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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周元 何少林 彭伟荣 姬凤英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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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 了几个区域的地震间隙图像特征及其与地震大形势的关系
.

本世纪 60

年代前全球经历 了大震活跃期
,

地震间隙基本保持平稳均匀分布
,

之后活动减弱
、

转

平静
.

间隙高值的出现
、

显著的增大趋势和图像分散
、

分段成组性突出为相应 的主要

特点
.

全球及大区地震间隙高值有近 20
a 的间隔优势

.

各种级别的地震活动都可作

为高一级地震活动的震情
“

窗口 ”
.

最后简要分析了今后几年的地震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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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前言

研究地震活动性的方法和文献不少
,

但有关地震间隙的研究报导尚不多见
.

本文注重地震

间隙的动态演化
,

试图提取有用的信息
.

地震间隙图像指研究区内一定强度独立事件时间间隔

的时程演化
,

这里取为震后间隙
.

间隙高值出现之后间隔大
,

相应于地震平静 ; 间隙低值后间隔

小
,

相应于地震密集
、

活跃
.

换言之
,

活跃期地震间隙总体偏小
,

平静期地震间隙通常较大
,

活跃

转平静对应图像的间隙增大
,

平静转活跃伴随间隙的减小
8

.

0 级以上大震活动可能由全球统一机制制约
,

其兴衰强弱还影响着各个区带
、

各种级别

的地震活动
,

这是全局性最基本的大形势
.

就全球大陆而言
,

兴都库什
一

贝加尔
一

缅甸北部圈定

的大三角地区因地震最活跃
、

活动水平最高
、

分布范围最广而瞩 目
.

全国 7
.

0 级以上大震活动

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

青藏块体为我国大陆当代地震最活跃的地区
.

甘肃及邻近地区近几十年地

震活动水平虽然不能与上述地区相提并论
,

但仍是我们最关注的区域

资料简况见表 1
,

选取涉及的主要问题有
:① 区域越大

,

选用地震的震级下限越高
,

同时要

考虑一定的地震数量 ;② 同 一 源 区 的 6
.

0 级 以 上 地 震 以 a1 为限
,

5
.

0 一 5
.

9 级 地 震 以 0
.

5a 为

限选取
,

限 内 一 组 地 震 作 为 一 个 独 立 事 件 参 预 分 析

;③ 基 于 完 整 性 及 准 确 性 要 求
,

资 料 一 般 从

1 90 。 年 前 后 起 用 ;④涉 及 国 外 地 震 统 一 用 《世 界 地 震 目录 》 l’ 1
,

国 内 地 震 统 一 用 《中 国 大 地 震 简

目户 〕
,
·

近
几 年

的
地 震 使

用

“

震 情 简 报

” ·

1 五 大 区 地 震 间 隙 图 像

图 1 分 别 给 出 了表 1 中所 列 7 个 区域 的 间 隙 图 像
.

这
里

首 先 讨 论
了

5 个 大 区 的 图像
,

有 时

收 稿 日 期

:
1 998

一
的
一

11

. *

本 文 是 作 者 在 兰 州 地 震 研 究 所
工 9 98 一2 0 0() 年地震大形势研讨会上发言的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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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涉 及 两 个 小 区
.

图
像

的
基 本 特 点 如

下

:

( ) 1间隙分布与区域范围
、

地 震 强 度 有 关

,

区 域 越 大

、

地 震 越 多

,

结 果 越 稳 定

.

由 表

2 可 见
,

除 全 国 7
,

5 级 以 上 地 震 外
,

80 % 以 上 的 地 震 间

隙 在 5
.

a5 以内
,

约 50 % 在 Z a
以 内

,

可 分 别 称 为

间 隙 分 布 的 一 般 范 围 和 密 集 范 围

.

而
全

国
大 陆

7
.

5 级 以 上 地 震 间 隙 比 较 均 匀 分 散
、

较 为 特 殊

,

可 能 与 所 取 震 级 下 限 太 高 和 地 震 数 量 少 有 关

.

