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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６年唐山大震后,我在深思和回顾以往在研

究地震成因和预报地震中有什么不足,以期在今后

的地震预报中改进并发挥作用.众所周知,进行地

震预报要研究震源的变动以及研究这种变动引起的

前兆表现,前者属于震源模式的范畴.
作为震源孕育模式来说,我以往对水平构造力

作用形成的震源和垂直构造力作用形成的震源是分

开讨论的,应当从力的合成角度来考虑我国震源的

形成才合适,这样才能更符合中国大震的有关表现,
于是研究提出了叠加模式(１９７７年).另外,我又考

虑到以前人们所说的断层错动形成地震的观点也过

于笼统.因为地质断层一般都有几万年到几十万年

的活动历史,它们不知错动过多少次了,断层面上的

凹凸不平早已被粉碎而成为断层泥,再加上地面和

地球深部水的浸入,这样就很难再锁住积累的能量

而发生大地震了,然而已发现的大震却大都发生在

断层带上,这又如何解释呢? 这就需要研究活动断

层再锁住的机制.对此,我于１９８５年提出了立交模

式来解释这个问题.还有,过去人们讨论断层发震

是单个断层考虑的,但如有两个断层平行而相距不

远或呈垂直关系时,它们中一条发生大震对另一条

以后发震有什么影响? 遂于１９８４年提出了减震加



震的几条准则.再者,以往由断层分段求将来发震

时的最大震级时,如果这条断层有横断层全交汇或

单侧交汇,它对分段有什么影响? 于是在１９８３年提

出地震时始破裂点位置与分段、长度的关系.对于

水库地震人们用库水浸入地下断层使断层易于滑动

来解释其成因.但据有的学者的实验,象水库地震

因震源较浅,在此深度上围压较小,断层本不易锁住

滑动,水浸入后则有利于断层的滑动.水库小震和

主震却也是在水库蓄水后发生的,这恐另有成因机

制,对此提出用组合模式和像力观点结合来解释

(１９８５年).而组合模式是我们在１９７３年提出的.
像力是固体物理学中的概念.

过去在地震预报中对磁暴、日月引潮力和大气

压力变化这些触发地震的外因是单独考虑的,是否

也应考虑这些外因的相关性,进而考虑它们先后相

继触发地震而把前一外因出现时间也纳入提前防震

的准备时间呢? 遂于１９７７年以第一作者提出预测

地震发生日期的“磁暴倍九法”,即磁暴对地震触发

起一定作用,但尚未发震,磁暴后约隔倍九天时间有

气象变化(高温低压)再触发地震.这个磁暴日期就

对防震是个提前思考的时间.再者,过去预测地震

发生时间时,把由前兆确定的时间和由外因触发确

定的时间独立考虑并视其重合程度而做判断,是否

可考虑当震源地方不稳定时外因激励震源过程,此
过程又引起前兆剧烈显示来预测地震呢? 对此我们

在１９７８年提出调制模式.还有从实施地震预报的

可操作性方面,应考虑发现前兆,落实前兆,会商研

究,发出预报和布置防灾这一时间过程大约需一周

到１０天,于是在调制模式中把磁暴和气象调制用倍

九天来预测地震,把引潮力调制用倍七天来预测地

震(１９８１年).另外我国历史地震资料丰富,它是否

也可以用于上述可操作的７~１０天的时间呢? 对此

我们认为一个地区的地震易于在某种韵律的外因下

被触发,因此历史上的大震发生日期与以后地震的

发生日期之间可能有不同年份在相同季节按相同韵

律发生的关系.于是在１９８６年又提出异年倍九律

来预测地震发生日期.后经验证表明,１９７６年唐山

大震是符合异年倍九律的.它与附近历史上１６７９
年三河平谷８级大震的日期相差３６天.

以上是我们在１９７６—１９８６年期间在地震成因

上和预报上反思和研究的问题.
对于防震减灾的全过程来说,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

的大震高潮中我国党政军民忙于地震救援所作出的

广泛实践是一个宝贵财富,应当总结成地震对策条

款以供以后防震减灾作参考.对此,除自己写有关

论文外,１９８６年与陈鑫联同志联合主编了«地震对

策»一书.１９７８年我有幸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的科

研成果奖和“在我国科技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先

进个人”奖.并于１９８６荣获了“国家级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这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也增

加了我肩上的责任.

