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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时华业第四活跃期 高潮期强 震发生前中小地震的时
、

空
、

.

强分布图象

的研究
,

发现每次七 级以 上强 震发生前 区域地震活动都经 历过一个类似 的阶段

性 变化过程
,

我们称 为强震孕育阶段过程
。

华湘地震活魂高潮期就是由若干个

这样的孕 震过程所组 成
。 、 几 。 , `

华湘强震孕育过程都可
、

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
,

即预备期 ( A期 )
、

激进

期 ( B期 )
、

逼震期
’

( c期 )
。 -

这三个时期地震活动具有的特点和某些规律性反映了华北地下介质应力应

变的变化过程与现有的破裂机制棍念相一致
。

因此认为强震的孕育不仅取决于

区域应 力场的作 用
,
而 且与区域 内中小地震活动 的 变化和进程密切相关

,

同时

提 出一个简单的孕震模式
-
“ 胆 导模式
” 。

一
、

华北强震前兆信息的提取

龟

华北有史 以来地震活动表现有 明显的不均匀性
,

至今大致可 以划分出四个活跃期
。

在活跃

期的高潮期中七级以上地震常常连续成串发生
。

如 1 6 6 8一 1 6 9 5年的二十七年中接连发生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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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成 串强震的发生是有机联系的整体
,

是在统一区域应力场 作用下地壳持续变动的产

物
。

从总的活动性去探讨强震发生的前兆信息
,

这就是整体性
。

同时
,

华北每次七级 以上强震的孕育和发生又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阶段
,

形成一次七级以

上强震孕育的区域应力场足以控制和影响到整个华北面上的地震活动
,

这些中小地震的发生

和发展无 一不是区域应力作用的结果
。

在统
一
应力场的区域中

,

中小地震活动和强震的孕育

是紧密相连的
,

强震是它们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必然结果
。

每次七级 以上地震的孕育表现为一

个独立完整的阶段过程
,

这就是阶段性
。

不言而喻
,

华 北 成 串 强 霍 发 生 的 总 过 程 是 由 这 一 个

个 强 震 孕 育 阶 段 过 程 所
组 成

。 、
`



4 卷

’ `

根 据 华 北 历 史 地 震 资 料 的 统 计 分 析

、

地 震 活 动 相 关 性 和 震 源 机 制 测 定

,

我 们 认 为 把 东 经

1 1 0
。

一
1 2 4
。 ,

北 纬
3 5
“

一 42
。

这 】样 一个 区 域 视 为 一 个 受 到 统 一 区 域 应 力 场 作 用 的 块 体 来 考 虑

是 比较 恰 当 的
。

这 也 就 是 本 文 研 究 地 震 活 动 性 的

“
华 北
”
空 间 范 围

。

近 代 强 震 成 串 发 生 的 总 过 程 的 起 始 时 间 从
1 9 6 3

年 算 起
。

我 们 根 据 的 原 则 是

:
( 1 )这 个大

释 放过 程起 始 时 间不 宜取 得过 前
; ( 2 )华 北地 震活 动 的频 度

、

强 度 从
19 6 3年 开 始 明显 增 强

,

开 仕 外 围 反 生
内

家 办 生 特
石 旗 .5 雇级中强震

,

预 示 华 北 地 区 已 进 入 扮 个 地 震 活 动 高 潮 期

。

震 级 我 们 取 华 北 所 有 的 大 于
2

.

3级 的 地 震
,

因
为 这 些 地 震 的 记 录 完 整

,

另 外 七 级 以 上 的

地 震 的 孕 育 过 程 也 可
以 从 这 些 地 震 活 动 上 得 到

.

