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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疆乌恰一喀什地区年度地震预测的总结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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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新疆 1973年 以来年度地震预测情况进行综合研 究基础上，重点分析 了鸟恰一喀什周 围 

地区年度预测的阶段性特点，并对这一地 区 1900年 以来 M≥6地震和 l972—2008年 M≥5．5地 

震活动特征进行 了的研 究。认为对该 区域地震活动规律 性特点认识 不足 ，没有遵循本地 区地震活 

动的基本规律对地震趋势进行客观判断 ，是造成地震危 险区预测效果较差的主要原 因。依据地震 

活跃与间歇的特点认为 2008年底 开始乌恰一喀什周 围地 区将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时段 ，这一地区可 

能仍将继续被划定为年度强地震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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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onderation Over the Efficiency of Annual Seismic 

Prediction for Wuqia—Kashi Region in Xinj 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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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 quakeAdministration of Xinjiang UygerAutonomous Region，Urumqi 83001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redictive results of annual seismic risk regioas in Xinjiang since 1973，the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phases for W uqia— Kashi region is studied mainlY，and the active character— 

istics of earthquake with magnitude Ms≥6．0 since 1900 and also the magnitude Ms≥5．5 from 

1972 to 2008 are analyzed．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earthquake prediction have not obtained finer 

results in the W uqia— Kashi annual seismic risk regions，and the teason was lack of correct recog— 

nition to the seismic acti’ve regulations in this region．At last，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earthquake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we predict that W uqia—Kashi region will probably start an active。period 

since the end of 2008，and it may be carry out an annuaI seismic risk area continually． 

Key words：W uqia—Kashi region；Summarization of the annual prediction；Seismic active charac- 

teristics；Earthquake trend prediction 

0 引言 

新疆是我国大陆开展年度地震趋势预测最早的 

省份之一。自 1973年开始由国家地震局组建的新 

疆地震预报研究 队首先在喀什 一阿克苏地 区建立 

“地震预报实验场”，开展了大量的地震预报实验研 

究 ，为新疆地震预报的探索和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疆乌恰 一喀什地 区及其周 围地 区由于复杂的构造 

运动和特殊的受力环境 ，不仅是新疆主要 的强震活 

动区，也是 中国大陆强震活动区之一。其中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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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1日一1998年 8月 27日新疆伽师地区相继发 

