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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的预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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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顾了台湾２００６年恒春７．２级地震的长期和中长期预测，并对临震预测的
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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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台湾恒春附近海域
发生７．２级地震，给恒春镇的建筑物造成严
重破坏，另外在海底对光缆造成严重破坏，

使通讯中断达一个月之久。本文回顾过去对

这次大震的长期预测和中长期预测，并进一

步讨论了有关临震预测的问题。

１　长期预测

　　这里所谈的长期预测是指海域地震烈度
区划。对于中国海域地震烈度区划的研究，

１９８７年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广东省
地震局和天津市地震局联合进行过［１］。划分

的准则共有 ８条。划分的结果发表于 １９８７
年《西北地震学报》第４期。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６
日台湾恒春附近海域的７．２级地震即发生在
该图中Ⅸ度和Ⅸ度以上地区，比较符合。
１９９５年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资助兰州地
震研究所进一步研究中国海域地震烈度区

划。１９９７年完成该研究。其中扩展了原图的
某些部分，并发表于１９９９年《西北地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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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期。上述恒春附近大震也在该图的Ⅸ度
和Ⅸ度以上地区。１９９９年刘武英同志对上述
研究作了总结［２］。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６日恒春７．２级地震发生
后，２００７年１月４日我们即向中国地震局提
出建议，希望以中国地震局的官方形式在

“十一五”期间组织编制中国海域地震烈度

区划图，以作为海域设施抗震设计的依据。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海域和陆域发生同样震

级的地震其垂直错动幅度前者比后者要大，

这在日本的一些地震中已有比较。另外，海

底滑坡和浊流也对水下设施有相当的破坏。

所谓浊流是海底斜坡上形成的石块、泥沙和

水组成的比水密度高的混合流，它可冲流甚

远，破坏力很大。以上这些都要在海域防震

中考虑。

２　中长期预测

　　２００２年本文第一作者和秦保燕同志应
台湾中兴工程科技研究发展基金会之邀去台

作“大震长期预测”的讲演。这是台方出的

题。台湾学者所说的长期预测相当于大陆学

者所说的中长期预测。当时台方印了我们的



讲义，并作了散发。在该讲义中我们对台湾

的大震有两个预测，一个是２００４年恒春附
近可能发生７级大震，一个是２０１２年台北
附近可能发生７级大震。预测的方法是我们
以前根据大陆地震研究所提出的“静中动判

据”和“三性法”。这两个预测指标之所以在

台湾应用是因为台湾岛和恒春附近海域的地

壳类型与大陆相近（台湾岛东边与太平洋板

块相接触的地段是另一种情况）。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６日恒春附近的７．２级地
震虽距上述讲义中的预测时间晚了２年，但
地点和震级比较准确。

静中动判据的详细论述见１９９２年出版
的《未来灾害学》［３］。现简述其要点。在大陆

内部未发生７级以上大震达７～１０年者称间
歇期，在间歇期开始的一头去掉２年和结束
的一头去掉１年剩下的中间时段称平静期，
按此划分得出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和１９４０—１９４５
年两个平静期。在这两个平静期，大陆内部

发生６级或大于６级地震（称静中动地震）
的地方当下一个大区域地震高潮来临时其附

近可能发生７级和７级以上地震，或是在静
中动地震之后大约相隔３０～４５年在其附近
发生７级或７级以上大震。

在以前大震高潮中发生 ６级地震的地
方，则不适于上述预测关系。因高潮中地震

的联动影响以及强地震波的影响使那些可发

生６级地震的地方都被触发而表现其强度
了。至于那些未表现的地方，在平静期发生

６级地震则表明它可能有单独的能量储存，
因之下一个大震高潮来临时其附近可能发生

７级以上大震。像大华北地区１９４５年９月滦
县发生大于６级的地震，其附近３１年后于
１９７６年发生唐山７．８级地震。１９４５年１０月
渤海莱州湾发生６级地震（见谢毓寿等所编
的地震目录［４］），其附近２４年后于１９６９年
发生了渤海湾７．４级大震。１９４４年１２月丹
东附近发生大于 ６级的地震，３１年后于
１９７５年海城发生７．３级大震。类似情况在中
国西部也多次出现过。我们按静中动判据还

