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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division of the cycle of seismic activity of earthquakes with MS ≥ 7.0 and analysis of 
the seismic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of earthquakes with MS ≥ 7.0 in each cycle in China mainland 
and adjacent region since 1900, the level and possible location of seismic activity of earthquakes 
with MS ≥ 7.0 in China mainland and adjacent areas in the future are obtained. It also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tivity cycle curve of sunspot and the seismicity in China mainland and 
neighboring areas, and the influence of seismic activity on China mainl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little possibility of an earthquake with MS ≥ 8.0 and the level of seismic activity of earth-
quakes with MS ≥ 7.0 is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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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中国大陆及邻区1900年以来7级以上地震活动轮回的划分、各轮回活跃幕和平静幕内7级以上地

震活动特征的分析得出了未来中国大陆及邻区7级以上地震活动的水平和可能地点，并分析了太阳黑子

活动周期曲线和中国大陆及邻区7.1级以上地震活跃幕的关系、全球7级以上地震活动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等得出了未来20年中国大陆及邻区发生8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不大，7级以上地震活动水平偏低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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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在 1960 年，梅世蓉在研究中国地震活动性时就曾指出地震活动在时间轴上的分布具有高潮和低潮

相交替的特征[1]。张国民[2]将这种起伏交替活动称为地震的轮回活动。20 世纪 80 年代，不少作者研究

了 20 世纪初以来我国的大陆地区的强震活动的轮回特征[2] [3] [4] [5] [6]。尽管不同的研究者所用的研究

方法不同，但都给出了大体相近的强震轮回活动的划分结果。目前许多研究都以张国民[2]的研究结果为

代表，认为 20 世纪以来我国大陆地区已经历了 4 个强震活动轮回。每个轮回包含地震活动由弱到强的三

个阶段，分别称之为平静幕、过渡幕和强震幕。每个轮回的强震活动, 在空间上又有其主体活动地区。 
2001 年昆仑山口西 8.1 级特大地震后，许多学者对中国大陆地震活动总趋势的判断与地震活动现实

产生了一定的偏差，也产生了许多分歧，有些学者认为 2008 年汶川 8.0 级地震的发生可能标志着中国大

陆第五轮回地震活动趋向结束[7]。孙加林近十几年来，在不同价段对中国大陆地震大形势跟踪分析和具

体判定意见较为准确[8]，对 2008 年汶川 8.0 级特大地震和 2015 尼泊尔 8.1 级地震的发生都有较为准确地

预测[8] [9] [10]。 
因此本文根据孙加林的一些观点，对中国大陆及邻区 5 个轮回的划分，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大陆及邻

区第 5 轮回活跃幕和平静幕中强震活动特征，试图得到未来中国大陆 7 级以上地震活动趋势。 
本文地震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地震局台网中心提供的速报目录。 

2. 中国大陆及邻区第五轮回活跃幕的 7 级以上地震活动特征 

中国大陆西部及邻区的地震活动在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互碰撞的动力环境作用下，向北延伸直至

贝加尔一带，东边则与南北地震带连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构造孕震体系，即“大三角区”，该区是全

球地震活动最强烈的地区之一[3]，研究中国大陆地震活动需要整体考虑这个区域的活动特征。 
通过分析 1900 年以来中国大陆 7 级以上地震不同震级档的地震活动特征，发现中国大陆及邻区 7.1

级以上地震存在较明显的地震幕和平静幕。由图 1 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及邻区经历了 1902~1912 年、

1920~1934 年、1946~1957 年、1965~1976 年和 1997~2015 年 5 个地震活跃幕(图 1)，5 个平静幕时间分别

为 1912~1920 年、1934~1946 年、1957~1965 年、1976~1997 年和 2015 至今。 
由图 2 可以看出，各活跃幕内 7.5 级以上地震或沿着构造带迁移或在一个区域沿构造块体周边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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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每个活跃幕地震活动均呈现出主体活动区域特征(图 2 中的蓝色区域)。除第 4 活跃幕(图 2d)外，其

它 4 个活跃幕的首发地震都在主体区域，结尾地震均为 8 级地震，且结尾地震都发生在中国境外的“大

三角区”内，位于主体活动区域中轴线的方向[8]。将 2015 年 4 月 25 日尼泊尔 8.1 级地震看作第 5 活跃

幕的结尾地震，符合之前统计的各活跃幕 7.5 级以上地震活动特征，因此认为第 5 活跃幕结束。 
由图 3 可以看出，前 4 轮回活跃幕中国大陆的 7 级以上地震主要分布于 7.5 级以上地震构成的主体

