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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所称的时称迁移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或一 定的地质构造背景上
,

地

震按一定的衬称 图式依次作规 则的迁移
。

时称迁移不同于沿带迁移
,

是由相互

联系的四次地震配套而 成为一独立的迁移组合
,

它们分别发生于与 X 断裂网络

四 个结点相 当的位置上
。

互为配套的四次地震满足于 以下三条件
: l ) 在空间

上呈现为对称 的 ( 或近于衬称 ) 四边形图象 , 2 ) 各震的震级相近
,

震级差不

大于。
.

5级 , 3 ) 每组内四次地震的发震时间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

一般 表 现为

T ` 一 T : 《 T
: 一 T : 或 T

` 一 T 3《 ( T : 一 T
: ) + 1 0

。

按照各震迁移的 顺 序 和 路

线
,

将其划分 为甘角型
、

弯折型和 圈闭型三 类
。

在我国
,

除古代少数几个地震以外
,

绝大多数地震都可配套成组
。

据此
,

通过 目前尚未

完全配套的
“
前三震

”
及其发震地点 ` 震级和时间三方面所特有的

“
对称 性

” ;
`

就 可 预 测
“
后一震

”
的

“ 三要素
” 。

一
、

引 言

鑫
地震震中的迁移现象是地震活动性的主要特征之一〔 1 一 8 〕 。

长期以来
,

人们多强调沿地

震带的震中迁移
。

七十年代中期
,

我国地震工作者注意到地震在空间上呈平行四边形的面状

迁移〔 4 〕 ,

业用来预测发震地点
。

郭增建等〔 6 〕也 曾指出地震围绕巨大构造块体边缘发生呼应

迁移的事实和重要性
。

本文所指的对称迁移可看作是上述面状迁移观点的引申
。

根据我们的

研究
,

应用地震面状迁移的
“
对称性

” ,

有可能同时对发震地点
、

震级和发露时 间 作出预

测
。

卜
产 二

、

资 料 选 择

本文所采用的我国境内的资料主要来源于 《 中国地震简目
.

》 (
、

1 9 77 )
。

邻国或边境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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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震取自古登堡
、

李希特 ( 19 5 4 ) 和 SI C的资料
。

其中有少数地震是根据新近的资料加以

补充和校正的
。

为了尽可能完善地反映客观现象
,

进而探索地震活动的规律性
,

对于西部地区
,

主要应

用 1 9。。年以来的资料
; 东部地区

,

尤其华北
,

主 要 选 取
1 6。。年 以 来 的 资 料

, 1 6 0 0年 以 前 的 资

料
,

虽 也 利 用

,

但 可 靠 性 较 差

。

鉴 于 我 国 东

、

西 两 部 地 区 地 震 活 动 强 度 不 同

,

西 部 取 》 6 资级 的 地 震
、

东 部 取 ) 6 级 的

地 震 作 为 统 计 的 对 象
。

台 湾 地 震 带 为 巨 大 的 环 太 平 洋 活 动 带 的 一 部 分

,

其 地 震 活 动 性 特 征 与 大 陆 地 区 有 显 著 差

别

,

暂 未 加 以 统 计

。

考 虑 到 我 国 所 发 生 的 破 坏 性 地 震 主 要 系 浅 源 地 震

,

因 而 用 于 统 计 的 地 震 震 源 深 度

,

一 般

选 取 < 70 公里
,

最 深 则 以
1 20 公里为限

,

更 深 者 就 不 予 统 计

。

川 百
!

三

、

地 震 的 对 称 迁 移

对 称 迁 移 是 指 在 一 定 空 间 范 围 内

,

地 震 按 一 定 的 对 称 图 式 依 次 作 规 则 的 迁 移

。

1
.

配
套

地
艇 的 条 件 实 际 资 料 表 明

,

对 称 迁 移 的 地 震

,

在 空 间 上 发 生 于 对 称 四 边 形 的 四

个 顶 角 ( 相 当于 X 型断 裂 网络 的结 点 )
,

业 作 为 一 组 独 立 的 迁 移 配 套 而 出 现

。

简 言 之

,

每 一 对

称 迁 移 组
系 由 相 互 联 系 的 四 次 地 震 联 合 构 成

,

彼 此 呼 应

,

互 为 配 套

。

它 们 要 满 足 于 以 下 三 条

件

:
.1 每 一 组 的四 次配套 地震

,

在 空 间 上 的 联 线 清 晰 地 构 成 一 个 对 称 (或近 于对称 )性 的几 何

图象
,

如 平 行 四 边 形

,

梯 形

,

菱 形
… … 等 , 2

.

