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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号 性 震 中 迁 移

姚 立 殉

( 兰 州地震研 究所 )

前 言

关于震中迁移现象已有不少人进行过研究
。

1 9 6 6年郭增建等同志研究了甘肃和宁夏地 区

发生 的破坏性地震的迁移规律
,

提 出了可 以把震中迁移现象作为地震预报的一种方法
,

业指

出未来大震最可能是沿着原来的极震区长轴方向
、

弱震带延伸方 向和发展构造延 伸 方 向 迁

移 〔 1 〕
。

1 9 6 6年邢台地震后
,

人们根据震中迁移预报过 1 9 6 7年河间 6
.

3级地震和 19 7 5年海城 7
.

3

级地震
。

1 9 8 0 年 郭增建
、

秦保燕同志编制了全国震中迁移略图〔
“ 〕 , 该图给出了中国大陆主

要的地震迁移带
。

1 9 8 1年在该图所给 出的道孚至民丰迁移带上再次出现 了破坏性地震的迁移

现象
,

即 1 9 8 1年 1 月 24 日四川道孚发生了 6
.

9 级地震后
,

沿着北西迁移带于 6 月 7 日在青海

乌兰乌拉湖发生了6
.

8级地震
。

这些事实表明
,

地震的迁移现象在地震预报中有一定的意义
。

但是
,

以往利用震中迁移预报地震时
,

只能预报地震的迁移方向
,

不能预报未来地震发生的

地点
。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
,

本文提出一种利用信号性震中迁移来确定未来地震发生地点的方

法
。

所谓信号性震中迁移就是指在未来大震发生之前
,

就有预示未来大震发生地点的信号性

地 震出现
,

这种信号性地震的迁移路线或迁移方向将显示 出地震 的危险区域
。

根据我们的研

究
,

初步总结出两类信号性震中迁移
。

一类是发生在构造交汇 区的各个构造带上 的信号震
。

它们 的出现预示着地震将向构造交汇区迁移
,

因而构造交汇 区将是未来地震的危险区
。

另一

类是跨越某一空 区反复迁移的信号震
。

它们的出现预示着该空区即为地震危险区
。

下而将分

别进行讨论
。

一
、

发生在构造交汇区各构造带上的信号震

我国许多大地震都发生在构造交汇部位或其附近
。

总结这些震例我们发现
,

对于具有两

条或两条 以上构造带交汇的地 区
,

如果在各构造带
_

l二出现 比平时频繁或强度大的地震活动
,

业且各构造带上地震活动出现 的时相 间同或相近时
,

则在构造交汇部位将可能有 大 地 震 发

生
,

这是第一类信号震
。

它们的出现和迁移将预示着构造交汇部 位是地震危险区
。

下面举一

些实例加以说明
。

1
.

1 6 7 9年三河一平谷 8 级 地 震 三 河 一 平 谷 地 区 位 于 阴 山 东 西 构 造 带 节 l邢 台 到 北 京 的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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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构造 带 的交 汇部 位
。

这 次
8级 大 地 震 发 生 前 1 0年内

,

东 西 向 构 造 带 上 发 生 过 一 些 有 感 地

震

,

但 在 北 北 东 构 造 带 上 没 有 有 感 地 震 发 生

。

在 大 震 发 生 前 的 一 年 内

,

两 个 构 造 带 上 同 时 出

现 了 中 强 地 震 活 动

。

结 果

,

在 两 个 构 造 带 同 时 活 动 后 不 到 一 年 的 时 间

,

就 在 构 造 交 汇 部 位 附

近 发 生 了
8 级 地 震

,

如 图
l 所 示
。

2
.

1 9 2 4年 新 疆 民 丰 了
.

3级 地 震 1 9 2 4年 7 月 3 日 和 7 月 1 2 日新 疆 民 丰 地 区发 生 两 次 乞
3级

地 震
。

这 两 次 地 震 发 生 在 北 东 向 阿 尔 金 山 构 造 带 和 北 西 西 向 炉 霍 一 民 丰 构 造 带 交 汇 区

。

在 此

大 震 发 生 前 较 长 时 间 内 这 两 条 构 造 带 没 有 出 现 过 中 强 震 活 动 ( 炉 霍构 造 带在 1 91 9年 发 生 炉 霍

6
.

3级 和 甘 孜 6 ; 3级 地 震 后 一 直 没 有 较 强 的 地 震 活 动
,

阿 尔 金 山 构 造 带 也 一 直 比 较 平 静 )
。

但

在 民 丰 地 震 发 生 之 前 一 年 多 的 时 间 内

,

阿 尔 金 山 于
1 9 2 2年 1 。月 发 生 6

.

