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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云南鲁甸ＭＳ６．５地震预测回顾与反思①

郭增建，郭安宁，赵乘程，任　栋，张炜超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用“静中动判据”和“周期性”方法回顾２０１４年８月３日云南鲁甸ＭＳ６．５地震的中期预测，并

用异年倍九律（异年倍九法）对鲁甸地震的发震日期进行了回顾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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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１４年８月３日 云 南 鲁 甸 ＭＳ６．５地 震 造 成

６１７人死亡。地震工作者对此次地震虽有一定程度

的中期预测，但无临震预测。现对此次地震的中期

预测作一回顾，并对发震日期的临震预测加以反思，
以供今后地震预测参考。

１　中期地震预测回顾

中 期 地 震 预 测 虽 不 能 像 临 震 预 测 那 样 直 接 救

人，但却是实现临震预测的基础。例如，大致发震地

区的圈定和 发 震 年 份 的 判 断 都 是 在 中 期 预 测 中 进

行。

１．１　发震地区的圈定

２０１４年４月中 国 地 球 物 理 学 会 天 灾 预 测 专 业

委员会刊印的２０１４年天灾预测黄皮书中在全国共

预测 了 五 个 地 区（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日 呈 交 预 测 测

表），其中之一就是２０１４年在云南禄劝周围１５０ｋｍ
范围可能发生６～７级地震。作出这个空间范围预

测的根据是“静中动判据”，因此这里所说的禄劝周

围是 指 禄 劝 静 中 动 地 震 震 中 的 周 围。具 体 来 说，

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８日在禄劝县东北发生的ＭＳ６．３地震

属静中动地震（图１中的黑圆点）。按静中动判据预

测原则［１－２］，此次地震发生后３０～４５年 的 时 间 内 其

附近很可能发 生７级 或７级 以 上 地 震。１９８５年 禄

劝地震的震中位置为２５．８９°Ｎ，１０２．９３°Ｅ［３］，宏 观

震中位于 禄 劝 县 东 北 约５０ｋｍ的 转 龙 一 带［４］。按

静中动预测 方 法 应 以 这 个 静 中 动 地 震 的 震 中 为 中

心，以１５０ｋｍ为 半 径 划 圆，其 内 在２０１４年 可 能 发

生６～７级地震。这样，该静中动地震到鲁甸地震震

中（鲁 甸 龙 头 山 镇，２６．１°Ｎ，１０３．３°Ｅ）的 距 离 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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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ｋｍ，即鲁甸ＭＳ６．５地震发生于所预测范围的边

缘（图１中黑三角所示）。用静中动地震作预测虽有

粗略的时间范围，但以预测地区为主要目标。

图１　由禄劝静中动地震所定的可能发生６～７级

　　　地震的空间范围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Ｍ６．０～７．０）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ｕｑ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１．２　发震年份的预测