１９７７—１９８６年间,我曾对日本进行了两次访

问,一次是１９８１年随国家地震局袁维丹副局长率领

的考察团访问日本;另一次是１９８５年单独去日本地

质调查所访问.１９８１年考察团各成员在东京大学

做报告时,我讲的是叠加模式,即太平洋板块和印度

板块给中国大陆施加水平力而中国大陆不同地方上

地幔还向地壳施加垂直力,这两个力在地壳内所引

起的应力叠加共同决定着中国大陆地震的孕育和发

生,水平力遍布大陆起主要作用,垂直力各地有所不

同,它对发震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接着考察团访问

仙台,当时在仙台东北大学留学的郑斯华告诉我,说
他的老师高木教授在东京大学听了我的报告后很赞

同我的观点.１９８５年去日本地质调查所访问时,该
所为我举办了一次报告会,我主要讲了预报地震发

生时间的前兆倍九法.该报告会有其他单位的学者

来听,临别地质调查所时还给他们交了一份我在日

本收集到的突跳性前兆出现在地震前倍九日期的震

例报告.时过１０年,１９９５年日本阪神发生大震前,
据日本文献说该震前９天震中区附近氡气出现甚大

的突跳性前兆.在日本地质调查所期间,我曾去秋

田访问,并到１９８３年秋田大震时因海啸遇难的１３
名小学生纪念碑前默悼,对此,我曾写有一诗:“碧波

灰堤沙石滩,鲜花饗食幼灵前,俯首对碑思昔景,天
哀雨注山林寒.”第一句是小学生玩的地方,也是海

啸夺走他们生命的地方,第四句是我临境时下着小

雨,旁边就是山林.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一直受唯物辩证法的教育: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和互相制约影响的.那么在

１９８６年我进入５５岁之后,再回头来看过去的研究

有什么局限性.于是想到了各种灾害之间的关系,
即是否可由这一灾害预测另一灾害,特别是由别的

灾害预测地震.对于这个问题虽然在１９６６年我曾

总结过古人由气象灾害预测地震灾害的事例,但毕

竟未系统研究.于是在１９８６年建议陕西地震局创

办«灾害学»刊物,研究各种灾害在成因、预测和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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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共性、互性和对策问题.该局李永善和李博

两位学者甚为赞同,于１９８６年秋立即创刊.这是我

国第一家综合性灾害学刊物.同年我又建议中国地

球物理学会在敦煌召开地球物理韵律现象学术讨论

会议,１９８８年又建议在湖南慈利召开地球物理灾害

会议(这里所说的地球物理都是广义地球物理).

