为 Ｈ２Ｏ、ＣＯ、Ｈ２，其次为
ＣＯ２以及少量 ＣＨ４等烃类（高金亮等，２０１７）。采自洋中脊、俯冲带和蛇绿岩带的 １６０个橄榄
石流体包裹体的分析结果表明，包裹体的主要成分为蛇纹石、水镁石、磁铁矿子矿物和气态

Ｈ２、ＣＨ４。热动力学研究资料表明高于 ４００℃热液进入上地幔和海底洋壳，岩石蚀变过程中
形成了流体包裹体；当温度低于 ３４０℃时，形成了包裹体壁上薄层的蛇纹石子晶，消耗了包
裹体内圈闭的 Ｈ２Ｏ；Ｆｅ

３＋
的沉淀形成强还原环境，Ｈ２还原无机碳形成 ＣＨ４（Ｋｌｅ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岛弧原始玄武岩橄榄石中熔融包裹体具有高的 Ｃｌ／Ｈ２Ｏ值，表明岩浆中含有

１．０～１５．０ｗｔ．％ ＮａＣｌ的水溶液（Ｗａｌｌａｃｅ，２００５）。在日本四国岛中部高压变质带榴辉岩相岩
石中发现了含 ＣＨ４气泡的 Ｈ２ＯＮａＣｌ（７．７ｗｔ．％）流体包裹体，在室温下，包裹体的液相和气

泡体积分别为８６．４μｍ３和１１．８μｍ３，ＣＨ４的分压为５．５ＭＰａ，气相中水蒸气含量为０．５９ｍｏｌ％，

ＣＨ４的密度 ４０７．７ｃｍ
３／ｍｏｌ（２４℃），液相的密度为 １７．６ｃｍ３／ｍｏｌ（７．７ｗｔ．％ＮａＣｌ）；包裹体整体

成分的质量分数为 ９１．８％Ｈ２Ｏ、０．５％ＣＨ４ 和 ７．７％ＮａＣｌ，整体摩尔体积为 １９．９ｃｍ３／ｍｏｌ
（Ｙｏｓｈｉｄ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上述研究不仅表明地幔中存在流体，而且揭示了其化学组成及相态。
１．２　高温高压矿物岩石实验

利用高温高压实验技术可以揭示地球深部（不同温压力下）可能存在的矿物相，流体组

成、赋存形式和流体对岩石物性的影响，同时也为解释地球物理探测资料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 １０００℃和 ２．４ＧＰａ的条件下 ＣＯＨ体系中存在流体组分，组分平衡分配受流体中
Ｏ／（Ｏ＋Ｈ）含量的控制（Ｈａｚ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在温度低于 １３００℃、压力为 ５ＧＰａ、控制氧逸度
（ＩＷ，ＭＭＯ）的条件下，使用金管密封橄榄石粉＋斜方辉石粉＋硬脂酸的实验产物中，橄榄石
中形成了流体包裹体，拉曼光谱测量表明该包裹体的组分为 ＣＨ４，这意味着上地幔条件可以

存在甲烷（Ｍａｔｊｕｓｃｈｋ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在 ５．５～７．８ＧＰａ、１１００～１４００℃、控制氧逸度（ＩＷ，ＭＭＯ）
的条件下进行的含氢流体与碳（炭黑状

１３Ｃ、石墨、金刚石）实验结果表明，在地幔条件下可以
形成烃，以气态烃为主（Ｃ２＞Ｃ１＞Ｃ３＞Ｃ４），还有少量不饱和烃和含苯环化合物（Ｓｏｋｏｌ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在常压条件下，高温时甲烷会发生分解，但在高温高压条件下甲烷分子发生聚合反
应形成高碳数烃类，这表明上地幔较高的温度压力区间若干种烃类可以稳定存在，甲烷稳定

存在的温度、压力范围更大（Ｋｏｌｅｓｎｉｋ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含水岩石体系高温高压实验表明橄榄石的异构体（高压相）含水量高达 １～３ｗｔ．％。这

