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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强震与地球自转角加速度变化
过程关系统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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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统计分析了１９６２—２０１７年全球强 震 活 动 与 地 球 自 转 角 加 速 度 变 化 过 程 的 关 系，结 果 显

示，全球８级以上地震发生在地球自转角 加 速 度 下 降 期 的 概 率 相 对 自 然 概 率 高 出１２％，达 到

６４％，统计结果具有显著性，但７．５级和７．８级以上地震的统计结果没有显著性。分区统计结

果表明，全球强震活动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在地球自转角加速度上升期，高于自然概率的

强震主要分布在阿尔卑斯带中西段、环太平洋地震带的琉球—菲律宾地区以及中国东部；在地

球自转角加速度下降期，高于自然 概 率 的 强 震 主 要 分 布 在 环 太 平 洋 地 震 带、阿 尔 卑 斯 带 中 段

（喜马拉雅弧）、阿尔卑斯带东段（印尼岛弧海沟）以及中亚大陆地区。分析认为地球自转角加速

度变化过程与全球区域地震活动之间存 在 较 强 的 相 关 性，可 能 与 地 球 自 转 角 加 速 度 变 化 引 起

板块间相互作用的强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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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球自转运动及其变化所提供的应变能可能是地壳构造运动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地

质学家李四光在其创建的“地质力学”中提出，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引起地壳发生经向运动

和纬向运动的附加力［１］。马宗晋等［２］在研究内陆地震的动力问题时，认为应将地球自转速

率变化作为全球地震活动的一种主要动力源来考虑。自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发现地球自转运

动的不均匀性后，国内外很多地震学者从地球自转速率变化的角度研究地球自转变化与全

球或区域地震活动的 关 系［３～１５］。按 地 球 自 转 速 率 变 化 划 分 主 要 有 两 种 方 式：峰 值 或 者 峰

谷；上升或者下降阶段。按对研究区域地震活动的统计方法分别有：从全球角度统计地震

强度和频次；将全球地震活动划分若干个地区统计地震活动；沿径向划分若干区域进行统

计分析；沿纬向划分若干区域进行地震活动统计。研究结果显示，全球的地震活动与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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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转速率变化在时间尺度上存在一定的全局性联系、在空间尺度上存在区域性差异。
以往工作都是研究的地球自转速度变化与地震的关系，但是，按照牛顿第二定律Ｆ＝

ｍａ，加速度ａ的变化过程直接反映了质量为ｍ 的物体所在ａ方向受到的力Ｆ 的变化过程，
通过研究加速度的变化过程可以判断力的变化过程；因此，研究加速度的变化过程与地震

活动的关系更具有动力学意义。对于随地球自转的板块，地球自转角加速度的上升和下降

变化反映了地球自转对板块产生的切向力变化过程，冯志生等［１６］首先研究了地球自转角

加速度的上升与下降变化过程与华北、江苏及邻区中强地震的关系，发现其地震主要发生

在地球自转角加速度的上升时期。田韬等［１７］研究了地球自转角加速度变化过程与菲律宾

板块西边缘强地震的关系，发现其强地震也主要发生在地球自转角加速度的上升期。本文

进一步统计分析了全球强震活动与地球自转角加速度上升与下降变化的关系，发现全球一

些构造区域强地震活动与地球自转角加速度的上升与下降过程存在明显相关性。

１　研究资料及数学处理

　　地震目录源自中国地震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ｉ．ａｃ．ｃｎ），为了研究全球强地震活动与

地球自转角加速度变化过程之间的关系，我们参照傅征祥等［１８］按照全球地震带走向的转

向，依据不同构造背景将全球地震活动划分为１５个分区：Ａ、阿尔卑斯带中西段；Ｂ、阿尔

卑斯带中段（喜马拉雅弧）；Ｃ、阿尔卑斯带东段（印尼岛弧海沟）；Ｄ、中亚大陆区；Ｅ、中国

东部区；Ｆ、环太平洋带的新几内亚—斐济段；Ｇ、环太平洋带的汤加—新西兰段；Ｈ、环太

平洋带的琉球—菲律宾段；Ｉ、环太平洋带的小笠原—马里亚纳段；Ｊ、环太平洋的勘察加—
日本岛弧海沟段；Ｋ、环太平洋的阿留申岛弧海沟段；Ｌ、环太平洋带的北美大陆西海岸