曾预测过１９９６年２月３日云南丽江７级地
震［３］。它发生在１９６１年中甸６级地震附近。

对于台湾地区我们在文献［３］中也作过
讨论，即在太平洋地震带旁经的我国台湾地

带，前述的平静期也适用，但静中动地震可

提高到７级。即在平静期发生７级地震的地
方，大约经过３０～４５年即可能在附近发生７
级以上大震。台湾恒春附近１９５９年曾发生
过７级地震（也有定６．８级的），２００２年我
们在台讲学时，因１９５９年地震后已快接近
３０～４５年的最后期限，所以我们从１９５９年
算起再加４５年，即为２００４年，所以我们预
测２００４年恒春附近可能发生７级或７级以
上大震，结果是晚了两年，于 ２００６年发生
７．２级地震。

３　其他方面的年度预测

　　对于恒春７．２级地震，中国地球物理学
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在２００６年４月的文
字综合预测意见是：台湾地区在２００６年可
能发生６～７级地震。这一结果曾上报中国
科协、民政部、水利部、中国地震局和中国

气象局。另外，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在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全国地震会商会上呈交和散发
了该委员会在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３日形成的文
字综合预测意见是：“根据长波辐射、地震

活动分析以及响应比等指标，台湾地区可能

发生７级或７级以上地震”。这个意见的时
间指的是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和２００７年。以上预
测都是不错的。

４　恒春大震发生日期讨论

　　对于恒春大震的发生日期预报是个极其
困难的问题。在下面我们拟用磁暴月相二倍

法和异年倍九法共同配合来讨论这个问题。

沈宗丕同志在恒春大震前一个月在中国

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上和在中国地球物理学

会天灾预测总结会议上皆指出，按磁暴月相

二倍法，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８日是个发生６．５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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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级地震的日期，６．５级是针对大陆地
区来说的。在大陆以外则震级高。沈宗丕同

志几十年的实践表示，他的大部分预测都是

正确的，但其发震地区不明确。对此我们拟

用异年倍九法配合磁暴二倍法来寻找可能的

发震地区。配合的办法是按异年倍九法在中

国境内寻找７级以上的带头地震（带头地震
的定义和异年倍九法的论述见文献［５］），
由它的发生日期向前向后找倍九天日期，如

与磁暴月相二倍法得出的日期接近（不能差

过２天），则这个带头地震所在地区即为可
能发生地震的地区（这只是一种较可能的选

择，不能完全肯定）。发震的日期可定为磁

暴月相二倍法所定的日期和异年倍九法所定

日期之间的范围。

对于中国台湾地区来说，沈宗丕同志曾

在１９７２年按磁暴二倍法预测过１９７２年１月
２５日是一个发生大震的日期。后来果然在１
月２５日在台湾东边海中发生了８级地震（也
有定震级小于８级的）。他曾得到当时有关
领导部门的表彰。后来我们用异年倍九法回

顾性地配合磁暴二倍法看是否能圈定台湾地

区。对此我们就用近似月份历史上１６０４年
１２月２９日的泉州８级地震作为带头地震，
此震日期后 ２７天（三个九天）即为 １月 ２５
日。这样就可选台湾和台湾海峡作为磁暴二

倍法所预测地震的地区。鉴于过去的震例，

对２００６年恒春７．２级地震来说，我们在大
陆和台湾地区按异年倍九法寻找所倍日期接

近１２月 ２８日的 ７级以上地震拟作带头地
震。结果至少在中国大陆东部地区未找到，

而在台湾地区找到了。即 １９４１年 １２月 １７
日台湾嘉义７．１级地震可作为带头地震，在
其发生日期之后９天，即１２月２６日接近磁
暴月相二倍法所定的２８日。因之可以选择
未来的地震可能发生在台湾地区。

５　结束语

　　地震预测是极为困难的。作为预测工作
者，不仅要提出预测理论和可操作的预测指

标，而且还要得到实际预测成功的实例证实

后，才能喘一口气作为进一步的应用。然后

再继续努力向地震预报的长远目标前进。愿

我国的预测工作者共勉和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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