些高压相熔融或退变质能够产生大量水。含水橄榄石体系在高温高压下形成的瓦兹利石和

林伍德石含水量可高达 ３ｗｔ．％左右（Ｓｍｙｔｈ，１９９４；Ｓｃｈｍａｎｄ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谢鸿森，２０１５；叶宇，
２０１６）。２０１４年，在巴西开采的Ⅱａ型钻石中首次发现天然的林伍德石（粒径约 ４０μｍ），其
化学组成证实了地幔过渡带富含流体（Ｐｅａ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根据斜方辉石电导率估算的软
流层中的电导率为 ４×１０－２～１×１０－１Ｓ／ｍ，相应的水含量为 ０．０１～０．０４ｗｔ．％（Ｄ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根据高压含水地幔矿物中的水和地表水作为地球总水量，其中大约 ９３．４ｗｔ．％赋存于地幔
（约 ６９％赋存于地幔过渡带），地表水仅占 ６．６％（谢鸿森，２０１５）。在下地幔的温压条件下，
铁与过量的水反应生成的 Ｐｙ相（ＦｅＯ２Ｈｘ）和氢化铁（ＦｅＨ），表明在下地幔可能存在这些含水
化合物（Ｍ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７）。δＨ固溶体（ＡｌＯ２ＨＭｇＳｉＯ４Ｈ２）等含水相也可能存在于下地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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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ｈｔａｎｉ，２０２０）。在 １３５ＧＰａ条件下，合成 δ（Ａｌ０．９５Ｆｅ０．０５）ＯＯＨ晶体掺入 ５ｍｏｌ％的铁导致

δＡｌＯＯＨ的体积增大，但使横波速度（ｖＳ）降低大约 ５％，这有助于解释下地幔底部 Ｄ″层的形
成（Ｓ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１）。核幔边界的Ｄ″层应该是富含初始挥发分的巨大流体库（Ｋ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２０）。

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地核的化学组成不仅包含铁和镍，还有轻的元素或挥发性组分。地

核的物质组成大约为 ８０％的铁、５％的镍以及 １５％的轻元素（如氢、氧、硅、碳、磷和硫等轻元
素）（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张友联等，２０１１；Ｌｉｔａｓ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因此，考虑到新发现的高温高压含
水矿物相和地核组成，地核与地幔中的水量应该比海水量高几个数量级。高压相含水矿物

熔融或相变为低压相即会产生熔体和游离的水流体。在核幔演化过程中，地核内的轻元素

逃逸可能是形成 Ｄ″层、地幔柱以及地震、火山的重要因素（张友联等，２０１１；Ｌｉｔａｓｏｖ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
１．３　地球物理探测宏观证据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流体活动是地球演化出圈层结构的决定性因素。流体富集和温

度升高会引起岩石的弹性波速和电导率的变化。地球经早期熔融、液态分异和流体运移形

成了圈层结构之后，持续的热传导（特别是热对流）形成了地球内部温度场非均匀变化。因

此，全球地幔的地震波速度和电导率的不均匀反映了流体分布的空间变化。宽频大地电磁

（ＭＴ）和长周期大地电磁（ＬＭＴ）探测结果表明，青藏高原东缘壳幔中（王绪本等，２０１７）、丽
江—小金河断裂带和楚雄盆地下地壳内（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０）以及大兴安岭—松辽盆地的壳幔内
（韩江涛等，２０１８）均存在富集流体的低速高导层。地球物理观测表明，上地幔过渡带边界处
的低速异常可能是由高能密含水岩浆引起的，而下地幔上部的 Ｑ值和横波异常区可能是由
流体或含水岩浆所致（Ｏｈｔａｎｉ，２０２０）。全球下地幔地震成像揭示了异常高流体压力导致剪
切波速降低，大型低剪切波速省（ＬＬＳＶＰｓ）标志着大规模流体富集区（Ｒｉｔｓｅ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显然，核幔边界的 Ｄ″层应该是巨大流体源（Ｋ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２０）。