充 分

的

体

现

。

这 样

,

华 北 地 区 从 邢 台 地 震 到 唐 山 地 震 的 总
过 程

就 是 由 四 个 独 立 的 孕 震 阶 段 组 成 的

:

① 1 9 6 3年 一 邢 台 地 震
; ②邢 台 地 震 一 渤 海 地 震 , ③渤 海 地 震 一 海 城 地 震

, ④海 城 地 震 一 唐 山

地 震
。

以 上 四 个 孕 震 阶 段 中

,

大 小 地 震 活 动 分 别 是 独 立 的

,

各 阶 段 地 震 活 动 彼 此 不 能 重 复 使

用

。

业 且 每 次 强 震 后 的 余 震 活 动 不 能 做 为 下 一 个 孕 震 阶 段 中 的 地 震 活 动

,

但 可 以 参 加 以 后 各

孕 震 阶 段 的 讨 论

。
`

四

气

次 强 震 孕 育 阶
段
地
蔚
活
动
见 图

1 一 4
’

。

“

乡

沙嚼?
。. 。

咐
漏 气

.

奋 0 ,

0 . 0

石 倪 压
.

邢 台 地 震 前 ( l习6 3二 19 6 5年 3 月 )

一, .ù

口人泪O一石心3之写̀01
卜LL月卜

M s
) 2
、

3 级 地 震 震 中 分 布 图

O

O

呼 字 」自 姆

O

。 。

赞

心

.

浦

。 、 .

碳

“

:
夕 厂气气
“ ’

丫

。

犷

乡

扩
瓶

,

. 曰 公 扳

谬

” .
护

.

几

。

.

/ !曾
.

从 、 !弓

l知 下列

卜0曰咯 9

巨 0 . 5 9 0 月 甘 溯
嗽口. 呜 早 O叭 退娜

李O ~ , , . 坦 幼 侧

盆O一 2户

图
2

:

三

渤 海 地 震 前
( 士96 6年 3 月 一 1 9 6 9年 7 月 )

M 。 > 2
、

3 级 地 震 震 中 分 布 图



3 期
`

卫 鹏
飞

:
华 韭 强 震 孕 育 的 地 震 活 动 性 5 9飞

公 谈 户 川
:
’ ·

几

一 ’

吮

,

万

’ , - 一

“
、

一

`

二

写

七
厂

介

、
、 ·
、

火

一

霖 二

气

一 一 一 一 ` 一 ~

oo
“

{匆 日
. 、 .

。 一 。 一 佗

食

矛̀ 冲~
尸 、 `

气

、 勺
咬 `

、
.

气 丹

矛

口

。宁 寸
呈

, . , 含
品

巷

命 斗
恤

朋麒叭

O

:
哟瑚州州小

0 0 . 0

撼

图 召
海 城 地 震 前 ( 1 9 6 9年 7 月 一 19 75 年 2 月 )

厂 M s

乡
2
、

3 级 地 震 震 中 分 布 图 “

.

课

’ 。

;
’

。

厂

“

奋

其

龟 . 石 嘴 层

尸

.

沪

切

。

汾 臼
翔

、 。
熟

` 悠 之石
-

产

“ 。
卢 段ō

别毋.ù
·

ù一

O
` 。一 ` 9

O 幼一S ,

O 今O~ 4 q

O 含O~ 含,
O一 ,口 」 7 ,

O 琦 . 的
O 忍 口 曰

. 娜 , .

图 4 唐 山 地
震 前 (

工97 5年 2 月 一 1 97 6年 7
月

.

)
_

M 。 ) 2
、

3 级 地 震 震 中分 布 图
-

一

二

、

华 北 强 震 孕 育 阶 段 的 探 讨

睡

味 尸

1
.

