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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7级以上大地震发生时间特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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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海及其西邻地区上世纪曾发生8次7级以上大地震，包括一次8．1级地震，其时间间隔符合以25年为周 

期的三性分布。这个8．1级地震还符合陕甘宁青更大空间范围内历史上8级大震的三性分布。据此外推预测， 

2012年及其前后2年内在青海可能再一次发生7级以上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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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emporal Regularity of Large Earthquake(M~>7) 

Occurrence in Qingha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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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ight large earthquakes(Ms>1 7)，including a great Ms 8．1 earthquake took place in Qinghai 

province and its west neighbour region in last century．The time intervals among these events fit to the 

temporal triplet distribution with period of 25 years．Based on it，WC predict a large earthquake(Ms≥7) 

will occur again in Qinghai province in 2012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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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青海境内在上世纪发生了6次7级以上大地震，特别是 

2001年11月 14日沿东昆仑山断裂带发生了8．1级地震，引 

起了我国地学界的普遍关注。这次8．1级地震后，本文第2 

和第3作者曾去现场进行过考察。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的 

实施，需要对青海地区的大震活动规律进行研究，以便做出 

预测，在防震减灾中作参考。本文似研究青海境内7级以上 

大震发生的时间特点，所用的方法是我们提出的三性 

法[1I2】，即用周期性、倍周期性和每个周期的黄金分割性组 

成的时间系列去拟合以往实际大震发生的时间间隔分布，并 

按拟合程度对将来大震发生时间作预测的一种方法。这个 

方法的物理基础曾在文献[2]中讨论过。由于上述三性分 

布是以周期性为基础的，所以对具体的某个三性分布则称为 

“某种周期的三性分布”。 

另外在自然界普遍存在着层次性，所以我们对于8级地 

震则从更大范围内的样本去讨论其发生时间特点，对于7级 

以上和8级以下的地震则从次大范围内的样本去讨论其发 

生的时间特点。 

1 由三性分布讨论 7级和 7级以上大震的时间特 

点 

由于东昆仑断裂带(图 1)是青海地区和西邻地区7级 

以上大震(含7级)的主要分布地带，所以我们以此带为主 

讨论。 

在东昆仑断裂带上20世纪曾发生过6次7级以上大 

震，即1902年 11月4日秀沟附近7级地震(36。N，96。E)， 

1937年 1月7日花石峡北 7．5级地震(35．2。N，98．9。E)， 

1963年4月19日阿拉克湖7级地震(35．5。N，97．6。E)，沿 

东昆仑断裂带直向西延至藏北则有 1997年 l1月8日的7．5 

级玛尼地震(也有定7．9级的)(35．3。N，87．3。E)和1973年 

7月14日亦基台错7．3级地震(35．1。N，86．5。E)。在玛尼 

大震与阿拉克湖大震之间的昆仑山口以西地带在2001年11 

月 14日发生了8．1级地震。如图 1所示。对于上述6次7 

级以上大震我们发现其时间间隔分布较好地符合以25年为 

周期的三性分布，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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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青海厦西邻地区的7级以上大震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large Ms／>7 earthquake in Qinghai province and its west neighbour region． 

