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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震 动 态 的 简 易 区 值 图 解

李永善 范亚民 李政平
(陕 西省地震局 )

1 9 6c一 1 9 7 7年间
,

我国境内共发生了 19 次 M 》 7
.

0的强震
,

活动确实有所增强
,

不少同志

指出
,

这是我国强震活动的一次新高潮
,

它将延至 1 9 8 2年左右
。

1 9 7 7一 1 9 7 8年强震活动又明

显地减弱
,

上述呼声也随之降低
。

这次高潮究竟过去了没有? 今后一两年内
,

甚或 10 一 20 年

内我国的强震活动趋势究竟怎样? 深入研究
,

并回答上述课题
,

不但是关系到加速实现四个

现代化的重大问题
,

而且也是关系到地震予报研究和监视工作的合理部署问题
。

本文将通过实例介绍一种强震能量和频率的简易区值图解分析法和初 步 分 析 的部分结

果
,

供有关同志审核讨论
。

一
、

中长期地姚予报实践提出的区值问题

在长期地震予报过程中
,

通常要求我们回答地震三要素时
,

尺度放 的 比 较 宽
:

在震级

上
,

一般要求指出 5 级以上 ( 或 M ) 6
.

0或 M》 7
.

0 ) 破坏性地震
;
在时间上

,

经常要求回答

儿个月内
,

几年内或几十年内是否有强震 ; 在地点上
,

经常要求回答华北区
,

京津地区
,

西

海周地区等较大的地区属强震危险区
,

而且震级愈大
,

地区愈可放宽
。

这就是说予报实际要

求我们回答的经常是时间 区 间 ( △ t )
,

地域区间 ( △x ·

△ y )
,

震级区间 ( M
、
簇 M 《 M

:
)

简称区值
。

这不单是 由于 目前地震予报水平不高
,

而且是因为回答了上述参数的区值
,

经常

能收到不少的予防效益
。

一般来讲
,

予测区值范围愈小
,

予防的效果愈大
。

但当予报区值小

至某一定值时
,

再继继缩小予报区值范围
,

予防效果实际上不再增加
。

可见予报地震三要素
,

实际上就是确定三要素的区值问题
。

因此
,

如果以 f ( M
, x , y ,

t ) =
.C

· ·

… ( 1 ) 表示地震予报三要素的关系式
,

则可把

中长期震情予报归纳为解决以下间题
:

1
.

给定时间区间 ( 如 △ t = 1一 2年 )
,

求M 》 5
、

M 》 6
、

M ) 7 时的 △x 、

△ y ?

2
.

给定地点么
x 、

△了,

求什么时间 内 ( △ t ) 发生 M》 5 ,

M 》 6 或M》 7 的地震
。

3
.

给定震级M 》 M
。 ,

求△?t 和么 x , △y ?

二
、

对大区域强展能 t 的初步分析

1
.

弹性能量释放曲线与形变释放曲线

毕尼奥夫 ( B o in 。 “
, 1 9 5 4 ) 〔 1 〕曾对强震释放能量和震源体内的平均应变量 进 行 了探

讨
。

它假设每次主震和各次余震震源体内平均弹性模量和能量转换率均为常数
,

于是
:

s =

乙 s 一 C 乙 侧 瓦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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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1)中
,

E . 、

S , 相应为每次地震释放的能量和应变量
,

次地震序列释放的应变量之和
,

C 为常 数
。

西 北 地 震 学 报

n
为 每 次 地 震 的 序 列 次 数

,

只 为 每

毕 尼 奥 夫 还 首 冻 作 了 全 “ 源强, `
卿

`
科

“ 5朴
卯
嵘

释
碑
曲

抓
亡

/ 可
二f ( t

二
)

}
,

并 第 一 次 据 此 曲 线 推 测 全 球 强 震 不 是 独 立 事 件

。

值 得 指 出 的 是 任 何 两 个 地 震 lbJ 的距离愈大
,

·

一

-

一

一

“ 一`

…
,

一
一

一

, . -

一

, ,
-

一

、

一 “
, ,

_

_
.