孕
震 阶 段 中 三 个 时 期 的 划 分 通 过 对 华 北

四
次 强

震 孕
育 阶

段
中 地 震

活
动 性 的 分 析

,

不

难 看 出 任 何 一 个 孕 震 阶 段 都 由 两 次 转 折 划 分 出 三 个 发 展 时 期

:

预 备 期
( A 期 ) 表 示尸 次强 震后

,

地 震 活 动 调 整

、

布 局 和 初 具 规 模 时 期

。

这 时 地 震 活 动

水 平 相 对 较 低

,
一

时 而 稍 强

,

空 间 上 活 动 面 广

,

较 为 零 散 和 均 匀 分 布

。

激 进 期
( B期 ) 表示 地震 活 动充分 发 育和 大规 模 活跃 时期

。

往 往 有 一 定 的 空 间 分 布

,

以

出 现 过 渡 震

、

早 期 前 震

、

中 等 震 群 等 大 量 地 震
活 动 为 特 征

。

伴 随 华 北 区 域 地 震 的 活 跃

,

外 围

邻 近 地 区 往 往 发 生 一 些
5 一 6 级 外 环 震

。

如 海 城 阶 段 中 发 生 的 宁 夏 吴 忠
5

.

3级
、

江 苏 漂 阳
5

.

5

级 地
震 { 唐 山阶段中发生 的黄海 5 : 3级 地 震

。

一

:
震 逼 期 (

「

己
期

)
一
时 向上接 近强 震 的发生

,

地 震 活 动 明 显 收 缩

,

地 震 活 动 反 而 相 对 减 少 和

平 静

,

空 间 上 有 向 未 来 震 中 区 逼 进 的 趋 向

。 .
.

:
`

_
. .

、
· 、

“ 厂

`
六
书

润 震 孕 育 阶 段 中
;
这 主 个 时 期 的 划 分 不 取 决 于 时 间 的 分 布

,
一

因 为 每 个 孕 震 阶 段 的 时
何 各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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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短

,

主 要 是 根 据 地 震 活 动 特 点 决 定 的

。

三 个 时 期 的 变
更 以 转 折 震 出 现 为 标 志

,

整 个 孕 震 阶

段 完 全 是 通 过 二 次 转 折 震 的 出 现 划 分 为 三 个 不 同 的 时 期

。

2
.

概 念 的 含 义 上 面 提 出 的 各 种 地 震 概 念 我

们

赋
于

的 含
义

如
下

:

转 折 震 (亦称 信号 震 ) 指在 强 震孕育 阶段 中 出现 的伴 随在强 度上 和 空间上 发生显 著 变化

的地 震
,

称 为 转 折 震

。

就 是 说 在 前 段 地 震 活 动 低 水 平 背 景 上 突 然 出 现 的 中 强 震

,

而 且 伴 随 远

跳 现 象

,

从 而 促 成 华 北 地 震 活 动 的 强 度 和 空 间 随 之 发 生 变 化

。

转 折 震 的 震 级 必 须 比 它 之 前 的

地 震 的 平 均 震 级 高
1

.

5级 以上
、
还 要 大 大 高 于 它 前 面 的 余 震 活 动 水 平

,

一 般 近 20 天 内不 得 有

超过它的余震出现
。

根 据 华 北 地 震 活 动 水 平 得 出

,

转 折 震 应 大 于
4

.

4级
。

过 渡 震 强 震 孕 育 阶 段 中 地 震 必 然 有 一 个 从 低 级 到 高 级 的 发 展 过 程

,

在 强 度 上 一 定 会

有 一 些 过 渡 的 中 强 地 震 发 生

。

我 们 指 在 孕 震 阶 段 中 出 现 的 强 度 达 到
5

.

。级 以 上 的 地 震 为 过 渡

震
。

早 期 前 震 在 强 震 发 生 前 一

、

二 年 或 几 个 月 内 在 震 源 附
近 发 生 的

3 一 4 级 地 震
,

称 为

早 期 前 震

。

它 既 早 于 序 列 前 震

,

又 大 大 晚 于 通 常 所 指 的 广 义 前 震

。

华 北 强 展 孕 瓜 过 程 的 划 分 表 I

乡

邢台前 渤海前 海城前 唐山前 目 前

1 5% 13 %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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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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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

1 0
。

2 2

繁 峙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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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

4
。

24

渤 海 4
。

8

74 。 5
。

7

大 城 4
。 4

7 6
。

4
。

2 2

武 安 4
。

5

8 1
。

12
。

6

登转折咫

2 0 %

释能比率通挑期

中 等 震 群 短 期 内 ( 一般 指二
、

三 天 ) 在 一 个小 范围 里连 续发生 三 次 以上大 于或 等于

2
.

