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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陆 5 级以上地震成丛活动特征剖析
公

汤 泉

( 国家地 震局 兰 州 地震研 究所 )

摘 要

本 文 分 析 了 1 9 8 8 年 以 来我 国大陆 5 级 以 上地 震 的活动
,

对 其成丛活 动 的特征进行 了剖

析
。

提 出 了应 用 5 级 以 上 地 襄缺 衰持续时 问 : 预 浏木来我国大 陆发 生 6 级 以 上地 襄的 实用 指

标
,

并 对指 标 的应 用进 行 了讨论
。

一
、

前
- 山一 .

口

从减轻地震灾害的 目的出发
,

研究 5 级以上地震的活动特点具有实际的意义
。

近几年来
.

人们发现我国大陆 5 级以上地 震具有成丛
一

活动的特点
,

即 5 级以上地震在时间

上有密集
、

平静的特点
。

以 1 9 9 0 年为例
,

从 4 月 9 日至 6 月 2 日的 54 天中
,

共发生 5 级以

上 地震 7 次
,

平均不到 8 天就发生一次
。

而从 6 月 2 日至 8 月 4 日的 6 3 夭内
,

却没有一次 5

级以 上地震发生
。

因此
,

当我国大陆在一个被长时间段内缺少 5 级地震时
,

就为今后发生另

一次成丛地震活动提供 了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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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9 8 8一 1 9 91 年 6 月我 国大陆 5 级 以 上 地 震的 M一 t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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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一丛地震活动 中
,

有没有 6
·

级 以上地震发生
,

这是监测预报工作关注的重点
。

本

文试图通过 对大陆发生的 5 级以上地震的时间分布特征去预测未来
’

6 级 以上地震的发生
。

具

体地说
,

就是应用 5 级以上地震缺震持续时间参数
` ,

研究它与我国大陆发生的 6 级以上地震

的关系
,

以期为 6 级以上地震的短期预报提供一个判据
。

二
、
资料与分析

·

本文以国家地震局公布的地震速报结果为资料来源
,

取 坤 8 8 年 以来
,

我国大陆发生的 5

级以上地震为原始资料
。

图 1 为 1 9 8 8 年一 1 9 91 年 6 月我国大陆 5 级以上地震的 M 一 t 图
。

根据上述资料计算 出每两次 5 级以上地震的相隔时向
t (天 )

。

如果在一天内发生了两次以上

的 5 级地震
,

则作为一次地震事件处理
。

以地震事件序号为横座标
,

两次 5 级以上地震的相

隔时间 : 为纵座标绘图
,

见图 2
。

图中同时标出了 1 , 8 8 年以来我国大陆发生的 6 级以上地

震
。

需要说明的是
,

1 9 8 8 年 11 月 6 日澜沦 7
.

6
、

7
.

2 级地震的余震
,

即 1 9 8 9 年 5 月 7 日

发生在耿马的 乐 2 级地震未标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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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2 我 国大陆 两次 5 级 以上地衰 问 隔时 问与 6 级 地衷 的 关 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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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的分析
,

可发现如下两点现象
:

1
、 t ) 3 9 天为大陆将要发生 6 级以上地震的异常指标

。

由图 2 中可见
, : 》 3 9 天的事件共 9 次

。

这 9 次异常出现后
,

共发生了 1 0 次 6 级 以上

地震
。

基本上是 出现一次异常
,

对应一次地震事件 ( 同一地点发生的数次 6 级 以上地震算一

次地震事件 )
,

对应方式有以下三种
:

( l) 一次异常后发生一次 6 级以上地震事件
。

如 1 9 8 9 年 3 月出现一次
:
= 3 9 天的异常

,

4 月 1 6 日发生 了巴塘 6
.

7 级震群
。

这种对应方式共 4 次
,

占异常总数的 4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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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一次异常后
,

没有发生 6 级以上地震
,

接着又 出现了第二次异常
,

在第二次异常

结束后发生两次地震事件
。

1 9 8 8 年 11 月 5 日唐古拉 7
.

0 级地震和 6 日发生的澜沧
、

耿马 7
.

6
、

7
.

2 级地震就属这一类对应方式
。

属这种方式 的异常是 4 次
,

占总异常数的 4 4 %
。

( 3 ) 一次异常后发生了两次 6 级以上地展
。

这种对应方式出现了一次
,

即 1 9 9 0 年 4 月 1 7

日乌恰 6
.

4 级地震和 4 月 2 4 日共和 6
.

9 级地震前
,

只出现 了一次异常
。

这次异常从 1 9 9 0

年 2 月 1 4 日开始
,

到 4 月 9 日结束
, : 一 5 4 夭

。

有意义的是
,

该异常发生时的起算地震 (2

月 1 4 日发生的 5 级 以上地震 ) 是两个
,

一个是云 南沧源的 5
.

3 级地震
,

另一个是云南沪水

的 5
.

1 级地展
。

而上述其他 8 次异常的起算地震均只有一个
。

这可能就是造成异常后发生两

次 6 级 以上地震事件的原因
。

2
、 ! 的异常可作为 6 级以上地震短期预报的一个依据

表 1 给 出了 ! 异常开始的起算地震
, !

异常所对应的 6 级以上地震事件
,

以及异常结束至

发震的时间 (天 )
。

从表 中列举的已发生的 8 次 6 级 ( 6
.

