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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暴二倍法与异年倍九法相配对强震
时间短临预测的震例验证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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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异年倍九法是一种通过区域内历史大震发生时间进行短临跟踪预测的方法,本文探讨了该方

法与磁暴二倍法结合回顾性地预测国内著名大地震的震例。结果表明二者结合后能较好地对强震

进行时间短临跟踪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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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tudyofImpendingStrongEarthquakePrediction
CombiningtheRhythmofMultipliedNineDaysinDifferentYears

andDoubleMagneticStormTimeMethod

GUOAn-ning,GUOZeng-jian,RENDong,GUOZhi-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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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hythmofmultipliedninedaysindifferentyearsisonemethodforpredictingan
imminentearthquakeonthebasisoftheoccurrencetimeofstrongearthquakesinacertainregion.
Inthisstudy,weanalyzedthepredictionsoffourfamousearthquakesinChinabycombiningthis
methodandthedoublemagneticstormtimemethod,andtheresultsshowthatthecombination
ofthesetwomethodsbetterpredictstheimminentoccurrencetimeofstrongearthqu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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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磁暴二倍法(包括其改进形式)是张铁铮等提出

和发展起来的预测地震发生日期的方法(简称二倍

法),其优点是发震日期为单一值,但发震地区不易

确定。异年倍九法(或称异年倍九律)是郭增建和秦

保燕提出的预测地震发震日期的方法,其优点是可

预测发震地区,但发震日期可倍出若干日期,不知将

来哪个日期发震的可能性大。二倍法和异年倍九法

从提出之日起就长期各自独立进行研究和实践。直

到2009年《5·12汶川地震预报回顾》一书中,才提

出将二倍法和异年倍九法相配,互相取长补短以用

于地震预测[1]。相配的办法是按二倍法所预测的日

期在国内寻找该日期在哪个地区有7级以上地震

(称带头地震,震级越大越好)与其日序差呈倍九天

关系(不计年份),并在该震发生后能在附近找到与

其发生日期之差(不计年份)为倍九日期的6级以上

地震(称被带地震,至少得有一次),及说明该地区有

9天周期外因的触发地震,证明该成份在今后还有

触发地震的可能,遂认为二倍法所预测的地震发生

地区可能是异年倍九法所指出的带头地震所在地

区,在异年倍九法所倍出的若干日期中选择与磁暴

二倍法所定日期重合的日期,定为未来最可能发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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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期。本文将磁暴二倍法与异年倍九法相配预测

