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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通过地震的预测预报以减轻地震灾害一直是人们的美好愿
望和追求目标。
我国的地震预报研究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尤其是1966年邢台地震以来的各阶段的深入探索和大规模发
展，建立了多学科地震观测系统的监测基础；积累了大量的震例资料；建立了经验性的地震预报基础
；通过对大陆强震孕育环境和孕育过程的探索初步建立了地震预报的理论基础；取得一定有减灾实效
的预报实例。
这些进展离地震预报的突破尚有很大的距离，还需要继续长期艰苦的探索。
要观测地震孕育过程并揭示其科学规律，抓住地震孕育、发生的根本，寻求来自震源的信息（“以本
求源”的战略），首要任务是对地震孕育过程中表现出的共性特征进行提炼与归纳，才能逐步实现以
物理模型为基础的概率性预测。
地震预报是一个公认的科学难题，尚处于探索阶段。
地震预测的难点主要决定于三方面因素。
第一是地球的不可入性。
上天容易入地难，由于探测手段的限制，人类对地下发生的变化，目前还只能靠地表的观测进行推测
，地震发生在几十公里的地下，但我们对地球的深部探测也不过是十公里左右。
第二是地震规律的复杂性。
经过多年的研究，地震专家逐渐认识到，地震孕育、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相当复杂，不同的地质构造环
境、不同的时间阶段、不同震级的地震都显示出各不相同的规律。
第三是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
地球每年都有比较大的地震发生，但是就一个地区而言，地震发生的重复时间相对较长，属于突发事
件，会是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因此，地震预报的攻克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急于求成只能事倍功半。
但是地震终究有自己的规律，人类也总要想办法对付地震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悲观地认为地震预报不
可能也是不科学的，它应当被视为一个长期努力目标。
地震预测分为长期、中期、短临预测。
长期预测指震前几十年尺度的预测，为国家防震减灾规划服务；中期预测为震前几年，为制订应急预
案和救灾计划服务；而短临预测为震前几月到几天的预测，为实施应急和救灾服务。
但是在地震的中、短期预测过程中，对地震的活跃期与平静期的估计尤其重要，关系着地震趋势的估
计。
对中国大陆地区20世纪以来的地震活动的活跃期与平静期研究表明，1988-2001年为第五活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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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集了近几年来国内对华北地区强震研究的最新成果，同时将国内外对地震孕育模型的理论与实
验研究的最新成果归纳在一起，对观测资料进行分析，并汇集了近几年对地震前兆与孕育过程的最新
成果。
本书以“观测资料—特征总结—解释”为主线，首先在分析孕震环境的基础上，分别分析各地震的异
常，然后综合、提炼、归纳共性特征。
在分析孕震模型的物理与力学过程的基础上，再对观测特征进行解释。
既有各学科各自独立的演化特征，又有综合演化过程；既有理论分析结果，又有观测资料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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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上述3个震例及其他一些震例分析表明，中强以上地震发生前的中期阶段，震中附近中小地震活动
的“增强”特征主要表现为三类特征：第一类为强度上的增高；第二类为时间、空间上的丛集；第三
类为同时表现为强度上的增高和时间、空间上的丛集。
通常大部分震例表现为第一和第三两类特征，但也有少数震例主要仅表现为第二类特征，如1979年介
休5．1级地震、1998年张北6．2级地震等就仅表现出第二类特征。
一般情况下，人们对增强的理解是指第一和第三类特征，而对第二类特征往往注意不够，这是在实际
预报工作中应该注意的。
（2）成组地震增强过程的复杂性。
地震活动增强特征参数W反映了中强以上地震前的中期阶段地震活动增强的综合特征，可以认为W值
异常区即为应力相对集中区。
陆远忠等（1986）在研究孕震空区时认为，孕震空区是在大区域应力场增强情况下所形成的多应力集
中的表现。
随着某些较大地震的发生，将使其周围应力场发生调整，而使某些正在孕育中强以上地震的区域减少
或解除应变积累，从而使得孕震空区消失，并将这类地震称之为卸载地震。
研究发现，一些中强以上地震（尤其是6级左右地震）发生前，华北地区常常出现数个值异常区。
但是往往由于该地震的发生而使得其他区域的异常逐步消失。
如果这些地区再次出现值异常时，则在这些异常区尤其是边缘地区发生中强以上地震的可能性较大。
下面将通过华北地区几次6级左右地震前后值的动态演化图像来说明地震活动增强过程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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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北中强地震前兆特征研究》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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