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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应急数据库中人口数据预测

———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谢江丽　李帅　姚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摘要　利用统计年鉴、人口普查数据、遥感影像等资料，将乌鲁木齐市按区县级行政区域为

单位提取近 １０年的人口数据，确定各区县历年来人口分布变化情况。挖掘研究区内人口时间

变量关系，建立人口预测模型———ＧＭ（１，１）模型，预测未来 ２年乌鲁木齐各区县人口数据，以弥

补数据库数据因滞后 ２年无法及时更新所导致的数据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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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十五”期间，我国 ３１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建立了地震应急指挥技术系统（何少林等，
２００７），其中，地震应急基础数据是整个地震应急指挥系统进行抗震救灾指挥决策的基础和
核心，为地震灾害评估和了解地震灾害影响提供背景数据、为抗震救灾指挥决策提供救灾力

量储备数据（姜立新等，２００４）。地震应急基础数据库的数据对地震灾害损失快速评估有决
定性影响，对以往的地震灾害（汶川地震、新疆伽师地震等）分析可知，其中人口分布情况会

直接影响地震灾害损失快速评估的结果。地震应急数据库中的人口数据的更新具有复杂

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特征，无法实现随社会发展同步更新。本研究主要通过统计人口数

据，采用定性描述及定量分析模型，反演出人口等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理空间中的分布状

态，以弥补因数据库无法及时更新而出现的数据空缺。

１　研究区数据收集

城市在人类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人作为城市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不同的分布、

集散及组合情况能够反映出城市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建设、交通运输等差异状况。乌鲁木齐

市城区南边为戈壁，气候环境恶劣，因此受地形地貌、资源环境的影响，乌鲁木齐市城区发展

向北边延伸，如新市区的人口聚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外来人口逐渐向城市聚集，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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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区规划已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天山区、沙依巴克区等老城区必然面临着改造，因

此人口变动空间格局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本研究将乌鲁木齐市按行政区划选取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新市区、水磨沟区、头屯河

区、米东区、达坂城区、乌鲁木齐县等作为研究区，利用《乌鲁木齐统计年鉴》（陈志敏，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王伟，２０１１；黄国森，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潘世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人口普查数据
来提取人口数据（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乌鲁木齐各区县人口数据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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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５７．２６ ５５．１５ ６４．１２ ２９．２２ ２６．７０ ２７．０９ ４．１３ ６．２９ ６．４０ ５．５０ ５．９０ ５．６０ ７．１０ ９．４０ －１４．００１１．００

２０１４ ５９．９６ ５４．９９ ６０．７２ ２８．７３ ２３．７０ ２８．３５ ４．１６ ６．２６ ７．２０ ６．８０ ８．６０ ６．７０ ４．６０ ９．４０ ７．４０ １２．１０

２０１３ ５８．６１ ５５．０５ ５９．６９ ２８．４７ ２３．０６ ２７．６７ ４．２１ ６．１７ ６．５２ ６．３５ ７．６２ ６．０１ ４．９５ ８．８８ ６．１５ １１．５７

２０１２ ５７．６２ ５３．７５ ５５．６２ ３０．１４ ２３．０２ ２７．４３ ４．２２ ５．９８ ５．３４ ４．８６ ６．４０ ５．４０ ５．５５ ７．８１ ５．００ １８．０７

２０１１ ５５．７９ ５２．７４ ５２．８８ ２８．２０ ２１．９５ ２７．５７ ４．４４ ５．７８ ５．１３ ４．６８ ６．４７ ５．６６ ５．５５ ７．７５ ５．６７ １３．８３

２０１０ ５５．２８ ５２．２４ ５３．４６ ２６．６２ １３．８８ ２７．６４ ４．４７ ９．４５ ４．４１ ４．５８ ５．６６ ４．７２ １．８８ ０．９９ ４．９３ ０．６４

２００９ ５５．０１ ５２．４９ ５１．８２ ２６．２５ １３．７４ ２７．９９ ４．５８ ９．３１ ４．４９ ４．９１ ５．６９ ４．４２ ３．１２ ５．６１ ６．５２ ９．３１

２００８ ５３．９９ ５１．４６ ５１．３７ ２４．４３ １３．２０ ２８．０４ ４．６０ ９．１１ ５．０２ ４．６５ ５．８３ ５．４１ ３．８５ ６．４３ ７．４０ １０．６７

２００７ ５１．５４ ５２．２７ ４８．３２ ２３．５６ １２．７９ ２９．５８ ４．６０ ８．９９ ５．２７ ４．８９ ５．９０ ５．３６ ４．４９ ８．５５

由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乌鲁木齐市各区县人口分布比例（表 ２）可见，天山区、水磨沟区、达坂
城区基本保持平衡，新市区、头屯河区所占比例有所增加，沙依巴克区、米东区、乌鲁木齐县