3 级 地 震 的 地 震 群 称 中 等 震 群
,

以 区 别 子
1一 2 级小 震群

。

中 等 震 群 的 主 震 符 合 条 件 者 亦

可 作 为 转 折 震 或 过 渡 震

。

3
,

征 兆 的 认 识 说 明 了 上 述 概 念 之 后

,

我 们 就 可 以 把 华 北 四 次 强 震 孕 育 阶 段 及 目 前 状



3 期 卫 鹏 飞
:

华 北 强 震 孕 育 的 地 震 活 动 性

卜

况 分 期 列 入 表 I 中
。

根 据 中 小 地 震 活 动 图 象 分 别 作 出 每 个 孕 震 阶 段 的 分 期 征 兆 图
5 一 8

,

从

时 空 变 化 规 律

,

对 其 进 行 探 讨

。

A 期 地震 活动 扩散 边 界 区往往 已达到 下次 强震 发生 的 地方
,

尤 其 以 大 于 3
.

。级 地 震 为 多

的 散 落 边 缘 地 段 作 为 初 步 监 视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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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震 活 动 条 带 分 布
。

特 别 是 八 期 中 已 出 现 的 条 带 与
B期或 C期形 成的 条带交 汇部 位 和 两

端 部 更应 注意
。

B期 中 已出现过 3一 4级 地 震 的 地 方
,

后 来
又 较 长 时 间 只 有 小 震

,

可 能 一 些 具 有 早 期 前

震 性 质

,

若 还 有 短 条 带 指 向 此 处

,

则 更 应 注 意

。

未 来 强 震 发 生 地 点 往 往 远 离 中 等 震 群 区

,

而
5 一 6 级 过 渡 震 却 发 生 在 靠 近 震 群 区

。

激 进 期 应 变 能 释 放 比 率 达 到 70 %
,

是 孕
震 过 程 将 转 入 短 期 的 重 要 信 号

。

C期 地震 活动绝 大 多数 向震 中 区收缩
,

但 也 有 个 别 处 于 震 中 的 一 侧

。

进 入
C期一 年或 半年 内发 生 强震

。

空 间 收 缩 大 致 呈 指 数 衰 减

。

C期收 缩范 围 约为 华北全 区面 积 的十分 之 一
,

强 震 震 源 区 又

约 为
C期范 围 的十分 之 一

。

4
.

物 理 意
义

华 北 强 震 孕 育 过 程 可
以

看 作 华 北 块 体 这 块 不 均 匀 介 质 在 一 个 稳 定 的
区

域

应 力 作 用 下 受
压

的
过

程

,

它 出 现 的 三 个 时 期 大 致 相 当 于 均 匀 裂 隙 发 生 期
,
裂 隙 相 互 作 用 加 速

产 生 裂 隙 期
,
不 稳 定 裂 隙 产 生 期 和 形 成 断 裂 期

,

这 已 为 破 裂 机 制 概 念 和 实 验 资 料 所 确 定

。

这

里 宏 观 破 裂 资 料

—
地震活动性具体找出了裂隙转折的标志。 而 这 种 转 折 与 前 兆 资 料 的 变 化

在 时 间 上 往 往 是 吻 合 的

。 ·

劝

三

、

讨 论

,
1

.