众

_
奋

么

_
, _ _

各 震 源 区
的 弹 性 模 量

和 能
量

转
换 率

的
差

别 也
愈 大

,

结 果
乙

E r =
乙

C . 5 、 ( 2

1 . 1 1 . 1

故 毕 尼 奥 夫 本 人 也 认 为 对 全 球 讲 形 变 释 放 曲 线
冗

侧 iE 一 f (t
,

) 的 物 理 意 义 显 得 犯 不 明 确
。

据 此 看 来 在 探 讨 区 域 强 震 动 态 时

,

采 用 能 量 释 放 曲 线

:

二

云
C `

时
二 f( `

.

即 计 算 简 便 又 物 理 意 义 清 楚

。

故 下 边 分 析 中 我 们 将 采 用 能 量 曲 线

。

2
.

全
球

强
震 能 量 曲 线 的

区
值

特
性

-

图

l 就 是 按 E
.
二

乙
E

, = f ( t
.

) 作 出 的全 球 ( x 0 0 0一 1 0 7 7 ) 的强 震 ( M 》 了.

、; ) 累积 能

量变 化 曲线
。

图
1 表 明

: ( 1 ) E
`
几 乎 完 全

与
E ,平 行

,

七 十 多 年 来 强 震 的 累 积 能 氢 曲 线 始 终

波 动 于 E
`

与
E

Z

之 间

。

E
,

和
E

:

就 是
E

:

波 动 上 限 和 下 限

。

这 就 说 明 全 球 的 深

、

浅 强 震 都 不 是

独 立 事 件

。

( 2 )△ E = E
,
一 E :

组 15 x l沪
.

尔 格 是 E
:

的 最 大 波 动 幅 值

,
其 物 理 意 义 相 当 于 全

球 强 震 能 量 的 最 大 储 备 值

,
E

:
一 E

。

达 此 值 时

,

将 发 生 全 球 性
的 相 对

“

失 稳 过 程

, ,

强 震 活 动

将 明 显 的 增 强

。 ’

△ E 可理 解为 全球 强震能 量储备 量 波动的 最大 限度
,

可 简 称
E

.
`

的 最 大 区 值

。

( 3 ) 19 7 7年 前 后 么 E 7 , = E : 一 E , ,
兰 12 X 10

’ 。

尔 格

, △E , ?

/△E 二 8。%
,

成
明 全 球 目 前 储 存 的

可 释 放 的 强 震 能 量 还 很 多

,

强 震 活 动 背 景 仍 然 很 强

,

世 界 性 的 强 震 高 潮 虽 然 可 能 出 现 短 期 的

降 低

,

但 这 并 不 意 味 高 潮 期 己 经 结 束

,

相 反

,

高 潮 期 仅 仅 刚 开
始 不 久

(见图 1
、

2
、

3 a )
。

( 4 ) 由于 E
,

波 动 于 两 平 行 线
E

;

和 E
:

之 间

,

因 此 E
`
与 E :

