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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及邻区大震的远距离相关现象
` ·

王泽皋 孙佩卿 高景春

(河北省地震局 )

摘 要

本文根据中国大陆及边邻 M
.

》 7
.

0 地襄活动的时空特点
,

讨论 了大地襄活动

的远程关联现象
,

划分了 6 个相关地带
。

】

根据本文所划分的诸相关地带
,

可 以对所

研究地区大地震的活动形势作 出大致的估计
。

关键词
:

中国大陆 ;板块运动 ;远程关联 ;地展活动

一
、

前言

多年来的观测事实表明
,

大地震发生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远距离
,

甚至跨越州际的
“

遥联
”
现象

。

如 1 9 8 6年以来
,

我国地下水动态观测网中的 25 5 口水井中有 152 口井能够

记录到远方洋壳发生的大地震传播来的水震波①
。

1 96 9年渤海发生 M s 7
.

4大地震时
,

除

辽东半岛西海岸发生海水溢出的现象而外
,

还有人见到长江水大幅度徐徐上涨又徐徐降

落
,

持续一段时间后才消逝 t2)
。

1 9 5红年西藏察隅
、

墨脱发生 M
:

8
.

6 大地震时
,

远隔 20 0 00

多公里的北欧挪威海岸
,

记录到了周期为 l一 2分钟
,

延时为 20 分钟的长周期面波叻
。

1 7 55 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地震时
,

不仅几百公里
,

甚至几千公里的地方如非州摩洛哥

等地也遭到破坏
,

远至英国
、

法国及德国的海岸也受到损害
,

在中美洲也观察到相当大的

波浪③
。

上述事实说明
,

大地震发生时
,

其影响范围相当广泛
。

由此也可以认为
,

在一次大震孕

育过程中
,

可以在大范围内出现一些竺遥联
”
的现象

。

研究这些现象
,

对于大震的中长期预

报有一定的意义
。

本文研究了中国大陆及邻区中强地震活动的
“
遥联

”

现象
,

讨论了利用这

一现象对大震进行中长期预报的有关问题
。

_

二
、

近年来中国大陆及邻区地震活动的
“

遥联
”

现象

.1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
,

邢台震情窗口的
“

成组震兆
”

除与附近的中强地震相对应外
,

的

确与中国大陆及邻区 M
.

) 7
.

0 大震的活动有一定的关系
,

见图 1
、

表 1
。

根据作者以往的研

究
,

将
“

成组震兆
”
跨越的时间顺延一倍即为未来大震的发生时间

,

见表 2o

.2 在空间上
,

中国大陆及其边邻的广大地域处在欧亚板块
、

印度洋板块
、

太平洋板块

和菲律宾海板块的共同作用下
,

造成了现今中国大陆及其邻区大地震活动的整体
“

遥联
”

的链式活动格局
。

根据历年来中国大陆及其邻区 M
,

) 8
.

0 地震活动的空间分布特点
,

本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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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邢台震情窗 口 的
“

成组震兆
”
与中国大陆及邻 区 M

。

) 7
.

0大寒的相关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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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嗜嗜嗜
时 间间 位 置置 震级( M

,

))) 地 名名 备注注

年年年 月 日日 J嘴嘴 东经经经经经

11111 19 6 9一 07一 1 888 3 8
.

222 1 19
.

444 7
。

444 渤海海 111

22222 19 70一 0 1一 0 555 2 4
.

222 1 0 2
.

777 7
.

888 (滇)通海海 111

33333 19 7 2一 0 1一 0 444 2 2
.

555 1 2 2
.

111 7
.

222 (台)火烧岛东南海中中 222

44444 1 9 72一 01一 2 555 2 2
,

666 1 2 2
.

333 8
.

000 (台 )火烧岛东南海中中 222

55555 1 9 7 2一 0 1一 2 555 23
.

111 12 2
.

000 7
.

666 (台)新港东海中中 222

66666 19 7 2一 04一 2444 23
.

777 1 21
.

555 7
.

333 (台)凤林林 222

77777 1 9 7 3一 02一 0666 3 1
.

333 1 0 0
.

777 7
.

666 ( J一l )护霍霍 111

88888 1 9 7 3一 0 7一 1 444 3 5
.

111 8 6
.

555 7
.