各 配 套 地 震 震
级

相
近

,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

震 级 差

不 超 过 十 一 士 ( 个别历史地震
,

稍 许 大 些 ) , 3
.

配 套 地 震 的 总 时
间

均 在
一

百 年
以

内

,

其 前 后

异

一

件
衬

,

尽

一

公

4 2

.C’
` 4

宙

耐

奋

:

少

4

夕

参

图
1

对角型
,

对 称 迁 移 基 本 图 式

甲
、

l ,

乙
、

弯 折 型

,

丙

、
圈 闭 型

。

4 代 表 配 套 地 震 的 发 震 顺 序
。

两 对 地 震 时 间 间 隔 之 时 差 多 数 控 制 在 10 年 以

内 ( 详见后 )
。

在 一 次 地 震 序 列 中

,

列 入 配

套 者 一 概 取 其 主 震
〔 1 〕 ;

若 为 震 级 相 同 的 震

群
,

则 取 其 中 之 一 作 为 代 表

。

而 且

,

每 一 次

地 震 原 则 上 只 能 参 加 一 个 组 的 配 套

。

2
.

对 称
迁

移 类
型

按 配 套 地 震 在
空

间 上

依 次 发 震 的 顺 序
和

路
线

所
呈 现

的 图 式

,

可 分

三 种 类 型 ( 图 1 )
:

( 1 ) 对角型 配套的 1 一 2 地 震 的 迁

移 线 与 3 一 4 地 震 的 迁 移 线 不 相 联
,

而 呈 相

交 接 触

。

若 将 该 四 处 的 震 中 用 虚 线 相 联

,

便

得 一 个 四 边 形

,

两 条 迁 移 线 相 当 于 它 的 对 角

线

。

( 2 ) 弯折 型 配 套 的 1
、

2
、

3
、

4

四 次 地 震 的 迁 移 线 彼 此 呈
“ Z”

形 连 续 衔

、

喊

1 ) 近年来发现
,

两 组 对 称 迁 移 组 合 的 第 四 震 ( 即 “
后 一 震

” ) 一 起 落实 于 同 一 地 点
,

其 中 震 级 较 低 一 组 的 第 四 思 可

抖 舜
展 级 较

产
一 组 第 四 盈 ( 丰翼 ) 的舜余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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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

1 一 2
,

3 一 4 迁 移 线 相 互 平 行 或 近 于 平 行
,

而
2 一 3 迁 移 线 与 1 一 2

,
3 一 4 迁 移 线

呈 斜 交 或 直 角 接 触
。

对 称 迁 移 类 型 实 例 及 其 配 套 地 皿
表

1

称型移

神
号
一 可 佘 艺 森 于 丽 …

对迁类

布

礴

印印度III18 9 777 8
。

777 阿 图 什什 1 9 0 222 8
。

333 蒙 古古 1 9 0555 8
。

333 海 原原 1 9 2 000 8
士士

阿阿 萨 姆 lll19 0555 8888888 888 4 9
O

N 9 8
O

EEEEE 88888 1 9 5777 8
。

111

11111111111111111 9 0 777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 1 93 111 888

克克 什 米 尔尔 1 9 4 666 7
.

888 玛 纳 斯斯 1 9 0 666 7
子子 当 雄雄 19 5 111 7

。
777 蒙 古古 1 9 7333 7

。
999

11111 9 3 222 了
士士士士

7
士士士士

了
去去

魂5 1 / 2
O

N 9 9 1 / `
。

EEE 1 9 5 555 7
士士

11111111111111111 9 2 000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7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7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 9 7 444 7
。

111

塔塔 吉 克克 1 9 4 888 7
去去 缅 甸甸 1 9 1 222 777 古 浪浪 19 2 777 777 富 班班 1 9 7 666 7

。
222

11111 9 0 666 777 2 1
O

N 9 7
O

EEEEE 7777777 7
士士士

1 9 2555 777

11111111111111111 9 3 444 61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7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 1 9 7555 6
会会

缅缅 甸甸 1 9 3 66666 西 藏藏 1 9 4 777 6
哥哥 通 海海 1 9 7 000 6

。
名名 炉 忍忍

1 9 e777 6
。

888

222 3
.

