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２３卷　第３期 地　震　学　报 Ｖｏｌ．２３，Ｎｏ．３　

　２００１年５月　（３３４～３３５） ＡＣＴＡ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Ｍａｙ，２００１　

文章编号：０２５３３７８２（２００１）０３０３３４０２

全球大震和中国及邻区中强震地震活动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００１年１月）

陈　培　善

（中国北京１０００８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图分类号：Ｐ３１５．５　　　文献标识码：Ｒ

　　本目录中的地震参数来自“中国地震台临时报告”（简称“月报”）．其中，国内及邻区给出 犕≥４．７的事件，全

球给出犕≥６的事件．“月报”由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九室按月做出．

本目录中的发震时刻采用协调世界时（ＵＴＣ）；为了方便中国读者，也给出北京时（ＢＴＣ）．震中位置除给出经

纬度外，还给出参考地区名，它仅用作查阅参考，不包含任何行政意义；还给出测定震源位置的台数（狀）和标准偏

差（ＳＤ）．

面波震级犕Ｓ 是对中周期宽频带ＳＫ地震仪记录，采用北京台１９６５年面波震级公式 犕Ｓ＝ｌｇ（犃Ｈ／犜）＋１．６６ｌｇ

（Δ）＋３．５（１°＜Δ＜１３０°）求得．犃Ｈ 是两水平分向最大面波位移的矢量合成位移．犕Ｓ
７
是对７６３长周期地震仪记录，

采用国际上推荐的面波震级公式犕Ｓ
７
＝ｌｇ（犃Ｖ／犜）＋１．６６ｌｇ（Δ）＋３．３（２０°＜Δ＜１６０°）求得．犃Ｖ 是垂直向面波最大地

动位移．犿ｂ 是短周期体波震级，犕Ｌ 是近震震级．为避免混乱，震级之间一律不换算．为方便读者，还给出美国

ＮＥＩＣ定出的面波震级犕ＳＺ和短周期体波震级犿ｂ．

中国及邻区地震目录（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００１年１月，犕≥４．７）

编

号

发　震　时　刻

ＵＴＣ

月日 时：分：秒　　

　ＢＴＣ

　日时

地 理 坐 标

　φＮ／（°）λＥ／（°）

深

度

／ｋｍ

震　　级

犕Ｓ 犕Ｓ
７ 犕Ｌ 犿ｂ

犕ＳＺ 犿ｂ

（ＮＥＩＣ）

标准

偏差

（ＳＤ）

使用

台数

（狀）
　地　　　区

１ １２４ ００：４８：２０．７ ４０８ ３５．５０ ９９．５４ ３０ ４．４ ３．７ ４．３ ４．８ ４．７ ２．７ ２５青海省

２ １０ １０：０８：４４．２ １０１８ ２３．７２ １１９．９６ ５ ４．１ ３．８ ４．７ ４．３ ４．２ １．９ ２４台湾地区

３ １０ １２：５５：２１．０ １０２０ ４４．２９ ８１．５０ ３３ ４．５ ４．４ ５．４ ４．９ ４．４ ５．２ １．４ ４２新疆自治区北部

４ １０ １９：３０：４５．４ １１０３ ２３．３１ １１９．９９ ５ ４．９ ４．５ ５．２ ４．５ ４．７ ４．７ ２．１ ５１台湾地区

５ １２ ２０：３２：５５．７ １３０４ ２４．２５ １２２．５４ ３４ ５．２ ５．２ ４．７ ４．８ ５．３ ５．１ １．４ ６３台湾地区

６ １５ ００：５５：４６．７ １５０８ ２１．１５ １２１．０２ ２４ ４．３ ４．３ ４．１ ４．７ ４．７ ２．０ ３７菲律宾群岛地区

７ ２９ １８：０３：３２．０ ３００２ ２４．７４ １２１．６５ １１ ４．９ ４．７ ５．３ ４．８ ４．６ ４．９ １．６ ６０台湾岛

８ １３ １７：１６：１９．１ ４０１ ３６．７１ ７７．３４ ３０ ４．２ ３．７ ４．７ ４．４ ２．４ ２０
克什米尔新疆边境

地区

９ ４ ０２：０５：０５．１ ４１０ ２１．３２ ９９．０９ １５ ４．４ ４．１ ４．８ ４．１ ２．０ ２５缅甸

１０ ４ ０４：０２：５７．７ ４１２ ２１．４５ ９９．２６ ３３ ４．４ ４．３ ４．８ ４．３ ４．４ ２．２ ２６缅甸

１１ １１ ０８：３６：５８．６ １１１６ ２４．２３ １２０．９４ １６ ４．６ ４．５ ５．０ ４．５ ４．３ ５．１ ２．０ ５４台湾岛

１２ １６ ０１：４３：１０．２ １６０９ ２４．４９ １２０．９３ ２０ ４．４ ４．１ ４．７ ４．３ ４．７ ２．３ ３４台湾岛

１３ ２２ ２３：２７：１７．７ ２３０７ ２４．４３ １２２．１３ １７ ４．５ ４．１ ４．８ ４．６ ４．６ ２．１ ６４台湾岛

http://www.dizhenxb.org.cn