5 级 地 震
, 1 9 2 3年 3 月

和 6 月 在 炉 霍 和 道 孚 分 别 发 生 7
.

3级 和 6
.

5级 地 震
。

一 年 以 后

,

在 这 两 个 构 造 带 的 交 汇 部 位 发

生 两 次
7

.

3级 地 震
,

见 图
2
。

介介介

19 2J
.

3
·

24 1 7 3 -

饥 护

图
l 三 河 一 平 谷 8 级 地 震 前 的 信 号 震

F 59
.

1 S i g n a l e a r t h q o a k e s b e f o r e

S a n h e
一 P i n g g u e a r t h q t: a k e ( M

= 8
.

0 )

i n 1 6 7 9

图 2 1 9 2 4年 民 丰 7
.

3级 地 震 前 的 信 号 震
,

及

1 9 8 1年 的 地 震 活 动

F 19
.

2 S i g n a l e a r t h q u a
k

e s b e f o r e

M 1n f e n g e a r t h q u a k e
( M = 7

.

3 ) i n 1 9 2 4

值 得 指 出 的 是
, 1 9 8 1年 在 这 两 个 构 造 带 上 又 出 现 类 似 于 1 9 2 3年 的 地 震 活 动 图 像

,

即 19 8 1

年 〕
.

月 和

6 月 在 阿 尔 金 山 构 造 带 上 发 生 了 4
.

4级 和 4
.

0级 地 震
,

在 炉 霍 一 民 丰 构 造 带 上 发 生 了

道 孚
6

.

9级 地 震 和 乌 兰 乌 拉 湖 6
.

8级 地 震
。

虽 然 这 些 地 震 的 强 度 比 前 一 次 的 小

,

但 是 对 这 两 个

构 造 带 及 其 交 汇 部 位 的 地 震 动 向 仍 是 值 得 注 意 的

。

3
.

1 9 2 7年 5 月 23 日古浪 8 级 地 震 古 浪 地 区 位 于 兰 州 至 古 浪 的北 北 西 构 造 带 和 祁 连 山北

西 西 构 造 带 的 交 汇 部 位
。

古 浪 大 震 之 前 很 长 时 间 内

,

在 这 些 构 造 带 上 没 有 中 强 震 活 动

,

但 从

1 9 2 7年 3 月 开 始
,

在 这 两 个 构 造 带 上 相 继 出 现 中 强 震 活 动

。
1 9 2 7年 3 月 16 日在青海哈拉湖西

南发生了 6 级 地 震
, 1 9 2 7年 4 月 在 兰 州 西 南 发 生 4

.

5级 地 震
, 1 9 2 7年 5 月 23 日古浪发生 5

.

5级

地 震
,

接 着 便 在 古 浪 发 生 了
8 级 大 地 震

,

如 图
3 所 示
。

4
.

1 9了6年 7 月 28 日唐山 7
.

8级 地 震 1 9 7 6年 唐 山 大 地 震 发 生 前 十 年 中
,

北 东 向 构 造 带 已

出 现 较 强 的 地 震 活 动

,

如
1 9 6 6年 发 生 在 邢 台 的 7

.

2级 地 震
,

1 9 6 7年 发 生 在 河 间 的 6
.

3级 地 震
。

在 东 西 向 的 阴 山 构 造 带 上 虽 然 也 有 地 震 发 生

,

但 相 比 之 下 地 震 频 度 和 强 度 都 小 得 多

, _

且
两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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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带 没 有 出现 同 时 的 地 震 活 动
。

但
16 9 7年 4月 在 阴 山 构 造 带 上 发 生 了 和 林 格 尔 6

.

3级 地 震
,

接 着
理

月 22 日在北东构造带上 的文安发生了 4
.

8 级 地 震
。

在 这 两 个 构 造 带 同 时 出 现 地 震 活 动

后 的 三 个 月

,

就 在 这 两 个 构 造 带 的 交 汇 部 位 附 近 发 生 了 唐 山
7

.

8级 地 震
,

如 图
4 所 示
。

23
`
日
户

23一5石

文 安

、

又介
卜

兰
外 l

即
1 8 0 公

F 19
.

G u l a n g

图 3 古 浪 8 级 地 震 前 的 信 号 震

3 S i g n a l e a r * h q u a k e s b e f o r e

e a r t h q u a k e
( M 二8

.

