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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地区可带来静态触发

地震之间能相互触发吗？
答案是：能。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余震。一个大地震过

后，地震并不会马上停止，都会伴随着一系
列的余震，这些余震就是这次大地震引起
的。我们知道，地震是由断层的突然滑动引
起的，余震也基本发生在断层滑动的范围
内。那么，在断层滑动范围之外，是不是也
可以诱发地震呢？

传统的观点认为，跟大地震有关的余震
基本局限在原来的地震断层破裂的范围内，
在这个范围之外的地震都是独立地震，它们
之间没有联系。虽然有人猜测相距很远的地
震可以相互触发，但是没有太多的证据。不
过，1992年美国南加州地区的一个7.2级地震
改变了这种观点，这次地震被称为兰德斯地
震。

这次地震发生在美国西部一个叫兰德斯
的地方，3小时后，在距兰德斯地震震中40公
里的地方，发生了一次6.5级的地震，称为大
熊地震。这让地震学家意识到，地震是可以
相互触发的。

兰德斯地震与大熊地震分别发生在不同
的断层上，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余震。我
们知道地震是由断层活动引起的，是一个应
力释放的过程。但是，也只是释放了地震发
生断层的应力，随之而来的地壳变动，完全
可以加大周围断层上的应力水平。地震学家
对兰德斯地震以后区域应力变化的计算发
现，发生大熊地震的断层，恰好处在应力增
加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兰德斯地震造成了大
熊地震断层上的应力增加，达到了断层承受
的极限，最终破裂发生了地震。这种地震触
发方式就叫静态触发。同理，这样的地壳变
动也会降低附近某些区域的应力水平，延迟
这一区域地震的到来。

其实，这种例子也很多。比如，2004 年
12月的印度尼西亚9.1级地震，引起了周围的
应力变化，触发了2005年3月的8.7级地震。

远距动态触发多带来小震

综上可知，静态触发作用的范围很局
限，因为地震造成的地壳变动带来的应力变
化，会随着远离断层而迅速衰减，影响的范
围大都不超过地震断层长度的2到3倍。但在
更远的地方，还能影响到吗？

答案也是：可以 。
地震激发的地震波会向四面八方扩散。

一次大地震的地震波可以传遍地球，引起整
个地球的震动。地震波所到之处，会引起应
力的短暂变化，进而触发地震。这种触发的
方式叫作动态触发。

在 2002 年，美国阿拉斯加地区发生了一
次7.9级地震。地震后18小时内，在3200公里
外的美国黄石公园触发了200多次小地震，甚
至改变了公园内间歇泉的活动规律：有些喷
发更加频繁，有些沉寂；有些泉水升温，甚
至在一些原本没有喷泉的地方涌出了水流。
这说明，一些大地震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地震
波传送到很远的地方。但是，这些地震都很
小，都在3级以下，大多远小于3级。

更明显的一个例子发生在 2012 年的印度
尼西亚8.7级地震以后，当地震面波传到美国
阿拉斯加的一条断层上的时候，恰好发生了
一次3.5级地震，基本可以确定这次小震就是
由地震波触发的：地震面波恰好经过此地，
带来的震动打开了这里的“地震机关”。所
以，有些学者认为，大地震之后的地震波可
以在全球范围内触发地震，整个地球都是

“余震带”。
但是，像这样的地震最大能够触发多大

震级的地震呢？
一些地震学家发现，在这次印尼大地震

后的6天内，全球5.5级以上地震发生频率升
高了5倍，有些地震接近7级，这是以往的地
震中所没有发现的现象。这说明，大地震可
以在全球范围内触发较大震级的地震，这也
改变了以往科学家对触发地震的认知。

但是，另一项对2011年日本9级大地震的
研究却发现，除了在个别地区外，如古巴、
美国西部以及我国台湾等地区，触发了一系
列的小地震，这次地震并没有对全球较大地
震频率产生显著的影响。

其实，像印尼地震那样引起全球范围内地
震频率异常的地震并不常见。多项综合统计研
究都认为，大地震所触发的5级或5.5级以上的
地震是非常少的，绝大部分在5级以下。

2015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
震学家约翰逊等人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统
计了1977年至2012年全球113个7级以上地震
后几秒到几天之内全球地震事件，发现至少
在地震以后10天内，全球5.5级以上地震的发
生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

地震扎堆更可能是随机

前些天，先是缅甸地震，然后日本地
震，紧接着厄瓜多尔地震。地震为什么总是
扎堆？是随机的？还是因为它们之间确有联
系？

上面的分析其实已经提到，绝大多数地
震是很难在远处触发较大地震的。而且，这
些天发生的地震震级不大，能量较小，相互
之间的距离也非常远，很难把他们联系在一
起。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地震发生的频率，就
会发现这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如果单看7级以
上地震的话，一年会发生二十多次，平均一
月两次。在随机的情况下，一个月发生四五
次也是非常正常的，并不奇怪，更不意味着
地球进入“震动模式”。

来自更严谨的科学研究的结果也支持我
们上面的结论。自 2004 年印尼 9.1 级地震以

来，全球已经发生过8级以上地震18次，8.5
级以上地震5次，一些科学家也十分关注这个
现象。他们统计了这些年来不同震级的地震
之间的规律，发生8级以下地震发生的频率并
没有明显的增加。8级地震有增多的趋势。但
由于震级越高，次数越少，统计意义不足。

整体上来说，现在的地震并没有我们想
象的那么多，像前些天连续好几次大地震的
情况是很常见的，隔一些天就会出现一次。

“地球震动模式”这个词能够隔一段时间就上
一次头条，其实得益于现代社会的资讯发
达，消息传播迅速，大量的报道导致误以为
地震增多。

地震之间会相互触发吗

最近两年的地震
统计显示，有时候地
震确实会扎堆，有时
候又会孤立，并没有
明显的规律。

（资料源自中国
地震信息网）

4月16日，日本熊本县发生7.3

级地震，随后，在厄瓜多尔发生了更

大的7.5级地震。很多人有这样的疑

问，这两次相隔不到一天的地震有没

有关系呢？

应该说，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目前科学对于地震的认识还是有很多

局限的，很多问题尚无法给出确定的

答案，但科学工作者的探索一直都在

进行中。这里就结合地震科学的发展

谈谈这个话题。

芦山地震与汶川地震有关？

在2013年芦山地震以后，网络上曾有
一次争论，即芦山地震是不是汶川地震的
余震，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地震的触发。

汶川地震造成地壳剧烈变动，对周围
地区的应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些地方
的应力水平因为汶川地震而降低，有些地
方却增加了不少。在汶川地震以后，很多
地震学家根据汶川地震造成的地壳变动规
律，计算得出了应力变化的区域，认为在
应力增加的区域未来地震的风险会增加，
相应的发生大的余震的可能性也较大。芦

山地震震中所在的位置，恰好处于应力增
加的区域，也是汶川地震后地震学家预测
的余震发生范围，5年后的芦山地震也恰好
验证了他们的观点。这就是一些学者认为
芦山地震是汶川地震余震的依据，即因为
汶川地震，造成了芦山地震的提前到来。

但另一些学者认为，芦山地震不是汶
川地震的余震，余震应发生在地震破裂带
内。芦山地震的震中位于汶川地震破裂带
之南，二者相距还有好几十公里，明显不
属于汶川地震的余震。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通过计算
应力变化对未来地震风险估计的方法并不
是地震预报，也无法用于地震预报。如果
你本身就在地震多发区，不要寄希望于这
种预测或估计，还是把自己的房子造结实
一点最保险。如果你不在地震带上，也就
不要担心。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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