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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地及与十二年周期的相关研究

灿

地震周期规律可 用于预测未来地震形势的发展趋势
。

本文选取 了我国古代产生的延用至

今的甲子纪年的地支数 12 年作为周期数
,

对我国有记载以来的 8 级以上地震 ( 表 1 ) 活动时

间作了相关统计研究
,

发现它们与 12 年周期相关性较好
。

另外
,

对我 国本世纪发生 的 7 级 以

上地震时间的统计研究发现
,

7 级 l从
_

L地震频度较高的年份也 与 12 年 周 期 有一 定 的相关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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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农自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编 《 中国沮地屁简目 》

从期或时间段意义考虑
,

研究中不考虑甲子纪年地支数的原有位相
,
只取 12 年基本周期

数作为周期研究对象
。

根据统计
,

卯一申年段所发生的地展数为 17 次
,
占总地震数的 8 1

.

。%
,

酉一寅年段地震

数为 4 次
,

仅占总地展数的19
.

0 %
。

前者地震数约是后者地震数的 4
.

25 倍
。

显然
,

可 以根据

上述地震数的显著差别把卯一申年段称为地屁活跃期
,

把酉一寅年时间段称为地展平静期
。

今后如逢卯一申年
,

则应预防大震
。

另外
,

我们还对我网水世纪以来 ( 1 90 1年一 1 9 7 6年 ) 所发生的 7 级以上地震作了统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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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

统计时段中平均地震年频度为 1
.

2次
,

统计时把发生地震数大于二倍地震年频度的 年份

称为大频度年
,

则地展大频度年份共出现过 7 次
,

它们分 别 是 1 9 2。年
、

19 3 7 年
、

1 9 4 1年
、

1 9 5 1年
、

1 9 5 5年
、

1 9 7 2年和 2 9了6年
。

2 9 2 0年
、

1 9 4 1年
、

1 9 5 1年
、

1 9 5 5年和 1 9了6年均处于由 1 2

年周期所划分的地震活跃期内 ( 其中包括两个地震频度最高的年份 )
。

由此可见
,

不仅我国

8 级以上地展与 12 年周期相关
,

`

而且 7 级以上地展也与12 年周期相关显著
。

因此
,

12 年周期

可能是一种长期以来客观存在的周期因素
。

1 2年周期很早就被我国用于甲子纪年
,

用不同的12 种属象显示年景
,

反映自然灾害呈周

期性出现的规律
。

地震只是其中自然灾害之一
,

多出现在卯
、

辰
、

已
、

午
、

未
、

申等年份之

内
。

这种 12 年周期可能是宇宙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种综合效应
,

但从某些方面的数据显示
,

木星运行对此周期可能起主要作用
。

因上述 12 年周期数恰好与木星公转的周期数 1 1
.

86 年十

分接近
。

乔立择付所长审阅了文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

特此致谢
。

( 本文 1 9 8 9年 9 月 1 0日收到 )

( 华北石油管理局采油工艺研究所地震站 刘书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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