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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科学中的七兆数

现代物理学— 耗散结构论认为
,

自然界具有复杂性
,

这是正确的
。

我 们 进一 步 认为

在复杂性中还可能有高层次的简单性
。

这一点对灾害科学是很重要的
,

因为灾害可能与每个

人有关
,

而高层次中的简单性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掌握
。

本文仅以七兆数为例讨论这个向题
。

所谓七兆数就是较小灾害约 达 七 次 后
,

即跟随有一个较大的灾害
,

这样七个较小灾害就成

为较大灾害的前兆了
。

对此可用以下的公式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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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代表灾害的大小
,

脚号代表灾 害 的发生时序号
。 n = 7 者为七兆数

, n = 7 士 1 为准

七兆数
。

下面举例说明这个问题
。

1
.

捕岸巨浪 海浪是相当复杂的
,

然而它在形成捕岸浪方面却有大致的规律
,

即大约

七次小浪之后有一次大浪 ( n 、 7 )
,

连续 3 一 4 次大浪之后跟随一系列小浪
。

2
.

太阳活动 太阳 的 结构和其各层之中的运动 是极其复杂的
,

然而太阳黑子的活动

却有简单的规律
,

即七次较小的峰年活动之后
,

就有一次大的活动
,

即特高峰年
。

3
.

气象灾害 在气象灾害中
,

七兆数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

例如西安地区大约有七

次中小早年之后就有一次大早年
,

河西地区出现七次干热风年之后就有一次较强烈的干热风

年
。

当然气象灾害中七兆数所占的优势程度还需进一步研究
。

4
.

地展灾害 地震预报问题是很复杂的
,

但也存在七兆数或准七兆数
。

如 1 9 6 6年 3 月

8日邢台大震后发 生 8次 5级 以 上 的 余 震 后
,

7 月 22 日即发生 7
.

2级强震
。

又如 1 9 7 6年 7 月

“ 8日 3 时唐山 7
·

“地震 之后
,

当 5 级以上余震发生够 “ 次时随即发生了当和
·

“级强震
,

此后 又

发生了 8 次 5 级 以上 的余震
,

随即于同年 11 月 15 日发生 了 6
.

9级 强震
。

以上是强余震或续发

性大震的实例 ( n = 7 十 1 )
。

就唐山大 震本身的 前奏来说
,

华北 自
`

t9 6 6年开始活跃之后
,

邢台发生 5 次 6 级 以上地震
,

再加河间 1 次 6 级以上地震
,

共 6 次
,

随后在这两地的延长线

上发生了唐山 7
.

8级大震 ( n 二 7 一 1 )
。

当然地球 内部 情况很复杂
,

各地区的
n
值还有新的

花样
,

但七兆数或准七兆数是值得重视和值得进一步研究 的一个数
。

上述的七兆数是有序号的
,

因之与 b值曲线的含意不同
。

在我 国古代有
“
劫数论

”
的观

点
,

看来不能视为迷信
,

而应当进一步研究灾害学中有预报价值的
“
数

” 。

还应指出
,

在耗散理论揭示了事物有不确定性的一面 ( 混沌 ) 后
,

我们认为地震短临预

报宜分为两类
,

一类是前兆时空分布相关性好 ( 协方差不为零 )
,

可用确定性观点实现地震

预报
,

另一类是前兆时空相关性差 ( 协方差为零 )
,

它可能相应地下为混沌态
,

宜用概率性观

点预报地震
。

当两者相转化时
,

预报原则也要随之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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