段；Ｍ、环太平洋带的中美洲段；Ｎ、环太平洋带的南美洲段；Ｏ、大西洋洋脊和恩角—南

桑德维奇群岛段。图１中 给 出 了 全 球１５个 地 震 活 动 分 区７．５级 以 上 地 震 的 分 布，其 中

图１（ａ）为上升期发生的地震，图１（ｂ）为下降期发生的地震。
本文地球自转角速度数据源自国际地球自转服务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ｅｒｓ．ｏｒｇ），起止

时间为１９６２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１日（图２）。地球自转角加速度为地球自转角速度

一阶差分，由于数据长度为５５年，考虑到地球自转有１０年左右尺度波动［１９］，为分析地球

自转加速度１１年及更长周期变化与地震的关系，采用６阶富氏拟合滤除１１年以下周期。
设定ｘｉ 为地球自转角加速度的时间序列，取ｉ＝１，２，３，…，Ｎ，则ｎ阶富氏级数公式［２０］为

ｘｉ＝ａ０２＋∑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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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ｉ＝１
ｘｉｃｏｓｎπ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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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ｉ＝１
ｘｉｓｉｎｎπ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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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共有Ｎ 个观测数据，上述方程可以列出Ｎ 个方程，取ｍ最大数为Ｎ／２，正好满足Ｎ 个

方程确定Ｎ 个未知数的唯一解的条件。
图２（ａ）为地球自转角速度随时间变化的日均值观测曲线，图２（ｂ）给出了地球自转角

加速度的２７阶富氏拟合结果，该变化曲线消除了２年及以下短周期影响，图２（ｃ）地球自

转角加速度６阶拟合结果，该变化曲线反映了地震自转加速度１１年及更长周期变化。对比

图２（ｂ）和图２（ｃ），可以发现地球自转加速度的６阶拟合结果基本反映了２７阶富氏拟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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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全球构造分区及７．５级以上地震分布（１９６２—２０１７年）
（ａ）上升期分区地震活动；（ｂ）下降期分区地震活动

果的长趋势变化。

　　根据６阶拟合结果，１９６２年以来地球自转角加速度上升期分别为１９６５年１月至１９６９
年８月、１９７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９７９年６月至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９９０年２月至１９９８
年９月和２００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地球自转加速度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的持续时间分

别占总时间的４８％和５２％。
为了判断地震在地球自转角加速度上升或下降变化过程中发生的显著性，将以上比值

视为地球自转角加速度上升期和下降期地震发生的自然概率，并利用地震时空综合概率增

益模型判定是否具有显著性［２１］。
假设在某一时空域内，地震发生的中长期平稳概率为Ｐ（Ｍ），地球自转加速度异常变

化的时间占有率为Ｐ（Ｔｉ），当ｉ＝１时为地球自转加速度上升期时间，当ｉ＝２时为地球自

转加速度下降期时间，Ｐ（Ｍ｜Ｔｉ）为某空域内地球自转加速度上升期或下降期地震发生的概

９３１　２期　　　　 　田　韬等：全球强震与地球自转角加速度变化过程关系统计研究　



图２　地球自转角加速度随时间的变化（１９６２—２０１７年）
（ａ）地球自转角速度；（ｂ）地球自转角加速度（２７阶富氏拟合）；（ｃ）地球自转角加速度（６阶富氏拟合）