表

1
各 区 地 震 基 本 数 据

区域 时 间范 围 震级 下 限 地震 数 量

全 球

大 三角 地 区

全 国大 陆

全 国大 陆

青 藏块 体

青 藏 块体 北 部

甘 肃 地 区

1 8 9 7一 19 9 1

1 8 97 一 19 9 7

1 8 7 0一 19 9 7

1 9 0 2一 1 9 97

18 7 0一 1 9 97

19 2 0一 19 9 4

19 5 7 一 19 9 6

8
.

0 5 5

7
.

5 3 8

7 5 24

7
,

0 5 7

7
.

0 47

6
.

0 3 1

5
.

0 44

( 2) 间隙高值的分布大致 以 19 6 0 年 前 后 为 界
,

各 大 区 间 隙 图 像 由 基 本 稳 定

、

低 值 转 变 为

中 高 值 明 显 增 多

、

且 表 现 出 增 大 趋 势

,

表 明 地 震 活 动 由 活 跃 开 始 减 弱 直 至 平 静 的 转 变 过 程

.

全

球

8
.

0 级 以 上 地 震 间 隙 分 布 基 本 均 匀
、

稳 定 (图 h )
,

19 6 8 年 5 月 日本 8
.

1 级 地 震 间 隙 9
.

a3 是

唯一的高值
.

以
该 震 为 界

,

a2 内的间隙由 72
.

7 % 减 小 到 57
.

1 %
,

2 一 a5 的间隙由 25
.

0 % 增 加 到

4 2
.

9 % 1 9 6 8 年 前 为 活 跃 期
,

19 6 0 年 5 月 智 利 8
.

9 级 地 震 正 好 是 活 跃 末 期 的 一 次 特 大 地 震
.

1 9 91 年 4 月 哥 斯 达 黎 加 8
.

0 级 地 震 是 全 球 最 近 发 生 的 一 次 大 震
,

至 1 9 9 8 年 初 间 隙 已 近 7 a ( 图

中用空心圈表示
,

下 同 )
,

显 然 又 是 高 值

.

可 见

1 9 6 8 年 的 高 值 可 能 是 全 球 大 震 活 动 减 弱 的 一 个

重 要 标 志 和 转 折 信 号
,

其 后 高 值 会 更 多

、

更 大

.

全
国

大 陆
和

青 藏 块 体

7
.

0 级 以 上 地 震 间 隙 图 像

(图 l d
、 e )中高值情况与全球大震基本一致

,

但 转 折 时 间 略 有 提 前

.

大
三

角 地
区 和

全
国

大 陆

7
.

5

级 以 上 浅 震 间 隙 图像 (图 b1
、 c ) 中高值情况实际上与以上 3 区基 本 一 致

,

尤 其 是
1 9 6 0 年 前 后 的

转 折
,

突 出 的 差 别 在 于
19 4 0 年 前 后 的 间 隙 高 值

,

这 可 能 与 50 年代青藏
、

蒙 古 的 大 震 活 动 有 关

.

(3 ) 间隙高值之间 表 2
各 地 区 地 震 间 隙 分 布 范 围

地 震 明 显 成 组 分 布 和 各

组 地 震 次 数 递 减 趋 势 是

图 像 的 又 一 特 征
,

这 可

能 是 地 震 活 动 减 弱 的 反

映

.

图 1b 中大三角地区

地震 间 隙高 值有 1 9 3 5

年 5 月 巴基 斯 坦 7
.

6 级

地 震 的 10
.

s a 、 19 5 7 年

12 月 蒙 古 8
.

0 级 地 震

的 7
.

3 a
和 19 7 6 年 5 月

龙 陵 7
.

5 级 地 震 的

一般间隙 密集间隙
区域

范围(
a

) 比率 ( % ) 范围 ( a ) 比率 ( % )

最大间隙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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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大 三 角 地 区

全 国 大 陆 ( M 7
.

5)

全国大陆 (材 ,
.

0)

青藏块体

青藏块体北部

甘肃地区

3
.

5

2
.

0

2
.

0

2
.

0

3
,

5

2 0

2
.

0

2
.

0

1
.

5

10
.

7

4
.

6

12
.

a4
,

这
3 组 地 震 数 依 次 是 12

,

6
,

3
.

图
c1 中全 国大陆地 区 7

.