地震的方法简称为二法相配方法。

1 二法相配方法对2008年汶川大震日期的

回顾性预测讨论

《5·12汶川地震预报回顾》[1]在讨论汶川大震

预测时,曾指出康定地区在2007年已被预测为

2008年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地区。但该地区

2008年哪一天可能发震呢? 当时注意到康定地区

历史上三次大震发生的月份分别为4月、6月和8
月,而1955年4月14日康定地区曾发生7.5级地

震,于是就按异年倍九法的规定,以该震为带头地震

并按其发生日期为起倍日期,倍出4月23日、5月2
日、5月11日和5月20日为地震可能发生的日期。
如果这些日期不发生地震,则以历史上6月或8月

发生的大震作为带头地震并作倍。这就是“不断拦

截”的战略。
在汶川大震的震后回顾中,耿庆国提出在震前

曾用磁暴二倍法预测5月8日为发震日期(未上报

给上级有关单位);沈宗丕在震后回顾性地用磁暴月

相二倍法(磁暴二倍法的改进)倍出5月13日为可

能的发震日期[2]。因此在《5·12汶川地震预报回

顾》中我们只能用磁暴二倍法与异年倍九法作配,结
果得出5月8日、5月11日和5月13日为可能的发

震日期,这也正是汶川大震发生的时间范围,特别是

磁暴月相二倍法得出的5月13日与按异年倍九法

倍出的日期———5月11日只差2天(倍九法允许最

大误差为2天)。
文献[1]作为反思指出,“4月份如果能在汶川

大震前共同得出5月8日-13日为可能的发震日

期,则距康定地区不远的汶川是能起到一定的防震

作用的”。虽然这是震后二法相配作出的结论,但证

明相配是可行的。

2 对国内四个大地震用二法相配方法进行

临震预测的讨论

2.1 1972年1月25日台湾东边海中8级地震

此地大震前沈宗丕用磁偏角二倍法(磁暴二倍

法的改进)预测了其发生日期为1972年1月26日

±1天[2],发震地区为“我国台湾或日本”。在文献

[1]中曾指出,福建和台湾地区在冬季发生的最大地

震是1604年12月29日泉州东边海域(台湾海峡)
的7⅟级地震(该震早年曾定为8级),所以就以该

震为带头地震,并按异年倍九法数到第三个9天,即

第二年的1月25日(12月29日与1月25日的日序

之差为27天)。现在补充指出,1604年大震后,

1915年1月6日台湾基隆东边海中发生了7⅟级地

震,其与1604年泉州的7⅟级地震日序之差为8天

(一九少一天);1919年12月21日台湾台东东北海

中7级地震与1604年地震日序之差为8天(一九少

一天);1943年11月24日火烧岛东6.9级地震与

1604年地震日序之差为35天(四九少一天);1963
年2月13日兰屿东南海中7级地震与1604年地震

日序之差为46天(五九多一天)。以上震例说明台

湾地区虽然7级左右大震较多,但上述倍九天时间

间隔的地震已具有显著性。这表明福建和台湾地区

9天周期的外因是存在的,它触发了过去的地震,今
后还会触发地震。实际上从1604年带头地震发生

日期起算,1月7日、1月16日、1月25日和2月3
日为可能的发震日期,其中1月25日是磁暴二倍法

预测日期与异年倍九法所倍日期的重合,而正是此

日台湾东边海中发生了8级地震。这是异年倍九法

与磁偏角二倍法所求发震日期相配较好的地震,同
时也将发震地区选择为福建和台湾地区,而不是日

本。

2.2 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级地震(准8级)
根据张铁铮的推算[8](未说明是震前推算,还是

震后推算),唐山大震前有4组磁暴(每组由二个磁

暴组成),按每组二个磁暴时间间隔二倍后皆对应

1976年7月28日,误差只有0~2天[3],但仅用磁

暴二倍法无法求出发震地区。我们检查了这4组磁

暴,发现只有前三组符合二倍法所求发震日期,第4
组误差太大,不可用。第一组时间间隔为726天,第
二组时间间隔为253天,第三组为124天。与磁暴

二倍法所求日期(7月28日)呈异年倍九天关系可

作为带头地震的是1679年9月2日河北省三河平

谷8级地震。该地震的发生日期与二倍法所预测日

期———7月28日日序之差为36天,且在此带头地

震之后附近北京西北郊于1730年9月30日发生了

6⅟级地震,与其日序之差为28天(三九多一天);

1922年9月29日渤海6.5级地震与三河平谷8级

地震日序之差为27天(三九)。这说明9天周期的

外因在京津渤地区是存在的,它今后仍可能触发地

震。实际上1976年唐山7.8级地震就发生在与

1679年带头地震不计年的日序差为36天(四九)的
日期。这说明异年倍九法所倍出的诸日期中存在一

个符合磁暴二倍法的日期,同时异年倍九法指出了

京津渤地区可能是发震地区。另外,如果以18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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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渤海7.5级地震作为带头地震,其后曾带