0 ) i n 19 2 7

图 4 唐 山 7
.

8级 地 震 前 的信 号 震

F 19
.

4 S i g n a l e a r t h q u a k e s b e f o r e

T a n g s h a n e a r t h q u a k e ( M = 7
.

8 ) i n 1 9 7 6

5
.

1 9 7 6年 松 潘 了
.

2级 地 震 1 9 7 6年 8 月

16 日和2 3 日 松 潘 发 生 两 次 7
.

2 级 地 震
。

在 这

次 大 震 前 的 半 年 内

,

在 南 北 地 震 带 上 出 现 了

地 震 活 动

,

即
1 9 7 6年 z 月 1 5 日 坟 川 4

.

7 级 地

震 和 6 月 21 日大 邑3
.

7级 地 震
。

在 丹 江 到 武

都 的 东 西 构 造 带 上 于
1 9 7 6年 2 月 5 日发 生 了

内 乡 震 群
,

该 群 震 地 震 多 达
2 00 余次

,

最 大

震 级 是
4

.

0 级
。

这 表 明 在 松 潘 地 震 之 前

,

两

个 构 造 带 出 现 了 同 时 的 地 震 活 动

,

松 潘 大 地

震 就 发 生 在 构 造 交 汇 部 位 附 近

,

见 图
5
。

一一

骂 姗 )娜舰撇恤以以

纂纂
塑

登 丫丫

图5

F 19
.

5

松 潘 7
.

2 级 地 震 前 的 信 号 震

5 i g n a l e a r t h q t: a k e s b e f o r e

S o n g p a n e a r t h q u a k e s ( M = 7
.

2 ) i n 1 9 7

顺 便 指 出 的 是
,

大 地 震 一 般 并 不 是 恰 好 发 生 在 构 造 交 汇 部 位

,

而 是 发 生 在 构 造 交 汇 区 附

近

。

这 是 因 为

,

构 造 交 汇 部 位 地 壳 岩 石 比 较 破 碎

,

不 容 易 积 累 起 较 大 的 能 量

,

这 些 部 位 一 般

被 认 为 是 应 力 调 整 单 元

,

而 在 构 造 交 汇 区 附 近

,

因 地 壳 介 质 比 较 完 整

,

容 易 积 累 起 较 大 的 能

量

,

被 认 为 是 应 力 积 累 单 元

,

即 大 地 震 的 危 险 区 域

。

由 以 上 实 例 可 以 看 出

,

参 与 构 造 交 汇 的 在 构 造 交 汇 区

,

各 个 构 造 带 上

,

同 时 或 在 不 长 的

时 间 内 出 现 地 震 活 动 不 是 偶 然 的

,

而 是 与 大 地
震 的 发 生 有 密 切 的 关 系

。

这 表 明

,

在 大 地 震 来

临 前

,

该 区 的 池 壳 岩 石 己 接 近 破 裂 伏 态

,

在 与 其 相 关 的 构 造 带 上 介 质 较 脆 弱 的 地 方 首 先 发 生

咋

,
强 震

。

这 些 中 强 震 的 发 生 进 一 步 将 能 量 转 移 到 构 造 交 汇 部 位 附 近

,

因 而 促 使 了 大 震 的 发

生

。

由 此 可 见

,

同 时 发 生 在 构 造 交 汇 部 位 的 各 构 造 带 上 的 地 震 为 我 们 判 断 未 来 大 震 的 发 生 地

点 和 时 间 提 供 了 一 种 信 号

,

它 们 的 出 现 将 意 味 着 在 不 长 的 时 间 内 在 构 造 交 汇 区 附 近 可 能 要 发

生 大 地 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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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震 中 迁 移 路 线 反 复 跨 越 大 地 震 空
区
的 信 号 震

关 于 地 震 空 区 的 研 究 越 来 越 受 到 人 们 的 重 视

,

因 为 利 用 地 震 空 区 可 以 预 测 未 来 大 震 的 发

生 地 点 和 强 度

。

我 们 研 究 了 发 生 在 地 震 空 区 周 围 的 地 震 的 迁 移 规 律 后 发 现

,

在 一 次 大 地 震 之

前 几 十 年 内

,

围 绕 着 地 震 空 区 会 出 现 多 次 中 强 震 活 动

。

在 每 次 地 震 活 动 中

,

中 强 地 震 的 迁 移

路 线 都 反 复 跨 越 地 震 空 区

。

这 些 中 强 震 的 迁 移 活 动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确 定 地 震 危 险 区 的 信 号

,

我

们 称 这 种 地 震 为 第 二 类 信 号 震

。

下 面 举 一 些 实 例 来 说 明

。

1
.