活动区内，其它地震除了东北深震和新疆地区外，主要分布于距离活跃幕结尾地震较近的区域。而第 5
轮回活跃幕内的 7 级以上地震都集中分布在 7.5 级以上地震构成的主体活动区内，其它区域没有发生 7
级以上地震，其结尾地震距离活跃幕主体活动区较近。以上特征对于今后判定活跃幕的结尾地震发生的

位置有一定的预测意义。 

3. 中国大陆及邻区第五轮回平静幕的 7 级以上地震活动特征 

由图 2~图 4 可以看出，1900 年以来中国大陆 8 级以上地震都发生在 5 个活跃幕期间，前 4 个完整的

平静幕中没有 8 级以上地震发生，且持续时间为 8~21 年。由于 2015 年尼泊尔 8.1 级地震后，第 5 平静

幕开始，因此推断未来 5~18 年中国大陆及邻区发生 8 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Figure 1. M-t figure of earthquakes with MS ≥ 7.1 in China mainland and 
adjacent areas since 1900 
图 1. 1900 年以来中国大陆及邻区 7.1 级以上地震 M-t 图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earthquakes with MS ≥ 7.5 in 5 active episode in China mainland and adjacent areas since 1900 
图 2. 1900 年以来中国大陆及邻区 5 个地震活跃幕内 7.5 级以上地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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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earthquakes with MS ≥ 7.0 in 5 active episode in China mainland and adjacent areas since 1900 
图 3. 1900 年以来中国大陆及邻区 5 个地震活跃幕内 7.0 级以上地震分布图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earthquakes with MS ≥ 7.0 in 5 clam episode in China mainland and adjacent areas since 1900 
图 4. 1900 年以来中国大陆及邻区 5 个地震平静幕内 7 级以上地震分布图 
 

由图 4 可以看出，前 4 个平静幕中国大陆发生 7 级以上地震的次数分别为 5、9、1 和 7 次，年频次

为 0.1~0.8 次，且 7 级以上地震活动主体区域位于上一活跃幕的结尾地震震中附近。尤其第 5 活跃幕和第

2 活跃幕的结尾地震位置基本一致，因此推断未来 5~18 年中国大陆 7 级以上地震发生次数可能偏低，并

且主要活动区域为青藏块体中南部。 

4. 中国大陆及邻区五个轮回的强震活动特征 

从表 1 可以总结 1900 年以来中国大陆及邻区各个轮回的 7 级以上地震活动特征： 
1) 前 4 个活跃幕和平静幕的 7 级以上地震平均年频度分别高于各自的平静幕； 
2) 从发生的 7.5 级以上地震数目来看，活跃幕和平静幕的差别更为显著，前 4 个活跃幕发生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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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statistics of strong earthquakes in five cycles in China mainland and its adjacent areas since 1900 
表 1. 1900 年以来中国大陆及邻区和中国大陆 5 个轮回发生的强震统计 

中国大陆及邻区 

活跃幕 MS ≥ 8.0 MS ≥ 7.5 MS ≥ 7.0 
平均年频度 平静幕 MS ≥ 8.0 MS ≥ 7.5 MS ≥ 7.0 

平均年频度 

1902~1912 8 14 1.9 1912～1920 0 4 1.5 

1920~1934 4 9 1.43 1934～1946 0 1 1.08 

1946~1957 3 12 1.83 1957～1965 0 0 0.25 

1965~1976 0 5 1.75 1976～1997 0 3 1.00 

1997~2015 3 5 1.16 2015～ 0 2? 2? 

中国大陆 

活跃幕 MS ≥ 8.0 MS ≥ 7.5 MS ≥ 7.0 
平均年频度 平静幕 MS ≥ 8.0 MS ≥ 7.5 MS ≥ 7.0 

平均年频度 

1902~1912 1 2 0.40 1912～1920 0 3 0.71 

1920~1934 3 5 0.85 1934～1946 0 1 0.72 

1946~1957 2 6 1.27 1957～1965 0 0 0.14 

1965~1976 0 3 1.22 1976～1997 0 0 0.33 

1997~2015 2 3 0.51 2015～ 0? 0? 0.33? 