１９８７年我作为第一作者提出灾害链的观点,包括

“因果链”、“同源链”、“互斥链”和“偶排链”四种灾害

链.由于本人是地震工作者,且地震预报至今在国

际上还未过关,所以在灾害链的研究中,以地震作为

链中的重要环节来研究.从地震预报为目的来说有

旱震链②、洪震链和台震链.以地震为首灾随后成

链的有震洪链、震旱链、震台链和震雪链以及地震与

沙漠化、沙尘暴链等.对于地震和气象灾害链我是

以构造挤压和构造引张引起地下放出携热水气或闭

气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寒流和台风引起的脉动可触

发地震,地震可粉碎岩石、震松土壤团结性并在气象

条件的配合下形成沙漠化和沙尘暴(不考虑人为因

素).在１９９２年我作为第一作者与秦保燕、李革平

合著的«未来灾害学»一书中指出黄河巨洪有按２５
年周期和倍周期发生的特点,以及在２５年的黄金分

割点上也有发生的特点.进而把按上述特点作预测

的方法概称为“三性法”,即按周期性、倍周期性和黄

金分割性的时序分布预测灾害事件的方法.此法后

移用于我国８级大震预测,发现我国８级大震也有

按２５年和倍２５年时间间隔发生以及在２５年黄金

分割点上发生的特点.在气象学中,科里奥利力(以
下简称科氏力)是很重要的概念.在地质学书籍上

把北半球河流冲刷右岸厉害的现象称为贝尔定律.
但与贝尔同时代的奥地利数学家科里奥利提出的理

论可用于地球上任何方向运动的物质体,且理论计

算有普遍公式.贝尔定律仅是科氏力的一个特例.
既然灾害学是研究各种灾害在成因、预测和减灾方

面的共性,那么我们何不把科氏力也用于预测最强

余震的强度呢,这对大震后紧急救灾,考虑后顾之忧

是很重要的.大震后许多前兆手段因已被主震扰动

了,再用它来对最强余震作预测有一定困难.另外

在气象学中广泛应用旋转的概念,作为共性,地震成

因中是否也有旋转呢? 对此我们曾提出把美国布里

季曼的一个实验,即布里季曼效应用于浅源地震的

形成.该效应说的是两固体块在高压下互相对错,
因摩擦力大而错不动时,让其互相旋转一下就错动

了.布里季曼是固体地球物理学界唯一得过诺贝尔

奖的学者.由于研究灾害科学放宽了眼界,所以我

把１９６６年发表的震中迁移现象也广义化为构造带

上构造变动的迁移.变动剧烈者为地震,次剧烈者

可引起类似前兆的现象,其中包括地下放出携热水

汽和温室气体.构造带有地质构造带,地震活动反

映的深部构造带以及天文因素形成的地球上一些特

殊纬带,如北回归线带.３０°纬带和３５°纬带等,我们

称其为天文构造带.由于地球内部运动的非均匀

性,在上述带上如一处发生大震,另一处又相继发生

大震,此为原先意义上的震中迁移.如一处先发生

较剧烈的构造变动,引起一些貌似地震前兆的现象,
然后另一处发生地震,这就成为前兆与地震的遥相

关了.如某处先发生地震,后在该带的另一处出现

相对剧烈的构造变动,则后者也出现一些貌似前兆

的现象,若不发生地震,这就成为地震与后效的遥相

关了.这是从地震预测方面来说的.从气象灾害来

说,如果发震地区和貌似前兆的地段放出地下携热

水汽,其与大气环流相结合而降暴雨致洪,就成为震

洪链了.２００７年在３０°纬带区的重庆地区发生百年

一遇的大暴雨,我们沿３０°纬带向西延伸与南北地

震带相交于康定地区,遂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

在２００８年初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呈交的报告中

指出:根据重庆百年一遇的暴雨预测２００８年康定地

区和附近可能发生６~７级地震.后果然在康定东

北的汶川发生８级地震,康定受到６度波及.耿庆

国同志主持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

会向中国地震局呈交的报告中曾根据旱震关系预测

阿坝地区在２００８年可能会发生６~７级地震.阿坝

距汶川也不远,由于大气有流动带,如冷空气流动带

和温、湿水气输运带,它们的交汇可降暴雨致洪.我

们发现在蒙新甘交界地区发生７级和７级以上大震

后黄河流域易发生大洪,又发现滇缅安(达曼)地区

发生７级和７级以上大震后珠江和长江易发生大

洪.这又是震洪链.蒙新甘在冷空气来路上,滇缅

安在印度洋向中国大陆输送水气的带上.
在１９９２年出版的«未来灾害学»一书中,还从地

震活动低潮中找到预测未来高潮来临时何处可能发

生大震的指标———静中动地震指标.这里所谓低潮

是指我国华北和广义南北地震带不发生７级以上大

震达１０年左右的时段.静中动地震是指在低潮中

发生６级和６级以、上７级以下的地震,具体还有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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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规定.

１９８９年,我作为考察组成员去访问土耳其,国
家地震局陈耦副局长为组长,我们考察了土耳其北

安纳托里亚断层的西端地区.那里是地震活动带的

空段,我回国后想用我们过去提出的两个震中迁移

带交会区易发生大震的观点来预测安纳托里亚断层

西端地区可能有大震,于是在１９９１年和秦保燕合著

的«地震成因与地震预报»一书中把此预测写进去

了,结果１９９９年所预测的地区发生了两个近８级的

地震,伤亡惨重.

１９９２年我曾访问过日本秋田.在秋田举行的

全日本灾害会议上我主要作了中国地震形成的立交

模式的报告,后又在秋田大学作了强台风与大震的

关系的学术报告,并列举了２０世纪日本的８级地震

与特大台风的时间对应关系.由于日本在１９８３年

刚发生的一次特强台风扫荡了沿日本海地带,秋田

损失严重,所以当时听报告的一位学者问依我的观

点这次巨大台风后是否要来大地震,我当时没有把

握,含糊其词地回答:“现在还不好说.”过后果然秋

田地区附近发生了大地震.在我参加的上述全日本

的灾害会议上,发现他们的研究虽好,但仍是单灾论

文,没有像中国已进入研究灾害链的阶段.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

业委员会主任翁文波院士不幸去世(翁老曾担任过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主任,他在物探科学、环境与天灾

预测科学领域都有贡献).他向地球物理学会常委

们的弥留之言是让我接他的班.１９９５年我接班后,
尽管也是科研与预测相结合,但天灾预测,特别是地

震预测的实践部分加重了.我认为把自己的科研结

果亲自用于实际预测是对自己的科研负责.以下是

我在担任天灾预测委员会主任的１４年(１９９５—２００９
年)中所作的地震预测实践.