5 N 9 6
0

0 EEEEEEE 朗 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

昌昌 马马马马 迭 溪溪 1 9 3 33333 玛 多 西 北北
1 9 3 77777 康 定定定定

径径 玩玩玩玩 山 丹丹 1 9 5 44444 蒙 古古 1 9 6 00000 象 古古古古
444444444444444 3

O
N 1 04

0
4 EEEEEEE 4 4

0
8 N 9 4

.
2 EEEEEEE

理理 塘塘塘塘 民 勤 东东 1 9 5 44444 玛 多 西 北北 1 9 6 33333 松 播 东东东东

缅缅 甸甸甸甸 拉 萨 东东 1 9 1 55555 炉 霍霍 1 9 2 33333 大 理理理理

222 7
O

N 9 7
O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西西 藏藏藏藏 尼 泊 尔尔 1 9 3 66666 西 藏藏 19 7 33333 扎 达达达达

奇奇 林 湖 南南南南 2 8
0 5 N 8 3

0
5 FFFFFFF 巴克哈瞥东东东东东东东

和和 政政政政 松 播播 1 9 6 00000 北 霍 布 逊 湖 北北 1 96 22222 炉 霍 西 北北北北

新新 皿皿 19 1000 6
备备 和 静 西西 1 9 2 777 6

导导 若 羌 西 南南 1 9 3 333 6
子子 温 宿 北北 1 95 999 6

奋奋
叶叶 城 西西 1 0 2 222 6

女女女女
7
去去去去

6
令令令

10 6 888 666

111111111111111113 0 555 6
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6
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

13 6 888 666

应应 县县 1 4 8 444 6
寻寻 定 襄襄 1 0 3 888 6

告告 固 安安 1 0 5 777 888 河 间间 1 5 8 111 666

11111111111111111 5 3 666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66666666666666666666666 15 8 777 666

怀怀 仁仁 16 1 888 666 涉 县县 1 3 1 444 666 怀 来来 1 3 3 777 6
士士 徐 沟沟 16 8 333 777

111111111111111116 1888 6
仓仓仓仓仓仓仓仓仓仓仓仓仓

6一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6
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

1 6 2 666 777

居居 庸 关关关关 埃 城城 1 5 0 222 888 渤 海海 1 5 6 888 888 广 灵灵 1 7 3 999 888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

66666666666666666666666 1 6 5 222 666

通通 县 南南南南 蓬 莱莱 1 5 4 888 666 巢 县县 1 5 8 555 000 修 武武 1 8 8 222 888

蔚蔚 县县县县 诛 水水 1 6 5 88888 通 县县 1 6 6 55555 原 平平平平

介介 林林林林 扬 州州 1 62 44444 滦
、

县县
1 6 2 44444 灵 丘丘丘丘

((((((((((( 2 月 ))))))) ( 4 月 )))))))))))

天天 水水 1 6 5 444 7
士士 三 河河 16 7 99999 临 汾汾 1 6 9 55555 银 川 平 罗罗罗罗

11111111111111111 6 2 222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邪邪 城城 1 8 2 000 666 常 德德 1 6 3 11111 平 陆陆 1 6 4 22222 忍 山山山山

许许 昌昌昌昌 临 胸 益 都都 1 8 2 99999 金 县县 1 8 6 11111 深 县县县县

宁宁 晋 东 西西 1 9 6666 7
。 222 渤 海海 1 9 6 999 7

。
444 海 城城 1 9 7 555 7

。
333 唐 山山 1 97 666 7

。
888

111111111111111119 1777 6
一

矛矛矛矛矛矛矛矛矛矛矛矛矛
6
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

6
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

1 93 222 6
去去履履 山山 19 4 555 6

去去 渤 海海 1 9 2 222 666 盐 城 东 (海 中 ))) 1 9 2 777 6
。

333 青 岛 东 (海 中 ))) 1 97 666 6
。

333

11111111111111111 9 1 999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6
矛矛矛矛矛矛矛矛矛矛矛矛矛

6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93 222 666

滦滦 县县县县 威 海 ( 海中 ))) 1 9 488888 河 间间 1 9 6 77777 和 林 格 尔尔尔尔

温温 州 东 ( 海中 ))))))) 南澳 ( ? ))) 1 92 11111 盐 城 东 (海 中 ))) 1 9 2 11111 麻 城城城城
((((((((((( 8 月 ))))))) ( 12 月 )))))))))))

丫

( 3 ) 圈 闭型 配套 的 1
、

2
、

3
、

4 四 次 地 震 的 迁 移 线 彼 此 作 圈 闭 性 的 衔 接
,

其 中
1

一 2
、

2 一 3
、

3 一 4 迁 移 线 和 4 一 1 连 线
,

可 以 双 双 相 互 平 行 或 近 于 平 行

,

也 可 以 不 平

行

。

3
.