1 6 6 8年 郑 城 一 营 县 8
.

5级 地 震 在 这 次 大 地 震 发 生 之 前 的 50 年内
,

华 北 地 区 出 现 三 次

地 震 活 动 高 潮

,

第 一 次 是
1 6 2 0年 到 1 6 2 4年

,

第 二 次 是
一 6 4 2年 到 1 6 4 4年

,

第 三 次 是
2 6 5 2年 到 1 6 5 5

年
。

在 这 儿 次 地 震 活 动 高 潮 中

,

地 震 迁 移 路 线 都 反 复 跨 越 了 邦 城

、

营 县 周 围 较 大 的 空 区

,

郊

城 一 营 县 大 震 就 发 生 在 空 区 中

,

见 图
6
。

2
.

1 9 2 。年 12 月 16 日海原 8
.

5级 大 震 在 海 原 8
.

5级 地 震 发 生 之 前
,

在 武 都 到 灵 武 这 一 南 北

构 造 带 上

,

曾 出 现 多 次 中 强 地 震 活 动 的 迁 移 现 象

。

海 原 大 地 震 就 发 生 在 几 次 震 中 迁 移 路 线 所

跨 越 的 空 区

,

如 图
7 所 示
。

济 南

乓

4 2
.

8」 l …
,
’

几

价

霖
{
-

4劝I

刀J晒乃刀

J 7 0 4 `石 )

、 、

叭

!

8 : : 二5石 ,

0 5 5

图 6 郊 城 一 宫 县 8
.

5级 地 震 前 的 信 号

震 迁 移 所 显 示 的 空 区

1 1 6 2 0一 1 62 4 1 1 6 4 2一 1 6 4 4 1 1 6 5 1一 1 6 5 8

F 19
.

g a P

5 i g n a l e a r t h q u a k e s a n d s e i s m i e

s h o w n b y t h e m b e f o r e T a n e h e n g一

L u x i a n e a r t h q u a k e
( M = 8

,

5 ) i n 1 6 6 8

图 7 海 原 8
.

5级 地 震 前 的 信 号 震 迁 移

所显 示 的 空 区

F 19
.

7 S i g n a l e a r t h q u a k e s a n d

s e i s m i e g a p s h o w n b y t h e m

b e f o r e H a i y u a n e a r t h q u a k e

( M = 8
,

5 ) i n 1 9 2 0

、
,

、、

l
人. 、

3
.

1 9 5 0 年 8 月 伟 日察 隅 8
.

5 级 地 震 在 察 隅 8
.

5级 地 震 发 生 之 前
,

在
1 9 2 3年 到 19 5 0 年 期

间
,

察 隅 周 围 发 生 了 多 次 中

、

强 地 震

,

明 显 地 出 现 四 次 地 震 迁 移 活 动

。

第 一 次 是
1 92 3 年 到

1 9 2 5年
,

第 二 次 是
]

.

9 3 2年 y1J 1 9 3 5年
,

第 三 次 是
]

.

9 3 8年 到 1 9 4 ]年
,

第 四 次 是
19 4 6年 到 2 9 4 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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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四 次 地 震 活 动 中 地 震 迁 移 的 路 线 都 跨 越 了 察 隅 大 震 空 区
。

这 几 次 地 震 活 动 的 特 点 是 地 震 强

度 大

,

震 中 迁 移 时 所 跨 越 的 空 区 也 大

,

察 隅
8

.

5级 大 震 就 发 生 在 该 空 区 内
,

如 图
8 所 示
。

图
8 察 隅 8

.

5级 大 震 前 的 信 号 震 迁 移 所

显 示 的 空 区

`

1 1 9 2 3一 1 9 2 5 1 1 9 3 1一 1 9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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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1 年 11 月 18 日当雄 8 级 地 震 当 雄 大 地 震 发 生 前 的二 十 年 内
,

在 当 雄 周 围 地 区 曾 出

现 儿 次 地 震 活 动 高 潮

。

第 一 次 地 震 活 动 高 潮 发 生 在
1 9 3 4年 到 1 9 3 8年

,

第 二 次 是
1 9 4 0到 1 9 4 3年

,

第 三 次 是 9] 4 9到 ]
.

