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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根據傅玉琳(2003)的研究，台灣地區所發生規模3~4的小地震，其時間分布模式可利用Gamma Model加以解釋其特性


本研究採用中央氣象局地震目錄中1973年1月到2003年6月規模3.0≦M≦4.0的地震資料，將台灣劃分為2000個0.1°×0.1°的小區域(範圍為23°N~26°N，119°E~123°E)，採用Rundle等(2003)所提出的Pattern Informatics Method，對台灣地區6個規模6.0以上的大地震取其餘震分布區域，再利用Gamma Model的參數特性分析6個餘震分布區域30年來所發生小地震在時間上分布的變化情形，並檢驗大地震之後所發生的餘震在時間上是否有叢集現象及其叢集的特性。
	摘要(英)	After Fu’’s research(2003),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distribution of small magnitude(3.0≦M≦4.0)earthquakes can be explained by gamma model.


The earthquake catalog of CWB,Taiwan is used in this paper,from 1973,Jan. to 2003,Jun.We divid the range of Taiwan(23°N~26°N，119°E~123°E)into 2000 small squares with 0.1°×0.1°.We chosse 6 big mainshocks with magnitudes greater than 6.0 from the CWB catalog.Then we calculate the changes of the number of earthquakes between one year after the mainshocks and five years before the mainshocks,and if the changes were greater than the standard value,the square will be taken as a part of the aftershock range.We calculated the parameters of gamma model of each mainshocks with several different time interval in 30 years,and then to check if any clustering phenomenons happened after the mainsh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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