首先值得回顾的是１９９９年元月５日我向中国

科协减灾大会呈交的预测论文,题目是“三性法与大

震预测”.在这篇论文中指出:“１９９９年在人烟稠密

和经济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无７级大震发生的可

能,在台湾西南部有可能发生７级地震.”在这次中

国科协大会闭幕时黄河委员会王涌泉教授代表中国

地球物理学会做总结发言时把这个地震预测结论又

讲了一次,这样到会的人全听到了.结果该年９月

２１日在台湾中部南投发生７．４级地震(台湾定为７．３
级),死亡２４００人,该震震中距原预测地区约 ６０
km.２０００年春中国科协再次召开减灾大会,学会

负责人马阳同志对此预测作了口头表扬.２０００年９

月在上述台湾南投大震一周年前不久,王涌泉在«人
民日报»(海外版)上以他曾报导过这一预测意见为

由发表对该震的纪念文章.随后“台湾中兴工程科

技研究发展基金会”邀请我和秦保燕去台作“大震的

长期预报”的讲演.２００２年夏我们赴台作讲演,在
此之前准备了讲义.该讲义台方复印后散发给台湾

有关方面.讲义共３５页,内中对台湾还作了其他两

处大震的预测,这将在后文介绍.２００４年中央电视

台举办“两岸情缘”的论文评奖大会,我把去台之事

写了短文呈上,结果评了二等奖.
回顾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１日台湾南投大震发生后,

我曾写了一首词———卜算子:“初晓醒闻电,台湾罹

震患.山崩屋塌民多苦,摧毁众州县.溯忆年初时,
‘三性’曾预见.只叹两岸人为障,预测未减斯患”.

在上述呈交中国科协减灾大会的预测论文中,
还用三性法预测“在２００３年附近河西可能发生７级

地震.按太阳活动周期估计则青海东南部可能在

２００１年前后发生７级大震.”这是跨越式预测.实

际上２００１年青海昆仑山口西发生了８．１级地震,比
论文中预测的震级大,且位置偏于青海中西部,故我

们未声张.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在河西玉

门和民乐发生５．９级、６．２级和５．８级３次地震,虽未

达７级,但也是一次小高潮,死亡１０余人.由于震

级偏小,所以我们也未声张.但我们知道,论文中对

青海和河西的预测未放空炮.
再值得回顾的仍然是１９９９年,这一年是原中科

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建所４０周年纪念.这次纪

念由中科院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举办.我和吴瑾冰

向纪念会呈交了论文,题目是“中国南北地震带甘川

段大震活动规律的讨论”,后发表于«高原气象»１９９９
年第３期.这篇论文主要是用太阳活动与地震的关

系三性法来预测大震.论文中指出,甘川段,即甘肃

通渭到四川康定的地段(通渭距天水甚近)在过去的

３４０多年中(由１６５４年天水大震算起)共发生８次７
级以上大震,其中包括２次８级大震,它们皆发生于

太阳活动谷年或太阳活动甚弱的时期.我们用物理

学中的“自发磁致伸缩理论”去解释太阳活动谷年与

地震之间的联系(过去国内外还无太阳活动谷年发

震的理论解释).由于震例有８次,理论上又说得

通,所以在此论文中鉴于当年是太阳活动峰年,２０００
年可能还是峰年持续段,所以由２０００年峰年结束算

起,按我在１９８９年提出的黄金分割法预测２００７年

可能是下一个谷年,进而对地震作出预测:“下一个

谷年大概在２００７年,此时甘川地段可能会发生７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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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地震.”６年后即２００６年９月７日,中国地震局