5 级 以 上 地 震 间 隙 早 期 都 是 高

值
,

可 能 由 资 料 不 完 整 所 致

,

可 以 考 虑 的 有
1 8 8 8 年 6 月 渤 海 湾 7

.

5 级 地 震 的 14
.

2 a 、 1 9 0 6 年 12

月沙湾 7
.

7 级 地 震 的 7
.

6 a 、 1 9 2 0 年 12 月海原 8
.

5 级 地 震 的 6
.

a4
、

1 9 3 7 年 1 月 托 索 湖 7
.

5 级 地

震 的 10
.

2 a 、 1 9 5 5 年 4 月 康 定 7
.

5 级 地 震 的 1 4
.

7 a 、 1 9 7 6 年 7 月 唐 山 7
.

8 级 地 震 的 1 2
.

3 a
和

19 8 8 年 1 1 月 澜 沧
、

耿 马
7

.

6 级 地 震 的 9
.

0 a ,

各 组 地 震 数 依 次 为
2

,

3
,

5
,

5
,

3
,

1
.

图

l d 中全 国 大

陆 地 区 7
.

0 级 以 上 地 震 间 隙 高 值 为 19 5 5 年 4 月 乌 恰 7
.

0 级 地 震 的 8
.

a0 和 1 9 7 6 年 8 月 松 潘
、

平 武
7

.

2级 地 震 的 9
.

a0
,

后 两 组 地 震 数 为 13
,

9
.

图
1e 中青藏块体 7

.

0 级 以 上 地 震 间 隙 高 值 有

1 8 7 1 年 年 中 错 拉
、

洛 扎
7

.

5 级 地 震 的 8
.

a0
、

18 87 年 12 月石屏 7
.

0 级 地 震 的 5
.

7 a 、 1 8 9 6 年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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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区 地 震 间 隙 ( d T )图像及青藏块体北部地震活动衰减情况

.J目)60图
. .一

F
一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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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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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 全球 ; ( b ) 大三角地区

; ( c ) 全国大陆 ( 7
.

5 )
; ( d ) 全国大 陆 ( 7

.

0 ) ; ( e ) 青藏块体
;

( f) 青藏块体北部
; ( g ) 甘肃地 区

; ( h) 青藏块体北部 地震活动强度衰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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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
、

洛 须
7

.

0 级 地 震 的 8
.

2 a 、 1 92 7 年 5 月 古 浪 8
.

0 级 地 震 的 5
.

6 a 、 1 95 5 年 康 定 7
.

5 级 地 震 的

8
,

o a 、 19 6 3 年 4 月 阿 拉 克 湖 7
.

0 级 地 震 的 6
.

a7 和 1 9 7 6 年 松 潘
、

平 武
7

.

2 级 地 震 的 12
.

a2
,

地 震

数 分 别 为
4

,

2
,

10
,

1 5
,

l
,

6
,

7
,

无 减 少 迹 象

,

表 明 区 域 地 震 活 动 与 大 区 有 一 定 差 别

.

2 甘 肃 附 近 地 区 间 隙 图 像

茫崖经都兰
、

格 尔 木

、

玛 多 到 松 潘

、

平 武 一 线 以 北 的 青 藏 块 体 北 部 地 区
6 级 以 上 和 甘 肃 及

邻 区 5 级 以 上 地 震 间 隙 图 像 反 映 的 是 区域 较 小
、

时 间 较 短

、

震 级 较 低 的 低 级 别 地 震 活 动 情 况

.

( 1) 青藏块体北部 6
.

0 级 以上 地 震 间 隙 图 像 明 显 分 为 高
、

低 值 区

,

19 4 1 年 4 月 脑 各 扎 6
.

0

级 地 震 间 隙 10
.

a7 后有缓慢增大迹象 (图 1f )
,

1 9 7 7 年 1 月 北 霍 布 逊 湖 6
.

3 级 地 震 间 隙 9
.

a6
,

由 这 两 次 地 震 分 开 的
3 组 地 震 数 为 1 1

,

12
,

8
,

有 减 少 的 迹 象

,

或 者 当 前 这 组 地 震 活 动 尚 可 延 续

一 段 时 间

.