95 0年
。

在 这 儿 次 地 震 活 动 中

,

中

、

强 震 的 迁 移 路 线 都 跨 越 了 较 大 的 空 区 或

沿 空 区 外 围 迁 移

,

当 雄 大 地 震 就 发 生 在 空 区 之 中

,

如 图 9 所 示
。

图 9

F 19

当 雄 8
.

0级 地 震 前 的 信 号 震 迁 移 所 显 示 的 空 区

9 S i g n a l e a r t h q u a k e s a n d s e i s m i e

g a p s h o w n b jr t h e m b e f o r e D a n g x o n g

e a r t h q u a k e ( M
= 8

.

0 ) i n 1 9 5 1

从 以 上 例 子 可 以看 到
,

在 某 些 大 震 之 前

,

在 地 震 发 生 的 周 围 地 区 往 往 出 现 多 次 中 强 地 震

活 动

,

这 些 中 强 地 震 的 迁 移 路 线 多 次 跨 越 或 围 绕 大 地 震 空 区

。

这 一 事 实 表 明

,

大 震 孕 震 区 内

的 地 壳 岩 石 强 度 要 大 于 外 围 地 区

。

因 此

,

大 震 前 的 中 强 震 活 动 先 在 外 围 出 现 业 跨 越 大 震 震 源

区 迁 移

。

因 此

,

当 出 现 的 中 强 震 震 中 迁 移 路 线 反 复 跨 越 某 一 地 区 时

,

则 认 为 该 地 区 可 能 是 未

来 大 震 的 危 险 区

。

用 这 种 方 法 确 定 地 震 危 险 区 往 往 需 要 经 历 较 长 的 时 间

。

以 上 是 由 两 类 信 号 性 地 震 来 判 别 未 来 地 震 发 生 地 点 的 探 讨

。

这 里 需 要 说 明 的 是

,

对 于 第

一 类 信 号 震

,

业 不 是 在 每 个 大 震 前 都 必 然 出 现 的

,

只 有 当 震 源 区 附 近 具 备 构 造 交 汇 条 件

时

,

才 有 可 能 发 生 第 一 类 信 号 震

。

但 有 时 即 使 具 备 这 种 构 造 条 件

,

也 不 一 定 会 出 现 第 一 类 信

号 震

。

例 如 海 原 地 区 虽 然 处 于 南 北 构 造 带 和 北 西 构 造 带 的 交 汇 部 位

,

但 在
1 9 2 0年 海 原 8

.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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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震 前

,

业 没 有 出 现 第 一 类 信 号 震

。

我 们 认 为

,

参 与 构 造 交 汇 的 各 构 造 带 上 是 否 会 出 现 第 一

类 信 号 震

,

除 取 决 于 震 源 区 附 近 应 力 大 小 外

,

还 与 受 力 情 况 有 关

。

在 我 国 大 陆 板 内 发 生 的 一

些 大 地 震 中

,

除 受 水 平 应 力 场 作 用 外

,

还 受 上 地 慢 垂 直 力 作 用

,

这 种 上 地 慢 垂 直 力 的 作 用 将

改 变 受 力 区 域 岩 石 的 强 度

,

茂 木 清 夫 的 研 究 给 出 了 这 样 的 结 果
〔 3 〕 ,

即 中 等 主 应 力 增 加 时

,

会 增 加 岩 石 的 强 度

,

其 结 果 可 表 为

二 `

(
三已夸竺

兰
)

式中a
的 值 由 实 验 给 出

,

大 约 为
0

.

1
。

根 据 我 们 的 研 究
〔 .

,

在 大 地 震 前

,

当 上 地 幢 对 地 壳 低 部 的 垂 直 作 川 力 突 然 增 加 时

,

就

会 导 至 上 地 壳 岩 石 强 度 的 增 加

,

这 样 位 于 垂 直 力 作 用 范 围 内 的 地 壳 岩 石 就 不 易 破 裂

,

这 里 的 构

造 带 上 的 地 震 活 动 就 会 受 到 抑 制

。

图 i0 给出了 1 9 2 0年 海 原 8
.

5 级 地 震 前 的 特 大 空 区
。

在 海 原

地 震 前

,

该 空 区 内 所 有 构 造 带 上 均 无 中 强 震 活 动

。

这 可 解 释 为 由 于 该 区 受 到 大 范 围 垂 直 力 的

作 用

,

而 使 地 震 活 动 受 到 抑 制 的 结 果

。

图
1 0

F 19
.

1 0 L a r g e

海 原 8
.

5级 大 震 前 的 空 区 ( ]
.