出1969年7月18日渤海7.4级地震,它们的日序之

差为35天(四九少一天),这也说明京津渤地区九天

周期的外因是存在的,以后还会触发地震。实际上

唐山大震的发生日期与1888年渤海7.5级地震的

日序之差为45天。

2.3 1976年8月16日和8月23日四川松潘两次

7.2级大震

在这两次大震前沈宗丕都用磁偏角二倍法作了

预测[4]。对第一次大震作的预测是:“1976年8月

17日±3天,在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注意川、滇、藏交

界处)可能发生一次6.5级破坏性地震”。对第二次

大震作的预测是“1976年8月22日±3天(最大可

能22日—25日),在我国西部地区可能发生一次8
级左右的大震。”当松潘平武第一次7.2级地震发生

后,他又再次坚持预测:“8月22日—25日在我国西

部地区(包括四川平武原震区)可能发生一次7~8
级强烈地震”。实际上这两次预测都应验了:第一次

7.2级地震发生于1976年8月16日,第二次发生于

1976年8月23日,皆在所预测日期范围内。以上

是磁偏角二倍法所作的预测。下面回顾性地介绍用

异年倍九法寻找可以带出8月16日松潘平武大震

的带头地震,结果发现1879年7月1日甘川交界偏

于甘肃一侧的武都文县发生的8级大震可作为带头

地震,与其日序之差为46天(五九多一天),即8月

16日。另外在历史上,该带头地震之后1881年7
月20日甘肃礼县西南发生了6⅟级地震,与武都8
级地震日序之差为19天(二九多一天);1933年8
月25日四川迭溪发生7.5级地震,与武都文县8级

地震日序差为55天(六九多一天),这说明甘川交界

地区9天周期的外因是存在的,它在以后仍可能触

发地震。结果在8月16日,也就是武都文县8级地

震后46天(五九多一天)松潘第一个7.2级地震发

生了。如果以1933年8月25日迭溪7.5级地震作

为带头地震,则8月16日第一个7.2级地震与该震

的日序之差为9天,这也说明甘川交界地区有9天

周期的外因在触发地震。至于第二个7.2级地震与

第一个7.2级地震相差7天,这是因为后者为续发

性地震,在震区已不稳定的情况下,也可能7天周期

的外因起了触发作用。但无论如何,二倍法对第一

个大震日期的预测和异年倍九法的预测相配,而后

者为前者选择的预报地区是甘川交界,相比震前仅

用磁暴二倍法预测的空间范围大大缩小了。

2.4 2001年11月14日昆仑山口西8.1级地震

这次大震前沈宗丕用磁暴月相二倍法以及大震

组合周期等方法,预测2001年11月22日(±6天)
在新疆及其毗邻地区(46.5°N,85.0°E或40.0°N,90.
0°E)为中心300km范围内可能发生一次8级左右

(不小于7.5级)的大地震[2],第一个中心在新疆东

北南,第二个中心在新疆罗布泊地区。按他所倍日

期去寻找发震地区,发现1411年10月8日西藏当

雄8级地震可充当带头地震。该震与磁暴二倍法所

预测的11月22日的日序之差为45天(五九)。

1411年当雄地震之后,1902年11月4日青海都兰

西发生6.9级地震(36°N,96°E),两次地震的日序差

为27天(三九),这说明在西藏青海地区9天周期的

外因是存在的,它在以后仍可能触发地震。实际上

2001年11月14日青海昆仑山口西发生的8.1级地

震与1411年10月8日当雄的带头地震相差37天

(四九多一天)。不过此带头地震发生的时间太早,
如果以青海1937年1月7日阿兰湖7.5级地震作

为带头地震,则它与磁暴二倍法所预测的11月22
日的日序之差为45天(五九)。在阿兰湖地震后,

1988年11月5日青海格尔木西南发生6.8级地震,
它与阿兰湖地震日序之差为63天(七九);2001年

11月14日昆仑山口西8.1级地震与阿兰湖7.5级

地震的日序差为54天(六九)。这同样说明9天周

期的外因在青海地区是存在的。

3 异年倍七律(异年倍七法)讨论

异年倍七律可有两种考虑,一种是阴历朔日到

上弦,上弦到望日,望日到下弦,下弦再到朔日,这些

月相的时间间隔大约是七天。在朔望日引潮力幅度

最大,可触发地震,在上下弦引潮力变化速度较大,
也能触发地震。对于同一地区的类似季节来说,所
触发的地震虽然发生于不同年份,但发震日序之差

为倍七日。另一种考虑是《地气耦和与天灾预测》[5]