所占比例有所减少，由此可见，乌鲁木齐市人口逐渐由沙依巴克区、米东区、乌鲁木齐县转移

到新市区、头屯河区。

表 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乌鲁木齐各区县人口所占比例

年份
比例／％

天山区 沙依巴克区 新市区 水磨沟区 头屯河区 米东区 达坂城区 乌鲁木齐县

２０１５ ２１ ２０ ２４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 ２

２０１４ ２２ ２１ ２３ １１ ９ １１ １ ２

２０１３ ２２ ２１ ２３ １１ ９ １０ ２ ２

２０１２ ２２ ２１ ２１ １２ ９ １１ ２ ２

２０１１ ２２ ２０ ２０ １１ ８ １１ ２ ６

２０１０ ２３ ２１ ２２ １１ ６ １１ ２ ４

２００９ ２２ ２１ ２１ １０ ６ １２ ２ ６

２００８ ２３ ２２ ２１ １１ ６ １１ ２ ４

２００７ ２２ ２３ ２１ １０ ５ １３ ２ ４

通过对乌鲁木齐市人口变动情况的分析，可得到以下结论：近 １０年来主城区人口数量
呈增长的趋势，但表现出“头屯河区和新市区人口数量增长率大、密度小；天山区、沙依巴克

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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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口数量增长率小、密度大”的区域差异格局（毛亚会等，２０１７）。
依据收集的人口数据，得到乌鲁木齐市各区县人口随时间变化图（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

（图 １）。由图 １可见，相对于五普数据，六普数据波动更大，大部分地区人口呈增加趋势。
头屯河区、乌鲁木齐县人口数据在 ２０１１年变化较大，经查找资料可知，由于行政区域重新规
划，２个相邻区县面积相互调整，导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数据出现阶梯，故头屯河区、乌鲁木齐县
人口数据采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人口普查数据。

图 １　乌鲁木齐各区县人口随时间的分布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为第五次人口普查（简称为五普）数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为第六次人口普查（简称为六普）数据

２　理论分析与模型建立

选择具有适用性和科学性的人口预测模型是所得预测结果能够符合人口发展趋势的前

提。人口预测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基于微分方程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基于数理统计的线性回归模
型、基于矩阵法的 Ｌｅｓｌｉｅ模型。总体可概括为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多元回归模型、人口增长
率法、指数函数法、幂函数法、Ｌｅｓｌｉｅ模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灰色系统 ＧＭ（１，１）模型、系统动力学
等。人口预测方法有其优点和适用范围，可对不同的人口发展变化规律进行预测，因此在选

择具体方法时必须结合人口预测的特点。

２．１　灰色系统 ＧＭ（１，１）模型
１９８２年邓聚龙（１９９０）创立灰色系统理论以研究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系统，

并提出灰色系统预测的概念。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有规则的处理，寻求数据

间的内在联系，并对生成变换后的数列建立连续的微分方程动态模型，通过对该模型的求解

变换得到预测结果。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是 ＧＭ（１，１）模型，它是一个一阶单序列的线性
动态模型，该模型通过五步建模灰色生成或序列算子的作用弱化原始数据的随机性，使其呈

现较为明显的特征规律，对于原始数据序列较短且随机性较强的预测具有较好的效果。

对于给定的原始时间序列 ｘ（０）＝｛ｘ（０）（１），ｘ（０）（２），…，ｘ（０）（ｎ）｝，经过累加生成新的数据

序列 ｘ（１）＝｛ｘ（１）（１），ｘ（１）（２），…，ｘ（１）（ｎ）｝，其中，ｘ（１）（ｋ）＝
ｋ

ｋ＝１
ｘ（０）（ｉ），ｋ＝１，２，…，ｎ。作均值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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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Ｚ（１）（ｋ）＝０．５ｘ（１）（ｋ－１）＋０５ｘ（１）（ｋ），构造数据矩阵 Ｂ

Ｂ＝

－Ｚ（１）（２）， １
－Ｚ（１）（３）， １
 

－Ｚ（１）（ｎ）， １















＝

－０５ｘ（１）（１）＋ｘ（１）（２）[ ] ， １
－０５ｘ（１）（２）＋ｘ（１）（３）[ ] ， １

 

