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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挂靠兰州地震研究所１４年中他的重点预测工作进行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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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的前身是中国科学

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它现虽已更名,但与全国地

球物理学会一直联系密切.该学会的天灾预测专业

委员会在兰州地震研究所挂掛靠了１４年,由郭增建

任主任,吴瑾冰任副秘书长(当然该专业委员会还有

全国几位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顾问以及４０多

名委员).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１４年

来继承翁文波院士开创的天灾预测事业,曾对国内

许多重大天灾作过符合实际的预测.
作为挂掛靠单位的兰州地震研究所在该会的成

员也曾作过几次重要的地震预测.其情况如下.



１．１９９９年１月郭增建代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在中国科协举行的减灾研讨会议上,根据“三性法”
预测１９９９年台湾岛西南部可能发生７级地震(见中

国科协学会部１９９９年元月编印的“１９９９年减轻自

然灾害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２４２页,下文简称“论
文汇编”).

后该年９月２１日在台湾岛中部南投县发生７．４
级大震,距原预测的震中误差约６０km.该地震造

成台湾死亡２４００人,台湾石冈混凝土水坝被断层

错动错断.后台湾“中兴工程研究发展基金会”邀请

郭增建和秦保燕去台湾讲演,该基金会董事长程禹

先生提出的讲演题目为“大震的长期预报”.台湾地

区所说的长期预报相当于大陆所说的中期和中长期

预报.

２．２００２年郭增建和秦保燕作为中国地球物理

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成员在台湾讲演的讲义第

３０页中,(讲义为台方印制)根据“静中动判据”预测

２００４年及前后台湾岛南端恒春附近可能发生７级

地震.果然２００６年在距恒春１５km 的海中发生７．２
级地震,该地震有人员伤亡.此次预测的发震日期

虽然比实际发震日期晚了些,但预测的发震地点较

为准.该震发生时海底电缆遭到严重破坏,影响亚

洲通讯达一个月之久.这是郭增建代表中国地球物

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对台湾所作的一次预

测.讲义中另一个预测的发震时间还未到,尚待验

证.２００７年接替程禹董事长职务的李树久先生给

郭增建来信说对２００２年郭增建和秦保燕赴台交流

的成果表示感谢.

３．１９９９年１月在“论文汇编”的２４１页上根据

太阳活动峰年曾预测在２００１年前后青海东南部可

能发生７级地震.结果在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４日青海

中西部昆仑山口西发生８．１级地震.这次预测的位

置有偏差,震级也小了些,但预测年份是准确的.根

据事后太阳活动的实际资料,２００１年出现了第二次

太阳活动高峰,上述８．１级地震就发生在此次高峰

稍后一点时间段内.

４．２００８年３月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

专业委员会编印的“２００８年天灾预测汇编”(简称

“黄皮书”)中,郭增建根据灾害链预测了２００８年在

康定地区可能发生６~７级地震.这也可以说是对

汶川大震的粗略预测.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初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

业委员会改选.在兰州地区共有三个下届委员,分
别为:中科院寒旱所高晓清研究员、中国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郭安宁研究员、兰州市沈明军高级工程

师.原郭增建主任和汤懋苍委员因年高退出,他们

都是原中科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的老人.

翁文波和郭增建(右一)在天灾预测学术研讨会上

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的

创始人是翁文波.翁文波１９１２年出生于革命世家,
父亲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是同盟会会员,
曾任宁波炮台司令.他的堂兄是翁文灏,翁文灏

(１８８９—１９７１年)是中国现代地震学开路人,他后期

入政,官至民国政府行政院长,但身为高官的他则一

点没有豪门风,其次子翁心翰为抗战驾机与日机作

战,于１９４４年在广西上空被日机击中殉国.

１９３９年初翁文波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毕

业后,回到正在进行进行抗日战争的祖国.在长途

跋涉中随身衣物被日本人扔下的炸弹炸飞,他却

将—台重力探矿仪保存得完好无损.

１９４１年中国沿海各地被日本占领后,中国进口

“洋油“困难,能源非常困难,曾有“一滴石油一滴血”
的说法.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他毅然辞去中央大

学教授的职务,奔赴十分艰苦的甘肃玉门老君庙,开
始从事石油勘探工作,践行了他“中国不缺教授,中
国缺的是石油”的豪言壮语.

