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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 2008年汶川 8．0级 巨震和 2010年玉树 7．1级强震之前各月的 3．2 m 地温场和降水 

场变化 ，发现它们均符合“强震孕育三步曲”。三步曲的时间点是：干热面积最大月(第一步)：2006 

年 8月和 2009年 6月；应变波始 月(第二步)：2007年 7月和 2009年 7月；应 变弱停 月(第三步)： 

2008年 3月和 2010年 3月。2009年 11月曾根据 已得到的“孕震三步曲”规律 ，对玉树地震进行 了 

预测，结果发震地点和时间均报错 ，仅震级报对，显示利用“孕震三步曲”预报地震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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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onthly 3．2 m—depth ground temperature and rainfall fields before the Ms8．0 W en— 

chnan earthquake in 2008 and the Ms 7．1 Yushu earthquake in 20 1 0 are analyzed separately．The 

”

earthquake—birth 3 steps”law are found also before the tWO cases．The time nodes for each step 

started in for the tWO respective earthquakes were Aug．2006 and Jun．2009 with a largest dry— 

hot area appeared for the first step，Ju1．2007 and Ju1．2009 with a strain wave beginning for the 

second step，and Mar．2008 and Mar．2010 with the strain wave ending for the third step．W e had 

made an earthquake prediction for Yushu case according to the“earthquake—birth 3 steps”law in 

Nov．200 9，an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magnitude forecasted was right but the location and 

the time were wrong．Therefore，though the”earthquake—birth 3 steps”is found，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make a prediction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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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O8年 5月 12日发生在汶JIj的 8．0级巨震和 

2O10年 4月 14日发生在玉树 的 7．3级 强震是近 5 

年来我国的最强地震 ，它们造成千上万 的生命 瞬间 

殒逝，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 的损失 ，这 

是中国地学工作者心中永远的痛 。对于这两次地震 

已有一些科学家进行了研究口 ]。以前我们根据我 

国各气象站 3．2 m月地温资料和月降水量资料，总 

结 出了强地震的“孕震三步曲”[6]。汶川 巨震和玉树 

强震是否也符合“孕震三步曲”?本文拟予讨论 。观 

测事实表明强震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两断层之间的错 

动 ，此时错动的力源在何处? 目前 比较流行 的看法 

是大板块之间的挤压、拉张等。我们认 为是震源之 

下的外核对流上升体顶托其上的壳幔层所致 。我 

们提出的“强震孕育三步曲”用外核顶托说可以得到 

很好的解释。 

1 孕震第一步——干热异常出现 

对任一个 3．2 m地温测站均可求得第 i月(i=== 

l～12)的地温距平月际变化 △T 一T 一T ，T 

为 月的 3．2 m 地温距平值。将 △T 与下月 (i+ 

1)的降水距平 R 相乘 ，可得到该站的“温湿指 

数”f 一AT ·R ⋯ 。特 别 将 △T > 0，但 

R + d0(th + <0)的面积 圈出，将 其称 为“干热 

面积”S d。图 1给出我 国 2006年 6月一2007年 7 

月和 2009年 3一l0月 的逐 月 S d变化 曲线 ，可见 

2006年 8月和 2009年 6月是 S 的两个极大月，其 

面积分别是 360万和 180万 km。，它们分别是汶川 

巨震和玉树强震 的孕震开始月 。如此算来 ，汶川I巨 

震和玉树强震 的孕震时 间分别足 21个月 和 10个 

月。根据震级 M 与 最大 干热 面积 S 的统计 相 

关l6 (Ms一6．2+0．5S d(S d以 10。km。为单位)，可 

算得未来震级将分别是 8．0级和 7．1级，这与实况 

相符 。 

将两次强震 的孕震开始月 ，即 2006年 7月和 

2009年 5月的 △T (月际变温 )分别绘 于图 2(a)、 

(b)。对照着下个月 即 2006年 8月和 2009年 6月 

的降水距平百分率(R )实况图(图略)，可绘出如 

图中双实线所围的“干热异常区”。在图 2(a)点绘 

出了孕震开始 3个月 (2006年 7—9月)每个月月际 

正变温的中心点 ，它们均位于江河源区 ，其平均经纬 

度约为 34。N，99。E，按我们的假设[f{]，此地点可看成 

是地壳被抬升 的中心点 ；还点绘 出了 2006年 7—9 

月各月最干点的位置 ，3个月的平均位置大致在 29。 

N，106。E，按文献 E6]的假设，此点可看成是地壳被 

压缩最强的中心点 。“抬升中心点”与“压缩中心点” 