－０５ｘ（ｎ－１）（１）＋ｘ（１）（ｎ）[ ] ， １





















构造数据向量ＹＮ＝［ｘ
（０）
（２），ｘ（０）（３），…，ｘ（０）（ｎ）］Ｔ；则白化形式的微分方程为

ｄｘ（１）

ｄｔ
＋ａｘ（１）＝

ｂ，式中，ａ、ｂ为待定系数，分别称为发展系数和灰色作用量，ａ的有效区间为（－２，２）。应用
最小二乘法可求得：ａ＝（ＢＴＢ）－１ＢＴＹＮ ＝［ａ，ｂ］；进而得到时间序列预测模型

Ｘ（１）（ｋ＋１）＝［Ｘ（０）（１）－
ｂ
ａ
］ｅ－ａｋ＋

ｂ
ａ

（１）

式（１）即为一阶累加的拟合模型。
采用灰色系统理论对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的数据进行拟合，人口数量拟合结果见表 ３。通过

计算得到 ａ、ｂ值（表 ４）。
表 ５为精度检验等级参照表，精度等级指标预测值越小，则精度越高。由表 ５可见，该预

测结果的相对误差基本都达到一级或接近一级水平。利用上述模型对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乌鲁木
齐各区县人口数据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表 ６所示。
２．２　一元线性回归的建立

在一定时期内人口的发展，人口的增长趋势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化。假设人口发

展过程线上任一点基本保持不变，人口发展速度的切线斜率是一致的，即每个周期的近似线

性形式可以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方法。一元线性回归也叫时间序列法，其原理是利用一元线

性回归来进行预测的。基本模型为 ｙ＝ａ＋ｂｘ，ａ为回归常数，是回归直线的截距；ｂ为回归系
数，是回归直线的斜率。根据历史数据（样本）和最小二乘（ＯＬＳ）可以计算出模型的参数 ａ、
ｂ（王宇等，２０１６）。

根据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的原始数据，使用线性回归方法建立了预测模型（表 ７）。由表 ７可
见，显著性概率 ｓｉｇ大部分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３，相关系数为 ０７２８～０９２９，说明乌鲁木齐各区县人
口与年份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各区县的模型效果各不相同，说明每个区县的人口变化

情况各不相同，影响因子较复杂。因此，用该模型进行乌鲁木齐各区县人口预测，表 ８为对
乌鲁木齐各区县人口的原始数据拟合结果，表 ９为运用线性方程得出的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乌鲁
木齐各区县人口数据预测结果。

２．３　不同人口预测模型的结果验证与分析统计　
通过对比乌鲁木齐各区县的统计值、灰色系统 ＧＭ（１，１）模型预测值和一元线性回归模

型预测值曲线图（图 ２～９）发现，灰色系统 ＧＭ（１，１）模型能够在更高层次上描述系统的动态
过程。灰色系统 ＧＭ（１，１）模型与一元线性回归预测相比，前者适当过滤了偶然的或不完整
的信息和数据预测，提高了预测精度。

将２０１７年乌鲁木齐统计年鉴中 ２０１６年乌鲁木齐各区县人口数据与灰色系统 ＧＭ（１，１）
模型预测值和一元线性回归模型预测值进行对比验证（表 １０），由表 １０可见，灰色系统 ＧＭ
（１，１）模型预测更接近统计值，相对误差更小，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为预测乌鲁木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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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采用灰色系统 ＧＭ（１，１）模型对乌鲁木齐各区人口数据预测拟合

