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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17年九寨沟MS7.0地震的预测分析

郭广猛,姜永涛,杨 杰,张子月,张 淼
(南阳师范学院河南省自然灾害遥感监测重点实验室,河南 南阳473061)

摘要:2017年8月8日四川九寨沟发生 MS7.0地震。震前我们实验室主要做出以下预测:(1)根据

我国强震的空间分布有序性规律,在2015年曾做出预测:甘肃省东南部、四川交界处将来可能会发

生8级地震;(2)根据44年周期和7年周期,2016年预测四川区域在2017年会有7.5级地震发生;
(3)依据地磁仪器观测到的数据异常,2017年7月28日认为近期将有6~7级地震发生。九寨沟

地震发生后,经综合分析我们的三次预测,以及6—7月在四川茂县出现的多次滑坡事件,认为若将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将会是一个很好的短临预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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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andAnalysisofthe2017JiuzhaigouMS7.0Earthquake

GUOGuangmeng,JIANGYongtao,YANGJie,ZHANGZiyue,ZHANGMiao
(KeyLaboratoryofNaturalDisasterandRemoteSensingofHenanProvince,

NanyangNormalUniversity,Nanyang473061,Henan,China)

Abstract:AnMS7.0earthquakeoccurredinJiuzhaigouCounty,SichuanProvince,onAugust8,

2017,beforewhichwehadmadesomepredictions.Accordingtotherecurrenceperiodsof44years
and7years,wepredictedin2016thatanM7.5earthquakewillhappeninSichuanProvincein
2017.OnJuly28,2017,basedonthegeomagneticanomaliesobservedbyinstruments,wepredic-
tedthatanM6~7earthquakewasimminent.AretrospectiveanalysisaftertheJiuzhaigouearth-
quakeshowsthatcombiningourpredictionwiththelandslidesthatoccurredinMaoxianCounty,

SichuanProvincebeforetheearthquakecanresultinagoodimpendingearthquakeprediction.Mo-
reover,combiningthedateofthe1973Luhuoearthquakewiththerecurrenceperiodof44years
and180dayscanleadtoanaccurateestimationofthedateofJiuzhaigouearthquakeshock.
Keywords:Jiuzhaigouearthquake;recurrenceperiod;earthquakeprediction;geomagneticobser-

vation



0 引言

2017年8月8日21时19分,四川阿坝州九寨沟

发生MS7.0地震,震中位于103.82°E,33.20°N,震源

深度约为20km(http://www.cenc.ac.cn/cenc/zg-
dztw/index.html)。由于震中临近九寨沟景区,此
次强震造成了较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震后,
郭增建等[1-3]使用静中动地震法、三性法、异年倍九

法和震兆共迁法对该震做了回顾性预测,发现其结

果都有一定程度的符合性。关于此次强震,我们曾

在2016年12月做了年度预测,给出了震级和地点,
并于2017年7月28日做了相应的短临预测,详细

的预测情况介绍如下。

1 对九寨沟MS7.0地震的震前预测

1.1 基于强震分布规律的中期预测

依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提供的8级以上地震目

录(http://www.cenc.ac.cn/),我们研究了我国强

震的空间分布有序性规律,发现强震的震中具有等

腰三角形和规则四边形的分布特征[4]。以1920年

海原8级地震为中心,以1927年古浪8级地震、

1739年宁夏平罗8级地震和1556年陕西华县8级

地震构成了一个四边形的三个顶点。根据8级地震

空间分布有序性规律,我们推测以海原县为中心,在
平罗县的对角线处,即甘肃省东南部、四川交界处

(图1)可能会发生8级地震。2017年8月8日发生

的九寨沟MS7地震就位于预测点附近(直线距离

图1 2015年推断的未来8级左右强震位置

(图中“?”处)
Fig.1 LocationofthefutureM8.0earthquakeinferred

in2015("?"inthefigure)

约50km),只是震级偏小约1级。

1.2 依据强震复发周期理论的年度预测

2016年11月,依据地震周期理论,我们初步估

算四川区域在2017年内会有7.5级地震发生,但具

体的发震参数需要等异常出现之后才能确定。本次

预测意见于2016年11月24日22:15分通过电子

邮件发送给四川省地震局一位专家。该预测依据的

是强震发生的44年周期规律。符合该规律的震例

有很多,例如1923年日本关东发生8.3级地震,

1923+44+44=2011,结果2011年3月11日日本

发生9.0级地震;又如1920年宁夏海原发生8.5级

地震,1920+44+44=2008,结果2008年发生汶川

8级地震。2011年我们发表文章认为,1927年甘肃

古浪发生8.0级地震,预测88年后,即2015年,国
内可能发生8.0级地震,结果在2015年4月25日

紧邻中国边境的尼泊尔发生8级地震,除地点稍有

偏差外,其他要素都准确[5]。因此根据1973年四川

炉霍7.8级地震,我们预测44年之后,即2017年四

川还有7.5级左右地震。同时根据地震的9年周期

规律,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8级地震,2008+9=
2017;根据地震的7年周期规律,2010年青海玉树