8 97 一 1 9 2 0 ,

M 》 6 )

5 e i s rn i e g a p b e f o n e H a i y u a n e a r t h q u a k e i n 1 9 2 0

对 于 第 二 类 信 号 震
,

可 能 普 遍 存 在 于 各 大 地 震 之 前

,

地 震 越 大

,

信 号 震 迁 移 时 所 跨 越 的

空 区 越 大

,

地 震 危 险 区 越 容 易 确 定

。

三

、

讨 论

前 面 我 们 主 要 介 绍 了 用 两 类 信 号 震 来 确 定 地 震 危 险 区

,

没 有 讨 论 地 震 发 生 时 间 的 预 测 问

题

。

一
般 说 来

,

对 发 生 地 震 的 时 间 预 报 难 度 更 大

。

由 前 面 的 震 例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

对 于 具 备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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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条 件 的 地 区
,

当 第 一 类 信 号 震 出 现 后

,

可 能 预 示 着 几 个 月 或 一 年 左 右

,

在 构 造 交 汇 区 附 近

可 能 会 发 生 地 震

。

因 此

,

第 一 类 信 号 震 除 对 确 定 危 险 区 有 用 外

,

对 预 报 地 震 发 生 时 间 也 有

一 定 意 义

。

对 于 第 二 类 信 号 震

,

由 于 需 要 经 历 几 次 地 震 活 动 才 能 确 定 危 险 区

,

业 且 每 次 地 震

活 动 高 潮 后 是 否 就 会 发 生 大 地 震 也 难 以 判 别

,

因 此 用 第 二 类 信 号 震 难 以 估 计 未 来 大 震 的 发 生

时 间

。

但 是

,

如 果 在 第 二 类 信 号 震 的 背 景 上 又 出 现 第 一 类 信 号 震

,

则 可 对 发 震 时 间 作
出 估

计

。

此 外

,

根 据 文 献 〔 5 〕的 结 果
,

我 们 注 意 到 发 生 在 大 地 震 之 前 的 信 号 震

,

其 发 震 时 间 存 在

着 某 种 韵 律 关 系

,

即 倍 九 关 系

。

而 较 早 发 生 的 讯 号 震 这 种 韵 律 关 系 不 明 显

。

例 如

, ]
.

9 27 年古

浪地震前在北北西构造带上发生两次中强震
,

一 次 在
4 月 8 日

,

另 一 次 在
5 月 23 日

,

相 隔 45

天
,

成 倍 九 关 系

。

唐 山 地 震 之 前

,

在
4 月 6 日发 生 和 林 格 尔 地 震

, 4 月 22 日发生文安地震
,

两 次 地 震 相 隔 16 天
。

当 雄 大 震 之 前

, 1 9 4 9年 发 生 两 次 中强 震
,

其 时 间 间 隔 为 35 天
, 1 9 5 0年 发 生

四 次 中强 震
,

其 相 隔 时 间 分 别 为 27 天
,

80 天和 12 天
。

松 潘 地 震 前 的 汉 川 地 震 和 内 乡 震 群 发 生 时

间 相 隔 10 天
。

这 些 事 实 表 明

,

在 临 近 大 震 前

,

中 强 震 发 生 的 时 间 间 隔 具 有 九 天 韵 律 的 现 象 比

较 显 著

。

目 前 对 这 种 韵 律 性 地 震 活 动 的 原 因 还 不 很 清 楚

,

可 能 是 当 孕 震 区 地 壳 岩 石 接 近 破 裂

状 态 时

,

只 要 有 某 种 大 范 围 的 周 期 性 的 作 用 力
( 例如 固体 潮
、

大 气 压 力 变 化

、

磁 暴 等
) 作 用到

该 地 区时
,

就 会 触 发 该 地 区 地 震 的 发 生

,

业 在 发 震 时 间 上 呈 现 韵 律 关 系

。

而 对 于 应 力 背 景 值

不 高 的 地 区

,

虽 然 也 受 到 这 种 周 期 性 外 力 的 作 用

,

但 不 易 发 生 地 震

。

实 际 上

,

在 近 期 地 震 活

动 高 潮 中

,

除 了 地 震 发 生 时 间 有 一 定 的 韵 律 性 外

,

地 磁 等 前 兆 手 段 及 宏 观 异 常 也 显 示 了 某 种

韵 律 特 点

。

因 此

,

可 以 利 用 上 述 这 些 特 点 作 为 地 震 发 生 时 间 预 报 的 参 考 指 标

。

( 1 9 8 2年 6 月 10 日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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