年份 类别
万人数

天山区 沙依巴克区 新市区 水磨沟区 头屯河区 米东区 达坂城区 乌鲁木齐县

２０１５

统计 ５７．２６ ５５．１５ ６４．１２ ２９．２２ ２６．７０ ２７．０９ ４．１３ ６．２９

预测 ５９．１８ ５５．４９ ６２．９７ ２９．９８ ２５．９３ ２７．５１ ４．０９ ６．３２

相对误差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４

统计 ５９．９６ ５４．９９ ６０．７２ ２８．７３ ２３．７０ ２８．３５ ４．１６ ６．２６

预测 ５８．４５ ５４．９１ ６０．９１ ２９．３１ ２４．６８ ２７．５７ ４．１６ ６．２２

相对误差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３

统计 ５８．６１ ５５．０５ ５９．６９ ２８．４７ ２３．０６ ２７．６７ ４．２１ ６．１７

预测 ５７．７３ ５４．３２ ５８．９１ ２８．６７ ２３．４８ ２７．６３ ４．２３ ６．１２

相对误差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２

统计 ５７．６２ ５３．７５ ５５．６２ ３０．１４ ２３．０２ ２７．４３ ４．２２ ５．９８

预测 ５７．０２ ５３．７５ ５６．９７ ２８．０３ ２２．３４ ２７．６９ ４．３１ ６．０２

相对误差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２０１１

统计 ５５．７９ ５２．７４ ５２．８８ ２８．２０ ２１．９５ ２７．５７ ４．４４ ５．７８

预测 ５６．３２ ５３．１８ ５５．１１ ２７．４１ ２１．９５ ２７．７５ ４．３８ ５．７８

相对误差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

２０１０

统计 ５５．２８ ５２．２４ ５３．４６ ２６．６２ ２７．６４ ４．４７

预测 ５５．６２ ５２．６２ ５３．３０ ２６．８１ ２７．８１ ４．４６

相对误差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９

统计 ５５．０１ ５２．４９ ５１．８２ ２６．２５ ２７．９９ ４．５８

预测 ５４．９４ ５２．０６ ５１．５５ ２６．２１ ２７．８６ ４．５４

相对误差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０８

统计 ５３．９９ ５１．４６ ５１．３７ ２４．４３ ２８．０４ ４．６０

预测 ５４．２６ ５１．５１ ４９．８６ ２５．６３ ２７．９２ ４．６２

相对误差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７

统计 ５１．５４ ５２．２７ ４８．３２ ２３．５６ ２９．５８ ４．６０

预测 ５１．５４ ５２．２７ ４８．３２ ２３．５６ ２９．５８ ４．６０

相对误差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表 ４　乌鲁木齐各区县人口增长 ＧＭ（１，１）模型的参数 ａ、ｂ

区县
系数

ａ ｂ

天山区 －０．０１２４ ５３．２８３８

沙依巴克区 －０．０１０６ ５０．６８６０

新市区 －０．０３３４ ４７．４１６７

水磨沟区 －０．０２２４ ２４．８１９２

头屯河区 －０．０４９５ ２０．７３８８

米东区 ０．００２１ ２８．０１９１

达坂城区 ０．０１７５ ４．７４３９

乌鲁木齐县 －０．０１６４ ５．８７９２

表 ５ 精度检验等级参照表

精度等级指标预测值 相对误差

一级 ０．０１

二级 ０．０５

三级 ０．１０

四级 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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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乌鲁木齐各区人口数据预测结果

年份
万人数

天山区 沙依巴克区 新市区 水磨沟区 头屯河区 米东区 达坂城区 乌鲁木齐县

２０１６ ５９．９２ ５６．０８ ６５．１１ ３０．６６ ２７．２５ ２７．４６ ４．０２ ６．４３

２０１７ ６０．６７ ５６．６８ ６７．３２ ３１．３５ ２８．６４ ２７．４０ ３．９５ ６．５３

表 ７ 乌鲁木齐各区县人口数据一元线性回归参数

区县
系数

ａ ｂ Ｒ２ Ｓｉｇ 常数 ｔ 斜率 ｔ Ｆ

天山区 －１６３０．７８０ ０．８３９ ０．８１１ ０．００１ －５．２９９ ５．４８１ ３０．０４４

沙依巴克区 －９０９．９２０ ０．４７９ ０．８５７ ０ －６．１２０ ６．４７９ ４１．９８１
新市区 －３６０３．０１０ １．８１９ ０．９３６ ０ －９．９９７ １０．１５１ １０３．０４２
水磨沟区 －１４３０．６８０ ０．７２５ ０．７２８ ０．００１ －５．０８３ ５．１８０ ２６．８３４
头屯河区 －２０２５．５５０ １．０１８ ０．８０１ ０．４００ －３．４３８ ３．４７８ １２．０９６
米东区 ３５９．０７４ －０．１６５ ０．３９２ ０．０７１ ２．３０３ －２．１２４ ４．５１１
达坂城区 １４４．９８１ －０．０７０ ０．９３２ ０ １０．０９１ －９．７８６ ９５．７６７
乌鲁木齐县 －２５５．５９４ ０．１３０ ０．９２２ ０．００９ －５．８１２ ５．９５０ ３５．４０５

表 ８ 一元线性回归对乌鲁木齐各区县人口数据预测拟合　

年份 类别
万人数

天山区 沙依巴克区 新市区 水磨沟区 头屯河区 米东区 达坂城区 乌鲁木齐县

２０１５

统计 ５７．２６ ５５．１５ ６４．１２ ２９．２２ ２６．７０ ２７．０９ ４．１３ ６．２９

预测 ５９．８１ ５５．２７ ６２．２７ ３０．１９ ２５．７２ ２６．６０ ３．９３ ６．３６
相对误差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１