若 千 认 识 将 我 国 境 内 已 知 的 地 震

,

按 上 述 条 件 进 行 配 套

,

其 结 果 由 表
l 给 出

,

业
分

别 表 示 于 图
2 一 图 6

。

从 中 可 以
看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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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对称迁移有一相对稳定的活动空间
,

显 示 有 一 定 的 区 域 性 特 征

。

我 国 东

、

西 两 部

明 显 地 以 著 名 的 南 北 地 震 带 为 界

,

自 成 系 统

。

西 部 大 体 又 以 昆 仑 山 一 阿 尔 金 山 一 龙 首 山 为

界

,

再 分 西 南

、

西 北 两 大 区

,

各 自 控 制 较 低 震 级 地 震 的 迁 移

。

东 部 地 区 基 本 上 以 长 江 为 界

,

分 南

、

北 两 大 区

,

不 过 长 江 附 近 的 地 震

,

可 以 向 北 组 合

,

也 可 以 向 南 配 套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每 组 配 套 地 震

,

在 上 述 迁 移 区 内 业 不 完 全 重 复 出 现

,

具 有 临 时 匹 配 特 点

。

事

一

冬 里 』

今

图 2 我 国 西 部 地 区 对 称 迁 移 实 例 之 一

。

配 套 地 展 顺 序 ( 4 ) 编号

图 3 我 国 西 部 地 区 对 称 迁 移 实 例 之 二

籍盯l

分

奋笼.
州

。
\ `

石
` · 、

/
, /

集

一

京南

" /l,%

\

í产
乙l/

11、!咭` 17 J’ `

上 着 豪

图 4 我 国 东 部 地 区 对 称 迁 移 实 例 之 一

( 图例同前 )

图 5 我 国 东 部 地 区 对 称 迁 移 实 例

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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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上 海

广 ,
J

只 叼

图

6 我 国 东 部 地 区 对 称 迁 移 实

例 之 三

( 2 ) 每组配套地震所 占据的面积大小
,

与 震 级 有

一 定 关 系

。

这 在 我 国 西 部 地 区 表 现 较 为 明 显

。

M s 》 8

的 地 震 组 合
,

占 据 面 积 可 达 五 百 万 平 方 公 里
, 6哥 一 7

级 地 震
,

约 为 前 者
1 6/ 一 1/ 5

。

而 东 部 地 区 这 种 关 系 却 不

甚 明 显

。

( 3 ) 在 已知的对称组合中
,

发 震 时 间 一 般 表 现 于

T ; , T 3《 T
: 一 T :

或 T
` 一 T

: 《 ( T : 一 T
: ) + 1 0

,

只 有

少 数 表 现 于 T ` 一 T 。
> ( T

: 一 T
、 ) + 10

。

式 中
T : 、

T Z 、

T
。 、

T `
分 别 代 表 每 组 各 配 套 地 震 的 发 震

日 期 ( 年代 )
。

( 4 ) 需要 提到
,

1 6 0 0一 1 8 9 9年 间
,

我 国 东 部 地 区

未 列 入 配 套 的 地 震 还 有 12 次
。

它 们 是

: 1 6 1 4年 山 西 平 遥

6 级 地 震
; 1 6 0 0年 广 东 南 澳 7去级 地 震

, 1 6 0 5年 广 东 琼

山 文 昌 间 7士 级 地 震
, 1 6 0 4年 福 建 泉 州 海 外 8 级 地 震

;