率。当异常Ｔｉ 出现时，地震Ｍ 发生的条件概率与无条件概率之比称为异常发生时，发生

地震Ｍ 的概率增益，概率增益公式为

Ｋ（Ｍ｜Ｔｉ）＝Ｐ
（Ｍ｜Ｔｉ）
Ｐ（Ｍ）

（２）

有震报准率ｃ为

ｃ＝Ｐ（Ｔｉ｜Ｍ）＝Ｐ
（Ｍ｜Ｔｉ）Ｐ（Ｔｉ）
Ｐ（Ｍ）

（３）

时间占有率ｂ为

ｂ＝Ｐ（Ｔｉ） （４）
预测效能值Ｒ的公式为

Ｒ＝ｃ－ｂ＝ Ｐ（Ｍ｜Ｔｉ）
Ｐ（Ｍ） －［ ］１　Ｐ（Ｔｉ） （５）

效能Ｒ值为正对应较高的概率增益值Ｋ，将预测效能Ｒ值大于０．１０作为统计具有显著性

的指标。选取单个区域发生２次以上地震事件，以消除单个偶然性地震事件对分析结果的

影响。

２　统计结果及分析

　　表１中分别给出了１９６２—２０１７年期间，地球自转角加速度上升其与下降期各分区地

震事件的统计结果，在进行预测效能评测时，选取单个区域发生２次以上地震事件，以消

除单个偶然性地震事件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图３中分别给出了全球７．５级、７．８级和８级

以上地震随地球自转角加速度变化过程中，预测效能Ｒ高于０．１０的显著性地区。从表１
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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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全球强震事件与地球自转加速度变化的统计结果（１９６２—２０１７年）

