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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地震预报探索》汇集了梅世蓉教授海内外同事、同行和学生们的文章73篇，约100万字，涉及地
震预测理论方法、地震前兆机理等研究内容，其中不乏诸多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地震预报探
索》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和中国地震局领导的热情帮助和积极支持，中国地震局陈建
民局长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大家的支持不仅表达了对梅世蓉教授的敬意，更体现了对地震预报事业
发展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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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地震预报探索四十年我国地震预报的开拓者和领军人——庆贺梅世蓉先生八十华诞地震预报综论
篇新形势下地震预报战略问题的探讨地震预测研究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艰辛的历程光明的未来——我
国地震预测预报探索和实践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地震预报四十不惑地震预测科学及其发展展望地震预报
某些问题的理论思考我国地震预报事业的诸多进展经验性预报是科学地震预报的初级阶段地震预报探
索的历史解读与思考中期地震预报可以做得更好——兼谈中期预报的改革创新年度地震趋势会商及其
科学意义云南地区地震预报的进展及震源参数用于地震预报的尝试地震灾害与人类的关系地震前兆研
究篇两次巨大地震前后震源区应力水平对比通过弱震活动的分析开展地震预报的一些认识云南强震活
动时间特征研究充分利用区域数字地震台网研究地震剪切波偏振特性电离层f0F2与地磁日变异常场及
其地震预测研究地磁谐波振幅比地震异常特征的进一步研究地震趋势的水平应力调制时间过程分析临
界状态下外因触发地震活动的一个可能实例唐山地震断裂带的小震活动分析和重复地震识别强震前地
震非均匀度时间变化特征研究2005～2007年中国大陆6级以上地震超长平静的跟踪预报研究华北地区5
级以上震前地震活动图像演化特征研究水诱发异常机理与华北强震中短期预测新探索1999年岫岩地震
序列的重新定位与震源参数测定解读1976年松潘一平武7．2级地震云南地区尾波Q0值区域分布及其时
间变化过程研究关于地壳形变短期变化与地震间的远程相关性2003年云南大姚地震前地震活动异常研
究岩石试验的结果及对强震前某些前兆的解释上海市NOAA卫星监测热红外地表温度研究昆仑山口
西8.1级地震对首都圈形变场的影响新疆乌什6.2级地震前区域变形异常特征的研究中国大陆钻孔应变观
测的最新进展唐山井的水温同震变化特征地震地下流体预测研究中需强化的若干问题龙陵帮腊掌温泉
流体综合异常与地震关系研究宁洱6．4级地震深井水温异常特征分析利用GPS观测资料进行强震预测
的一点思考地震预测理论与方法研究加卸载响应比理论的近期进展美国南加州强震前加卸载响应比和
态矢量特征差异研究S波列Q值物理意义探讨1976年唐山大震发生对华北构造块体系统稳定性影响的数
值模拟研究地震孕育体源流变模型中前兆分析的理论基础有限单元法在地学问题研究中的新进展山东
泰安台温度年变化对地应变与地倾斜影响的模拟研究⋯⋯战友回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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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代后得以全面开展。主要是通过对已有大地震区地壳的结构和物性的探测研究，查明
大震区的深部构造和物性条件，以逐步建立板内地震深部孕震环境的物理模型。90年代前期，以邢台
大地震的震源区为研究对象，围绕震源及其临近地区，进行了大量野外基础探测工作。包括近垂直深
地震反射方法、宽角反射／折射方法、地震转换波方法、大地电磁测深法等。各种探测的剖面总长度
达上千公里。在这些探测工作的基础上编制了震源区地壳细结构剖面图、地壳和上地幔二维结构图、
地壳上地幔S波结构及Q值分布剖面图，大地热流及温度的深度分布图、地壳上地幔三维立体构造图等
。通过上述大量基础工作，对邢台震源区及周围环境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除邢台震源区以外，多年
来还对唐山、海域、临汾和怀来等已有地震区的震源环境进行了系统探测研究。通过对华北地区一系
列大地震震源区地壳细结构和介质物性的探测研究，初步给出了板内大陆强震孕育环境、发震特点和
构造模型。其基本内容是：大震震源位于浅层铲式正断层下盘下方与壳内高角度隐伏深断裂所围限的
空间内；壳内存在拆离带，且被隐伏的高角度深断裂所阻，在壳内形成结构交汇区，大地震就发生在
交汇区内；大震震源区附近有壳内低速体发育，大震常在低速体上方或上角隅的脆性地壳内；大震震
源体一侧或其下方有上地幔局部隆起。从而初步给出了华北大震区震源构造模型。尽管该震源构造模
型尚待在进一步研究中发展、改进和完善，但其对进一步深入研究大陆地震成因及其孕育、发展、发
生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这是不容置疑的。“九五”期间，随着国家对科技攻关和基础研究支
持力度的增加，对强震震源区的探测研究_T作也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地震系统开展了对1997年新疆伽
师强震群震源结构的探测研究；还开展了跨多个地质构造单元的大剖面的壳幔结构探测研究。如在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大陆强震机理与预测”研究中，1999年开展了跨青藏构造块体和鄂尔
多斯块体的从青海达日到陕北靖边的长达1200km的北东向大剖面的壳幔结构探测，其中包括人工地震
、天然地震、电磁测深等手段。该剖面不仅跨过多个不同级别的活动地块地质构造单元，而且通
过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震源区，所得大量探测资料，为研究海原大地震的震源细结构，以及研究不同
活动地块地质构造单元壳幔结构的差异及其与构造活动性的内在联系等科学问题提供了大量重要科学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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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地震预报探索》由地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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