租

魂

汾

1 6 6 8年 山 东 临 沂 8士 级 地 震
, 1 7 2 0年 河 北 沙 城 6%级地震 ; 1 7 3 0年 北 京 西 6士级 地 震

; 1 8 3 0年

河 北 磁 县 7士 级 地 震
, 1 8 8 8年 渤 海 湾 7士级 地 震

, 1 8 0 6年 江 西 会 昌 6 级 地 震
, 1 8 1 5年 山 西 平 陆

6% 地震 ; 1 8 3 1年 安 徽 凤 台 6去级 地 震
。

以 上 各 组 的 其 余 配 套 地 震

,

有 可 能 虽 已 发 生

,

但 未 被 记 载 或 被 错 记

,

另 外 也 有 可 能 出 于 目

前 尚 未 明 眯 的 某 种 原 因

,

造 成 应 力 场 突 变

,

以 至 迁 移 中 止

。

不 过

,

总 的 来 看

,

这 种 机 遇 业 不

多

,

又 只 限 于 古 代

。

近 代 的 绝 大 多 数 强 震 都 已 分 别 参 加 配 套

,
一

所 以 不 会 影 响 现 今 的 预 侧

。

4
.

对 称
迁

移 机
制

的
初

步
分

析

( l ) X 型断 裂具 有全 球 性 的地理 分 布 〔 “ 一 7 〕
。

在 我 国

,

张 文 佑 等 早 就 明 确 指 出
〔 8 〕 :

中 国 大 地 构 造 的 基 本 特 征 表 现 于 不 同 规 模 的 X型 断裂 广 泛分布
,

业 控 制 着 相 应 的 大 小 不 等 的

菱 形 断 块

。

近 年 来

,

丁 国 瑜 等 则 进 一 步 强 调 现 代 我 国 地 壳 内 正 在 发 育 着 规 则 性 极 强 的 破 裂 网

络

,

网 络 的 结 点 往 往 为 强 震 源 ( 震 中 ) 所在 〔 9 〕 。

( 2 ) 作用于 中国陆块上的构造力是多源的
。

印 度 洋 板 块 向 北 碰 撞

,

太 平 洋 板 块 向 西 消

减

,

其

“
威 力

”
非 常 强 大

。

种 种 迹 象 表 明

,

目 前 我 们 还 不 能 排 斥 地 球 角 速 度 变 化 所 引 起 的 影

响 以 及 地 馒 对 流 或 热 流 可 强 化 壳 下 应 力 的 推 测

。

其 中 既 有 水 平 力

,
也 有 垂 直 力

。

( 3 ) 在中国陆块上所显示的构造应力场是复杂 的
,

不 同 的 局 部 应 力 场 各 自 控 制 着 大 小

不 一 琴 键 式 断 块 的 活 动 及 其 强 度

。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

应 力 可 围 绕 断 块 四 周 的 断 裂 集 中 起 来

。

我 们 认 为

,

每 个 对 称 迁 移 组 合 所 围 限 的 四 边 体

,

尽 管 其 方 向 各 异

,

规 模 不 一

,

都 代 表 深

处 某 一 特 定 局 部 应 力 场 中 的 受 力 单 元

。

在 相 对 稳 定 的 力 的 作 用 下

,

单 元 内 贮 存 起 能 量

,

亚 使

之 不 断 积 累

。

由 于 四 边 体 的 顶 角 ( 即相 当 于 X型 断裂 网络 的 结点 )
,

应 力 最 易 集 中

,

具 有 大

致 相 似 的 积 累 过 程

,

也 就 往 往 优 先 发 震

,

释 放 能 量

。

如 果 有 关 条 件 ( 介 质条 件
、

边 界 条 件

、

受 力 条 件 等 ) 是 理想 的
,

那 未 在 局 部 应 力 场 中

,

其 四 个 顶 角 应 同 时 或 成 对 发 生 破 裂

,

以 达 到

能 量 释 放 的 平 衡

。

然 而

,

由 于 受 力 单 元 内 的 岩 层 或 岩 体 所 代 表 的 介 质 不 可 能 完 全 均 匀

,

边 界

条 件 也 较 复 杂

,

加 上 受 力 状 况 的 差 异 和 空 间 上 不 同 局 部 应 力 场 的 叠 加 等 因 素 的 千 扰

,

以 至 某 一

特 定 受 力 单 元 的 能 量 释 放 往 往 总 是 在 时 间 上 有 所 先 后

,

强 度 上 有 所 差 异

。

这 就 是 目 前 我 们 对

对 称 迁 移 现 象 的 一 种 解 释

。



4 卷

四
、

预 测 方 法 与 结 果

每 一 对 称 迁 移 组 合 的 四 次 ( 处 ) 地震是互为配套的
,

而 且 不 同 的 类 型 其 迁 移 图 式 和 路 径

又 各 自 有 别

,

从 预 测 的 意 义 上 讲

,

它 主 要 是 按

“
前 三 震

”
来 预 测

“
后 一 震

” 。

不 言 而 喻

,

各

组 配 套 的 正 确 与 否

,

是 预 测 成 败 的 关 键

。

在 肯 定

“
前 三 震

”
的 基 础 上

, “
后 一 震

”
的 震 级 是 容 易 确 定 的

,

即
“

前 三 震
”