地球物理研究表明，地震波速度对晶间流体的敏感性很强，但对晶体内结构水反应不敏

感，而电导率对晶间流体和晶体内结构水均很敏感（?ｚａｙｄ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这与岩石高温高
压实验结果一致。瓦兹利石和林伍德石的电导率相近，均比橄榄石电导率高一倍；在

１．０～３．０ＧＰａ和 ５００～６００℃的条件下，蛇纹石脱水导致岩石电导率增高 ３个数量级（杜建国
等，２０１０；谢鸿森，２０１５）。在岩石开始出现部分熔融时，其声波速度出现急剧下降，但电导
率没有明显变化；当部分熔融产生的流体增多、形成联通网络时，波速和电阻率均急剧减

小，流体的存在会使岩石产生类似于电解质溶液的电导机制（杜建国等，２０１０）。岩石电阻率
与水含量存在函数关系，因此，在适当的约束条件下利用大地电磁测量资料可以估算地幔内

的流体（熔体和水）含量（Ｅｖａ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ｚａｙｄ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大地电磁测量资料反演的
上地幔水含量与利用实验测量电导率数据估算的含水量相近（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此外，孔
隙结构影响岩石的电导率，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当颗粒介质中孔隙二面角（θ）小于 ６０°时，孔
隙流体形成联通的网络（Ｗａｔ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７）；流体中的电解质不仅可以降低流体的电阻，而
且有助于降低二面角，例如，在 ５ｗｔ．％ＮａＣｌ，甚至在 ２ＧＰａ和 １ｗｔ．％ＮａＣｌ时，流体中的电解质
能够显著降低橄榄石颗粒间二面角（小于 ６０°），形成联通的流体，导致高导地体的形成
（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这充分表明固体地球内大面积分布的低速高导体为流体富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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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期 杨帆等：地幔流体及其在地震孕育中的作用

２　地球深部流体在地震活动中的作用

地核和下地幔的流体属于高能密流体。这种高能密流体不断地向上逸散，给上地幔和

地壳输入大量物质和能量，在环太平洋、洋中脊和大陆裂谷等地带形成了大地热流通量很高

的地热田、火山和地震。全球地震活动带与火山带、地热带重叠以及地震震源下方常存在低

速高导层，这表明流体活动与地震孕育发生存在内在联系（车用太等，２００６；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中国大陆地球物理探测表明多数强地震发生在低高阻体过渡带、低泊松比地区，在震源下
部存在低速、高泊松比异常体，如青藏高原东缘多数大地震（王绪本等，２０１７）、海原弧形构造
区历史地震（莘海亮等，２０２０）、川滇地区地震（胡敏章等，２０２０）、吉林省前郭地震和松原地
震（杨宇等，２０１９；唐裕等，２０２１）、首都圈地区强地震（齐诚等，２００６；刘文玉等，２０１７）、郯庐
断裂带地震（徐常芳，２００３；Ｄ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均说明流体作用是导致地震的主要因素。在
印度西北部板内地震活动区，地球物理研究表明受断层控制的地幔流体动力能够产生中强

地震（Ｋｕｍ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对印度库奇地区地壳 ３Ｄ电阻率结构以及断裂带地表变形和余
震的系统研究表明，流体在地震孕育发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Ａｚｅｅ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地球物
理综合探测表明，博茨瓦纳壳幔内软化带（低速高导层）控制着地震活动，地幔流体向上运移

触发了 ２０１７年拉张带发生的强地震和余震（Ｍｏｏｒｋａｍｐ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智利中部板块俯冲带
存在不同深度的高导体，流体导致弧前地幔蚀变，控制了孕震带的展布（Ｃｏｒｄ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新西兰活动大陆裂谷中部岩石圈内存在的 １０～４０ｋｍ连续低速带表明，裂谷内震群产生的驱
动力来自深部流体（Ｒｅｙｎｅｒ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Ｖｉｄａｌｅ等（２００６）对美国南加州 ７１组独立的地震
序列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 ５７个序列震群没有主从关系，表明周期性地震活动归因于流
体压力波动。２０１１年 ３月 １１日日本发生大地震，１６个月之后在其板块边界断裂带进行的
为期 ９个月的海底钻孔（６６０～８２０ｍ）测温发现存在瞬态流体水平流动，测得的温度升高是深
部流体携带的热能引起的（Ｆｕｌ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这意味着断层带的热异常不是由摩擦产生
的，深部流体参与了地震活动。