这

3 组 地 震 的 强 度 分 别 为 8
,

7
,

6 级 的 水 平
,

呈 递 减 趋 势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青 藏 块 体
北

部
的

地 震
活

动 与

1 9 2 0 年 海 原 8
.

5 级 大 震 密 切 相 关
.

大 震 前
区

内 几
乎 没

有

6
.

0 级 以 上 地 震
,

大

震 后 块 体 北 部
6

.

0 级 以 上 大 震 活 动 频 繁
、

强 烈

,

这 其 中 尽 管 有 资 料 的 完 整 性 问 题

,

但 主 要 还 是

地 震 活 动 强 化 的 反 映

.

青 藏 块 体 北 部

6
.

0 级 以上 地 震 集 中分 布 在 近 东 西 向 的 3 个 带 上
,

它 们 分

别 是 北 带 (即块体北缘的祁连山
一
海原地震带 )

、

南 带 (即前述南缘的舒玛断裂带 )和 中带 ( 即乌

兰
一
共和

一
西秦岭韭缘断裂带 )

·

图 h1 给出了 19 2 。 年 海 原 8
·

5 级 到 19 9 4 年 1 月 共 和 6
·

0 级 地 震

的 强 度 曲 线
,

集 中 体 现 了 块 体 北 部 大 震 活 动 强 度 的 衰 减 特 征

,

表 明 区 内 地 震 活 动 可 能 受 到 了 与

19 2 0 年 海 原 8
.

5 级 大 震 有 关 的 应 力 场 的影 响 或 制 约
.

区
内 地 震

一
般 间 隙 范 围 仅 为

3
.

a5
,

把
1 9 2 0 年 海 原 8

.

5 级 地 震 间 隙 6
.

a2
、

1 9 54 年 7 月 民 勤

7
.

0 级 地 震 间 隙 6
.

3 a
及 1 9 6 3 年 4 月 阿 拉 克 湖 7

.

0 级 地 震 间 隙 7
.

a9 考虑在 内
,

5 组 地 震数 依

次 为 10
,

4
,

3
,

5
,

8
,

就 是 说 细 分 起 来 地 震 活 动 频 次 经 历 了 由 减 小 到 增 多 的 转 折

,

转 折 时 间 大 致

在
19 6 3一 1 9 6 8 年

.

图 h1 中空心圈
、

带 方 块 圈

、

带 差 圈 分 别 代 表 北 带

、

南 带 和 中 带

,

从 中 可 见

,

北

带 无 论 频 次 还 是 强 度 都 明 显 减 弱

,

南 带 频 次 明 显 增 大

,

南

、

中 两 带 强 度 都 有 增 加 迹 象

,

中 带 活 动

水 平 最 低

.

区 内
地 震

活
动 表

现 出 向
中 南 部 收

缩
集 中

的 态
势

.

海
原

大 震
的

影 响 制
约

作
用

在
北

带
最

突 出

.

如 果
小

范
围

低 级 别 地 震
活

动 能
反

映 大 范
围

高 级 别 地 震
活

动 发 展 趋 势
的

话

,

区 内 中

、

南 带

及 附 近 的 应 力 强 化 趋 势 值 得 重 视

.

( 2) 甘肃及邻近地区 5
.

0 级 以上 地 震 间 隙 的 两 个 低 值 密 集 段 为 图像 的 突 出 特 点 (图 1 9 )
,

相 应 的 时 段 分 别 是
1 9 5 7 一 1 9 6 4
、

1 9 6 8 一 1 9 7 6
、

19 8 0 一 19 9 6 年
,

地 震 数 为
1 7

,

6
,

2 1
,

地 震 活 动 明

显 经 历 了 活 跃

一

平 静

一

活 跃 期 川

.

前
一 活

跃 期
88

.

2 % 的 间 隙 在 l a
以 内

,

后 一 活 跃 期 85
.

0 % 的 间

隙 在 1
.

5 a
以 内

.

1 9 6 4 年 5 月 和 政 5
.

0 级 地 震 间 隙 4
.

a6
、

1 9 7 6 年 8 月 松 潘
、

平 武
7

.