的 抖 率 在 物 理 意 义 上 可 以 视 作 全

球 强 震 能 量 的 积 累 速 度

,

故
。E t /叭 > 。 E

,

a/ t的 年 份
,
`

可
定

为
释 放 年 份 或 释 放 期

。

a E t /袱 <

6 E / 6 t
的 年 份 可 定 作 积 累 年 份 或 积 累 期

,

从 图
1 看

, 1 9 1 1年 以 前 主 要 是 第 一 次 强 震 能 量 释 放

期
, 1 9 1 1一 1 9 1 7年 为 本 世 纪 内 第 一 积 累 期

, 1 9 17 一 1 9 2理年 为 第 二 释 放 期
; 1 9 2 4一 i , 3 7年 为 第

二 主 要 积 累 期
, 1 9 3 7一 ] 9 5 3年 为 第 三 主 要 释 放 期

, 1 9 5 3一 1珍7 1年 为 第 三 主 要 能 量 积 累 期
,
可

以 看 出 1 0 7 1年 以 来 第 四 主 要 释 放 期 刚 刚 开 始
。

用 图
1 划 分 全 球 强 震 的 能 量 积 累 期 和 释 放 期 的

优 点 是 容 易 看 到 强 震 活 动 的 总 趋 势
,

如 图
1 中 的 数 据 和 曲 线 E

,

均 表 明 19 71 年来的强震活动是

本世纪第四能量释放期的开始
,

相 应 的 强 震 活 动 也 不 会 很 快 结 束

;
另 一 方 面 这 样 划 分 的 缺 点

是 容 易 掩 盖 短 周 期 的 能 童 波 动 特 点

。

图
2 是 全 球 弹 震 能 量 年 释 琢 率 图

,

从 图 中 明 显 地 可 以 看

出

,

在 上 述 释 放 期 内 有 年 释 放 率 小 于 2
.

` 父 10 2 魂
( 尔格 /年 ) 的年 份

,

在 积 累 期 内 又 有 释 放 率

大 于
2

.

6 x 1 0 2 “

( 尔格 /年 ) 的 年份
。

从 图 2 中 可 以 看 出
t
,

本 世 纪 以 来

,

全 球 最 少 己 有 16 个强

震能量峰值期
,

其 区 值 为 三 年 的 仅 两 次

,

两 年 以 上 的 共

’

了

次

,

一 年 的
9 次

。

这 就 说 能 量 释 放

曲 线 是 由 长 短 不 同 的 周 期 波 叠 加 而 成

,

进 行 必 要 的 波 谱 分 析

,

才 能 较 准 确 的 料 断 短 期 的 强 震

动 态

。

3
.

中
国 大

陆
等 池 区 本 世 纪 以 来 的 强 震

动
态 区

值
分

沂



,

就 等 于 取 面 积
△ F 二△二

·

△ y的 大 小 ( 区 值 ) 相当于全球的

面积
,

即 对 全 球 强 震 动 态 进 行 分 析 和 予 测

。

现 在 我 们 再 把
△ F = △ x ·

△y 逐 步 缩 小
,

对 更 小

的 区 域 进 行 分 析 和 予 测

。

我 们 对 日 本 列 岛

、

中 国 全 国

,

我 国 台 湾 省

,

中 国 大 陆 三 个 强 震 带 等

地 区 作 了 类 似 的 强 震 积 泉 能 量 释 放 曲 线 (见图 乙 ) 和分析
。

从 这 些 图 中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出

,

这 些

l由线 都 有 非 常 类 似 的 特 征
,

说 明 不 但 全 球 能 量 积 累 速 度 和 E
:

的 波 动 区 值
△ E本世 纪 以来有线

型变 化特征
,

而 且 很 多 大 区 域 ( 如 中国大陆 地 区
,

甚 至 大 陆 中 央 强 震 带 ) 和高活动地区 ( 如

日本列岛
,

我 国 台 湾 省 地 区 ) 强 震能 量
、

积 累 速 度 和 △E ;
也 很 稳 定

,

显 示 了 所 指 地 区 近 百 年

厂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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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

图
3 日 本 及 我 国 强 震 累 积 能 量 变 化 曲 线

日本列岛强展系积能盆龚化曲线△E , 二 E l 一 E: 二 3
.

8义 l。: 4尔 格

△E , , ` E一 E r , 二 3
。
Z x i o几. 尔 格

b 中圈 吸跳 泉 积能 t 交化曲物 ( 会

’ `。 0%

1 90 0一 19 7 7 )

△E . = E扭一E * 二 1父 曳0招̀ 尔 格

叹

r , . E二一E
. , 5

.