在云南省东北部，其南到昆明以北，６．５级以上

地震有１９年 优 势 周 期①。１９１７年 在 大 关 发 生６
地震，过了三个１９年即为１９７４年永善发生７．１级

地震。由１９７４年再过１９年加２年，即为１９９５年发

生武定ＭＳ６．５地震（武定距禄劝甚近）。另外１９３６
年马边６地震到１９５５年会理６级地震（２０１４年

鲁甸震中西南约１５０ｋｍ），再到上述１９７４年永善地

震间隔都是１９年。所以在２０１４年４月中国地球物

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刊印的《２０１４年地震预

测黄皮书》中指出：“按１９年优势周期（从１９９５年算

起）预测在２０１４年禄劝周围１５０ｋｍ范围内可能发

生６～７级地震”。这个括号内的算起时间是上述武

定６．５级地震发生的年份，这是所研究地区在２０１４
年 以 前１９年 间 隔 系 列 中 最 后 一 个 强 震。这 样 由

１９９５年武定（距禄劝甚近）６．５级地震的年份算起，
再加１９年正好是２０１４年，所以预测２０１４年可能发

震。

２　异年倍九法对临 震 预 测 的 回 顾 性 验 证 及

反思

临震预测的难度甚大。所谓地震预测是国际难

题主要是指临震预测，因为要涉及到对前兆观测、外
因条件、震源模式等的综合分析。因未掌握全面资

料和相关分析，无法进行全面反思，下面仅从笔者在

１９８６年提出的 异 年 倍 九 律（或 称 异 年 倍 九 法）来 回

顾性反思这个问题［３］。

首先介绍一下异年倍九律的立论依据。其基本

点如下：假定所研究地区历史上某季节发生的某大

震是受９天周期的外因触发的（例如日月引潮力和

地球自转速度变化中的９天周期成分的触发，该成

份是连续出 现 的），当 这 个９天 周 期 的 外 因 连 续 出

现，则在某个年份同季节当所研究地区大震孕育成

熟时也有可 能 在 这 个９天 周 期 的 类 似 相 位 上 被 触

发。这个后来被触发的地震不管发生年份，只论发

生日期次序，会与前者的发生日期相差倍九天的日

期，包括零九天（两个地震发生日期相同）。就这个

意义来说，历史上的那个大地震称为带头地震，后来

与它呈异年倍九天日期差的地震称被带地震。据统

计，地震越大时被外因触发的可能性越大，故选择带

头地震取７级以上大地震，且震级越大越好。由于

不同地域地壳内介质性质有差异，受到同一９天周

期外因的触发，可能有的地域发震日期相对外因施

加的日期有滞后，有的无滞后，但它们都带出了自己

地域后来与自己成倍九天关系的地震。这一点是有

不少实例的。另外，在自然界还有电离层扰动９天

周期成份、大气振荡的九天周期成份和磁暴后我国

温压变化的９天周期成份。这些周期成份是地区性

出现的，有时连续出现，有时中断。它们与上述连续

出现的倍九天周期成份共同作用到震源地方，其后

果可以叠加，叠加后的周期仍是９天，但起算相位不

同。这就类似于物理学中两个同周期但有一定相位

差的波合成后周期不变而相位有改变的情况，故不

同地区虽有地震发生的异年倍九律现象，但相位不

同。由于地下情况的复杂性，因此只有研究区符合

异年倍九律的地震次数占优势时才适用于今后地震

发生日期的预测。统计表明如研究区历史上的带头

地震在其后曾 带 出 过 两 次 地 震（被 带 地 震≥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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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认为９天周期在所研究地区是个优势的触发地

