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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地 区与大陆西北地区地震活动对应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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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台湾地 区和大陆西北地区都是破坏性地震活动发生较为频繁的地 区。应用数理统计的 

方法对这两个地区 1DO年来破坏性地震活动的对应 关系进行探讨，当台湾地区发生 6级以上地震 

活动后两年 内，大陆西北也发生 6级以上地震的概率为 95．O8 ；两地 7级以上地震活动时间间隔 

的置信度为 90 的区间估计都为 2～4年；通过对两地 7级 以上地震活动 时间间隔的相关性分析， 

可以看 出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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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rong earthquakes often occurred in Taiwan and northweatern regions in China．The 

corresponding and symmetry relation of the seismicity in recent 1 00 years between two regions is 

discussed using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Ms≥6．0 

earthquakes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is 95．08 in two years after Ms≥6．0 earthquakes in Tai— 

wan region．The time interval among ≥ 7．0 earthquakes with 90 confidence degree were 2～ 

4 years for both regions．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distribution of time interval of Ms≥ 

7．0 earthquakes for tWO regions by analyzing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eismicity of 

two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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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的台湾地区和大陆的西北地区(包括新疆、 

西藏、青海、甘肃、宁夏等省)都是地震活动较为强烈 

的地区。我国地震工作者在长期的地震监测预报实 

践 中发现，发生在台湾的强烈地震 和发生在中国大 

陆西北强烈地震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应关 

系，往往是在台湾发生 了一个破坏性地震后不久 ，相 

应地在中国大陆的西北也会发生破坏性的地震。很 

多学者从地震大形势、地球动力学和地质构造等方 

面探讨 了大 陆西 北 和 台湾 地震 活 动 的成 因及 特 

征 H ，本文主要应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 ]， 

探讨这两个地区在地震活动性方面的对应关系。 

台湾地区和西北地区 6级以上地震 

活动的对应情况 

1．1 台湾地区和大陆西北地区 6级 以上地震活动 

的对应关系 

采用 1900年到 1999年台湾和大陆西北 6级以 

上的地震为样本 ，计算 当台湾发生 6级以上地震后 

的两年内在西北也发生 6级 以上地震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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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从 1900—1999年 100年 间，以年为单位 

进行统计 ，若 当年 台湾发 生 6级 以上地震 ，就记为 

“1”，没发生 6级以上地震就记为“0”；在台湾发生 6 

级以上地震后 的 2年 内，相应 的西北发生 6级 以上 

地震 ，记为“1”，没发生 6级以上地震就记为“0”。 

统计时间截止到 1994年 ，因为 1994年到 1997 

年之 间 台湾无 6级 以上 地 震 发生 ，而 1998年 和 

1999年台湾有 6级以上地震发生 ，但相应西北没有 

6级以上地震 发生；并且 1998年和 1999年 以后 2 

年已超出样本 统计时 问，故 减去 1998和 1999年 2 

个年份。 

所以，台湾发 生 6级 以上 地震 的年 份 统计 由 

1900年至 1997年 ，其间共有 61个年份发生 6级 以 

上地震 。其后 的两年内在西北也发生 6级以上地震 

的年份为 58个 。记 一61， 一 58。由样本计算 

1900—1997年台湾发生 6级 以上地震后 ，两年 内西 

北也发生 6级以上地震 的概率估计为 

( )一万58≈0．9508—95．o8 OA。 
1．2 大陆西北地区和台湾地 区 6级 以上地震的对 

应关系 

采用 1900年到 1999年 i00年间台湾和西北 6 

级以上地震为样本 ，计算 当西北发生 6级 以上地震 

后 ，两年 内在台湾也发生 6级以上地震的概率，方法 

同上。 

经统计 ，1O0年间西北共有 73个年份发生 6级 

以上地震 ，两年内相应地在台湾也发生 6级 以上地 

震的年份为 57个。记 一 57， 一 73，由样本计 

算 1900—1999年西北地区发生 6级以上地震后 ，两 

年 内相应地在台湾地区也发生 6级以上地震的概率 

估计为 

( )一两57≈0．7808—78．o8％。 

虽然两个地 区 6级 以上地震发生 的频度都很 

高，但从统计角度看 ，在台湾发生 6级 以上地震后 ， 

两年内西北发生 6级 以上地震的概率约为95．08 ， 

可以利用台湾 6级以上地震的发生作为西北地区两 

年内也可能发生 6级 以上地震 的预警 。 

2 中国西北地区和台湾地区 7级以上 

地震活动相关性分析 

2．1 台湾地区和大陆西北地区 7级以上地震 间隔 

分析 

从 1900年到 1999年 的 100年时间段 内，台湾 

共发生 7级以上地震 38个，剔除余震 ，共有 7级以 

上地震活动 33个 ；大陆西北 5省(区)共发生 7级以 

上地震 32个 ，剔除余震后，共发生 7级 以上地震 31 

个(表 1)。 

表 1 台湾 地区和大陆西北地区 7级地震间隔时间对比 

台湾样本容量 n一32，平均值为 =35．84≈36 

(月)，5—42．78≈43(月)，用 丁分布做发震时间间 

隔的区间估计 。取 a一0．10，即置信度为 90 ，查表 

求得 t鲁( 一 1)一 t。．。 (31)一 1．6955，代入区间估 

计计算公式 

(z一 导( 一 1)， +÷ 导( 一1)) 
4n √ 

得台湾地区 7级以上地震活动的平均间隔时间(单 

位 ：月)为(23，49)，化为年度约为 2到 4年。 

同样 ，中国大陆西北地区取 一30，平均值为 z 

一38．23≈38(月)，S一36．88≈37(月 )；用 丁分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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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活动时间间隔的区间估计。取 a一0．10，即置 