2 x i o s 4尔 格

会

。 ` 。%

中央张屁 带 ( 包 括 南 北 地屁 带 及 华 北 吸屁 )

`
人 E一二E I 一 E : 二 3 .

合
x x o盈. 尔 格



△E 7 , S E i 一

△E , , _

△ E -

E , ,

3
。

0
一

不厄

二 3 x 1 0 2 ` 尔 格

= 8 0%

d
,

合 清 省 及 东 甫 沿 海 强 震 区 的 强 震 累 积 能 盈 变 化 曲 线

. 一

二

八 E . = E i 一 E : = 0
.

9 又 1 0 1 ` 尔 格

△E 7 , = E , 一 E , , 二 o
.

3 x i o , 4尔 格

瓮

一

瞥

一
3 3

·

3 ,̀

新 疆 西 北 部 强 震 区 的 强 震 累 积 能 最 变 化 曲 线

△ E . ,
E x 一 E : = 2

.

o x z o Z`
尔 格

△ E 7 , 二
、

E x 一 E , , = l 、 3 x 10 2 ` 尔 格

么 E , , _

△ E .
卜 冬

2 . 0

= 65 %

来 的 地 壳 相 对 运 动 溥
度 变 动 很 小

。 ;

因 此 用 这 些 图
件

和 相 应
数

据
半

定
性

, ’

半 定 量

、

地 判 断 末 来

( 不 长时 间的 ) 强 震活 动趋 势
,

应 该 有 较 高 的 可 信 度

。

图
3 a

表 明
1 9 7 7年 在 日本 列

、

岛
地 区

态 E
了7

/ △ E 二 10 0%
,

从
1 9 7 8年 起 出 现 一 次 新 的 强 震 能 量 释 放 期 已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

图
1

、

3 b 。

表 明 1 9 7 7年 前 后 强 震 活 动 都 开 始 加 强
, 19 7 7年 △ E

7 7

/ △E 兰 80 %
,

表 明 我 国 境 内

,

尤 其 是 大

陆 地 区 及 中 央 地 震 带 均 参 与 了
1 9 7 0年 以 来 的 全 球 性 强 震 活 动 高 潮

。

所 以 我 国 中 央 强 震
乓

80 年

前后再次出现较高的强震能量释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

发 生 M》 8 强 震 的 背 景 仍 然 很 强
。

图

3 d
、 e

表 明

,

新 疆 地 区 也 存 在 发 生 强 震 的 背 景

,

但 远 比 中 央 地 带 弱

,

台 湾 地 区 的 强 震 目 前

频 率 虽 然 很 高

,

但 处 于 相 对 减 弱 的 趋 势

。

4
.

强 震 动 态
区

值 的
同 步

性

为
了

进
一

步 探 讨 强
震 活

动
的 同

步 性 及 其 实 用 价 值

,

我 们 又 作 了 图
7

。

图
7 中 的 三 条 曲 线

〔 f :

()t f(z
, )fs ()t 〕 分 别 为 全 球

、

全 中 国

、

日 本 列 岛 的 强 震 能 量 波 动 曲 线

,

相

当

于
1

、
“

、

3 b 中的 E
:
一 E

: 。

这 三 条 曲 线

,

尤 其 是 中 国 和 日 本 的 强 震 能 量 释 放 的 波 动 曲 线 同 步 性 很 强

,

中 国 大 陆 地 区 及 中 央 强 震 带 的 能 量 波 动 曲 线 也 与 上 述 曲 线 同 步 性 很 强

。 .