区

块

地震次数ｎ
（增益Ｋ，预测效能Ｒ）

Ｍ≥８
上升 下降

Ｍ≥７．８
上升 下降

Ｍ≥７．５
上升 下降

地震带名称

Ａ
２

（２．０８，０．５２）
／ ３

（０．８９，－０．０５）
４

（１．１０，０．０５）
９

（１．２５，０．１２）
６

（０．７７，－０．１２）
阿尔卑斯带中西段

Ｂ
／ １

（１．９２，０．４８）
／ ３

（１．９２，０．４８）
２

（０．６９，－０．１５）
４

（１．２８，０．１５）
阿尔卑斯带中段
（喜马拉雅弧）

Ｃ
１

（０．５２，－０．２３）
３

（１．４４，０．２３）
３

（０．５７，－０．２１）
８

（１．４０，０．２１）
１２

（１．１４，０．０７）
１０

（０．８７，－０．０７）
阿尔卑斯带东段
（印尼岛弧海沟）

Ｄ
１

（１．０４，０．０２）
１

（０．９６，－０．０２）
１

（０．５２，－０．２３）
３

（１．４４，０．２３）
４

（０．９３，－０．０４）
５

（１．０７，０．０４）
中亚大陆区

Ｅ
／ ／ １

（２．０８，０．５２）
／ ２

（２．０８，０．５２）
／

中国东部区

Ｆ
／ ２

（１．９２，０．４８）
６

（０．９６，－０．０２）
７

（１．０４，０．０２）
１５

（１．０１，０．００）
１６

（０．９９，０．００）
环太平洋带的新几内

亚—斐济段

Ｇ
１

（０．５２，－０．２３）
３

（１．４４，０．２３）
２

（０．５２，－０．２３）
６

（１．４４，０．２３）
１１

（１．０９，０．０４）
１０

（０．９２，－０．０４）
环太平洋带的汤加—

新西兰段

Ｈ
４

（２．０８，０．５２）
／ ６

（２．０８，０．５２）
／ １９

（１．５８，０．２８）
６

（０．４６，－０．２８）
环太平洋带的琉球—

菲律宾段

Ｉ
／ １

（１．９２，０．４８）
／ ２

（１．９２，０．４８）
２

（０．８３，－０．０８）
３

（１．１５，０．０８）
环太平洋带的小笠原—

马里亚纳段

Ｊ
１

（０．３０，－０．３４）
６

（１．６５，０．３４）
９

（１．１７，０．０８）
７

（０．８４，－０．０８）
１６

（１．１９，０．０９）
１２

（０．８２，－０．０９）
环太平洋带的勘察加—

日本岛弧海沟段

Ｋ
／ ２

（１．９２，０．４８）
１

（０．３５，－０．３１）
５

（１．６０，０．３１）
４

（０．６４，－０．１７）
９

（１．３３，０．１７）
环太平洋带的阿留申

岛弧海沟段

Ｌ
１

（１．０４，０．０２）
１

０．９６，－０．０２
２

（０．６９，－０．１５）
４

（１．２８，０．１５）
５

（１．０４，０．０２）
５

（０．９６，－０．０２）
环太平洋带的北美大陆

西海岸段

Ｍ
２

（０．６９，－０．１５）
４

（１．２８，０．１５）
６

（０．８９，－０．０５）
８

（１．１０，０．０５）
１６

（１．０８，０．０４）
１５

（０．９３，－０．０４）
环太平洋带的中美洲段

Ｎ
２

（０．８３，－０．０８）
３

（１．１５，０．０８）
７

（１．２１，０．１０）
５

（０．８０，－０．１０）
１３

（１．１３，０．０６）
１１

（０．８８，－０．０６）
环太平洋带的南美洲段

Ｏ
／ ／ ／ １

（１．９２，０．４８）
／ ７

（１．９２，０．４８）
大西洋洋脊和恩角—

南桑德维奇群岛段

合计
１５

（０．７４，－０．１２）
２７

（１．２４，０．１２）
４７

（０．８９，－０．０５）
６３

（１．１０，０．０５）
１３０

（１．０９，０．０４）
１１９

（０．９２，－０．０４）

　　（１）全球发生在角加速度上升期和下降期的８级以上地震分别为１５次和２７次，其中

下降期地震占总地震次数的６４％，比自然概率（５２％）高１２％，对应的概率增益Ｋ 值和预

测效能Ｒ 值分别为１．２４和０．１２，统计具有显著性；全球发生在角加速度上升期和下降期

的７．８级 以 上 地 震 分 别 为４７次 和６３次，其 中 下 降 期 地 震 占 总 次 数５７％，比 自 然 概 率

（５２％）仅高５％，对应的概率增益Ｋ 值和预测效能Ｒ 值分别为１．１０和０．０５，统计没有显

著性；全球发生在角加速度上升期和下降期的７．５级以上地震分别为１３０次和１１９次，其

中上升期地震占总次数的５２％，比自然概率（４８％）仅高４％，对应的概率增益Ｋ 值和预测

效能Ｒ 值分别为１．０９和０．０４，统计没有显著性；总体上，全球８级以上地震发生在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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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转角加速度下降期的概率相对自然概率高出１２％，达到６４％，对应的概率增益Ｋ 值和

预测效能Ｒ 值分别为１．２４和０．１２，统计具有显著性，但７．５和７．８级以上地震的统计结

果没有显著性。
（２）按构造分区统计，在地球自转角加速度上升期，预测效能Ｒ＞０．１０，具有统计上的

显著性区域共有３个（图３ａ）。当Ｍ≥８．０时，在全球１５个分区中有２个分区具有统计上的

显著性，分别为阿尔卑斯中西段地区（２／２）和环太平洋带的琉球—菲律宾段地区（４／４）；当

Ｍ≥７．８时，在全球１５个分区中有１个分区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为环太平洋带的琉球—
菲律宾段（６／６）；当Ｍ≥７．５时，在全球１５个分区中有３个分区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分