震的外因（一个地区在类似季节发生６级及６级以

上地震次数是不多的，有两次对应就可认为是优势

对应了，即使一次对应也有一定意义）。作为预测来

讲，当中期预测地区确定后就在该地区和附近选择

带头地震，看其后是否带出过１～２次６级地震。如

带出过，则用这个带头地震所在季节，按其发震日期

向前或向后选择若干倍九天日期，作为配合前兆来

进行发震日期的预测。以上就是用异年倍九律，即

异年倍九法预测今后大震发生日期的思路。
根据 以 上 所 述，可 知 异 年 倍 九 律（或 异 年 倍 九

法）是在一个有中期预测的地区随季节推移不断拦

截未来地震可能发生日期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把

所研究地区（范围可稍大一些）历史上７级以上地震

按其发生季节排列一下，不管发震年份，只看发生日

期。如现今观测到一些前兆异常，则以上述异年倍

九法的思路确定带头地震，并以带头地震发生日期

（零九天）前 后 倍 九 天 日 期 作 为 未 来 可 能 发 震 的 日

期，以不断拦截的临震方式进行监测预报。附带指

出一个地区如地震发生的异年倍九律占优势时，则

对该地区特大滑坡泥石流的日期预测亦可作参考，
如２０１０年８月７日在甘肃舟曲发生的山洪泥石流

巨灾［５］，就以此思路反思过。
对于２０１４年 鲁 甸 ＭＳ６．５地 震，关 注 的 是 图１

圆内的带头地震。在这个范围内只有１７３３年８月

东川ＭＳ７地震和１８３３年９月寻甸８级地震最大，
可作为带头地震。因此应特别关心这两个大地震所

在的８－９月 的 震 情。１７３３年８月２日 东 川 发 生

ＭＳ７地震，地震时波及巧家烈度达Ⅸ度弱［６］，其位

置如图２中黑 圆 点 所 示。它 与 其 南１８３３年９月６
日寻甸８级地震的日序之差为３５天，这即是４×９
天少１天。另外１７３３年８月２日东川大震的发生

日期与鲁甸附近１９１７年７月３１日大关６地震日

序之差为０×９天多２天。这样就可以将１７３３年东

川７地震作为带头地震，在其前后各选３个倍 九

天日期（包括零九天）作为２０１４年中期预测地区内

（图１）可能发生强震的日期。在其内有零九天这个

日期———８月２日。另 外 上 述１８３３年 寻 甸８级 大

地震也可作为带头地震（图２中黑圆点所示），因它

与１９１７年７月３１日大关地 震 相 差３７天，即４×９
多１天。这虽只是一次倍九天震例，但也可在一定

程度上用异年倍九法作预测。在它的倍九天系列中

有８月１日，这样一来，１７３３年、１８３３年两次大震共

同作为带头地震，其倍九天日期中相接有８月１－２

日的可能发震的日期段。实际上鲁甸强震发生在８
月３日，与这个日期段甚近。其他倍九天日期就是

不断拦截的无功代价，即虚报日期，然而无功是为有

功打基础的，由它们才能找到８月１日和２日。由

于以上倍九天日期太多，所以我们用文献［８］中多种

外因触发日期相配的观点对这些日期进行选择，最

方便的是用朔、望、上弦、下弦进行选择（朔望引潮力

最大触发地震，上下弦引潮力变化速度最大触发地

震）。具体作法是以带头地震的发生日期 （阳历）相

应的阴历日期为界，向其前后顺日期次序各找一些

朔望和上下弦日期与异年倍九日期相配，以两者日

期差最小的那一天作为最重要的拦截日期。对鲁甸

地震来说，这个最小的日期是８月２－３日，８月１０
－１１日和９月７－８日。对这些日期前后各２天内

进行临震 预 测，鲁 甸 地 震 实 际 发 生 在８月２－３日

内。

图２　２０１４年鲁甸６．５级地震周围的７级

　　 以上大震

Ｆｉｇ．２　Ｌａｒｇ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Ｍ＞７）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Ｌｕｄｉａｎ　ＭＳ６．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除了上述８－９月为最重要的拦截地震日期外

（因带头地震在８－９月），还有４－５月份为次要的

拦截日 期。因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１日 大 关 附 近 曾 发 生

７．１级地震，以此震作带头地震所得诸倍九日期 与

朔、望、上弦、下弦相配亦可作发震日期选择。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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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月过去后，就要拦截８－９月了。

３　结论

本文利用“静中动判据”和“周期性”，以异年倍

九律（异年倍九法）预测方法对２０１４年８月３日鲁

甸ＭＳ６．５地震 的 发 震 地 点 与 日 期 进 行 了 回 顾 性 的

预测验证，并对该方法的思路进行了反思。所得结

论如下：
（１）首 先，２０１４年 在 云 南 禄 劝 周 围１５０ｋｍ范

围内可能发生６～７级地震。做出这个空间范围预

测的根据是“静 中 动 判 据”。而 鲁 甸 ＭＳ６．５地 震 发

生于所预测范围的边缘。
（２）用三性法预测，由１９９５年武定（距禄劝甚

近）６．５级地震的年份算起，再加１９年正好是２０１４
年，因而预测２０１４年可能发震。

（３）用异年 倍 九 法 对 临 震 日 期 进 行 进 行 预 测，
以８月２－３日，８月１０—１１日和９月７－８日为主

要可能发震的拦截点，对这些日期前后各２天内进

行临震预测则可能性较大，而鲁甸地震实际发生在

８月２－３日内。

　　“静中动判据”是中期尺度预测地点的方法，“三
性法”是中 期 尺 度 预 测 年 份 的 方 法，而 异 年 倍 九 律

（异年倍九法）是在临震时用拦截方法捕捉临震日期

的方法。这些都属于地震学的方法，但是它们具有

独立思路，预测指标明确，并通过多次震例研究，有

较高的准确率，与别的方法结合后会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对地震预测的准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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