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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8．0级地震发生后，我国地震科技工作者进一步开展地震预测预报的科
学探索。
为加强长、中、短、临不同阶段的地震预测预报科学研究与实践的紧密结合，2008年7月起，地震部门
启动“中国大陆7、8级地震危险性中-长期预测研究”专项工作，简称“M7专项”，并成立了由多个
单位、不同学科科技人员组成的M7专项工作组。
工作组在广泛、系统了解国际中-长期预测研究方法与现状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实际，设计并采用
以地震地质和历史地震、大地形变测量、地震学与地震活动性等多学科观测资料与技术方法为基础、
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科学思路和研究的技术方案，针对我国大陆有监测能力地区的活动地块边界带开
展以判定未来十年及稍长时间7级及更大地震发生地点为目标的中-长期预测探索，并于2010年底取得
阶段性研究成果。
M7专项工作组撰写的《中国大陆大地震中-长期危险性研究》正是这一成果的综合体现。

　　《中国大陆大地震中-长期危险性研究》可供地震科学以及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大地测量学等领
域的科技人员及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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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3.1 2001年青海昆仑山口西8.1级地震 2001年11月14日青海昆仑山口西8.1级地震
（36.2°N，90.9°E）之前的1998～2000年，青藏高原主要表现为负重力变化（图5—2），这可能反映
印度板块向北推进作用加强，致使得青藏高原隆升加剧，再加上青藏高原之下可能存在地幔受热的轻
物质上涌（曾融生等，1994；傅容珊等，1998），导致这一时段的重力减小。
该8.1级地震的孕震区位于—90×10—8m／s2的负重力变化区的北缘，以北为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正重力
变化区，正、负重力差异达130×10—8m／s2，震中位于该正、负重力变化区之问的重力变化高梯度带
附近（图5—2）（祝意青等，2003）。
昆仑山口西8.1级地震发生后的2000～2002年（图5—3），青藏高原主要表现为正重力变化，震区东部
和东南部大范围呈现正重力变化区，相对于震前发生最大达+150×10—8m／s2的重力反向变化，可能
反映了昆仑山口西8.1级大地震同震重力场调整的响应。
 以上表明：2001年昆仑山口西8.1级地震发生在青藏高原内部重力场变化最剧烈的地区以及重力场发生
反向转折变化的时段（图5—2、图5—3）。
 5.3.2 2008年新疆于田7.3级地震 2008年3月21日新疆于田7.3级地震（36.0°N，80.0°E）之前的2002
～2005年，中国大陆西部35°N线附近自西南向东北重力变化由60×10—8m／s2逐渐减少到—40×10
—8m／s2，正、负异常区的重力差异达100×10—8m／s2，并在新疆于田一和田一带形成重力变化梯
度带。
于田地震发生在这一重力变化正、负异常高梯度带带上的零值线与西昆仑断裂一阿尔金断裂的交汇部
位附近（图5—4）。
于田7.3级地震可能是2005年10月巴基斯坦7.8级地震后，喜马拉雅碰撞构造带西段（帕米尔构造结及其
附近）向北推挤活动造成区域构造变动响应的结果（祝意青等，2008b），而震前的断裂带变形与蠕动
可能是区域重力场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于田7.3级地震后的2005～2008年，新疆于田一和田一带形成大范围的重力正值变化异常区（图5—5）
，可能为强烈的同震响应的表现。
 以上表明：2008年于田地震发生在重力正、负异常区高梯度带上的零值线与西昆仑、阿尔金两断裂带
的交汇部位附近（图5—4）。
 5.3.3 2008年四川汶川8.0级地震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8.0级地震（31.0°N，103.4°E）之前的1998
～2005年，印度板块推挤青藏高原至东昆仑断裂带附近，使得青藏高原内部的地壳物质向东扩展以及
向东一南东东的运动加强（滕吉文，2008），造成高原东南缘的川滇块体呈现大范围的高值重力正异
常变化区；四川龙门山及其附近地区可能因为巴颜喀拉块体的南东东向运动加强、受四川盆地阻挡产
生挤压隆升而呈现高值重力负异常变化区，尤其是四川北部地区。
两异常区的差异变化大于100×10—8m／s2，并在四川泸州—汶川—马尔康一带形成重力正、负异常变
化的高梯度带（祝意青，2008a、2010；zhu，2010）。
汶川8.0级地震发生在该重力高梯度带零值线与龙门山断裂带的交汇部位（图5—6）。
汶川8.0级地震后（对应2005～2008年测期的重力变化），震区及其邻近区域重力总的变化趋势（图5
—5）与2000～2002年及2002～2005年时段的变化趋势（图5—3、图5—4）相反，表现出强烈的震后反
向变化，其中，川滇块体由上一测期的正值变化急剧转为负值变化，重力差异运动达150×10—8m/s2
多；成都以东的四川盆地重力正值变化较为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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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大陆大地震中-长期危险性研究》是M7工作专项在2008年8月至2010年11月期间完成的、主要研
究成果的集成。
以专著的形式保存M7工作专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与资料，便于接受时问的检验，且有利于未来阶段的
、后人研究工作的深入。
本专著第11章已汇集了通过M7专项工作的研究判定出的地震危险区和危险性值得注意地区的分布图，
同时还给出相应潜在地震的发震构造、震级范围、危险性急迫程度，以及这些危险区／值得注意地区
的主要判定依据。
相应的研究方法和危险性的分析、论证与判定过程，以及作为判定依据的相关资料与图件等，已分别
在本专著第1章至第10章中给出。
《中国大陆大地震中-长期危险性研究》可供地震科学以及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大地测量学等领域的
科技人员及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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