333 (藏)亦荃台错错 111

99999 1 9 7 3一 09一 2 999 4 1
.

999 1 3 1
.

000 7
.

777 (吉吉 222lll 000 1 9 7 4一 0 5一 1 111 2 8
.

222 1 0 4
.

111 7
.

111 )辉春东南海中中 111

111111 1 9 7 4一 0 7一 0 555 4 5
.

000 9 4
.

222 7
.

111 (滇 )大关北北 111

111222 1 9 7 4一 0 8一 1 111 3 9
.

444 7 3
.

888 7
.

333 (新) 巴里坤东北北 111

111333 1 9 7 5一 0 2一 0 444 4 0
.

777 1 2 2
,

888 7
.

333 (新)乌恰西南南 111

111444 19 7 5一 0 3一 2333 2 2
.

888 1 2 2
.

777 7
.

000 (辽 )海城城 222

111555 19 7 6一 0 5一 2 999 2 4
.

555 9 9
.

000 7
.

333 (台 )火烧岛东北海中中 111

111666 1 9 7 6一 0 5一 2 999 2 4
.

666 9 8
.

777 7
.

444 (滇)龙陵东东 lll

111777 19 7 6一 0 7一 2 888 3 9
.

444 1 18
.

000 7
.

888 (滇)龙陵东东 111

111888 19 7 6一 0 7一 2 888 3 9
.

777 1 1 8
.

555 7
.

111 (冀)唐山山 111

111999 19 7 6一 08一 1 666 32
.

666 104
.

111 7
一

222 (冀)镶县县 111

222QQQ 1 9 7 6一 08一 2 333 3 2
.

555 1 04
.

333 .7 222
.

()l })松潘
、

平武间间 111

222111
.

19 7 8一 0 7一 2 333
·

2 2
.

222 1 21
。

444 7
.

333 ( ]11)松潘
、

平武间间 222

222222 1 9 78一 12一 2 333 2 3
.

444 1 2 .2 111 .7 OOO
.

(台)兰屿西北海中中 222

222333 19 82一 12一 1666 3 6
.

000 6 8
.

333 7
.

000 (台)大港口东海中中 222

222444 1 98 3 一0 6一 2 444 2 1
.

666 1 03
.

333 7
.

000 阿富汗北部部 222

222555 19 83 一 12一 3 111 3 6
.

000 7 1
.

000 7
.

000 越南奠边府府 222

222 666 1 9 8 4一 03一 2 000 4 0
。

666 6 3
.

777 7
.

222 阿富汗汗 222

222 777 19 85一 0 7一 2999 3 6
.

000 7 0
.

000 7
.

000 苏联乌兹别克克 222

222888 1 9 8 5一0 8一 2 333 3 9
.

555 7 5
.

333 7
.

444 阿富汗兴都库什什 222

222999 19 8 6一 1 1一 1 555 2 3
.

999 12 1
.

666 7
.

666 (新 )乌恰恰 111

333000 1 9 8 8一 1 1一 0666 22
.

999 9 9
.

8
...

7
.

555 (台 )花莲莲 111

333 lll 19 88一 11一 0 666 2 3
.

444 9 .9 666 7
.

111 (滇 )斓沧沧 111

333 222 1 99 0一0 6一 1 444 4 7
.

999 8 4
.

444 7
.

333 (滇 )耿马马 111

(((((((((((((苏联 )斋桑泊泊泊

注
:

备注栏内的
“

l ”表示中国大地震
, “ 2”表示边邻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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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谈谈谈
震兆时段段 预报时段段 预报报 对应地震震

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长长 的顺序号号
111

起止年月月月 起止年月月 (月 )))))

第第
.