上 述 分 析 表 明

,

大 区 域 强 震 活 动 不 但 有 很 多 共 同 特 征

,

而 且 有 很 强 的 同 步 性

,

启
促 使 我

们 推 测 ( 或假 定 )
:

全 球 的 每 次 强 震 ( 不 论其 震源 深浅 )
均非 独立事 件

,

每
干

强 震 区 域 活 动

( 不 论深 浅 ) 均 非独 立事件
,

在 同 一 时 期 内

,

经 常 会 出 现 两 个 以 上 的 强 震 活 动 区

,

区 内 又 有

数 个 小 区 同 时 活 动

,

因 之 大 小 区 内 地 震 活 动 都 应 具 不 同 程 度 的 同 步 性

。

强 震 活 动 的 分 区 分

带 性 是 以 地 壳 的 结 构 性 和 以 相 对 运 动 的 差 异 性 为 基 础

,

而 同 步 性 主 要 以 应 力 场 的 同 一 性 为

基 础

。

如
桌 这

种 假 设 基 本 上 符 合 事 实

,

那 么 据 此 推 断

,

全 球 强 震 活 动 高 潮 期 内

,

不 但 全 球 应 力

场 的 变 动 应 有 大 体 同 步 性 的 加 强

,

很 多 强 震 区 应 力 ( 和能量 ) 将 同时接 近或 达到极 限值
,

强

震 的 触 发 效 应 也 随 之 增 大

,

塑

、

垫 期 的 绝 对 发 震 次 数 应 该 增 多

,

但 因 应 力 场 达 极 限 值 是 高 潮

期 的 主 导 成 分

,

故 高 潮 期 的 强 震 触 发 次 数 与 单 位 时 间 内 强 震 总 数 之 比 却 应 下 降

。

图
4
和 图

5

是 我 们 对 本 世 纪 以来 全 球 每 年 强 震 触 发 的 绝 对 次 数 和 相 对 次 数 的 统 计
,

其
绮

果 基 本 典 符 合
共

述 假 设

。
. 、

, 1
一 ”

特 别 值 得 指 出 的 是

,

如 果 小 震 的 绝 对 触 发 次 数 不 断 增 大 也 反 应 着 区 域 应
力 状 态 不 断 增

强

,

相 对 次 数 的 下 降 反 应 着 区 域 应 力 状 态 己 达 到 极 限 值

.

那 么

,

触 发 因 素 的 分 析 将 会 提 高 对 区

域 应 力 状 态 的 了 解 和 予 报 的 准 确 性

· ,

如 果
上

述 假 设 正 确

,

那 么

,

据 此 还 可 引 出 一 个 对 前 兆 理 论
研 究 和 日 常 的

前 兆 分
析 判

L

断
干

作
具

有 指 导 意
义 的

结 果

;
排 除 干 扰 后 的 前 兆 异 常 还 有 两 个 部 分 组 成

,

一 部 分 来 自
区

球 维
一 应



;

上 震 源 体 的

一 部 分 来 自 震 源 体 的 特 殊 变 化
,

当 局 部 异 常 中 显 示 有 极 限 应 力 信 息 时

,

才 算 得

口

、

尤 陵

、

这 个 道 理

。

( 必 震 ) 信 息
,

否 则 即 是 出 现 异 常

,

有 时
鲜

是 很 大 的 异 常

,

但 仍 不 会 发 震

。

营

唐 山 等 大 震 前 后

,

很 多 异 常 区 出 现 很 多 种 较 大 的 异 常

,

但 本 区 并 末 发 震 可 能 就 是

77 ( 乙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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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 二 七` 年 争

图 4
一
朔 〔 士 2 天 ) 望 ( 士

’

1
.

天

“

)
翎 内全 球 发生 的

.

强 震
( M > 7

’

) 次数的 逐年变 化 图

址一’ 一

~
价华,

璧以

!

