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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
一

国大
一

陆强震
一

的短期预报探讨

我们研究了我国M
.

> 5
.

0级地震的时空分布和强度特性
,

发现台湾地震活动似乎是我国

大陆强震的前兆震 ( 或震群 )
。 ,

其具体
J

清那如下
:

( 1 ) 凡在台湾及其海域 1
.

5度 区域内
,

在三个月内相继发生多次 5
.

0《 M
.

《 6
.

8级的地

震
,

我们将这一组地震称之为报幕震
;
将中国大陆地区发生的M

.

) 7
.

0级强震
,

称之为演出

震
。

考虑到短期预报的时间特征
,

一

将统计时间段 ( 即从报幕震组最后一个地震到演出震发生

的时段 ) 定为半年
。

将在报幕震和演出震之间 ; 中国大陆发生的 6; 0 ( M
.

《 6
.

9级地 震 称之

为插入震
。

( 2 ) 在报幕震结束后二个月内
,

在中国大陆地区发生演出震的可能性为 77
.

5
一

%
。

( 3 ) 用黄金分割法对报幕震的频度和能量进行优化
。

具体作法是
:

设能量为纵轴
,

其

长度为 10
.

0 X 10 产
`

焦耳 ( 相当于 M
.

二 6
.

8级地震所释放的能量 )
,

频度为横轴
,

长度为 20 次

(根据实际发生的报幕震的最大次数确定 )
。

在图 1 中: 先把能量轴固定在 0
.

6 18 “

10
X 10

` ,

焦耳处
,

作平行于横轴的直线 L : ,

在过纵轴。
.

3 8 2 x 10 x 10 ’ `
焦耳处作平行于横 轴 的 直 线

L
Z ,

业作出可调范围内平行线 L
。
(过 0

.

2 36 x 10 X 10 工̀
焦耳处 ), 用同样的方法对频度轴作出

平行于纵轴的直线 S :
和 5 3 。

、

由图 1可知
,

最佳优选方案是当报幕震

在三个月内
、

频度为 3一 6 次 ( 5
,

Q( M
.

《

6
.

8 )
,

且能量 释 放 总 和 为 2
.

3 6 x z o
’ `

一
6

.

18 x l o “ 焦耳时
,

中国大陆地区发生演出

震的可能性最大 ( 见图 1 中阴影部分 )
。 “

( 4 ) 在中国大陆地 区发生的40 次强震

中
,

在报幕震和演 出 震 之 间
,

发 生 6
.

0 (

M
.

( 6
.

9级插入震的仅有 n 次
,

概 率为 2 7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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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报幕震 N一艺E 平行线法图

( 5 ) 据安徽省地震局提供的目录
, 8 一 9 月在台湾及其海域相继发生 5 次M

.

》 5
.

0级

地震
,

其中M
。 . 二 = 6

.

8 ,

截止至 9 月份
,

E 总 = 1 3
.

6 32 X 10
’

“ 焦耳
。

按能量计算还缺一个 5
.

9

级地震
。

若按现在的趋势
,

用本文提出的模型判别
,

自 8 月以来
,

这一组地震不象报幕震
。

估计

近 6 个月 内中国大陆地区发生强震的可能性很小
。

本文所讨论的关于中国大陆地区强震的短期预报
, ` :

仅 仅 是 时 间 上 的

,

在 空
阿 上 还 不 能 确

定 具 体 地 点

,

只 能 定 性 地 认 为 中 国 西 部 地 震 活 动 与 台 湾 地 震 活 动 关 联 明 显

。

对 此 问 题 尚 需 进

一 步 研 究

。

( 本文 1 9 8 9年 12 月 10 日收到 )
_

.

( 安 徽 省六 安 地 区地 震局 管主 艺 )

A D I S C U S S IO N O N S HO R T T E R M P R E D IC T IO N O F S T R O N G E A RT H Q U AK E S
`

-
-

一 ’

! N C H! N E S E C O N T! N E N T

G ua
n Y uy i

,
_ 、

( S e i s m 。 l 。 g i c a l B u , e a u o
f L i。 ` 。 n P : e

f
e : t u : 。 : A n h u i P r o ,

f
n c 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