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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震追踪：地震系列轨迹的形态分析》以地震目录中的微震、小震、中强地震乃至7级以上强
震为依据，结合华北地震区、全国乃至全球各地震带的地质构造特征，以地应力集中、释放、调整为
科学思路，寻求震中迁移的规律，以探索地震的中短期预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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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7.0级以上大震型地应力场是逐渐发展起来，地应力场场强由小到大是分等级的　　在一定的
区域范围内，如华北地震区、青藏地震区、台湾地震区等地震区内，在地震活动期地应力场增长期内
，一个7.0级以上大震型地应力场，一个8.0级特大震型地应力场是由0.0~0.09级微震型应力场，再经
过1.0~1.9微震型地应力场，2.0~2.9级弱震型应力场，3.0~3.9级小震型应力场，4.0~4.9级中震型应力场
，5.0~5.9级弱强震型应力场，6.0~6.9强震型应力场，7.0~7.9大震型应力场，8.0以上特大震型地应力场
。
是逐渐地缓慢地增长发展起来的，而不是突然就产生一个7.0~7.9级大震型地应力场的或产生8.0级以上
特大震型地应力场的。
一个7.0级以上大震型地应力场是有一个发生、发展、高峰、最后衰减消亡过程的，它反映了一个地震
活动期的初始一高峰一终止的全过程。
　　三、7.0级以上地应力场场强在增长期增长速度分布范围是不均匀的，是不平衡的　　地应力场场
强在增长期是逐级上升的，由于构造体系的复杂性，使地应力场场强在增长期迁移速度是不均匀的，
是不平衡的。
构造体系是地应力场场强良好的集散通道。
当地应力场迁移方向与构造体系一致时，地应力场迁移速度快，增强易于集中，构造体系薄弱地带，
增强相应迁移速度慢，增强能量集中也慢，造成了地应力场增强分布下的不均匀性，它是产生各级地
震系列中各震级间震级差、距离差、时间差的原因。
总之地应力场在增长期其增长速度不是同步的，分布范围不是均衡的，是有强有弱的。
　　由于断裂带构造体系的复杂性，给地应力场场强的增长速度，分布范围更加复杂化，使地应力场
增长更加不均匀、不平衡的。
　　四、一个7.0级以上大震型地应力场的增强在迁移、运行、流窜过程中，是分带发展的　　关于7.0
级以上大震型地应力场增强分带的划分是根据300多个地震系列自1.0～3.0级地震系列分布在震中区边
缘地带，4.0~5.0级的中强地震系列分布在震中区较近的过渡地带，6.0~7.0级以上地震系列分布在地应
力场的中心地带，是概括总结出来的。
　　7.0~7.9级大震型地应力场，8.0级以上特大震型地应力场，可分为三个带，即：　　1.主地应力场
带，位于极强型地场中心部位，地应力场强最强，具有极强的破坏力。
相对来说，宽度较宽，根据耿庆国究研员《旱震关系研究》，特旱区可达300km。
当然也受地质构造带的影响，两侧条带状也不是对称的。
　　2.过渡地应力场带，位于主地应力场带的四周，地应力场场强次于主地应力场带，仍可产生极强
的地应力场强场，在地质构造发育、易于地应力场场强集中的部位，仍可造成一定强度的破坏力。
它比主地应力场带场强弱，但运行时宽度更宽，是大震型地应力场的主体部分。
其宽度比主地应力场更宽。
　　3.边缘地应力场带，位于过渡地应力场带的外围，地应力场强低于过渡地应力场强，能量最弱，
但在局部地区也可产生弱震或小震型地应力场，对人的生命、财产均无影响。
它在运行中宽度比过渡地应力场带更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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