2 级 地 震 间

隙 3
.

7 a
为 两 个 间 隙 相 对 高 值

.

前
一 活

跃 期 发
生 的

都 是
强

度 低
于

6
.

0 级 的 中 强 地 震
,

主 要 分 布

于 1 9 5 4 年 山 丹
、

民 勤 和
1 9 2 0 年 海 原 这 3 个 强 震 源 区

,

实 际 上 是 强 震 的 晚 期 调 整 释 放

.

平 静 期

对 应 西 南 地 震
活

跃

,

当 然 该 时 期 也 有 部 分 地 区 地 震 活 动

,

活 动 主 要 集 中 在 松 潘

、

平 武 一 玛 曲 一

带 边 缘 地 区

.

后
一

活
跃 期 地 震

绝
大 多 数 发

生
在 祁 连

山

一

海 原 断
裂

带
上

,

3 次 6
.

0 级 以 上 地 震 标

志 着 强 度 比 前 一 活 跃 期 有 所 提 高
.

这
一

点 与 青 藏 块 体
北

部
一

致

.

3 讨 论 和 结 论

( 1) 间隙图像反映出本世 纪前半叶各大 区都经历 了地震活 动高潮
,

19 6 8 年 以 后 全 球 8
.

0

级 以 上 大 震 活 动 开 始 减 弱 ;
各 大 区 也 表 现 出 基 本 同 步 的 衰 减

,

其 转 折 时 间 早 于 全 球 大 震

.

在
间

隙
图

像
上

地 震 活 动 减 弱 主 要 表 现 在 间 隙 高 值 增 多
和

增 大 趋 势 明
显

、

分 段 成 组 的 非 均 匀 性 增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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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震 间 隙 图 像 与 地 震 大 趋 势

及 各 组 地 震 数 递 减 等 方 面

.

甘 肃
和

青 藏 块 体 北 部 这 两 个 小
区 的

低 级 别 地 震
活

动 在

1 9 6 3一 1 9 7 6

年 先 后 完 成 了 从 减 弱 到 增 强 的 转 折
,

这 期 间 全 球 及 各 大 区 地 震 活 动 恰 好 由 活 跃 转 平 静

,

表 明 该

两 区 地 震 活 动 不 仅 与 华 北

、

西 南 反 相

,

也 与 全 球 及 各 大 区 地 震 活 动 反 相

.

青 藏 块 体 间 隙
图

像 中

各
组

地
震 数 变 化 与 其 它 大

区 的 差
异

可
能 是 附 近 几 个 大

区
地 震

活 动 即
将 度 过 低 谷

的
前 奏

.

( 2 ) 地震是应力集中引起介质破裂的结果
.

同 一
源 区

地 震
间

隙
的

大
小

代 表
了 源 区

震
后 应

力
调 整 释

放

、

介 质 愈 合 和 应 力 重 新 积 累 到 再 释 放 的 历 程

.

小 范
围

内 间 隙
图

像 还 应 该
反

映
出

断
层

活 动
互

相 影 响 即
地 震 发

生 后
加

震

、

减 震 4l[ 的综合作用
,

而 大 区 域 的 大 震 间 隙 图 像 主 要 反 映 高

层 次 应 力 场 的 强 弱 变 化

.

这
里

的
间

隙 值 变 化
属

后
一 种

,

地 震 间 隙 减 小 应 反 映 大 范 围 应 力 场 的 加

强

,

增 大 反 映 大 范 围 应 力 场 的 减 弱

,

稳 定 的 间 隙 分 布 代 表 了 较 长 周 期 应 力 场 变 化 中 相 对 平 稳 的

一 段 几 个 区 的 地 震 间 隙 绝 大 多 数 都 在
5

.

a5 以内
,

一 半 以 上 在 a2 以内
,

表 明 这 些 区 有 关 的 应

力 场 正 处 于 比 较 稳 定 的 时 段

.

8
.

0 级 以 上 大 震 活 动 演 变 是 全 球 统 一 应 力 场 变 动 的 表 征
.

全 球
大

震
活

动 的 减
弱

反 映
了 地

震 活
动

及 全
球 应 力 场 存 在

相 当
缓 慢

的 强 弱
变

化

.