二者的平均位置是 31．5。N，102．5。E，这与汶川巨震 

的震中(31。N，103．4。E)已很接近。图 2(b)点绘 出 

了下月(2009年 6月)的最干点位 置，可见有两个最 

干点，一个在南疆西部，一个在柴达木南部。柴达木 

的最干点约位于 36。N，95。E。在 6月的月际变温图 

上(图略)，可读正变温中心大体位于 3O。N，99。E，二 

者平均得 中心点位置为 33。N，97。E，这与玉树震 中 

(33．1。N，96．7。E)相差不远。2009年 7月孕震过程 

进入到第二步一 一应变波 出现 ，此后“最干点”不能 

认为是地壳压缩最强点，但月际变地温的最大点仍 

可认为是地壳抬升最强点 。图 2(b)还标 出了 2009 

年 7月和 8月 △T 最大点，它们距未来震 中(玉树) 

均在 200 km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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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年 7月 一2007年 7月和 2009年 2— 

10月我 国干热面积逐月变化 曲线 

Fig．1 Monthly—change curves of dry—hot area during 

July 2006一 July 2007 and Feb．一Oct．2009． 

2 孕震第二步——应变波形成 

随着外核对流上升体 (孕震体)的持续顶托 ，岩 

石圈的被压缩逐渐达到极致状态，以后 岩石之间的 

裂隙基本不再变小，热传导系数 K 基本维持不变。 

于是地温升高之处又变成多雨区，反之亦然 。即是 

说“正多负少规则” 又得 以恢复 ，外核顶托形成 的 

压力转变成 了岩石 内部 的应 力。地 温波和降水波 

(应变波)得以出现 。这是孕震第二步的开始 。 

图 3(a)、(b)是 2007年 7月 和 2009年 7月的 

R 图，可见多雨 、少雨的经向波动很清楚 ，将它们 

分别与上个月(2007年 6月和 2009年 6月)的 △T 

图(图略)相 比，可知“正多负少规则”又很好地相合 ， 

这是孕震第二步的开始 ，在 图 3上沿 3O。～35。N做 

一 条降水波半波长随经度的变化 曲线 (图 4)，可见 

在 2007年 7月的曲线上有两个半波长最短点 ，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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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全部预报错 了。我们曾将 此预报结果 写成 

一 文 ，于 11月投到地球物理类杂志。因 12月未发 

生强震 ，于 1月份被退 回了。应予指出 ：“强震三步 

曲”不能做发震时间的短临预报 ，本次发震 日期的预 

报是在做出发震月份 (12月)的基础上利用“磁暴二 

倍法”得到该月的“倍暴 日”(12月 26日)E9；，后做出 

的 

表 1 玉树强震实测与预报值对照表 

总之，此次玉树强震 3要素只有震级预报正确 ， 

震 中位置和发震 日期均预报错误 。但它毕竟是我们 

利用“强震 3步曲”所做 的第一次实际预报 ，具有历 

史意义。我们相信 ，在经过多次预报失败 和不断总 

结经验教训后 ，最终会 达到逐步预报成 功的境界。 

我们坚信的是 ：强震 发生 的根本原因是外核对流上 

升体对幔壳层顶托的结果 。 

5 结论 

汶川 8．0级 巨震与玉树 7．1级强震之前 1～2 

年的 3．2 13"1地温场和降水距平场 的逐月演变(可将 

他们合称为地气场或地气系统)与近 3O年来我国所 

有 M≥6．9强震一样可分为三步 ：①地温逐月升高 ， 

但降水减少，此为“干热异常”，其本质特征是“正多 

负少规则”被破坏 ；②月际变地温场与月降水场 的经 

向波动明显(合称此为“应变波”)，此时的基本特征 

是“正多负少规则”得以恢复 ；③经向的应变波消失， 

代之以纬向的地温 、降水波 ，此为应变弱停 阶段 ，它 

距强震发生一般只有 o～2个月。 

上述观测事实，可以用强震成 因的外核对流上 

升体“顶托说”ll6 进行合理的解释。 

应该指出的是 ：即使“孕震三步曲”符合事实 ，要 

想用它预报强震 3要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用“孕 

震三步曲”做的第一次强震预测 ，对强震的时空预测 

误差均很大，只有震级预报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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