全球地震目录（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００１年１月，犕≥６）

编

号

发　震　时　刻

ＵＴＣ

月日　 时：分：秒　

ＢＴＣ

日时

地 理 坐 标

φ／（°） λ／（°）

深

度

／ｋｍ

震　　级

犕Ｓ 犕Ｓ
７ 犿ｂ

犕ＳＺ　犿ｂ

（ＮＥＩＣ）

标准

偏差

（ＳＤ）

使用

台数

（狀）
　　　地　　　区

１ １２４ 　０４：４２：１５．３ ４１２ １４．９０Ｎ ９３．９０Ｗ 　３３ ６．３ ５．９ 　 　 ５．３ ２．７ ２６ 墨西哥恰帕斯海岸远海

２ ４ ０４：４３：０９．５ ４１２ １４．９０Ｎ ９３．９０Ｗ ３３ ６．５ ６．０ ５．７ ５．６ ２．８ １０ 墨西哥恰帕斯海岸远海

３ ６ １７：１１：０５．８ ７０１ ３９．７０Ｎ ５４．９８Ｅ ２０ ７．４ ６．８ ６．２ ７．５ ６．７ ０．９ ６４ 土库曼

４ ６ ２２：５７：４０．３ ７０６ ４．３０Ｓ １５３．３５Ｅ ５２ ６．４ ６．２ ６．１ ６．６ ６．１ １．１ ６５ 新不列颠地区

５ １２ ０５：２６：４５．９１２１３ ６．００Ｎ ８２．７０Ｗ １０ ６．２ ５．９ ５．７ ５．８ ２．４ ４０ 中美洲海岸远海

６ １８ ０１：１９：２１．３１８０９ ２０．８６Ｓ １７８．７９Ｗ ６２３ ６．３ ６．４ ０．６ ６３ 斐济地区

７ １９ １３：１１：４７．２１９２１ １１．９７Ｎ１４５．２２Ｅ ４２ ５．９ ５．７ ５．８ ５．８ ６．３ ０．９ ６４ 马里亚纳群岛以南地区

８ ２０ １１：２３：５４．１２０１９ ３９．００Ｓ ７４．７０Ｗ １１ ６．５ ６．４ ６．２ ６．１ １．７ ５９ 中智利海岸远海

９ ２０ １６：４９：４２．９２１００ ９．１２Ｓ １５４．９４Ｅ ４３ ６．７ ６．６ ５．５ ６．３ ５．８ １．２ ６４ 当特尔卡斯托群岛地区

１０ ２１ ０１：０１：２８．５２１０９ ５．８５Ｓ １５１．９０Ｅ ５９ ６．２ ６．３ ６．３ ６．５ ６．４ １．５ ６５ 新不列颠地区

１１ ２２ １０：１３：００．４２２１８ ４４．８６Ｎ１４７．１５Ｅ １３４ ５．９ ６．０ ０．９ ６６ 千岛群岛

１２ ２８ ０４：３４：２８．４２８１２ ３．７６Ｓ １５２．９２Ｅ ３８ ５．９ ５．８ ５．７ ６．０ ５．６ ０．９ ６５ 新不列颠地区

１３ １１ ０６：５７：０３．９ １１４ ６．９５Ｎ１２６．９４Ｅ ３９ ６．９ ６．６ ５．８ ７．２ ６．４ １．１ ６６ 棉兰老岛

１４ １ ０８：５４：３１．０ １１６ ６．４４Ｎ１２７．１３Ｅ ４５ ５．８ ５．６ ５．２ ６．０ ５．６ １．３ ５４ 棉兰老岛

１５ ２ ０７：３０：０３．４ ２１５ ６．９１Ｎ１２６．８８Ｅ ２４ ６．１ ６．０ ５．５ ６．２ ５．８ １．１ ６５ 棉兰老岛

１６ ７ １０：１８：２０．２ ７１８ ３３．４０Ｓ ７２．２０Ｗ １０ ６．１ ６．０ ５．７ ５．４ ２．３ ３２ 中智利海岸远海

１７ ９ １６：４９：２７．５１０００ １４．７４Ｓ １６７．４２Ｅ １０４ ６．５ ６．６ ６．３ ０．８ ６２ 瓦努阿图（新赫布里底）

１８ １０ １６：０２：４０．２１１００ ５７．１０Ｎ１５３．２０Ｗ ３３ ７．５ ７．０ ６．１ ６．８ ６．２ １．３ ６３ 科迪亚克岛地区

１９ １３ １７：３３：３２．３１４０１ １３．００Ｎ ８８．７０Ｗ ６０ ８．４ ７．７ ７．８ ６．４ ３．２ ４３ 中美洲海岸远海

２０ １５ ０５：５２：１３．４１５１３ ４０．７１Ｓ ７７．９９Ｅ １６ ６．４ ６．０ ５．７ ６．３ ５．７ １．０ ５１ 中印度洋海丘

２１ １５ １１：５３：２８．０１５１９ １５．８０Ｓ ７５．１０Ｗ ３３ ６．２ ５．９ ５．２ ５．１ ３．６ １７ 秘鲁海岸远海

２２ １６ １３：２５：００．８１６２１ ４．１５Ｓ １０１．６４Ｅ ３９ ７．０ ６．６ ６．０ ６．８ ６．５ １．１ ６２ 苏门答腊南部

２３ １９ ０８：１０：１３．８１９１６ １１．０８Ｓ １６６．６３Ｅ ３１ ６．１ ６．０ ６．２ ６．１ ５．７ ０．６ ６３ 圣克鲁斯群岛

２４ ２６ ０３：１６：３９．８２６１１ ２３．５１Ｎ ７０．３７Ｅ １０ ７．９ ７．７ ６．４ ８．０ ６．９ １．１ ７０ 印度

５３３　３期　　　　　　陈培善：全球大震和中国及邻区中强震地震活动（２０００年１２～２００１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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