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卷 第#期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

!))#年*月 +,-./0123413!5%6-4,&%78/24,942:3-;2.<%7=3%;123413; >,<!!))#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国家""A##计划项目$(%’!))!BB@#*!#)%&中科院

知识创新项目$(%’8CDE=?F))?)A%’

近!""年中国及邻区强震空间格局

及迁移模式初步分析

周成虎@!裴!韬@!李全林!!陈锦标!!王!森#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北京 @))"G*$

摘要!介绍了中国及邻区地震目录数据库的开发状况’从历史强震(近代强震及强震震源深

度等几个方面’结合我国及邻区板块构造以及应力状态(壳幔结构的东西部差异对我国强震

的空间格局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公元@H))年以前我国华北地区的强震呈现出大梯形格

局’而公元@H))年之后我国强震则以西部的巨大扇形为主要特征’其中震源深度最深的区域

分别位于大扇形的!个顶点处’即兴都库什!帕米尔以及缅印交界地区’就我国强震所特有

的空间分布格局对我国强震的线性以及区域性迁移模式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其中线性迁移模

式又可细分为前进跳跃式和钟摆式’对文中涉及的强震迁移机制分别利用断层破裂(弹簧?
滑块(壳幔的结构性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对运动等模型进行了初步的解释’
关键词!强震&空间格局&时空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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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HH!年获中科院地理所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博士学位’现主要从事地理信息系

统应用(空间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遥感目标识别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引言

地震的空间格局及迁移规律的研究是地震预测

与区划(防震减灾工作的重要基础’其成果也是板块

构造研究的重要证据之一’因而近几十年来相关的

研究工作颇为丰富)@!@A*’
关于 强 震 的 大 尺 度 空 间 分 布 规 律’傅 征 祥

等)@’!*在分别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强震空间分布的特

征后认为’我国东部强震随纬度呈现出韵律式的变

化趋势’而西部的强震则表现为巨大的扇形分布’徐
道一等)#*发现了我国及邻区"级地震所构成的等腰

或等边三角形等有序特征&在中小尺度方面’丁国瑜

等)J’**则认为我国华北和川滇地区的强震呈现出一

种网络分布’而童远林)A*和顾方琦等)G*分别利用平

行四边形及近似的圆形刻画了我国东部强震的空间

分布模式’

关于强震的迁移模式’时振梁等)"*和顾方琦等)H*

分别研究了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强震的时空分布’并
对强震在区域上的迁移特征进行了总结&闻学泽

等)@)*(傅征祥)@@*讨论了我国西南地区强震在线性构

造上的迁移现象’并提出了跳迁和定向迁移模式&马
宗晋等)@!’@#*分析了全球强震的迁移规律’并在此基础

上探讨了与旱灾的共生规律 &毛可等)@J*还利用强震

的迁移规律进行了强震趋势预测’取得了一定效果’
然而’上述这些针对我国强震空间分布模式及

迁移规律的探讨大多建立在近百年强震目录的基础

之上或局限于一定范围的空间内’另外’以往对强震

空间格局的研究未能从迁移的角度进行动态的解释

和分析’因此’在强震迁移规律总结的系统性和完整

性等方面仍有大量工作急需开展’空间格局与迁移

模式的研究也存在进一步结合的必要’
本文充分利用=D0的空间分析技术对中国及

邻区地震目录数据库特别是对其中公 元@*))!

!)))年间强震的空间格局和时空迁移模式进行了

系统地分析’一方面’力求从更广的空间范围和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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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跨度全面展现我国强震发生的时空规律"另
一方面#也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其他学科的

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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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邻区强震的空间格局及其成

因浅析

#’#!中国及邻区地震目录数据库简介

地震时空分布规律研究的基础在于地震资料的

完整程度’准确程度和精确程度’随着地震学及地学

其他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具备(足够长时间跨度#
足够大空间范围#足够宽震级谱)的地震目录已经成

为急需和必不可少的基础数据’为此#中国地震局与

中科院 资 源 与 环 境 信 息 系 统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自

@HH!年以来共同合作#充分发挥!个单位在基础数

据收集与管理’=D0空间分析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在
对国内外@)"种%!))多本&地震目录文献进行系统

综合后#共得到原本地震目录@))余万条’经过对原

本目录系统地核对’删重后去除了近#)万条(冗余)
目录#最终形成中国及邻区地震目录数据库*@G!@H+’

到目前为止#该数据库共收集地震条目GJ)"HA
条#空间范围上所覆盖的区域不仅包括中国及邻近海

域#还包括日本及日本海’朝鲜’东南亚’印度及其周

边地区’西亚的部分地区’蒙古’中亚诸国以及俄罗斯

的部分地区"在时间上#数据库收录了公元前!#))$
!)))年@!月#@日间的历史地震及近代地震目录"在
数据库的内容方面#共包含!A个属性项#包括发震时

间’震中经纬度’震源深度’各种实测震级及其他类型

震级’定位精度等#具体内容可参考文献*@"+’
#’$!研究数据的选取

虽然中国及邻区地震目录数据库在数据的规模

和可靠性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历史上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区域性差异仍然造成了地震数据的时

空不等精度’
据黄纬琼等*!)+研究#大华北地区%包括长江以

北的大部分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及云贵的部分地

区#公元@*))年以来地震的完整性震级为A级#而
进入!)世纪以来#由于测震仪的应用和普及#各地

区的完整性震级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为了确保研

究数据的完整性#笔者将强震数据分!个阶段进行

研究!第一阶段#选取公元@*))$@"HH年"A级的

强震%图@&"第二阶段选取了@H))$!)))年"*级

的强震进行分析%图!&’
#’%!中国及邻区强震的空间格局及其原因探究

图@显示#此间的强震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

区#而西部很少’历史强震的这种分布特征正是时空

不等精度的真实写照’与前人总结的北东向带状’网
络状’三角形等强震空间格局略有不同的是*!###*+#华

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