地幔流体不仅能改变孕震介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而且为地震孕育的发生供给充足的

能量（张友联，２０１１；杜建国等，２０１８ａ、２０１８ｂ）。流体的物理和化学作用（孔隙压力、温度缓
冲、溶解、水解弱化等）直接影响岩石的强度以及地震的成核、传播和遏止（Ｖｉｏｌａｙ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根据流体的相态、作用方式和孕震的地质环境，可以将在地震孕育发生过程中流体
的作用归为 ４类：①断裂带流体的润滑和孔隙压力作用触发地震；②流体溶解、沉淀化学反
应改变岩石强度从而触发地震；③超高压流体聚集爆炸产生地震，④流体相变产生地震。

目前，有许多关于流体作用触发和产生地震的文献资料，在此进行归纳列举。

２．１　地震流体隐爆成因说
地核与下地幔流体反复幕式（运移—局部聚集—爆炸的循环）向上运移，直至排泄到大

气层为止（杜建国等，２０１８ａ、２０１８ｂ；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ａ）。无论是在脆性、粘弹性或柔性介质中，
当流体局部聚集使流体压力大于围岩束缚压力时，均会发生流体爆炸从而产生地震。流体

爆炸力越大，产生的地震震级越大，连续的爆炸产生慢地震，间歇性爆炸产生复发性地震或

震群，即隐爆可以产生不同震源深度、不同震级的各类型地震（图１）。
广泛分布的隐爆角砾岩是流体隐爆的产物，是古地震的确凿证据（刘巍等，２０００；Ｄ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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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软流层；Ｂ：地幔内 ４２０ｋｍ的不连续层；Ｃ：６７０ｋｍ的不连续层；Ｄ：核幔边界的 Ｄ″层。箭头方向表示深

部流体运移方向；白色星标表示不同深度的爆炸，其大小示意规模（震级）的大小；红线表示断裂；红色圆圈

及其大小表示震中和震级；黑色三角表示火山。断层降低了地壳的抗压强度，流体更容易在断裂带下方和附

近发生爆炸，形成地震震中，相对集中于断裂带及其附近

图１　隐爆产生地震的概念模型（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ａ）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ａ；杜建国等，２０１０、２０１８ａ、２０１８ｂ）。源于地核下地幔的高能密流体携带大
量热能，为地震孕育、岩浆起源和地热田形成提供了充足的能量，在全球性张性构造带，诸如

环太平洋海沟、大洋中脊、东印度洋海沟、非洲裂谷、地中海—黑海—里海—波斯湾、欧亚大

陆中部的伊塞克湖—阿拉湖—乌布苏湖—库苏古尔湖—贝加尔湖等裂谷系，形成了火山、地

热和地震带。此外，高能密流体活动在地壳中形成的大量多期石英脉也是古地震的标志。

地球内部流体爆炸可以在脆性、弹塑性、塑性介质中发生。地球内部弹性和塑性岩石破裂需

要快速加载，流体爆炸可产生天然的极快速加载作用。不同的流体爆炸作用方式和过程产

生不同的地震（图２）（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ａ）。流体爆炸导致含热液体系瞬态等温降压，流体溶解
力降低，使电解质沉淀形成脉体。实验表明急速降压导致的热液闪电式蒸发会形成纳米级

ＳｉＯ２颗粒沉淀（Ａｍａｇ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张先等（２００３）认为华北地区发生的若干 ８级地震是地
幔热流沿莫霍面断裂上涌至中、上地壳，在闭锁状态发生爆炸的产物。