一书中所介绍的前人研究提出的引潮力的7天周期

和9天周期,它们是长周期潮汐项中周期最短的两

个,在日月潮汐中是连续出现的。9天潮的振幅比7
天潮的振幅约大4倍,但两者在自身幅度最大时都

可能触发地震。9天潮与发震的关系在前文的异年

倍九法中已有体现,这里只研究七天潮。由于7天

周期的引潮力在历史长河中是连续出现的,所以在

历史上某年触发了地震,过了许多年后再触发同地

区的地震,遂形成其间日序之差为倍七天的关系。
在实际预测操作中,先用带头地震发震之日起算,按
异年倍九法的规定作预测,与磁暴二倍法所预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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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相配,如果不符合要求,则仍按该带头地震发生日

起算,再按异年倍七法的规定求出若干日期与磁暴

二倍法所求日期相配。这样做是考虑到现今我们不

知道历史上的带头地震是9天周期外因触发的,还
是7天周期外因触发的。下面举异年倍七法与磁暴

二倍法相配的例子。

3.1 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7.7级地震

震前张铁铮用磁暴二倍法曾作预测[3],认为

1970年1月4日有可能发生大地震,但发震地区不

知。我们回顾性地用异年倍七法为其寻找发震地

区,发现与磁暴二倍法所预测的1月4日呈倍七天

关系并可作为带头地震的是1913年12月21日云

南峨山7级地震。该震与磁暴二倍法所预测日期之

差为14天,即二七。1913年峨山7级地震后,1934
年1月12日云南石屏附近发生6级地震(距峨山不

远),它们之间的日序差为22天,即三七多一天。这

说明在峨山石屏地区以7天为周期的外因是存在

的,它在以后仍可能触发该地区的地震。实际上

1970年1月5日通海7.7级地震就发生在与峨山地

震日序之差为15天的日期(二七多一天)。
值得指出的是1913年12月21日是阴历十一

月二十四日,已是下弦后,1970年1月5日是阴历

十一月二十八日,朔日还未到。1934年1月12日

是阴历十一月二十七日,也不是朔日。所以上述异

年倍七律是前述的第二种情况。

3.2 2013年4月20日四川芦山7.0级地震

在这次地震前,2012年12月12日沈宗丕曾用

磁暴月相二倍法预测2013年4月27日±3天或±
7天是一个发生大震的日期,但地区不知[9]。用异

年倍七法相配,则1955年4月14日四川康定7.5
级地震可作为带头地震。因磁暴月相二倍法所倍4
月27日与1955年康定发震日期日序差为13天(二
七少一天),符合异年倍七法要求,这说明四川康定