发生7.2级地震,2010+7=2017,以上三个周期规

律均指向2017年,由此我们做出预测,2017年在四

川区域可能发生7.5级左右地震。
此外,根据郭增建等[6]提出的黄金分割法,7×

0.618=4.326,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发生7级

地震,2013.3+4.326=2017.626,大约是2017年8
月15日,与实际发震日期非常接近。

1.3 依据地磁异常的短临预测

地磁是地震部门常用的一种监测手段,例如在

1988年云南澜沧、耿马地震,2016年青海门源地震

前均发现有明显的地磁异常[7-8]。2017年7月28
日6点27分,河南省重点实验室的地磁仪器观测数

据出现较大异常,磁偏角曲线突然下降1.5~2.1
mV,在持续波动大约25min后,又突然恢复原状

(图2)。考虑到是早上6:30,又是学校放假期间,校
园内没有人为活动影响,同时在过去几个月内在该

时段均未出现异常,因此分析认为该异常数据比较

可靠,很可能与地震活动有关。由于只有一个地点

的地磁观测数据,无法给出发震地点,因此我们只给

出了发震时间和震级,认为近期可能有6~7级地震

发生,并将该预测意见于7月28日通过微信和多位

学者交流。地磁出现异常后一般会在几天或十几天

内发震。此次地磁异常出现11天后,2017年8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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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21:19分在四川九寨沟发生了7.0级地震,震中

距离我们的地磁台站约700km。

图2 2017年7月28日1:00—9:00点磁偏角

变化曲线

Fig.2 Changecurveofthemagneticdeclinationbetween
1and9a.m.onJuly28,2017

2 对九寨沟地震的震后分析

2.1 对震前预测理论的几点补充

地震发生后,经过回顾分析发现,1973年炉霍

地震是2月6日,若是加上半年时间即182天的话,
就是8月8日,正好就是九寨沟地震的发震日期,且
两次地震的发震时间位于地球公转轨道上的一条直

线上[图3(a)],这与我们在雅安地震后发现的182
天周期规律吻合[9]。

在年度预测时,我们只关注7级以上强烈地震,
具体计算时选用了1973年炉霍7.8级地震、2008年

汶川8级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7.2级地震和2013
年 雅安7.0级地震。在做回顾性研究时发现,1973
年8月11日在九寨沟附近曾发生6.5级地震,如果

图3 炉霍地震和九寨沟地震日期直线对应示意图(a)及阴历十三和十七对称示意图(b)
Fig.3 LinecorrespondencediagrambetweenoccurrencedatesofJiuzhaigouearthquakeandLuhuoearthquake,

andthesymmetricgraphofthe13thand17thinlunarcalendar

按照44年周期的话,则2017年8月是个地震发生

危险月,因此九寨沟地震基本上等于44年后原地爆

发。此外从发震日期上看,1973年8月11日是阴

历十三,2017年8月8日是阴历十七,二者以阴历

十五为轴呈现出时间上的对称分布[图3(b)]。

2.2 震前频发的滑坡地质灾害对九寨沟地震是否

有预测意义

另据新闻报道,2017年6月24日四川茂县叠

溪镇发生特大滑坡,2017年7月17日和8月6日

茂县石大关又发生两次山体滑坡事件。由于滑坡发

生前几天有小雨,有专家认为是下雨引起的山体滑

坡。但仔细分析,往年有过更大的降雨,但未出现滑

坡事件,而此次在小雨天气下就发生大滑坡,因此推

测地壳内部因素是主要影响,而外部的气象等因素

是次要的。只有在内部因素达到临界时,外部因素

(例如下雨等)才能起作用。回顾分析来看,这三次

滑坡可能与此次九寨沟地震有关。依据这三次滑坡

的位置,可以大致圈定九寨沟MS7地震的位置。

但需要注意,不是所有的滑坡都能作为地震的

前兆,由于这三次滑坡是出现在我们预计四川2017
年可能有7.5级地震的背景上,因此当出现多次滑

坡时,应警惕可能会有强震事件。遗憾的是,当时我

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错过了准确预测九寨沟地

震的机会。

3 总结

本文主要对九寨沟 MS7.0地震前我们实验室

做的预测工作进行了总结。依据强震空间分布有序

性规律、地震复发周期(44年和7年)、地磁观测数

据异常,以及震前震区附近的地质灾害异常,可以综

合形成一个较好的地震短临预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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