0一 6
.

9) 地震来看
,

异常结束至

发展 的时间在 O 至 7 8 天之间 , 2 次 7 级地震事件的该段时间分别为 8 5 夭和 2 2 4天
。

由此可

见
,

异常结束至发震的时间是在数天至数个月的范围之内
,

故
!

值的异常可作为地震短期预

报的一个依据
。

表 l :

序序号号 起 算 地 震震 对 应 地 震震 持续时间间 异常结束至至

(((((((((天 ))) 发震时间间

11111 一9 8氏
`

1
.

2 5 西藏洛隆 5
.

666 19 8乐 1 1
.

5
、

唐古拉 7
.

000 2 8 444 2 2 444

22222 1 988
.

6
.

2 道孚 5
.

000 19 88
.

11
.

6 澜 沧 7
.

666 15777 8 555

33333 1989
.

3 1 马 尔 康 5
.

111 19 89
.

4
.

16 巴 塘 6
.

777 4666 777

44444 1 9 8 9
.

6
.

1 0 乌恰 .5 111 19 89
.

9
.

2 2 小 金 6
.

666 1 0 444 6333

55555 1 9 8 9
·

7
.

2 1 乌什 5
.

111 1989
.

1 0
.

1 9 大 同 6
.

111 9 000 5 000

66666 19 8 9
.

1 1
.

20 重庆 5
.

555 1990
.

1
.

1 4 茫 崖 6
.

777 5 555 OOO

77777 19 9 .0 2
.

14 云南抢裸 .5 333 1 990
.

4
.

1 7 乌 恰 6
.

444 6222 888

沪沪沪水 5
.

111 4
.

24 共 和 6
.

999 6999 1555

88888 19 90
.

6
.

2 西藏聂荣 5
.

444 1990
.

1 0
.

2 0 天 祝 6
.

222 1 4000 7 888

99999 19 9 .0 1 1
.

4 罗 布
`

泊 5
.

333 1 9 9 1
.

2
.

2 5 柯 坪 6
.

555 1 1333 5555

此外
,

根据 6 级和 7 级地震事件在持续时间方面的差异
,

也为我们判断未来地震的震级

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

需要指出的是
,

异常结束至发震的时间均和 7 天的倍数接近
。

其中
,

5 次为 7 的倍数多 l

天发展
,

4 次正好在 7 的倍数天发震
,

1 次为 7 的倍数少 1 天发震
.

这可为发震时间的预测提

供一个参考的依据
.

三
、

结论与讨论

、

大陆 5 级以上地震缺震时间超过 3 8 天为未来大陆发生 6 级 以上地震的异常指标
.



第 1期 汤泉
、
我国大陆 5级以上地震成丛活动特征剖析

2
、

从起算地震算起的持续时间
,

7 级地震较 6 级地震长
。

3
、

异常结束至发震的时间 (天数 )
,

和 7 的倍数有关
.

4
、

对于未来 6 级 以上地震的发震地点
,

应结合我国大陆前兆异常的分布加 以判断
。

我国大陆地震基本 属于板内地展
。

根据展源机制的分析
,

地震动力的主要来源来 自板块

间的相互作用
.

尽管就其一次强震的破裂过程或地壳介质特性而言
,

都具有非线性的特征
,

是

一种复杂的力学过程
,

但岩石破裂的力 学实验仍为我们分析地震力学过程提供一定借鉴
。

我

国大陆是一个复杂的块体
,

受着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挤压
、

变形
,

同时又受欧亚板块

其他部分的制约
。

正如在岩石力学实验 中所指出的那样
,

微破裂的发生是随机的
,

而主破裂

的发生则需要有一定的条件
。

我们认为
,

大陆内中小地震的发生是 随机的
,

而大地震的发 生

则受块体内介质特征
、

地质构造等条件的控制
。

这样
,

5 级地震有一个正常活动的水平
,

在地

震活跃期
,

地展活动水平普遍升高
,

就发生了在时间分布上
“

成丛
”
活动的特征

.

一旦孕育

一个较大的地震
,

应力就会向未来强震震中集 中
,

在时
、

空分布上
, 5 级地展就会出现相对平

静的状态
,

这就是 5 级地展成丛活动的一种可能解释
.

在上述机理分析中
,

起算地震标志着大陆应力分布的变化
,

加速 了应力向未来震源区的

集中
。

因此
,

起算地震发生的时间
.

对寻找未来地震前兆异常应有一定的指示意义
。

此外
,

起

算地震应不 同于随机发生的那些 5 级地展
,

它的发生地点也应具备一些特定的条件
,

以有利

于大陆应力的调整
,

深入对此类地震的研究将是有意义的
。

四
、

结束语

地震活动具有其 自身的规律
,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

人们才从历史地震资料中去推测未来
.

但从发展的角度看
,

任何一个时间地震活动又应具有其 自身的特点
。

例如
,

活跃期和平静期

的活动特征显然是不同的 , 不同活跃期的活动规律也应有所区别
。

本文所分析 的近几年我国

大陆地震的成丛活动特性
,

只是本次地震活跃期地震活动特性的一种表现
。

除深入分析这一

活动特性外
,

还应随着未来地震的发生
,

随时研究新的情况
,

加深认识
,

以求对本次活跃期

内未 来大地震的预报提供更加实用的方法
。

( 本文 1 9 9 1 年 8 月 1 7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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