２．２　圈闭隐爆致震说
在大型地堑地垒构造环境中，地壳内圈闭聚气—熔融岩浆—隐蔽爆破—楔块运动产生

地震（宋玉琳等，２００６；白思胜，２０１２）。由于地堑均发育在地壳内，因此该模型局限于解释
地堑系统内的浅源地震。

２．３　燃气爆炸致震说
岳中琦（２０１３）根据汶川地震发生时喷出大量岩石和四川盆地蕴藏丰富天然气，提出汶

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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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前震主震余震，ｔ０时刻高能流体不断涌入系统，ｔ１时刻流体小规模爆炸产生前震，ｔ２时刻主震发

生，随后产生余震。（ｂ）：慢地震，在 Δｔ时间内发生连续的流体（岩浆）爆炸，爆炸和通道是由快速流动岩浆沿

着较弱的层从 ｔ０到 ｔ１时间持续流动造成的，产生慢地震，同时形成岩床、岩墙或岩脉。（ｃ）：地震震群，随着流

体注入系统，在 ｔ０时间的流体爆炸产生首次地震震群，同时形成通道使流体进一步流动；随后在 ｔ１时间爆炸

产生新的地震震群；一段时间后，在 ｔ２时间又产生了地震震群，随后在 ｔ３时间再次爆炸产生地震震群。

（ｄ）：重复地震，表示两次大重复地震和余震发生在同一地点，较短 ｔ１时间段，流体相继爆炸产生两次大地震

以及同一地区的余震，随后较短时间内，在 ｔ２时间再发生大的爆炸，产生大地震

图２　不同流体爆炸过程产生不同地震的模式图（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ａ）

川 ８级地震是燃气爆炸形成的。然而，自然界可燃气体的聚集需要特殊的地质条件，因此该
模型的适应范围具有局限性。

２．４　岩石溶解和部分熔融致震说
流体可以使地幔和地壳岩石发生弱化、熔融和排气，导致地震等众多自然灾害发生（杜

乐天，２０１７）。超临界流体具有较强的溶解能力，岩石孔隙流体溶解作用降低岩石的强度，高
能流体降低岩石的熔融温度，促使岩石发生部分熔融，降低岩石抗压强度，导致地体位移产

生地震。岩浆上涌导致地壳脆性韧性过渡带的局部弱化，可能触发了某些大陆地震。熔融
物质的侵入，使大陆地壳的水力学或热力学性质产生扰动，致使中地壳的脆性韧性过渡带
附近的强度降低，形成弱化带，在区域应力作用下，弱化带变形导致应力集中，进而产生地震

（Ｍｏｏｒｋａｍｐｅｔａｌ，２０１９）。该模型强调了流体弱化孕震介质强度触发构造地震，难以解释
中深源地震的成因。

２．５　地震成因的外核对流顶托说
地球液态外核连续的对流团进入核幔边界，会顶托其上方的壳幔物质作上升运动，导致

壳幔物质温度升高，同时压缩壳幔岩石，岩石圈脆性层内的应力不断积累，当达到整个脆性

层的破裂强度时，导致脆性岩层振荡破裂产生地震（高晓清等，２０１６）。该模型是从地球整体
的角度解释岩石弹性回跳产生地震，但外核流体导致地震的作用机制尚需更多资料证明。

２．６　地震流体成因说
该学说最初于 １９９６年提出，认为地震断层带内上涌的高压流体使错动的岩体成为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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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在重力和水平力的作用下岩体发生快速的剪切错动，岩体具有的巨大重力势能转换为

动能而产生地震。主震发生后，在中、上地壳高渗透层内截封的深部高压流体，具有储能、拆

沉、解耦和润滑等作用，从而引发了大量的余震，并生成了许多活断层（徐常芳，２００３）。该模
型以地震弹性回跳理论为基础，强调流体压力作用触发构造地震，主要解释浅源地震的成