…
I
月óó

图

今
朔

` 士 “
界

`

) 望 ` 土 l 天 ) 期 内
禽
球
半
震
卿

> 7 ) 次数
一
与全 年 发震 次数 比值图

三
、

对 大 体 域 弱 暇 椒 率 尽 稗 的 初 步 分 析

. ;

图
6 是 全 球 强 震 年 频 率 图

。

如 用 强 震 年 平 均 发 震 次
数

丈 五 ) 作为界线
,

、 `
。 ` > 石的年份为

高潮年
、 。 , > 五的年份为低潮年

, ,

如
图 ` 所 示 犷 如 所 划 夯 出 的 高 低 潮 期 与 用 能 量 划 分 出 的 高

低 潮 期 有 相 同 的 部 分
,

也 有 不 同 的 部 分

。

由 此 可 见 要 定 量 地 划 分 出 强 震 高 潮 期

,

必 须 首 先 要

选 择 划 分 的 标 准

,

并 且 确 定 它 的 物 篷
意 义 厂 然 后 才

能 企 确 的 应 用 所 划
夯

的 高 低 潮

。
; 几

,

为 了 充 分 利 用 强 震 资 料 判 断 未 来 的 强 震 趋 势

,

我
们 首 先 作

了 全 国 M 》 7
.

。
粉 M> 6

.

0的 强

震 频 率 图
,

然 后 又 作 了 强 震 年 份 的 序 次 时 间 变 化 曲 线

,

图
8 就 是 全 国 M > 7

.

b强 震序次的随超

越 L
{

f和毛
: , J

所
以 我 们 有 理 由 认 为

丁 一
2 年 内 甚 至 十 几 年 内 它 仍 就 将 波 动 于 L : ; L :

之 间

。

从

图 上 可 以
着

出

,

在 纵 坐 标 取 最 后 一 个 序 号
加

1 就 是 下 一 个 要 予 测 的 弱 震 年 的序 每
,

按 此 序 号



, ’ _

它 与
图

中 两 条 平 行 线
L ,

和 L
。

的 交 点

,

在 水 平 轴 上 的 投 影 将 是 下 一

个 强 震 年 出 现 的 时 间 区 间

。

如 图 中 的

a b 相 当 19 7 9一 1 9 8 0年
,

因 此
19 7 9一 19 8 0年 全 国

1

最

.

少

·

出

现 一 次
或

几
次

M > 7
.

0的 强 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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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全 球 弥 震 ( M 》 了.

0 ) 年频 率曲线 及峰 期曲线 图

刁它七̀ 20幼 尔 浴 )

飞
_

_
才 `

.

叭

{
,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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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无

们

丫
、 ,

饭

之 口 j 口
浏 叨 阅

砚

二

「 _ _

留 召口
》
一
水 甲

图 7 强 震 能 量 波 动 曲线

我 们 曾 经 把 19 60 年以来的的 M 》 6
·

p和M > 4
·

7的 强 震 年 频 率 作 了 对 比
,

结 果 发 现 两 条 年

频 频 率 曲 线 有 很 强 的 同 步 性

。

因 此 M > 6 强 震 年 频 率 曲 线 很 有 代 表 性
。

另 外 本 世 纪 以 来 我 国

M 》 6 的 强 震 平 均 每 年 发 生 6 次 左 右
,

因 此 我 们 把 每 年 发 生
7 次 以上 M 》 6 强 震 的 年 份 编 成

序 气 也 作 丁序 次 曲线
,

用 同 样 万 法 作

一

了 推 算

,

精 呆
妻

明
1“ 7。一 l “ “ 。年 l司最少 也要 出现一 次

n
> 7 次 的 强 震 ( M 》 6 ) 年份

。

说 明 在 所 指 时 间 内 全 国 还 要 出 现 一 次 强 震 活 动 的 小 高 潮

。



’

而
是

找 寻
M》 6

.

或

M》
,

7 强 震 是 否 会 发 生 在 某 些 关 键 地

区 的 间 题 甘
.

`
’ 一 ’

写

序
次

)

/
/ /

7少口乙) f 卿口 户 了犷
了
只了口

图 8

铆
万处丁口 下日,夕

甲
夕厂夕

年 发 强 震
( M ) 7 ) 序 次曲线

用类 似的方 法推 测 1 97 9一 19 8 8年 间 全 国 出 现 一 次 M ) 7
.