生 9次 6级强烈地震 ，震群活动的强度和时空集中 

程度为我国大陆地震所罕见_1]，因此成为近几年对 

新疆地 区中强地震进行震例总结和研究 的热 点地 

区[2 ]。乌恰一喀什地 区从 1992年 以来 连续 16年 

被划定为全国地震重点危险区，然而预测效果却不 

理想。本文主要针对多年来乌恰一喀什及其周围地 

区年度地震危险区预测进行综合分析，期望通过对 

新疆年度危险区预测的系统总结及研究，提高新疆 

中短期地震预报 的科学水平 ，同时为提高中国大陆 

年度危险区预测能力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1 年度地震危险区预测的总结 

新疆从 1973年开始实行年度地震趋势会商制 

度 ，到 2007年度为止累计划定了 105个年度地震危 

险区，平均每年 3个。乌恰 一喀什地 区是历年来地 

震危 险区判定的重点对象之一_5]。 

1．1 乌恰一喀什周 围地区年度预测分析 

乌恰 一喀什周 围地 区是新疆 的主要强震活动 

区，1973年以来共有 19次被判定为地震危险区，其 

中 1992年以来已经连续 16年被判定为新疆乃至国 

家地震重点危险区 ，且预测震级基本都在 6级或 6 

级 以上 。 

对乌恰 一喀什周围年度地震危险区的统计 ，可 

分为三个不同的预测时段(表 1)。 

第一 时段 自 。1973年开始 划定危 险区至 1981 

年。9年中有 7年乌恰周围地区没有划危 险区，其 

中有 6年判定正确 ；1978年 乌恰 6．0级地震 为漏 

报；1973年和 1974年划定危险区 ，1974乌兹别里山 

口 7．3级地震有对应 ，1973年为虚报。这一时段是 

预测效果最好的一个时期，划定危险区少，地震也 

少 ，预测基本正确。 

第二时段 自 1982至 1991年 ，对 乌恰周 围地区 

地震趋势估计继 承了第一 时段 的特点。10年期间 

新疆划定年度危险区 20个，但乌恰一喀什地区仅有 

1982年被划定为危 险区。而在此期间本区共发生 3 

＼  

磊 

次 6级(不包括余震 )、1次 7级和多次 5．5级左右 

地震 ，平均 2年发生 1次 6级 以上地震 ，地震活动呈 

现出第一时段平静后的活跃状态。这一时段突出的 

特点是没有划定危险区，其中包括 19 85年乌恰 7．1 

级地 震前 但 实 际地 震 活动 水平 较 高。期 间 除 了 

1982年的虚报外 ，发生的 4次 6级 以上和一组 5．5 

级地震基本为漏报。 

第三时段 自 1992至 2007年。连续 16年被新 

疆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划定为年度地震重点危险 

区 ，与第二时段形成明显 的反差。在这一时段中有 

11次为虚报 ；5次对应地震或基本对应。有对应的 

5次地震中 4次都发生在乌恰一喀什以东的柯坪块 

体边缘。而 自 1993年 12月疏附 6．2级地震后乌恰 

周围没有发生 6级以上地震，因此多数为虚报。 

分析这一地区连续多年都被划定为新疆和全国 

地震重点危险区的主要原因。 

第一，对这一地 区地震活动背景研究不足，忽视 

了这一地区地震活动的基本规律及特征；第二，认为 

该 区域是新疆主要的强震活动区，而在上世纪 90年 

代 以来 6级地震平静背景下，已经多年都被划定为 

地震危险区，随着时间的推移 ，发震的危险性在逐步 

加剧 ，因此 2000年以后每年继续被划定为危 险区； 

第三 ,1994年以来该区域除了本身处于地震活动的 

相对平静外 ，应该与 1996、1998年阿图什 6．9和6．0 

级、1997—1998年伽师 一 巴楚 9次 6级 以及 2003 

年巴楚 6．8级等一系列 6级地震活动有关。喀什周 

围多次 6级地震的发生减缓了强震活动区的地震危 

险性 。 

1．2 乌恰一喀什地震危险区强度预测 

由表 1和图 1可以看 出，自开始以来对乌恰一 

喀什地区地震危险区预测震级都较高，基本都在 6 

级左右或 6级以上 。这一地区也是每年全国划定 6 

～ 7或 7级地震的主要 区域。在新疆 1O5个地震危 

险区中，乌恰 一喀什周围地 区有 19次；预测 震级 6 

～ 7级或 7级共有 11次，其 中乌恰 一喀什地区有 6 

． ． I．⋯ 
图 1 1973年以来对鸟恰一喀什地区的年度地震预测情况 

Fig．1 Prediction of annual seismic risk in W uqia—Kashi region since 1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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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1973年以来乌恰及周围年度地震趋势预测情况统计 

次，北天山西段地 区 4次。特 别是 1992年 以来 乌 

恰一喀什周围 16年强震危险区预测中，预测 6级以 

上地震 13次，预测 6级左右地震有 3次。13次 6级 

或 6级 以上危 险 区 中有 5次震 级 预测基 本 准确 。 

1996和 2003年 6～7级地震危险区及其边缘分别发 

生了阿图什 6．9级和伽师 6．8级地震 。可见对这一 

地区预测强度高，而这些年实 际地震活动水平并不 

是很高。 

不同时段危险区划分的个数和空间分布有较大 

差异，分析其中人为因素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不同 

时期地震预报的主要决策者对地震趋势的把握程度 

和认识水平将对预测效果起关键作用。 

2 乌恰一喀什地区地震活动特点分析 

乌恰一喀什地区位于天山地震带与西昆仑地震 

带 的交汇部位 ，由于复杂的构造环境该地 区发生的 

中强地震常常出现明显的成组活动特征l_6]。虽然强 

震多发 ，这些年每年都被划定为地震 重点危险区，但 

实际预测效果却不好，预测正确的是少数，大多数为 

虚报 ，反映出地震预报 的艰难现状。但我们可 以在 

不断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依据这一地 区地 

震活动的基本规律和特点 ，更加科学的划定年度地 

震危险区，逐步提高预测效果。 

2．1 强震活动特征 

这一地区的地震活动存在 一定 的规律性 ：1900 
— 1993年期间该 区域发 生 1次 8级 和 5次 7级地 

震，平均 2年多发生 1次 6级地震，但自 1985年乌 

恰 7．1级地震后地震活动强度逐步衰减 。 

由于天山和西昆仑的双 向挤压导致塔里木西部 

边缘地壳严重变形，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应力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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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可能是导致天山一帕米尔结合带频繁发生地震的 

主要原因 。因此选取的研究区范围包括了乌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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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周 围以及柯坪块体西段 ，以下称帕米尔东北侧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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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00年以来帕米尔东北侧 M≥6地震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6 earthquakes in the northeast side of Pamir since 1900 

