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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由前震、主震、余震或仅由主震和余震(没有前震)构成的时空群集称作地震序列。
前震、主震、余震分别是中强地震孕育、发生、发展整个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余震序
列是最频繁观测到的中强震的后效。
本书重点描述和研究的“地震序列”，主要指一次主震发生后，在其震源区及邻近地区发生的地震的
时空群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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