别为阿尔卑斯中西段地区（９／１５）、中国东部地区（２／２）、环太平洋带的琉球—菲律宾段地

区（１９／２５）。
（３）按构造分区统计，在地球自转加速度下降期，预测效能Ｒ＞０．１０，具有统计上的显

著性区域共有１１个（图３ｂ）。当Ｍ≥８．０时，在全球１５个分区中有６个分区具有统计上的

图３　全球强震分布与地球自转角角速度关系（１９６２—２０１７年）
（ａ）上升期分区地震活动显著区域（图中斜线阴影区）；（ｂ）下降期分区地震活动显著区域（图中网格阴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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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分别为阿尔卑斯带东段（印尼岛弧海沟）（３／４）、环太平洋带的新几内亚—斐济段

（２／２）、环太平洋带的汤加—新西兰段（３／４）、环太平洋的勘察加—日本岛弧海沟段（６／７）、
环太平洋的阿留申岛弧海沟段（２／２）、环太平洋带的中美洲段（４／６）；当Ｍ≥７．８时，在全

球１５个分区中有７个分区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分别为 阿 尔 卑 斯 中 段（喜 马 拉 雅 弧）（３／

３）、阿尔卑斯带东段（印尼岛弧海沟）（８／１１）、中亚大陆区（３／４）、环太平洋带的汤加—新西

兰段（６／８）、环太平洋带的小笠原—马里亚纳段（２／２）、环太平洋的阿留申岛弧海沟段（５／

６）、环太平洋带的北美大陆西海岸段（４／６）；当Ｍ≥７．５时，在全球１５个分区中有３个分

区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分别为阿尔卑斯中段（喜马拉雅弧）（４／６）、环太平洋的阿留申岛

弧海沟段（９／１３）、大西洋洋脊和恩角—南桑德维奇群岛段（７／７）。

３　结果与讨论

　　总体上，全球８级以上地震发生在地球自转角加速度下降期的概率相对自然概率高出

１２％，达到６４％，对应的概率增益Ｋ 值和预测效能Ｒ 值分别为１．２４和０．１２，其统计具有

显著性，但７．５和７．８级以上地震的统计结果没有显著性。
按构造分区统计结果显示，地球自转角加速度上升期的显著性地区共有３个，其中阿

尔卑斯带中西段主要位于非洲、阿拉伯等大陆板块由南北向与欧亚大陆板块相互碰撞边界

上，琉球—菲律宾地区位于菲律宾海板块由近东西向与欧亚大陆的相互碰撞边界上；在地

球自转角加速度下降期的显著性地区有１１个，地震活动主要集中区位于太平洋板块与周

围板块汇聚边界上以及澳大利亚—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汇聚边界上。
地球自转角加速度变化产生的附加力虽然不足以推动板块的运动，但有可能对板块间

地震的发生起到一定的触发作用，地球自转角加速度变化过程与全球区域地震活动之间这

种较强的相关性，可能与地球自转角加速度变化引起板块间相互作用的强弱有关。

参考文献：

［１］　李四光．地质力学概论［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４．
［２］　马宗晋，傅征祥，薛峰．北纬２０～５０°的大陆地震构造系［Ｊ］．地质学报，１９８４，（２）：１１４－１２４．
［３］　马利华，韩延本，尹志强．全球强震的分布及其与地球自转速率变化的关系［Ｊ］．天文研究与技术，

２００７，４（４）：４０６－４１１．
［４］　安欧．全球大震活动与地球自转速率的关系［Ｊ］．华北地震科学，１９８５，３（１）：５６－６７．
［５］　傅征祥．全球强震活动性的某些统计特征［Ｊ］．地震学报，１９８６，８（２）：１３７－１４５．
［６］　傅征祥．岛弧—海沟地区浅源强震分布和地球自转［Ｊ］．地球物理学报，１９８４，２７（１）：５３－６３．
［７］　傅征祥，邵辉成，丁香．中国 大 陆 浅 源 强 震 分 布 与 地 球 自 转 速 率 变 化 的 关 系［Ｊ］．地 震，２００４，２４