从 本
文 的 图

像
不

难 看
出

,

全 球 大 震 活 动 变 化 周

期 远 大 于
I O Oa ,

大 区 强 震 活 动 的 周 期 也 不 小 于
1 0 Oa

.

今
后

若
干

年 内

,

这 些 地 震

.

活

动 将

继 续

处

于

低 水 平

,

但 低 水 平 活 动 仅 表 明 地 震 频 度

、

强 度 的 相 对 降 低

,

并 不 意 味 着 无 地 震 发 生

.

低 级 别 地
震 活

动 容 易 受 到 较 大
区

域 应 力 场
调

制

,

同 时 也 反 映 了 较 大 区 域 应 力 的 变 化

,

因

此
人 们 用 低 级 别 地 震 活 动 震 情

“

窗
口
” 〔5 1来 监 视 预 测 高 级 别 地 震

.

结 果 表
明

,

除 微 震 外

,

区 域

中 强 震 和 大 区 强 震 都 可 作 为 震 情

“

窗
口

”

追 踪 大 区 及 全 球 的 应 力 变 化

.

( 3 ) 各 区间隙高值相 当部分集中在 1 9 3 5 一 1 9 4 1
、

1 9 5 5 一 1 9 5 7
、

1 9 6 3一 1 9 6 8 和 1 9 7 6一 1 9 7 7

年
,

同 一 区 的 高 值 间 隔 多 在
2 a0 左右或是它的倍数

,

平 均 约
1 a9

,

最 典 型 的 是 大 三 角 地 区

、

全 国

大 陆 地 区
7

.

5 级 以上 地 震 及 7
.

0 级 以上 地 震
.

总
体

上
看

,

大 多 数 间 隙 高 值 年 份 可 分 为 两 组

,

组

间 相 距 约
I Oa ,

组 内 间 隔 约
ZOa

两 组 高 值 交 替 出 现
;
一 组 是

1 8 7 1
一
1 5 5 5 ( 1 8 5 7 )

一
19 0 6

一
19 2 7一 9 6 8

-

1 9 8 8 年
,

另 一 组 为
1 8 9 6

一
1 9 2 0

一
1 9 3 7 ( 1 9 3 5
、

1 9 4 1 卜 19 5 5 ( 19 5 7卜 19 7 6 ( 1 9 7 7 )年
.

1 9 6 3
、

1 9 6 4 年 的

间隙 高 值 例 外
,

可 能 与 较 低 级 别 地 震 活 动 或 平 静 转 折 期 有 关

.

表 明 全 球 及 各 大
区

地 震 间 隙 高 值

的
间 隔

具
有

某 种 稳 定 性

,

高 间 隙 值 地 震 具 有 某 种 标 志 作 用

,

值 得 进 一 步 探 讨

.

据
此

,

19 97 年年

底藏北 7
.

5 级 地 震 间 隙 很 可 能 是 高 值
;
此 外

,

根 据 有 关 间 隙 高 值 的 间 隔 总 体 平 均 约
s a

及 1 9 9 1

年 4 月 8
.

0 级 地 震 后 接 近 的 一 组 间 隙高 值 系 列 推 测
,

近 两 三 年 内 全 球 发 生 8
.

0 级 以 上 地 震 的

可 能 性 较 大
.

低 级 别 地 震
活

动
反

映 较
短

的 时
程

特 性

,

高 间 隙 值 及 其 上 述 优 势 间 隔 都 不 太 清 晰

,

就 是 说 地

震 的 时 空 强 有 一 定 的 对 应 关 系

,

不 同 级 别 地 震 活 动 在 时 空 强 总 体
上

存 在 层 次 上 的 差 异

.

( 4) 大震趋势判断中
,

活 跃 期 应 侧 重 考 虑 间 隙 低 值 时 发 震 的 几 率 较 大

,

平 静 期 应 侧 重 考 虑

图 像 里 间 隙 中

、

高 值 趋 势 发 展

.

据 此 及 各
区 最

近
一

次 地
震

间 隙 的
可

能 范 围 推 知

:

全 球 下 一 个
8

.