的 震 级 范

围 就 是
“

后 一 震
”

所 预 测 的 震 级

。

“
后 一 震

”
的 发 震 地 点

,

取 决 于
“

前 三 震
”

的 相 对 位 置 和 迁 移 类 型
。

从 三 种 类 型 着 眼

,

“
后 一 震

”
的 地 点 一 般 可 有 三 处

,

而 实 际 上 只 能 落 实 于 其 中 某 一 处

。

通 常 这 需 综 合 对 比 这 三

处 各 种 地 质 一 地 震 因 素

,

诸 如 发 震 构 造 背 景

,

地 震 活 动 史 及 其 周 期 性 或 复 发 性

,

震 级 与 相 应

配 套 空 间 范 围 的 关 系

, “
后 一 震

”
迁 移 路 线 与 沿 途 不 同 地 震 带 相 会 的 次 序 等

,

从 而 判 断 最 有

可 能 的 发 震 地 点

。

最 近

,

我 们 已 从 理 论 上 获 得 证 明

,

真 正 的

“
后 一 震

”
发 震 点

,

其 所 求 得 的

应 力 强 度 因 子 在 这 三 处 中 总 是 相 对 最 大 的

。

但 是

,

应 用 此 法 的 首 要 条 件 是

“
前 三 震

”
需 有 足

够 的 震 源 位 错 等 资 料 ( 详见另文 )
。

“
后 一 震

”
的 发 震 时 间

,

现 在 还 只 能 作 粗 略 的 估 算

。

可 用
T

`

( 〔T
: + ( T

:
一 T :

) 〕
,

或

T
;

( 〔 T 3 十 ( T
Z
一 T ;

) + 10 〕由 此 可 判 断 T
`

( “
后 一 震

”
) 发震 时 间 的 指 标

。 “
后 一 震

”

的 发 震 时 间 很 可 能 是 在 〔T : + ( T : 一 T
;

) 〕年 之 前 或 〔 T 3 + ( T : 一 T
;

) + 1 0〕 年 之 前
。

凡 过

了 后 一 项 年 限 仍 未 发 震 者 ( 即 T `
> 〔T : + ( T : 一 T : ) + 1。 ) 〕 )

,

那 其 日 后 发 震 日 期 就 难 以

推 算
了

。

预 测 的 地 震 与 实 际 结 果 表
2

争

多

配 套 地 震 ( “
前 三 震

” ) 实 际 结 果

}
地 点

{
时间

}
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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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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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

·
我 局 余 山 台 侧 震 组 叶 家 鑫 等 同 志 根 据 全 国 台 站 记 录 算 得 该 震 震 级 为 7

。
2 ( M .

)

在 进 行 系 统 地 配 套 之 后
,

便 可 对 我 国 本 世 纪 以 来 目 前 已 有

“
前 三 震

”
的 各 组 提 出

“
后 一

三 要 素 的 预 测
i )

。

再 根 据

“
后 一 震

”
的 分 布

,

对 全 国 地 震 形 势 作 出 相 应 的 分 析 与 估

徐 道 一

、

郭 履 灿

、

播 建 雄

、

沈 宗 不 等 同 志 曾 先 后 对 本 文 提 出 过 修 改 意 见 或 给 予 热 情 支

持

,

借 此 谨 致 深 切 的 谢 意

。

( 本文工9 8 1年 11 月 24 日收到 )

i ) 何正植
,

1 9 76 ,
地 展 的 对 迁 移 称 与 预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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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h e l i g h t o f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a t h e l a t e r s h o e

k
,, t h a t e a n b e

p r e d i e t e d a t p r e s e n t ,
w e e a n m a k e a e o r r e s p o n d e n t a n a

l y s i s a n d f o r m a p -

p r o P r i a t e e s t i m a t i o n o f t h e t r e n d o f t h e e a r t h q u a k e o n a n a t i o n 一w i d e

s e a l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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