分析2o世纪以来帕米尔东北侧 6级以上强震 

活动特征，地震活动 的总体趋势为可划分为 3个活 

动时段 ： 

第一活动时段为 1900—1942年 ，以 1902年阿 

图什 8级大震为主。43年期 间在研究区的东西两 

侧各发生 1次 6级地震 ，充分显示出 1次 8级大震 

能量充分的释放后 ，区域应 力场处于新 的调整和能 

量积累时期，周围地区地震活动显示平静。 

第二活动时段为 1943—1985年 ，在帕米尔一喀 

什附近新疆境 内发生 5次 7级和 14次 6级地震 

(包括余震)，形成了 7级地震主体活动区。其中以 

11年为周 期发 生 了两组 7级地 震，即 1944年 和 

1955年(双震)发生 3次 7级地震 ；1974年和 1985 

年发生 2次 7级地震 。在此期间研究区东侧仅发生 

了 1961年 巴楚 3次 6级地震 ，显示乌恰一喀什周围 

地震活动水平明显强于东部的柯坪块体 。 

第三活动时段为 1986年至 2008年，期间发生 

17次 6级地震 ，其 中 14次发生在柯 坪块 体周 围。 

主要 由 1996—1998—2003年阿图什 一伽师一巴楚 

13次 6级地震组成 ，在柯坪块体周 围形成 了 6级地 

震主体活动区，最大地震为 1996年 3月 19日阿图 

什 6．9级，其总释放能量远大于 1次 7级地震。而 

在此时段内在 8级大震和 7级地震活动 区域周 围 6 

级地震明显减少 ，特别是在强震活动较为频繁 的帕 

米尔一喀什 自1985年乌恰 7．1级地震后仅发生 2 

次 6级地震 ，自 1994年 以来连 5级地震都少有发 

生 ，地震活动显得尤为平静。 

分析认为该区域强震活动在时间上具有较明显 

的分时段活动特征 ；强震活动空间分布西强东弱 ，三 

个活动时段地震活动空间上集中分布；1902年阿图 

什 8级大震后地震强度逐步衰减 ，可能表现出这一 

地区强震活动经历 了一个百年活动周期。从空间分 

布特点分析 ，以 8级大震为中心 ，在其东、西区都经 

历 了强震活跃时段 ，是 否预示该区域将进入新 的百 

年活动周期。 

2．2 中强地震活跃与间歇特点 

进一步 分析 该 区 域有 监测 能 力 以来 1972— 

2008年 M≥5．5以上地震活动 的时空演化特 征。 

由图 3看出，中强地震 活动有较明显 的活跃与间歇 

的阶段性特点：三组活跃的平均持续时间为 8年 ；第 

一 组(1972—1978年)和第二组(1983—1991年)活 

跃都伴随有 7级地震活动；1996—2003年为第三个 

丛集活跃 ，以 1996、1997—1998—2003年的阿图什 、 

伽师一巴楚震群活动为主。由表 2统计 ，丛集活动 

之后的间歇时间约 4年 ，地震活跃 的持续 时间是间 

歇时段 的一 倍。1996年 开始 的第 三个 活跃 时 段 

2003年 9月结束，至 2008年已持续 5年没有发生 

5．5级 以上地震 ，预测 2008年年底该区域可能会进 

入一个新的地震丛集活跃时段。 

由图 3和图 4可看出，地震活跃 阶段的空间丛 

集现象也较为明显 。第一活跃 阶段 1972—1981年 

以1974年乌兹别里山口7．3级地震为主体活动区， 

地震集中发生在 7．4级地震周围较小 的范围内；第 

二活跃阶段 1982—1991年以 1985年乌恰 7．1级地 



N 

4O 

38 

第 4期 高国英等：对新疆乌恰一喀什地区年度地震预测的总结与思考 401 

震为主 ，中强地震较集中地分布在乌恰周围；第三活 

跃时段 1996—2003年期间 ，以阿图什一伽师 一巴楚 

6级震群为主体区，连续发生 12次 6级地震。较显 

著的一个特点是 当一个区进 入活跃 阶段时 ，另外两 

个区地震活动处于平静状态 ，很少有中强地震发生 。 

7 
＼  

6 

5 

} 

图3 1972—2007年帕米 尔东北侧 ／V／"~5．5地震 

M — t图 

Fig．3 The M—t diagram of M≥5．5 earthquakes in 

the northeast side of Pamir from 1972 to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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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72—2007年帕米 尔东北侧 M≥5．5地震 