因。

２．７　地幔流体热能转化为应变能致震说
李德威（２００８）通过研究青藏高原地震发生规律，提出了大陆地震成因机理：大洋软流层

的流体流入大陆底部加厚了地幔软流层，流体底辟进入大陆地壳，带入巨量热能，在下地壳

孕育板内地震，在中地壳韧脆性剪切带积累能量，形成震源层，热能应变能转化产生地震。
该模型的发震机制仍属于地震弹性回跳理论，强调地震释放的能量源于地幔流体传输的热

能，在震源介质中转化为应变能，应变能释放产生地震，主要解释地壳内地震的成因。

２．８　超临界流体相变致震说
该学说有两个典型的地震成因模型。一个模型为地震的超临界水流体退相爆发成因模

型：超临界水为高温高压热流体，含巨大的内能，可大量运移，集聚及临震减压排气，进而退

相爆发产生地震（曾明果，２００９）。另外一个模型为水的临界奇异性致震说：地壳和上地幔中
脆性、韧性断裂带降压和聚水导致局部的压力下降和温度升高，当达到水的临界温度和压力

时，引发水的二级相变，水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发生奇异性突变导致地壳和上地幔局部的力学

性质突然减弱，引发局部水热爆炸而触发地震（胡宝群等，２０２０），该模型强调超临界水的二
级相变释放能量是产生地震的主要因素，适用于解释低密度流体产生或触发的地震。

２．９　断层带流体润滑致震说
该学说的理论依据是经典的弹性流体动力润滑理论，即在两个亚平行和粗糙表面之间

薄的粘性流体受剪切而产生的超压所引起的弱化。断层两盘位移需要克服断层面的摩擦

力，断层带的流体在岩石和矿物颗粒表面形成薄膜，起到流体动力润滑的作用，减小两盘间

的摩擦力，促进断层位移产生地震。断裂带流体润滑作用取决于多种因素（Ｖｉｏｌａｙ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Ｃｏｒｎｅｌｉ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２．１０　孔隙流体压力弱化断层触发地震说

该学说于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提出，断裂带内部孔隙流体压力影响断裂带的力学行为，在应
力作用下，垂直于断层面的正压力加大了断层的摩擦力，阻止断层滑动。但是，断层带的流

体压力抵消正压力，降低了摩擦力，有利于断层滑动。断裂带孔隙流体压力的瞬态变化会导

致断层蠕变或失稳滑移产生地震（Ｂｙｅｒｌｅｅ，１９９０；Ｆａｕｌｋ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模型以地震弹性回跳
理论为基础，强调流体作用如何促进岩石释放应变能产生地震，适合解释脆性岩石中产生的

小地震，因为岩石聚集的应变能很有限（杜建国等，２０１８ａ、２０１８ｂ）。

３　结语

行星化学和地球化学、地幔矿物流体包裹体、地球物理测深资料和矿物岩石高温高压实

验表明，地幔保留了初始流体组分，水存在于整个地幔，地幔过渡带和 Ｄ″层为流体富集带。
地幔内的流体以游离态和结构水的形式存在。结构水在高压含水矿物熔融和转变为低压相

时产生流体。地幔内的总水量比海水总量高出几个数量级。地核含有挥发性流体，并向 Ｄ″

０４４

ＣＭＹＫ



３期 杨帆等：地幔流体及其在地震孕育中的作用

层逃逸。地幔流体是高能密流体，为地震孕育和其他地质过程提供热能和成矿物质。尽管

已经有多种流体导致地震的学说，但是多数是以断层位错产生地震为基础，强调流体的触发

作用，在解释中深源地震和大地震产生机理方面有较大的局限性。由本文可知，流体隐爆
应该是产生地震的最重要机制，能够解释不同深度、不同震级的各类型地震的形成。

迄今为止，地幔和地核中确切的物质组成尚无定论，这导致对地球内部物理、化学性质

和物质运动认识的不确定性。因此，为澄清地幔流体的行为及其与地震的关系，应该按照从

“原子到地球、从原子分子动力学到地球动力学”的科学观（杜建国等，２０１０）深入开展工作：
（１）揭示地核、地幔的物质组成及其赋存相态，同时为地球物理探测资料解释提供新依

据；

（２）研究地幔温压条件下流体的行为；
（３）研究地幔温压条件下流体岩石相互作用的化学动力学过程；
（４）寻求新方法破解地幔流体携带的各种深部信息；
（５）深入研究流体爆炸产生地震的地质环境和动力学条件，为预测地震提供新的科学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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