在兰州召开中国西部地区强震形势研讨会,我呈交

了６份“发言摘要”,并在会上做了口头报告.这个

摘要继承了我们在１９９９年«高原气象»上的预测,但
鉴于２００１年太阳活动又出现第２次峰年,所以从

２００１年算起按黄金分割预测２００７年太阳活动就可

能进入谷年,(上述１９９９年的预测是“下一个谷年大

概在２００７年”).进入谷年意味着２００８年仍可能是

谷年段.所以在“发言摘要”中作出以下地震预测:
“南北地震带中段(天水至康定)历史上７级和７级

以上大震多发生于太阳活动谷年和谷年附近.我们

按１１年周期的黄金分割推算,２００７年就可能进入

谷年.因之要注意南北地震带中段在今明两年乃至

后年发生大震的可能.今年前几个月武都地区和盐

津地区的地震活动也是一个配合指标.太阳活动谷

年易发生大震的原因我们已往是按物理学中‘自发

磁致伸缩效应’来解释的.”由于通渭距天水甚近,而
外地人一般不知道通渭,故“发言摘要”中把通渭改

为天水.遗憾的是这个预测意见未被研讨会采纳,
反而把危险区定在滇川交界地区.附带指出,在上

述“发言摘要”中,还根据沿我国北回归线２００５年西

江巨洪和２００６年上半年台湾发生６．５级地震的灾

害链现象指出要注意云南在北回归线附近发生６~
７级地震的可能.这个预测的依据是源于我们２００２
年３月在«华南地震»第１期上发表的“从北回归线

效应讨论大洪灾与大震的相关性”一文.２００７年６
月３日云南普洱发生６．４级地震(后修定为６．７级),
它距北回归线甚近.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可怕的汶川８级大地震发生

了,死伤极为严重.震中也恰在上述的天水和康定

之间,天水与康定皆受到６度波及.而２００８年也正

好位于太阳活动谷年段内.２００９年５月中国地震

局出版了«２００８年汶川８．０级地震科学总结与反思

报告(地震预报领域)»,文中第４９页上单列一行写

道:“郭增建先生在２００６年９月召开的‘中国西部地

区强震形势研讨会’上,曾预测下一次强震将在康

定—天水一带发生”.
以上总结与反思报告的是中国地震局官方对我

的预测意见的肯定.
下面再回到２００２年我和秦保燕去台湾作“大震

的长期预报”的讲演.在该讲议第３０页,根据静中

动判据,“预测恒春附近在２００４年前后可能会发生

７级地震(范围是恒春半岛及其附近海域)”.２００６
年１２月２６日台湾岛南端恒春附近靠台湾海峡一侧

发生７．２级地震(后修定为７．４级),震中距恒春约

１０km.除陆地上有破坏和伤亡外,海底电缆破坏严

重,使亚洲通讯中断一个月才修复.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３０
日“台湾中兴工程科技研究发展基金会”继任董事长

李树久先生给我来信,对“２００２年间与秦保燕教授应

本会邀请来台访问交流的成果深表感谢之意.”
在赴台讲演讲义第２９页上曾用三性法预测:

“２０１０年和其前后台北地区可能发生７级左右地震

(台北地区包括台北、基隆、新竹和宜兰地区).”括号

内所指的地区是原讲义中就有的.如２０１２年再不

发生,就算预测失败.

２０１０年青海玉树大震是我和其他同志在«西北

地震学报»和«国际地震动态»上发表文章作了跨越

式预测的.前一篇文章用三性预测了发震年份,后
一篇文章用“静中动判据”预测了发震地区,即玉树.

今年(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１日地震界同仁为我庆贺

８０寿辰,我在答谢讲话的最后读了我写的一首诗:
“天生万物普含迷,震源深隐更富疑.吾研预测功甚

浅,但愿后军罟顽敌.”诗中的“罟”读音同“古”,是套

鸟的网.“罟顽敌”是把震魔抓住,让震灾减免.诗

中之所以谈到“功甚浅”,是因为达到短临预报还有

较长的路要走.
最后再回顾一下我在环境科学方面的研究.

２００２年在«西北地震学报»上发表短文,指出洋边巨

震可搅动大洋,使深部冷水部分翻至洋面,吸收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遂使全球降温.２００４年美国航空航

天局专家预测２００５年全球气温比１９９８年高,而

２００４年底苏门答腊发生９．３级地震,海啸规模甚大.
于是长春地质大学的杨学祥教授著文,认为按我的

观点２００５年不会是最热的一年(即比１９９８年热).

２００５年底世界气象组织公布该年全球气温比１９９８
年低.杨学祥教授认为我的观点符合实际情况.

２００６年美国航空航天局专家统计出２００５年全球气

温比１９９８年高.后我国气象学家著书称２００５年与

１９９８年全球气温难分伯仲.这两种预测难分对错.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日本岛边发生９级大震,海啸规

模甚大,该年年底全球气温较低,才使我的观点得到

初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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