基 本 设 想
地

震
活 动

是
地

壳 突 然 发 生 弹
塑

性 破 裂 的 最 直 接 的 反 映

,

是 地 壳 或 上 地 慢

应 力 应 变 的 产 物

。

地 震 活 动 可 以 作 为 该 部 位 受 到 应 力 应 变 的

“
指 示 灯
” 。

用 大 量 地 震 活 动 的

、

空

、

强 变 化 特 征 可 以
反
映 地 壳 应 力 应 变 的 发 展 变 化

。

应 力 是 向 薄 弱 地 段 ( 如 断 裂 交 汇

、

端 部

、

拐 点 等 ) 或易矛 积 累应 力 的高值 区 (如
高
密 度岩 石 闭锁 区 )不断 传 递

、

集 中 和 积

。

一 次 地 震 发 生 以 后

,

不 仅 使 该 地 局 部 应 力 场 有 所 变 化

,

同 时 也 使 该 地 的 岩 石 力 学 性 质 发

时部累

生 变 化

,

因 此 在 一 段 时 间 里 积 累 应 力 的 条 件 随 之
改

变

,

可 暂 不 再 积 累 应 力

。

这 是 因 为 摩 擦

、

热 等 作 用

,

局 部 介 质 可 能 塑 化

,

不 利 于 应 力 的 积
累

和 破 裂 的 继 续 发 育

。

地 震 活 动 时

、

空

、

强

变 化 规 模 和 强 度 对 应 于 形 成 它 们 的 应 力 场

,

就 是 说 相 应 是 等 量 级 尺 度 的

。

全 球 巨 大 地 震 的 发

生 受 全 球 弹 性 应 力 场 控 制

,

范 围 大

,

震 级 高

。

反 之

,

小 地 震 仅 受 局 部 应 力 作 用

,

影 响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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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聪 强 震 孕 育 的 地 震 活 动 性

扮

巷

龟

舀

,

、 尸

小
。

_

中 强 地 震 的 应 力 场 是 中 等 量 级 尺 度 的

。

一

2
.

华 北 孕 震

“
阻 导
”
模 式
卜
华 北 地 区 在 一 个 持 续 稳 定 的 区 域 应 力 场 作 用 下 乡 二 次 强 震

的 发 生 使 积 累 的 应 变 能 得 到 一 次 充 分 的 释 放
,

同 时 进 入 下 一 个 强 震 的 孕 育 过 程

。

这 个 过 程 应

力 应 变 情 况 就 是 直 接 通 过 三 个 时 期 中 地 震 活 动 的 变 化 反 应 出 来 的

。

A 期
:

一 次 强 震 孕 育 过 程

的 开 始 阶 段 发 生 后

,

断 裂 位 移

,

应 变 能 充 分 释 放

,

对 于 原 来 紧 张 的 应 力 作 用 是 一 次 短 暂 的 卸

载 和 普 遍 的 调 整 时 期

。

由 于 区 域 应 力 暂 时 缓 解

,

应 力 作 用 强 度 相 应 降 低

,

作 用 点 显 得 多 而 分

散

,

强 度 不 大 而 分 布 均 匀

。

表 现 为 地 震 活 动 分 布 广

,

震 级 小

。

但 随 着 区 域 应 力 场 的 持

一

续 作

用

.

,

岩 层 各 部 位 渐 渐 重 新 紧 张 起 来

,

导 致 应 力 逐 步 加 强 而 向 某 些 区 域 汇 集

。

B期
:

区 域 应 力 渐 渐 加 强

,

华 北 面 上 已 发 生 过 分 散 中 小 地 震 的 地 方 的 介 质 条 件 产 生 一 定

变 化

,

暂 时 不 再 积 累 应 力

,

应 力

.

积 累
点

相 对 变 少

,

区
域 应 力 不 再 分 散 受 阻 而 集 中 在

`

某
些

地

区

,

应 力 强 度 提 高

。

中 小 地 震
“
导 通
”
了 应 力 的 传 递 途 径

,

使 某 些 部 位 应 力 相 对 集 中 而 加

强

,

我 们 简 称

“
导 通
” 。
地 下 介 质 经 过 中 小 地 震 活 动 以 后

,

应 力 达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饱 和

,

区 域 应

力 作 用 就 被 传 递 到 某 些 薄 弱 地 区 或 易 于 积 累 应 力 的 地 段

,

这 就 是
B期 勾 划的 空 间范 围

,
.