 

级以上地震数目为 5~14，而前 4 个平静幕发生的 7.5 级以上地震数目为 0~4；除了第 4 个活跃幕没有发

生 8.0 级以上地震外，其它 3 个活跃幕均有 8 级以上地震发生，而前 4 个平静幕没有发生 1 次 8.0 级以上

地震；第 5 平静幕——2015 年至今 3 年内中国大陆邻区的 7 级以上地震显著活跃。 
3) 中国大陆及邻区第 5 活跃幕的 7 级以上地震年频度数值仅为 1.16，低于前 4 个活跃幕；发生的 7.5

级和 8.0 以上地震数目分别为 5、3 次，尤其是发生的 8.0 以上地震数目和前 4 个活跃幕相当。 
从表 1 可以总结 1900 年以来中国大陆各轮回的 7 级以上地震活动特征： 
1) 第 1 个活跃幕和第 5 活跃幕的 7 级以上地震年频度数值比其它 3 个活跃幕偏小，但 7.5 级以上地

震数目 5 个活跃幕数值相差不多；除了第 1 和第 5 轮回外，其它 3 个活跃幕的 7 级以上地震年频度数值

高于平静幕的 7 级以上地震年频度数值。 
2) 5 个平静幕中国大陆都没有发生 8.0 级以上地震，发生的 7.5 级以上地震数目也较少，因此推断第

5 平静幕发生 8.0 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第 5 活跃幕中国大陆及邻区的 7.5 级和 8.0 级以上的地震数目和前 4 个活跃幕相当，但 7.0~7.4 级地

震数目显著偏少，尤其是中国大陆。 

5. 太阳黑子活动对中国大陆及邻区 7.1 级以上地震的影响 

分析 1900 年以来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曲线和中国大陆及邻区 7.1 级以上地震活跃幕的关系(图 5)，可以

看出，前 4 次活跃幕的起止时间与太阳黑子活动的 14、16、18 和 20 双周年对应很好。第 4 平静幕后，

二者对应关系改变，第 4 平静幕和第 5 活跃幕的持续时间接近 2 个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因此第 5 平静

幕可能持续近 20 年时间。2015 年 4 月 25 日尼泊尔 8.1 级地震后，第 5 平静幕开始，根据第 4 平静幕和

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对比关系，认为未来近 20 年中国大陆及邻区 7.1 级以上地震活动将处于相对平静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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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球 7 级以上地震活动水平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20世纪中国大陆及邻区经历了1902~1912年、1920~1934年、1946~1957年、1965~1976年和1997~2015
年 5 个地震活动幕(图 1)。前 4 次活动轮回中中国大陆的最大地震滞后全球 7 级以上地震年频度最高年份

的 6~10 年(图 6)，目前处于第 5 平静幕，因此未来几年中国大陆发生 8.1 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7. 讨论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通过对中国大陆及邻区 1900 年以来 7 级以上地震活动轮回的划分、各轮回活跃幕和平静幕内 7

级以上地震活动特征的分析得出：未来 5~18 年中国大陆及邻区发生 8.0 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不大，中国

大陆 7 级以上地震活动水平偏低，并且主要活动区域为青藏块体中南部。 
2) 通过分析 1900 年以来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曲线和中国大陆及邻区 7.1 级以上地震活跃幕的关系，认

为未来近 20 年中国大陆及邻区 7.1 级以上地震活动将处于相对平静阶段。 
3) 通过分析全球 7 级以上地震活动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得出：未来几年中国大陆发生 8.1 级以上地震

的可能性不大。 
 

 
Figure 5.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arthquakes with MS ≥ 7.1 (vertical 
lines) and the number of sunspot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adjacent 
areas from 1900 to 2017 
图 5. 1900~2017年中国大陆及邻区 7.1级以上地震(竖线)与太阳黑子数对

应关系 
 

 
Figure 6.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eismic frequency of earthquakes with MS ≥ 7.0 of the global and the 
largest earthquakes in China mainland in each active episode 
图 6. 全球 7 级以上地震频度与各活跃幕的中国大陆最大地震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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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结论，可以得出：未来近 20 年中国大陆及邻区发生 8.0 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大

陆 7 级以上地震活动水平偏低，并且主要活动区域为青藏块体中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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