时间问隔／年 

图2 东昆仑断裂带上7级以上大震的三性分布 

Fig．2 Temporal triplet distribution of large Ms≥7 

earthguake in the CaSt Kunlun fault zone． 

图2的上部为以25年为周期的理论三性分布，即周期 

性：T=25年；倍周期性：N×25年(N=1，2⋯⋯)；每个周期 

的黄金分割性：长段为0．618×25=15．5年， 15年；短段 

为0．382×25：9．6年，一10年。以上三性分布是在时间轴 

上以25年为间隔一个接一个出现的，它是确定性的，不是概 

率性的。图2的下部为东昆仑地震带上 7级以上大震的实 

际时间问隔分布。实际的大震不可能在每个周期点上和黄 

金分割点上都存在，但只要分布在其中几个上，而不分布在 

这些点的空档问隔上，就有外推预测的价值。由图2可知， 

实际大震的时间间隔与理论的三性分布很符合。误差只有1 

年。由于实际分布与理论分布符合较好，所以我们可由已发 

生的地震向未来外推，即在 1997年玛尼大震之后 15年的 

2012年在东昆仑断裂带有可能再次发生 7级地震。其发震 

的具体地段可能在缺震的地段。在图2中最后一个25年是 

很有趣的，即它的两个黄金分割点上都发生了大地震，一个 

是1997年玛尼大震，一个是2001年昆仑山口以西8．1级地 

震。这后一个大震与理论上的黄金分割时间误差只有一年。 

但问题是图2中的前三个25年问为什么实际发震并不密 

集，而且震级又相对较低呢?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东昆仑 

断裂带上的7级以上大震的三性分布与更大范围(陕甘宁 

青)内8级大震发生的三性分布在最后一个25年重迭所致。 

关于8级大震的时问分布我们在后一节中再作讨论。 

要继续指出的是在青海东昆仑断裂带的两侧地域中，在 

北有199o年的共和7级地震，在南有 1947年的果洛7．7级 

地震，它们发生的年代也落在图2所示的以25年为周期的 

三性分布中。即在 1937年开始的这个25年周期中，由1937 

年加上短段黄金分割1O年，即为 1947年，发生了果洛7．7级 

大震；在 1963年之后加27年(25+2)年即1990年，是共和 

大震发生的年份，误差只有两年。如从理论分布的1962年 

算起，则误差为3年。 

2 2001年昆仑山口西 8．1级大震的时间特点 

按照本文第4作者的研究 ，陕甘宁青地区历史上的7 

次8级以上大震的时间间隔较好的符合以25年为周期的三 

性分布。因震级较大，其时间间隔多为25年的倍数年。现 

列举如下： 

1556年陕西关中8 级大震到 1654年甘肃天水8级地 

震相隔98年，它是4×25年 一2年；1654年甘肃天水8级大 

震到 1739年宁夏银川平罗8级大震相隔85年，它是3×25 

年 +10年，这个 10年是25年周期的短段黄金分割；1739年 

宁夏银川平罗8级大震到1879年甘肃武都文县8级大震相 

隔140年，它是5×25年 +15年，这个 15年是25年周期的 

长段黄金分割；1879年甘肃武都文县8级大震到 1920年宁 

夏海原8．5级大震相隔41年，它是 1×25年 +16年，这个 

16年与25年周期的长段黄金分割15年只差 1年；1920年宁 

夏海原8．5级大震到 1927年甘肃古浪8级大震相隔7年， 

它与25年短段黄金分割差 2—3年(这一个时问差稍大一 

些)；1927年甘肃古浪 8级大震到2001年青海8．1级大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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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74年，即3 x25年一1年。以上是陕甘宁青更大范围层 

次上的以25年为周期的兰性分布。 

图2中所示的东昆仑断裂带上7级以上大震的三性分 

布是次大范围层次上的地震活动特点。与这个次大范围层 

次类似，在青海东北侧的河西走廊地震带中的7级以上大震 

活动的时问间隔与以35年为周期的三性分布符合的较好； 

位于中国南北地震带北段由海原到四川康定这一段内的7 

级以上大震也较好的符合以35年为周期的三性分布；在青 

海地区以南的鲜水河断裂带上的7级以上大震则符合以30 

年为周期的三性分布。在青海北边的阿尔金断裂带上的7 

级以上大震样本较少，初步估计也可能符合以30年为周期 

的三性分布。以上事实说明具体地震带中7级以上地震的 

三性分布。其基本周期有相同者，有不同者。而 8级地震则 

符合更大范围层次上的三性分布。在图2中，在 1997年玛 

尼大震之后的2002年，又逢陕甘宁青这一大范围层次上 8 

级地震三性分布中的发震时问，所以2001年l1月14日在东 

昆仑断裂带上又发生了8．1级大震。 

3 结论 

根据本文的研究，在 2012年及其前后 2年内青海境内 

可能再次发生7级以上地震，至于发生的具体地段尚需进一 

步研究。研究的方法可采取空区法、静中动判据以及立交模 

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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