7的 强 震 可 能 性 很 大
。

还 推 测 出

1 9 8。年 前 后 南 北 地 震 带 北 区 及 河 西 走 廊 地 区 还 育 一 次 M ) 6 的 年 份
。

我 们 将 本 世 纪 以 来 发 生 一 次 或 数 次 M 》 7
.

0 的 强 震 年 份 作 了 简 单 的 统 计
,

结 果 是

:

明 年

发 生 一 次 或 数 次 M 》 7
.

0强 震 的 机 率 是 6 6%
,

今 后 两 年 内 是 78 %
,

今 后 四 年 内 是
1 00 %

。

这 进

时 间 变 化 的 曲 线

,

该 线 也 波 动 在 两 条 平 行 线 工

J I

与 L
Z

之 间

。

由 于 本 世 纪 以 来 这 条 曲 线 始 终 末

一 步 表 明

:

今 后 三 至 五 年 内

,

我 国 境 内 发 生 数 次 M > 7
.

。 的 强 震 几 乎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

如 从

M 》 6
.

0的 强 震 发 震 的 时 间 看
,

几 乎 没 有 平 静 年 份

。

这 进 一 步 表 明

,

这 种 强 震 活 动 趋 势 要 求

我 们

,

尤 其 是 向 短 临 予 报 工 作 提 出 了 一 个 艰 巨 的 任 务

,

尽 快 子 测 今 后 几 年 内 这 些 强 震 将 发 生

在 什 么 地 方

,

危 害 有 多 大

。

四

、

各 大 区 强 展 动 态 对 比

与
了 便 于 对 比 和 判

断 今 后 数
牵

内

钱 菌 强
震

动
态 以 及

写
我

自
强 震

劫
态 关 系

菲

常 密 切 的 全 球

算出计提

强 震 动 态 与 日 本

五

震 动 态

,
、

我
们

把
上

写
述

图

一

件
和 分

析 育
关

的

二
些

区

一

亚
震士涤 学 麦

中
提

出

的

强

带

,

先

其 凡 口
密 集

的 二 组 特
征

数 据 值
德

沈 意 以 夕 i
,

特 别 应 该

结
果 归 纳 子

下 歹 J表中
。

的 是

:

中 国 西 部
边

界 地

集 中 的 中 央
地 度 帝

(即

找国强 震 活动 关系密 切的 日本犷 今后 兰至鼓 军

翩
七

瘾 戚
箕

: 内
访 面 榴

旋 ) 于

筒丛她
鲡

华北地震区 ) 以 及
一
与

.0 的 强
蕾洲

重 威
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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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文 对 强 震 能 量 释 放 曲 线 和 通 旧的 蠕 变 曲线 作 了 简 要 的 对 比 分 析
,

认 为 能 量 释 放 曲 线

物 理 意 义 要 明 确

,

用 起 来 也 方 使

。

2
.

我 们 用 了 张 成 能 最 和 频 率 资 料

,

初 步 分 析 了 它 的 呵 峨 特 汪 和 大 区 域 强 震 动 态 的 统 一 性

并 提 出 了 我 国 社
l世 界 今后 数 年 强 震 趋 势 意 见

。

3
.

文 中 所 旧 的 强 震
资

料 时 间 较 长

,

信
I
绝 比 较 高

,

在 分 析 方 法 土 也 有 一 定 的 改 进

。

我 们 认

为 类 似 的 方 法 虽 然 不 是 令 人 满 意 的

,

但 却 是 日 前 实 效 较 好 的

,

而 口

.

是 短 时 间
内

不 可
缺

少 的 中

长 期 强 丧 趋
势 探

讨 的 重 要 方 法 之

一
。

4
.

文 中
提

出 的
区 l百概念

,

可 能 对 地 鹿 资 料 的 分 析 和 研 究 有
一

定 的 参 考 价 值

。

文 中 缺 点 不 少

,

错 误 难 免

,

期 望 听 到 同 行 的 批 评

,

并 愿 进 一 步 商 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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