1组组
、

196 7一 07 , 196 9一。 222 19 6 9一 03一 l习7 0一 1 000 2000 l
,
222

第第 2组组
`

1 8 7 3一 09一 19 7 5` 0 333 1 9 7 5一 0 4一 1 9 7 6一 1 000 1999 12一 2 000

第第 3组组 1 9 7 7一 0 7一 19 7 8一 0 444 1 9 7 8一 05一 1 9 7 9一 0222 1 000 2 1一 2222

第第 4组组 1 9 81一 1 1一 198 3一 1000 19 8 3一 1 1一 1 9 85一 1 000 777 25一 2888
印印印印印印印

第第 5组组 1 9 8 5一 1 1一 1 98 7一 0 666 1 9 8 7一 0 7一 1 9 89一 0 222 2 000 3 0一 3 111

注
:

对应地震的顺序号与表 1的顺序- 致

划分出了 6 条大地震活动的主要
“

遥联
”
地带

,

如图 2 所示
。

本文讨论的是 1一 2年之内
,

特

别是几个月之内大陆及其边邻的地震活动的
“

遥联
”
现象

。

本文规定
,

具有
“

遥联
”

关系的地

震活动的空间分布必须满足文献〔4〕或〔5〕所提出的
“

对称少原则
。

。

一太
.

平n板洋
一六认从线火沂户

6 0
0

7 5
“

9 0 0 1心S O
r

l 2 0 O

13 5

欧亚板块
,

图 2

F电
.

2

中国大陆及边邵地区的地衷活

动的主要
“
遥联

”
地带

震 (3 ) 的
“
遥联

”
带外对称的动态韵区内

(3 )第三
、

第四
“

遥联
”

带

l( ) 第一
“
遥联

”

带

}
’

1 9 7 6 年 8 月 四 J! ,松潘发生的两次

l
, 。

M
。

》 7
.

0
`

地震 (3 号地震 ) 位于同年 5 月

卜 龙陵 (1 号地震 ) 和 7 月唐山 (2 号地

}
·

震 ) 两次大震的
“

遥联
”

带内对称动态韵

}
3。

。

区内 (图 3 a )
。

1 9 89 年 1 0 月大同 M
,

6
.

1

l
卜

级地震 (4 ) 位于 19 8 8年 1 1月澜沧地震

… ( 1) 与 19 8 9年 4 月阿尔丹地震 ( 2) 的

}“
“

遥联
”

带的内对称动态韵区内 (图 3b)
。

} 一
(2 ) 第二 “ 遥联

”

地带
1 9 2 0 年到 1 9 32 年中国大陆及其边

邻地区发生的 14 次 M
.

) .7 0 大震有
7 0%以上发生在这一

“

遥联
”

带内
。

1 9 9 0

年 12 月台湾花莲 M
.

7
.

1 地震 (4 ) 位于

同年 4 月共和地震 (1 ) 与 6 月斋桑泊地

震 (2 ) 反向与同年 10 月天祝 M
.

6
.

`

2地

(图
`

4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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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珑
.

3

蔚
第一地震活动

“

遥联
”
带内的地衷活动图来

。 .

1 9 7 6 年龙陵
、

唐山两次地震的
“

遥联
”
图象

b
.

1 9 8 8 年澜沧
、

耿马地震与 1 9 8 9 年阿尔丹地震的遥联图象

T h e se is n五c

阅
t er n in F ir s t “ 习冶m o t e Co r f e

lat 沁
n ”
为

n e

对于曼德勒 M
.

又
.

6地震
,

本文作者曾事先作

出了其空间动态迁移图象
,

并预测了其发震时间
。

预测的时间与实际发震时间相差 5 天闭
。

第五
、

第六
“
遥联

”

带的地震活动图象见图 6

和图 7
。

图 8 是 1 9 8 8年底以来中国大陆地区跨越地

震大活动区
、

带的
,

由西南向东北方向的地震有序

动态
“

遥联
”

图象
。

由图 8可以看出
,

中国西南和

华北地区的地震活动有密切的联系
。

8 5 0 9 5 0 10 5 0 115 0 125 0

三
、

讨论与结论

通过上述对大震活动的
“

遥联
”
图象的分析

,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1
.

在大范围内
,

地震活动可以出现远距离相

关现象
,

并可划分为一些主要的相关带
。

图 4 第二
“
遥联

”
带内的地襄活动图象

F返
.

4 T h e
sc is m ic 叫

ter
n in 灰OC

n d“ R e m o t e

C o r er 扭t ion
”
为

n e

2
.