实 际

资 料 表
明

,

在 华 北 主 要 是 太 行 山 两 侧 地 区 ( 山西 盆地 和冀 中坳 陷 )
。
·

由
于 区

域 应 力 的 不 断 输

送

,

积 累 了 大 量 应 变 能

,
、

使 得 此
地 地

震
活
动
极 为

活
跃

,

广 泛 发 育 着 中 强 地 震 和 地 震 群

。
.

C期
:

区 域 应 力 场 作 用 不 断 加 强

,
B期所 占地 区的地 下介质 通 过

’

大 量 地

`

震 活 动 又 一 次

“ 导 通
” ,

区 内 介 质 达 到 高 一
级 的 饱 和

,

这 块 地 区 暂 不
再 积 累 更 强 的 应 力

,

因 此 区 域 应 力 作

用 又 源 源 不 断 地 传 递 到 那 些 介 质 条 件 更 坚 硬

,

摩 擦 极 限 极 高 的 地 区

,

形 成 所 谓 应 力 高 值 区 或

闭 锁 地 段

。

由 于 摩 擦 极 限 高

,

小 震 相 对 减 少

,

活 动 空 间 明 显 收 缩

,

应 力 已 达 高 度 集 中

,

形 成

强 有 力 的 震 源 应 力 场

。

其 作 用 超 过 岩 石 耐 剪 强 度

,

便 破 裂 爆 发 强 烈 地 震

。

因 此

,

华 北 块 体 孕 震 阶 段 三 个 时 期 的 演 变 过 程 可 归 结 为

:

在 区 域 应 力 场 的 持 续 作 用 下

,

应 力 分
散

积 累 生 少 地
藻

活 动 , 应力集中积累 , 强震 这样

:
一 , . .

_

( 低 阻 ) ( 导 通 )
。

.

( 高阻 )
.

一
个 简 单 模 式

,

称 为

“
阻 导
”
模 式

。 、
,

`
. _ 「

` . _ 、

、

因 而 华 北 强 震 发 生 不

.

仅 取 决
于

区
域 应 力 作 用 的

大
小

,

还 与 区 域 内 应 力

“
阻 导
”

.

而 集 中 的

的 进 程 有 关

。

直 接 反 映 在 中 小 地 震 活 动 与 强 震 发 生 的 密 切 关 系 上

。
一 ` .

,

韦
森

在
19 73 年指出

,
’

小
震 活

动
同 中

等
强 度 或 大 地 震 孕 育 之

间
的
关
系

,
’

有 可 能 为 我 们 提 供

强 有 力 的 地 震 预 报 手 段

。

同 时 也 描 绘 了 一 个 模 式

,

提 出

“
阻 延 区
”
的 概 念

,
.

指 出

,

在 阻 延 区

上

,

应 力 与 强 度 之 间 的 差 别 是 不 均 匀 的
,
·

只 要 局
部
地 区 达

到
破 坏 标

准

,

那 里 就 会 发 生 小 震 `

一 个 个 小 震 将 使 应 力 与 强 度 之 间 的 差 别 在 空 间 上 消 失
。

因 为 应 力 与 强 度 之 间 的 差 别 在 空 间 上

的 不 规 则 性 已 消 失 了

,

结 果 就 发 生 一 次 较 大 的 地 震

。

韦 森 明 确 地 提 出

,

中 等 强 度 地 震 前 的 小

震 不 仅 是 适 应 于 地 震 滑 动 的 环 境 的 联 兆

,

它 们 也 可 能 是 导 致 中 等 强 度 地 震 中 发 生 破 坏 过 秒 的

一 个 基 本 部 分

。

当 然

,

我 们 这 里 研 究 的 区 域 要 广 一 些

。

3
.