0

级 以 上 大 震 发 生 的 可 能 性 已经 很 大
、

大
三
角 地
区 和
全
国
大 陆

7
.

5 级 以 上 地 震 活 动 明 显 减 弱
,

地

震 数 呈 递 减 趋 势

,

近 几 年 再 发 震 的 可 能 性 不 大

.

全
国

大 陆

7
.

0 级 以 上 地 震 图 像 及 后 两 组 地 震 数

表 明 新 的 间 隙 高 值 前 应 再 有 几 次 地 震
,

低 间 隙 值 趋 势 表 明
19 9 7 年 底 藏 北 地 震 后 l a

左 右 发 震

可 能 性 较 大
;
如 果 该 震 不 发 生

,

按 照 中 等 间 隙 值 增 大 趋 势 (图 l d) 应注意 3 a
后 发 震 的 可 能

.

青 藏 块 体
地 震

间 隙 图 像 中
最 后

两 组
地

震 数 基 本 相 当

,

块 体 北 部 和 甘 肃 地 区 地 震 活 动 都 已

走 过 低 谷

,

附 近 较 大 范 围

,

首 先 是 青 藏 块 体 应 当 注 意 这 一 增 强 态 势

,

去 年 底 藏 北 地 震 后 近 期 可

能 再 发 生
7

.

0 级 以上 地 震
,

但 地 震 个 数 不 会 太 多

.

块 体 北 部 再 现 间 隙 高 值 的
可

能 性 较 大

,

最 近

一 次 地 震 间 隙
已 达 a4

,

正 好 在 间 隙 中 等 值 增 大 趋 势 发 展 线 上 (图 l f)
,

要 注 意 近 期 发 生 6
.

0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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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地 震 的 可 能
.

甘 肃 地
区

后
一 活

跃
期

持 续
时

间
已

相 当
于

前 两 期 之
和

,

即 将 转 人 平 静

,

这 与 文

献 【5〕的结 论 一 致
,

区 内 今 后 将 保 持 平 静

,

但 其 间 隙 高 值 不 过
4 a

左 右

,

近 2a 内发生 5
.

0 级 以 上

地 震 的 可 能 性 仍 然 很 大
.

综 上 所 述

,

近 期 特 别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全 球
8

.

0 级 以 上
、

全 国 大 陆 和 青 藏 块 体
7

.

0 级 以上
、

青

藏 块 体 北 部
6

,

0 级 以上 和 甘 肃 地 区 5
.

0 级 以 上 地 震
.

未 来 地 震 的 地 点
不

属
于

本 文 讨 论
重

点

,

这 里 可 以 简 要 提 及 的 是 应 重 点 考 虑 前 面 推 测 有 震

区 域 的 交 叉 部 位 及 各 种 构 造 与 现 今 活 动 区

、

带 的 交 汇 部 位

.

本 文 认 为

,

全 国 大 陆

、

青 藏 块 体 及 块

体 北 部 这
3 个 区交 汇 的青 藏 块 体 中 北 部 地 区有 可 能 发 生 一 组 7

.

0 一 7
.

4 级 或 一 个 更 大 的 地 震
,

当 然 也 可 能 是 各 区 分 别 发 生 不 同 级 别 的 地 震

.

此
外

,

包 头

一

共 和

一

唐 古 拉 山 北 东 向 6
.

0 级 以 上 地

震 条 带 的 形 成 与 全 球 8
.

0 级 以 上 地 震 平 静 时 间 基 本 同 步
,

该 条 带 及 延 伸 与 活 动 构 造

、

地 震 活 动

带 交 汇 区

,

即 勘 察 加 半 岛

一

千 岛 群 岛

一

阿 留 申 群 岛 交 汇 处

,

也 是 近 年 来 全 球
7

.

0 级 以 上 大 震 异 常

平 静 的 地 方
,

值 得 注 意

,

预 期 地 震 强 度 可 达
8

.

0 级 以 上 ;
拉 萨 西

、

和 林 格 尔

一

五 原

、

舒 玛 断 裂 带 中

段 及 祁 连 山 中 东 段 也 值 得 注 意

,

预 期 地 震 强 度 在
7 0 级 左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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