根据邢台震情窗口的地震活动情况
,

可以对术来 1一 2年之内大地震活动作出中长

期预报
。

预报时段长取震情窗 口的地震活动时段
,

预报时间从其地震活动结束时开始
。

图

2 所示的地震活动
“

遥联
”
图象为主要的预报参考地带

。

.3 根据中国大陆及邻 区地震活动的
“
遥联

”
图象

,

应用文献
. 一

〔4〕
、

〔5〕 提出的模式 ,

可以对未来 1一 2年内中国大陆地区强震活动在空间上作出预报
。

若沿
“

遥联
”

带发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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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的剧烈的地震活动
,

在该带的内对称区内发生强震的可能性很大
。

Z0’ 80
. `

90’ l0 0’

` 、 、

竺
4 5

.

兰州」35
.

图 5

叱
.

5

第三
、

四
“

遥联
”
带内的地震活动图象

.a 19 8 5 年 4 月一9 月中国西部滇
、

青
、

新地

带的地震动态
“
遥联

”

图象

b
.

10 9 0年 6 月一 1 9 91 年 5 月中东及亚州

祷》 7
.

0 地震的动态
“

遥联
,

图象

T h。 :

山m允面
t e m in T恤 d an d 凡ur t h

“

eR m ot 峨

C o r r e la t fo n ”
为

n。

1 5。

7 、 ~
,

~
、

…
1

切
`

` 印2
.

,
.

你

袭叹吵

105 12Q
o

阿尔丹

彩吸立
l 安卡拉 I

朽

伏尔加格勒

二
一

霸
一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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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长春 l一

~ 、 、

介人r
.

声

吸

尹格誉
德黑兰 户
、 f Z

、 、 ~ 一 一沪 平坡

、 、 端 `
几、 心

砂 衣
t .

飞
。

拉萨

兰州

。

成超 武汉
聋上海

1 9 89 年 4
`

月到 1 9 9 1 年 2 月阿尔丹
、

阿拉木图
、

伊朗地带

的地震动态
“
遥联

”
图象

1
.

1。成。年 4
`

月 2 1 日阿尔丹 M
.
7 ;

·

o 地震 , 2
.

1。。 o年 一月 1: 日乌恰西

M
.

6
.

,l 地震 . 3
.

1 9 9 0年 6月 1 4 日斋桑泊 M
.
7

.

3地震 , 魂
.

19 9 0年 6

月 2 1德黑兰北 M
一
7

.

9地震 ; 5
.

1 99 0年 1 1月 7 日德黑兰东南 M
.
7

.

1

地震 . 6
.

1 9 90年 11 月1 2 日阿拉木图 M
,
6

.

7 地震 . 7
.

1 9 9 1年 2 月 l

日阿巴交界附近 M
,
6

.

6 地震 一8
.

1 9 9`年 2 月 2 5 日乌什
、

柯坪间

M
.
6

.

5 地震

T ho 即如m lc 钾 tt cr n 加 F吮h “

eR mo et C o r , e抽 t
lon

”

乙en

6.6图瑰



西 北 地 反 学 报 第 1 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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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

/ 0 成都

图 7

F堪
.

7

60 年代以后台湾
、

华东
、

华北强衷活动
“

遥联
”
图象

1
.

1 9 6 6年 3月花莲东北 M
.
7

.

8地震

2
.

1 9 6 6年 3 月邢台 M
.
7

.

2地震
’

3
.

1 9 7 2年 1月台湾 M
.
8

.

O地震

4
.

1 9 7 4年 4 月漂阳 M
.

5
.

5地震

5
.

1 9 7 6年 7月唐山 M
.
7

.

8地震

6
.

1 97 9年 7 月漂阳 M
.
6

.

0地震

7
.

1 9 8 1年 11 月宁晋 M
.
5

.

8地碟

8
.

1 9 8 3年 11 月菏泽 M
.
5

.

8地震

9
.

19 8 4年 5 月南黄梅 M
.
.6 3地展

1 0
.

1 98 9 年 10 月大同 M
.

5
.

9地震

T h e
se 如闹

c

阿
t cr n 加 S沈 h “

eR m ot e

C or
r

山 d朋
”

为
n。

4
.

本文的研究表明
,

中国大陆及其

邻区的 M
.

) 7
.

0地震
,

几乎都位于各
“
遥联

”

带内
,

特别是每 组
“

遥联
”
地震

的发生时间都在 1一 2 年之内
,

尤以 1

年或半年的居多
,

这对于具 体的预报

工作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

1 9 88 年 1 1 月到 199 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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