地 震 产 生 的 总 体 过 程 为
了

研 究 方 便 和 验 证 华 北 强 震 的 孕 震 过 程

,

我 们 提 出 一 个 孕

震 总 体 过 程

。

一 级

:

虽 然 目 前 对 地 震 的 力 源 尚 有 多 种 解 释

,

如 地 球 自 转 角 速 度 的 变 化

、

极 移

、

椭 率 变

化

、

潮 汐 摩 擦 和 地 馒 对 流

、

板 块 漂 移 等

。

但 是

,

由 这 些 力 源 形 成 一 个 全 球 弹 性 应 力 场

。

在 这

种 应 力 场 的 作 用 下

,

应 力 传 递 集 中 在 全 球 几 个 大 构 造 带 上

,

也 就 是 容 易 积 累 应 力 的 几 个 板 块

边 界 上

,

如 环 太 平 洋 地 震 带

,

阿 尔 卑 斯 一 喜 马 拉 雅 地 震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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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级
:

板 块 互 相 碰 撞 挤 压 的 力 及 其 变 化 要 不 断 地 被 传 递 汇 集 到 板 内 某 些 易 于 聚 集 应 力 的

大 构 造 单 元 上

,

形 成 一 个 或 数 个 大 构 造 单 元 应 力 场

,

如 板 内 地 震 活 跃 的 中 国 大 陆 及 其 邻 近 地

区

。

三 级

:

在 大 构 造 单 元 应 力 场 的 作 用 下

,

应 力 叉 被 传 递 到 某 些 容 易 积 累 应 力 的 区 域

,

形 成

一 个 或 数 个 区 域 应 力 场

,

如 华 北

、

川 滇 等 地 震 活 动
区

。

四
级

:

在 区 域 应 力 场 的 作 用 下

,

应 力 又 进 一
步 被 传 递 集 中 在 区 域 内 某 些 薄 弱 地 带

、

地 段

和 易 于 集 中 应 力 的 闭 锁 地 区

。

在 应 力 高 度 集 中 的 地 方 形 成
强 有 力 的 震 源 应 力 场

。

区 域 应 力 场 强 而 持 久

,

处 于 高 潮 期

,

就 往 往 形 成 多 个 震 源 应 力 场

,

最 后 陆 续 突 破

,

发 生

一 次 次 强 震

。

从 以 上 总 体 过 程 中

,

我 们 可 以 得 知

,

华 北 孕
震

过 程 属 于 总 过 程 中 的 四 级 过 程

。

区 域 应 力

场 这 一 级 过 程 的 作 用 已 为 许 多 研 究 所 证 实

。

由 于 有 了 这 个 总 过 程

,

可 以 容 易 地 解 释 一 个 时 期 里 同 时 形 成 华 北

、

川 滇 等 多 个 活 动 区
,

某 大 地 震 带 与 某 个 地 震 活 动 区 的 相 关 性
,
为 什 么 区 域 应 力 场 会 有 随 时 间 的 强 弱 变 化 等

。

当

然

,

对 于 一

、

二

、

三 级 之 间 应 力 传 递

、

集 中 和 应 变 变 化 的 过 程 几 乎 还 一 无 所 知

。

我 们 以 上 阐

述 的 华 北 强 震 孕 育 过 程 往 往 使 人 误 以 为 孕 育 一 个 七 级 以 上 地 震 似 乎 只 有 两

、

三 年 时 间

,

这 与

通 常 认 为 一 次 强 震 孕 育 需 要 几 十 年 的 应 变 积 累 是 矛 盾 的

。

实 际 上 从 总 过 程 中 就 可 以 得 知

,

我

们 所 说 的 华 北 孕 震 过 程 阐 明 的 仅 仅 是 第
四

级 演 变 过 程

,

而 通 常 所 指 的 长 时 间 弹 性 压 缩 变 形 阶

段 的 应 变 积 累 相 当 我 们 所 说 的 三

、

四 两 级 过 程

。

( 本 文 1 9 8 0年 5 月 4 日收 到 )

,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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