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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短临地震预测是世界级的难题,但郭增建先生一直坚持着对其个人创造的方法预测实践,且在实践

中不断地提高.地震预报的科学之路应是针对一个指标明确的方法进行不断检验与实践的过程,是在不断

地扬弃与修正之中前进的科学.２００７年郭增建已经近７６岁了,在没能获得更多资料的情况下,用自己的方

法和仅有的资料进行着预报的检验.这种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编辑此文一是为了学习这种

科学探索的精神,另一是让后人学习这种科学预测的方法以及对这个方法的传承,希望后继者在不断的检验

与深化研究之中提高地震预报的水平.短临地震预测的方法并不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异年倍九法与

磁暴二倍法还是地震预报的有效方法,二者还有待不断地深化研究.此文完成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８日,郭增

建执笔,并名者为秦保燕.

２００７年的两次临震预报试验

郭增建 ,秦保燕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阐述了２００７年用异年倍九法与磁暴二倍法结合后对两次地震试报的分析与实践过程,用实

践震例再次证明了二者结合的方法对短临地震预报有着实用价值,但还有待在今后不断地深化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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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workexplainstheanalysisprocessinthepredictionoftwoearthquakesin２００７
combiningtherhythmofmultipliedninedaysindifferentyearsandthedoublemagneticstorm
timemethod．Theactualearthquakecasesproveonceagainthatthecombination methodhas
practicalvalueinimpendingearthquakeprediction,butneedsfurtherresearchin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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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异年倍九法与磁暴二倍法都是短临地震预测的

方法,前者是由郭增建先生建立的,但磁暴二倍法仅

能指出时间,异年倍九法在指出时间的同时还能划

定一个地点,两者结合后对２００７年两次地震进行试

验预报,结果对应了２００７年２月３日青海茫崖地区

发生的５．５级地震和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０日新疆伊犁地

区发生的５．７级地震.虽然震级均未超过６级,但
这二次地震均是该地区近年来发生的较强地震,且
发震时间与预测时间对应较好.地震预报是一种方

法建立后对今后地震进行不断验证的过程.这次异

年倍九法与磁暴二倍法结合试报是一个开始,有待

在进一步验证中提升这两种方法,以期提高地震预

测准确性.

１　事件１———２００７年２月３日青海茫崖５．５
级地震

２００７年沈宗丕和耿庆国共同用磁暴二倍法预

测２月３日将有一个大震发生,但位置不详,因此

我们用异年倍九法(见«西北地震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２

期)配合寻找发震地区.结果发现在１—２月有９
天周期外因出现的地区可能是青海地区,且２月３
日位于倍９天周期中的一个周期点上,于是先告知

耿庆国 和 徐 道 一 同 志:２ 月 ３ 日 的 地 震 可 能 在

青海.
具体判断方法为:查了全国地震所得日期中既

是异年倍九日且在倍九日期(２月３日)重合的只有

１９３７年１月７日青海阿兰湖东７．５级地震作为带头

地震才符合.此带头地震可按异年倍九律带出以下

地震: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１日甘肃山丹７．５级地震,发生

在阿兰湖东大震之后３５天(四九差一天);１９８１年１
月２４日四川道孚附近发生的６．９级地震,此地震在

上述阿兰湖东大震后１７天(二九差一天)(图１).
既然青海历史上在异年倍九天有地震发生,则

可认为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也可能有触发地震的倍九

天外因在该地区起作用,且其中重合２月３日,因此

可推测磁暴二倍法所预测的地震在青海.结果于２
月３日在青海茫崖地区发生了５．５级地震(图１中

的黑点).这是２００７年１—４月中国大陆发生的最

大地震.这次地震震级虽未达到原来预测的强度,
但总算没有完全“放空炮”.

图１　１９３７年１月７日青海阿兰湖东７．５级地震为带头地震的异年倍九律

２　事件２———２００７年７月２日新疆伊犁５~
７级地震

耿庆国同志按磁暴倍法预测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３日

可能有一个大震,但位置不详.我们按异年倍九法

在全国搜查在７月份有异年倍九天先例的地震,且

其所倍日期中需有一个与７月２３日重合,结果找到

在新疆地区或其边界地域有异年倍九天地震且其中

包含７月２３日(我们曾事先与耿庆国同志讨论过此

结果).新疆与蒙古国的异年倍九天地震如下:
以１９０５年７月２３日蒙古国８．３级地震作为带

头地震,可带出１９７４年７月４日巴里坤东７．２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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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相隔时间为１９天(二九差一天).另外１９３１年

８月１１日新疆富蕴８级地震,与上述蒙古国８．３级

大震相隔１９天(二九差一天)(图２).
据此我们告知天灾预测会秘书长汪纬林同志:耿

庆国同志用磁暴倍法所定的发震日期,其发震地区可

能在新疆或其附近.结果７月２０日在新疆伊犁地区

发生５．７级地震.该地震的发生日期与原预测日期

只差３天,是２００７年１—１０月新疆发生的最大地震.

图２　１９０５年蒙古国８．３级地震作为带头地震的异年倍九律

３　讨论

我们认为磁暴二倍法的物理机制是物理学中的

“整步理论”,对此我们已在过去的文章中讨论过,在
此不再赘述.

我们对于异年倍九法的物理机制做如下认识:
不同构造地区地下不稳定状态出现的时间不同,当
其处于不稳定状态时,月亮的９天引潮力周期和地

球自转速率变化的９天周期这两个外因可激励地下

过程而产生放气(携热水气和温室气体).按气象学

的研究,地下的气体上升到对流层约９天后返回地

面,之后有可能再上升,再返回,遂形成倍九天现象.

这样地下放气有可能与９天周期的外因共同触发地

震.如某地区在历史上不同年份同季节内发生的地

震均符合倍九天的韵律关系,单看某年一个地震日

期不易识别,如果把历史上不同年份同季节不同倍

九日期上发生的地震的发震日期投影到一个时间轴

上,则其会呈现倍九天的时间间隔,这就是异年倍九

律.如某地区地震史料已证实在某季节有这种关

系,则今后在同季节即可参考异年倍九律的日期来

预报发震日期.
如上述异年倍九律日期中有一个与磁暴二倍法

所预测的日期重合,则预报此日发生地震的可能性

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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