（３）：１５－２０．
［８］　郑大伟，周永宏．地球自转变化与全球地震活动关系的研究［Ｊ］．地震学报，１９９５，１７（１）：２５－３０．
［９］　陈学忠，李艳娥，赵晓燕．地球自转、地震成因与地震预报［Ｊ］．国际地震动态，２０１０，（１）：１８－２４．
［１０］　陈学忠，陆小华．全球不同地区强震与地球自转之间的关系分析［Ｊ］．国际地震动态，２０１１，（１２）：

３４－４０．
［１１］　陈学忠，李艳娥，王恒信，等．２００４年印尼苏门答腊Ｍ９．０地震前地震活动增强现象及其与地球自

转的关系［Ｊ］．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１３，５６（１）：７９－９０．
［１２］　李启斌，肖兴华，李致森．中国大陆强地震与地球自转角速度长期变 化 关 系 的 初 步 分 析［Ｊ］．地 球

３４１　２期　　　　 　田　韬等：全球强震与地球自转角加速度变化过程关系统计研究　



物理学报，１９７３，１６（２）：７１－８０．
［１３］　陈翠仙．２０世纪中国８级大地震与日长关系的初析［Ｊ］．云南天文台台刊，１９９２，（４）：５１－５３．
［１４］　郭恒祖．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西 部 和 邻 区 的 大 地 震 活 动 与 地 球 自 转 的 关 系［Ｊ］．内 陆 地 震，１９９１，５

（３）：１５－２０．
［１５］　王恒信，赵晓燕，李艳娥，等．几次强震及 震 前 震 中 附 近 地 区 中 小 地 震 与 地 球 自 转 的 关 系［Ｊ］．地

震，２０１１，３１（２）：３３－４１．
［１６］　冯志生，王俊菲，田韬，等．华北、江苏及邻区中强地震与地球自转加速度变化的统计关系初步研

究［Ｊ］．中国地震，２０１３，２９（３）：３９３－３９８．
［１７］　田韬，冯志生，祝涛，等．菲律宾海板块西缘强震活动与地球自转加速度变化关系研究［Ｊ］．中国地

震，２０１８，３４（２）：待刊．
［１８］　傅征祥，刘桂萍，邵志刚，等．板块构造和地震活动性［Ｍ］．北京：地震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９０－１９２．
［１９］　傅容珊，李力刚，郑 大 伟，等．核 幔 边 界 动 力 学———地 球 自 转 十 年 尺 度 波 动［Ｊ］．地 球 科 学 进 展，

１９９９，１４（６）：５４１－５４９．
［２０］　万永革．数学信号处理的 ＭＡＴＬＡＢ实现［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１］　王晓晴，傅征祥，张立人，等．中长期时空增益综合预测模型及其初步应用［Ｊ］．地 震 学 报，２０００，

２２（１）：４５－５３．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ＩＡＮ　Ｔａｏ，ＦＥＮＧ　Ｚｈｉ－ｓｈｅｎｇ，ＺＨＵ　Ｔａｏ，ＬＩ　Ｈｏｎｇ－ｙｕ，ＷＡＮＧ　Ｗｅｉ，ＹＥ　Ｂｉ－ｗｅ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１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２ｔｏ　２０１７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ｖｅｓ－
ｔｉｇａｔ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ｏｖｅｒ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８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１２％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
ｒ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６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ｕ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７．５ａｎｄ　Ｍ７．８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ｈａｖ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ｓ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ｈｏｓ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ｂａ－
ｂｉｌｉｔｙ，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ｗｅｓｔ　ｏｆ　Ａｌｐｉｎｅ　ｚｏｎｅ，Ｒｙｕｋｙｕ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ｂｅｌｔ，ｗｈｉｌ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ｍ－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ｂｅｌｔ（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ａｒｃ），Ａｌｐｉｎｅ　ｚｏｎｅ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ｒｃ
ｔｒｅｎｃｈ）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ａｒｔｈ’ｓ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　ｂｅｌｔ

４４１ 　　　　　　　　　 　　　　地　　　　　　震　　　　　　　　　　　　 　　　３８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