２０１４

统计 ５９．９６ ５４．９９ ６０．７２ ２８．７３ ２３．７０ ２８．３５ ４．１６ ６．２６
预测 ５８．９７ ５４．７９ ６０．４５ ２９．４７ ２４．７０ ２６．７６ ４．００ ６．２３

相对误差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０

２０１３

统计 ５８．６１ ５５．０５ ５９．６９ ２８．４７ ２３．０６ ２７．６７ ４．２１ ６．１７
预测 ５８．１３ ５４．３１ ５８．６４ ２８．７４ ２３．６９ ２６．９３ ４．０７ ６．１０

相对误差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１

２０１２

统计 ５７．６２ ５３．７５ ５５．６２ ３０．１４ ２３．０２ ２７．４３ ４．２２ ５．９８
预测 ５７．２９ ５３．８３ ５６．８２ ２８．０２ ２２．６７ ２７．０９ ４．１４ ５．９７

相对误差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２０１１

统计 ５５．７９ ５２．７４ ５２．８８ ２８．２０ ２１．９５ ２７．５７ ４．４４ ５．７８
预测 ５６．４５ ５３．３５ ５５．００ ２７．２９ ２１．６５ ２７．２６ ４．２１ ５．８４

相对误差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２０１０

统计 ５５．２８ ５２．２４ ５３．４６ ２６．６２ ２７．６４ ４．４７
预测 ５５．６１ ５２．８７ ５３．１８ ２６．５７ ２７．４２ ４．２８

相对误差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４

２００９

统计 ５５．０１ ５２．４９ ５１．８２ ２６．２５ ２７．９９ ４．５８
预测 ５４．７７ ５２．３９ ５１．３６ ２５．８４ ２７．５９ ４．３５

相对误差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５

２００８

统计 ５３．９９ ５１．４６ ５１．３７ ２４．４３ ２８．０４ ４．６
预测 ５３．９４ ５１．９１ ４９．５４ ２５．１２ ２７．７５ ４．４２

相对误差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４

２００７

统计 ５１．５４ ５２．２７ ４８．３２ ２３．５６ ２９．５８ ４．６０
预测 ５３．１０ ５１．４３ ４７．７２ ２４．３９ ２７．９２ ４．４９

相对误差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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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一元线性回归对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乌鲁木齐各区人口数据预测结果

年份
万人数

天山区 沙依巴克区 新市区 水磨沟区 头屯河区 米东区 达坂城区 乌鲁木齐县

２０１６ ６０．６５ ５５．７４ ６４．０９ ３０．９２ ２６．７４ ２６．４３ ３．８６ ６．４８

２０１７ ６１．４９ ５６．２２ ６５．９１ ３１．６４ ２７．７５ ２６．２７ ３．７９ ６．６１

图 ２　天山区统计值与预测值

图 ３　沙依巴克区统计值与预测值

图 ４　新市区统计值与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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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水磨沟区统计值与预测值

图 ６　头屯河区统计值与预测值

图 ７　米东区统计值与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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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达坂城区统计值与预测值

图 ９　乌鲁木齐县统计值与预测值

表 １０ ２０１６年乌鲁木齐各区县人口数据和预测数据

区县 统计数据／万人
ＧＭ（１，１）模型 一元线性模型

预测结果／万人 相对误差 预测结果／万人 相对误差

天山区 ５６．８８ ５９．８１ ０．０５ ６０．５６ ０．０６

沙依巴克区 ５６．３７ ５５．９７ ０ ５５．９９ ０

新市区 ６３．１０ ６５．０７ ０．０３ ６５．０６ ０．０３

水磨沟区 ２１．５９ ３０．４８ ０．４０ ３１．４３ ０．４５

头屯河区 ２２．３８ ２７．２５ ０．２０ ２６．７４ ０．１９

米东区 ２６．４７ ２６．６２ ０ ２６．０３ ０．０１

达坂城区 ４．０３ ４．０２ ０ ３．６７ ０．０８

乌鲁木齐县 ６．３０ ６．４３ ０．０２ ６．４８ ０．０２

齐各区县人口数据的理想模型。

３　结语

地震应急数据库中人口、经济等数据要求每年及时更新，但由于统计数据时间延迟，常

使得数据更新周期较长。本研究主要利用数学的方法，从建立增长模型的角度，利用乌鲁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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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统计年鉴提取基础数据进行预测，以建立乌鲁木齐市一级人口数据增长模型，实现静态人

口基础数据在地震发生时的动态计算，使其更接近于人口发展的统计情况；在得到统计数据

之前，本研究中得到的人口数据可作为应急数据库中相关基础数据更新的补充手段，或作为

进行未来几年震害预测时的参考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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