地区可能是发震地区。还要论证的一点是1970年

2月24日(该2月为小月28天)康定附近的大邑发

生6.2级地震,它与1955年康定地震日序之差为49
天(七七),这说明在康定地区7天周期的外因是存

在的,它以后还会触发该地区的地震。实际上2013
年4月20芦山7.0级地震与带头地震的日序之差

为6天(一七少一天)。由于以上误差只有1天(异
年倍七法最大允许误差为1天),所以可认为磁暴月

相二倍法与异年倍七律相配较好。在沈宗丕的预测

中有±7天的误差,若将4月27日减7天即为4月

20日,此日期符合康定附近芦山大震的发生日期。

4 讨论

磁暴二倍法的成因在文献[6]中用物理学的“整
步理论”作了详细讨论,认为其与震源结构有关。在

组合模式中,如应力积累单元两端和底部各有不同

周期的蠕滑幕存在,则可分别用三对不同时间间隔

的磁暴去整步。但这三对整步的磁暴得符合一定的

震源条件,即震源地区三个不同周期的蠕滑幕未同

时作用于震源时地震尚不发生,当其同时出现在震

源地区时(三碰头)地震才发生。此前若有三对磁暴

分别对应这三个蠕滑幕整步,则各自二倍后就可得

出同一日期———发震日。如应力积累单元两端的调

整单元各有不同周期的蠕滑幕,底部为软弱厚层介

质(无蠕滑断层),则用二对不同时间间隔的磁暴就

可对两者分别整步。如这两个调整单元蠕滑幕周期

相同,则用一对磁暴就可对其整步。如一个大区域

内介质情况比较均匀,则应力积累单元两端和其底

部的蠕滑断层的蠕滑幕周期可能都一样,则只用一

对磁暴即可整步。关于异年倍九法的成因在文献

[1]中曾作了具体讨论(与异年倍七法类似),但对于

磁暴二倍法和异年倍九法(还有异年倍七法)相配的

成因关系现在只能在下面作笼统讨论,具体的物理

讨论还需进一步研究。

4.1 行星对太阳黑子的影响

徐道一等在1980年所著《天体运行与地震预

报》一书中曾介绍过1973年 Wood对20世纪太阳

黑子数与行星引力所致太阳潮高(计算得出)之间关

系的研究,其所得结果表明太阳黑子活动与计算得

出的行星引力所致太阳潮高曲线非常同步,这说明

太阳黑子活动可能受行星引潮力控制。但因 Wood
的曲线只是以一个太阳活动周的时间尺度将太阳黑

子活动与行星引力作对比,并未具体到“日期时间尺

度”的对比上,所以只能笼统地说太阳上触发黑子的

潮汐也有地球的小贡献,而黑子活动可引起磁暴,进
而影响地震的发生,地球自身的潮汐也影响地震的

发生,故磁暴二倍法和异年倍九法(包括异年倍七

法)有一定相关性且在地震发生日上有同步性。

4.2 9天磁暴时间间隔

根据《地震成因与地震预报》[7]的介绍,兰州地

磁台1959—1979年磁暴间隔的频数统计中,以3天

间隔和9天间隔出现磁暴的次数最多。对于磁暴二

倍法来说,3天间隔可认为是两磁暴接近重合,在此

情况下如果选择的四个磁暴各二倍到同一发震日

期,则第一对磁暴的时间间隔必为第二对的2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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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可用简单的“整步理论”来解释。若3对磁暴各

二倍得出同一发震日期,则对震源就要用应力积累

单元两端和底部各有蠕滑断层分别被3对不同时间

间隔的磁暴整步来解释。以上是对磁暴触发地震进

行的讨论。对于日月引力引起地球的潮汐来说,它
们中存在9天周期和7天周期的成份,可以触发地

震,磁暴以9天时间间隔出现的频数较多,它们与其

后滞后倍九日期引起的高温低压天气一块触发地

震,所以笼统地说磁暴二倍法与异年倍九法(包括异

年倍七法)之间可能有一定关系,但更具体的物理相

关性尚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郭安宁,郭增建.5·12汶川地震预报回顾[M].西安:西安地图

出版社,2009.
[2] 沈宗丕,徐道一.磁暴月相二倍法及其短临预测意义[C]//灾害

预测方法集成.北京:气象出版社,2010.
[3] 张铁铮.磁暴二倍法与地震三要素预测[C]//特大自然灾害预

测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4] 沈宗丕.谈谈磁偏角二倍法[J].地震测线,1977(3):30-32.
[5] 郭增建,秦保燕,郭安宁.地气耦合与天灾预测[M].北京:地震

出版社,1996.
[6] 郭增建,秦保燕,郭安宁.某些简单地震预测方法的物理依据

[C]//唐山地震30周年、天津市建局30周年纪念专著系列之

五.北京:地震出版社,2006:38-40.
[7] 郭增建,秦保燕.地震成因与地震预报[M].北京:地震出版社,

1991.
[8] 张铁铮.磁暴二倍法预报唐山7.8级地震[J].西北地震学报,

1998,20(2):29-35.

651                    地 震 工 程 学 报                 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