信度为 90 ，查表求 得 ￡睾( 一 1)= t。．05(3O)一 

1．697 3，代人区间估计公式计算得到平均间隔时 

间为(26．8O，49．66)≈ (27，50)，即按 年计算 西北 

9O 的 7级以上地震活动的时间间隔也在 2到 4年 

之间。 

2．2 台湾地区和西北地 区 7级以上地震活动相关 

性分析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到，中国台湾和西北地区 

7级以上地震活动在时间间隔上具有相似性 。为了 

分析台湾地区和西北地区 7级以上地震活动之间的 

对应关系 ，对 1900年至 lgg9年之间发生在台湾和 

西北 7级以上地震活动的间隔时间做秩和检验，以 

判断这两个地区之间 7级以上地震活动在时间间隔 

的分布方面有无显著性差异。 

资料选取台湾和西北 5省区 1900年至 1999年 

发生的 7级以上地震 的时间间隔 ，剔除了同一次强 

震活动的短期强余震。 

台湾地区(以年为单位)，数据如下：1，0，1，0，5， 

2，3，2，3，5，5，0，1，1，1，0，3，2，4，4，0，0，6，2，0，4，1， 

2，6，3，18，9。共 32个数据。 

西北地区(以年为单位)，数据如下 ：4，8，1，5，0， 

4，3，4，1，2，2，7，0，3，0，2，1，1，1，2，0，1，8，10，1，0， 

11，5，6，l。共 30个数据。 

以年为单位做秩和检验。将台湾和西北地区 7 

级以上地震发生的时间间隔数据按从小到大的排列 

如表 2(其中西北地区数据用斜体表示)。 

表 2 台湾和西北地区7级以上地震活动的间隔时间做秩和检验的结果 

计算各数据秩的平均值 ： 

r(0)： (1+ 2+ 3+ 4+ 5+ 6+ 7+ 8+ 9十 1O+ l1+ 12)／12— 6．5 

r(1)一 (13+ 14+ 15+ 16+ 17+ 18+ 19+ 2O+ 21+ 22+ 23+ 24+ 25+ 26)／14— 19．5 

r(2)： (27+28+29+30+31+32+33+34+35)／9— 31 

r(3)： (36+37+38+39+4O十41)／6— 38．5 

r(4)一 (42+43+44+45+46+47)／6— 44．5 

r(5)= (48十 49+ 5O十 51十 52)／5— 50 

r(6)一 (53+ 54+ S5)／3— 54 

r(7)= 56 

r(8)一 (57+ 58)／2— 57．5 

r(9)一 59 r(10)= 60 r(11)一 61 (r(18)一 62 

竹1= 台 一 32， 2= 西 一 30 

一 6．5× 5+ 19．5× 8+ 31× 4+ 38．5× 2+ 44．5× 3+ 5O× 2+ 

54× 1+ 56× 1+ 57．5× 2+ 59× O+ 6O× 1+ 62× 0— 969 

1('2l+ 2+ 1)／2= 32(32+ 30+ 1)／z= 1008 

、 干 一 32×30(32×30+1)／12≈ 277．27 

一 ≈ _ o．14O7 

由于 l“I===0．1407< 1．96一“。．9 5一Ul导，(口一0．05) 

3 结论和讨论 

中国大陆西北地区及台湾地区都是我国地震频 

发地区。本文仅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这两个地区近 

100年来的破坏性地震活动 的对应关 系进行 了探 

讨 ，结论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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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台湾发生 6级以上地震 活动后 2年内， 

大陆 西 北 地 区 也 发 生 6级 以上 地 震 的概 率 为 

95．08 ；西北地区和台湾地区 7级以上地震活动时 

间间隔的置信度为 90 的区间估计都为 2到 4年。 

(2)通过对大陆西北地区和台湾 7级以上地震 

活动时间间隔的相关性分析 ，并 以年为单位做的秩 

和检验可 以看 出，西北 和台湾 7级 以上地震活动在 

时间间隔的分布方面无显著性差异。 

(3)由于大陆西北地区和台湾所处的地质环境 

不同，其地震成 因存在差异 ；两地 6级以上地震发生 

的 自然概率与数理统计概率也有差 异，今后应结合 

地质构造 、地震成因及地震的 自然概率，对两地 的破 

坏性地震的对应关系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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