空间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M-&~ 5．5 earthquakes in the 

northeast side of Pamir from 1972 to 2007． 

从地震活动的空 间集 中分布可 以看 出，三组地 

震在空间上由西南逐步 向北东迁移 ，其方 向与新疆 

地震活动的主要受力方向基本一致 。这种空间分布 

图像 的整体迁移特征是否表明该区域已经历了一次 

中强地震地震活动的迁移过程 。预示乌恰一喀什地 

区近期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活跃 阶段 。 

表 2 1972--2007年帕米尔东北侧 M≥5．5地震活动特征 

乌恰一喀什地区位于帕米尔东北侧，以较大区 

域分析百年尺度和近 3O多年中强震活动 的时空分 

布，不同时间尺度和不同的起始震级具有不同的分 

布特征。1972年以来该区表现出较明显的三个地 

震活跃时段，每一组都有明显的集中分布区。第三 

组地震主要集 中于研究 区域 的东部，在此期间乌恰 
一

喀什地区一直处于显著的平静状态 。 。 

由以上的分析认为 ，自1996—2003年活跃之后 

已经历了 5年的平静，自 2009年前后乌恰一喀什附 

近地区将会进入一个新 的地震活跃 时段 ，发生 中强 

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很大 (文章完成后于 2008年 lO 

月 5日乌恰发生 6．8级地震)。 

3 对乌恰～喀什地区年度预测效果的 

思考与认识 

分析总结 30多年来新疆年度地震趋势预测 的 

判定效果，我们认为早期因较好把握了地震活动趋 

势 ，划定的危险区数量少而地震对应较准确 ，是预测 

效果最好 的一个 时段 。但是从 1982年 以后对这一 

地区地震形势的判断与实际地震活动存在一定的差 

异，基本没有遵循这一地 区地震活动的规律和特征 

进行科学预测。经过多年的实践研究，尽管提出了 

许多地震预报的经验判据和方案l_7]，但近 3O年来的 

实际预测效果并不理想。这种预测效果较差的现象 

在 国内其他一些省区也 普遍存在 ，有关专家针对 这 

种情况也进行了一些分析和讨论l_8 。因此针对被 

称为是全 国年度地震重点危险区“老常委”之一的乌 

恰一喀什地区，有必要进行一些总结 和反思。我们 

提出以下几点认识 ： 

(1)对乌恰一喀什地区的地震活动规律及活动 

习性认识不足是导致危险区预测效果较差的主要原 

因。依据该 区域不同层次的地震活动较 明显的起伏 

变化规律可 以为中长期地震预测提供信度较高的背 

景依据 ，并对这一地 区年度地震危 险区的判定起 非 

常重要的作用。 

(2)由于板块推动力 的作用 ，乌恰 一喀什地 区 

成为天山地震带构造变形最强烈的地区。天山地震 

带由 SW 向 NE，其构造变形逐渐 由强到弱，因此位 

于西部的乌恰一喀什地区的地震活动强度应该大于 

东部的阿图什地区，所以乌恰周围以 7级地震活动 

为主 ，而东部则 以 6级地震活动为主。1972年 以来 

乌恰一喀什附近中强地震活动经历了三次活跃与间 

歇，并完成了一次由西南向北东的迁移活动过程。 

(3)1994年以来，除了乌恰一喀什本身处于能 

量积累阶段外，还有一个重要原 因是在喀什周边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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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生 10多次 6级地震 ，不断 的能量 释放 ，缓解了 

这一地区能量积累的速率，出现了少有的 6级地震 

持续平静现象。由于对地震活动的规律和现象认识 

不足，近些年连续将乌恰一喀什地 区划定 为年度强 

地震危险区，又导致大量的虚报 。 

(4)依据该区域地震活跃与平静的间歇性特点 

分析，1996—2003年在 伽师周 围持续 8年 的活 跃 

后 ，区域又经过 了 5年多的 5级地震显著平静 。特 

别是多震区的乌恰周围地 区有长达 14年没有发生 

6级地震 。在较 显著 的平 静异 常 背景 下，认 为 自 

2008年年底或 2009年开始乌恰 一喀什周围地 区将 

进入一个新的地震活跃时段 ，发生 6级地震的可能 

性很大。因此认为该地 区在 2009年度及其以后的 

几年中，应该被划定为年度强地震危险区。 

最后需要说 明 的是论 文完成之 际，即 2008年 

1O月 5日在乌恰发生 6．8级地震 ，表明对这一地 区 

地震趋势估计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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