大庆油田的发现,翁文波作为主要贡献人之一

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１９６６年３月邢台地震后,周恩来决定在中国进

行地震预报的探索,于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７日在中南海接

见李四光与翁文波.总理对他们说:“今天请你们来,
就是希望你们搞地震预报,这是我交给你们的任务.”

为不忘周总理当年的“托付”,翁文波开始了其

后半生的地震预测工作,创立了一套自己独特的预

测方法.
对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的翁文波决定在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里成立一个天灾预测专业委员

会,一是集合国内的力量进行天灾预测的研究,二则

可以有一个名义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预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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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５月经中国科协批准,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

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翁文波则辞去地球物

理学会理事长的“高位”而下任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

主任的“低位”,可见他对该专业委员会的重视.

１９９４年末翁文波被诊断为胰腺癌晚期.病重

的翁老对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领导说:“我的时间不多

了,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要抓紧时间把我的工作有所

交代,使预测论的研究能够延续下去”.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翁文波把电脑搬到病房中

去.他在三十多天粒米未进的情况下,挂着输液瓶

在电脑前工作,直到１１月４日他实在支撑不住,在
场的工作人员与探视者无不为之动容.１１月１８日

翁老离世.
翁文波院士临终前给时任中国地震局副局长的

陈颙讲,希望郭增建接替他的预测事业,担任天灾预

测专业委员会主任,把这项事业进行下去.从１９９４
年到２００８年,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虽进行到了第三

届,但郭增建一直担任主任,他不忘当年翁老临终前

的嘱托,而这个嘱托则是当年总理托付的传承.

编者按:
翁老逝世后,严济慈、黄汲清、王淦昌、傅承义、孙

枢、武衡、候祥麟、宋瑞祥、王涛、王彦、孙鸿烈、程裕

淇、徐冠华、刘光鼎、陈顒、王玉民等发起成立了翁文

波科学基金.而作为发起人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

司给予大力支持,拨款５０万元.这个科学基金的成

立是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每年开会的最基本的保障.
郭增建担任主任１４年来(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可谓

维坚维难,虽然翁文波基金每年能给予少量的经费,
但会议经费基本上靠“化缘”所得.

一个“舍主”是北京工业大学,曾多次对天灾预

测专业委员会给予支持.一次开会时一名副校长到

会致贺,他面对的是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个别人还

身患重病,却孜孜不倦地为这片土地上黎民百姓的

平安而毫无报酬地工作着,有些人甚至拿出自己微

薄的退休金资助会议的工作,当时他潸然泪下.
郭增建在２００８年后卸任主任,担任名誉主任

后,仍坚持参加每年两次的预测会议,在生命的最

后一年(２０１７年)仍提交了预测意见及会议论文.
在他逝世前１０天的１２月１日,天灾预测会在北京

开会,已经在 CCU 病房中的他当时心力衰竭到讲

话已非常吃力的程度.还提出了地震预报的三个总

结作为会议的发言.他是新中国最早从事地震预报

的学者,他不忘初心,在离世前的最后一、二小时,还
在喃喃噫语地震预报.翁文波、郭增建两代人

的传承,他们都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本文是对郭增建在２００８年卸任天灾预测专业

委员会主任后写的一篇总结,主要内容是针对他对

天灾预测会１４年几次重大地震重点预测工作的总

结,特此编辑.


(上接第２３２页)

　　(５)对地震三要素未知情况下做出的预测论文

提倡不够

长期以来,９５％以上的论文皆是在地震后地震

三要素已知的情况下写出的,文中把观测到的现象

设法与三要素联系起来,或干脆不联系而只是介绍

资料.这样的论文可以写得很漂亮,期刊也易于接

收,且可以评成果,但却不能锻炼出预报地震的能

力.这在开地震会商会时就应感觉到.此时只见资

料,不知地震三要素而要回答地震三要素,就感到不

好发表意见.鉴于此,建议在震后写文章时假设不

知道地震三要素而纯用震前的资料来判断未来地震

的三要素.例如１９７５年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人们

多认为是合适的前震起了作用,那就不考虑前震只

用前震以前呈现的各种现象去预测后面的大震,看
其结果如何.然而这样的总结现在还未看到.对于

震前预报了的地震在震后做总结时,一定要原原本

本回顾震前的认识.震后有新认识要分开,不要混

为一谈,更不要给震前的认识增加“美色”.
最后指出,地震预测的难度甚大,我们一定要

长、中、短临相结合,中西结合,专群结合,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以及新老结合来坚攻地震预报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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