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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4年 12月 26日在 印度尼 西亚 苏门答腊西北地 区发生 了 8．7级特人 巨震 。作者 在 2004年 1O月对这一 

巨震做 过预 测 ：发震 时间为 2004年 12月 20日士5天(或 士10天)，预测震 级为 Ms=7．5～8．5。与 实际发震 时间和 

震级符合较好 ，预测地 区(在 日本 南部 )与 实际相差较 大。印尼特 大巨震的发 生具有 53～54年 的信 息有序性 ，因此 

特大 巨震的发生是有可能预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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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casting for Super-great Earthquake in Indonesia and It’S Informational Order 

SHEN Zong-pei 。XU Dao-yi。 

{1．Shah aiEarthquakeAdministration．Shanghai 200062．China；2．Institute ofGeoloay。CEA，Beijng 100029。China) 

Abstract：A super—great earthquake(M 一8．7)occurred in Sumatera，Indonesia on Dec．26，2004．()n Oct．30。2004 the 

first author of this paper had given a great earthquake prediction：the date is on Dec．20，2004 with a range of 4-
_ 5 

days{or±10 days)；the magnitude is M 一7．5～8．5．Both the predicted date and magnitude are agree well with In— 

donesia earthquake．The predicted region was mentioned tO be in the South Japan，which is far away from the 

Sumatera region．It is found that Indonesia earthquake and other tWO super-great earthquakes in Asia are character— 

ized by the informational orderliness of 53～ 54 years．Therefore，it means that super-great carthquakes in Asia are 

possible tO be pred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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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2004年 12月 26日在 印度 尼西亚 苏 门答 腊西北 地 区发 

生了 8．7级特大巨震(以下简称为：印尼特大巨震)．地震形 

成的巨大海啸造成了二十多万人的死亡，损失十分严重。根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印尼特大巨震的震级是 8．7级，而美国 

USGS测 定的震级 是 Mw一9．0。 

一 些科学家认为：在人类现存记忆中。这次印度洋海啸 

理论上是“第一 次全球性地球 物理学事件”。人们十分关 心 ： 

这 么大 的巨震能否在震前进行过 预测 ? 

本文目的是介绍应用磁暴月相二倍法、磁暴二倍法对印 

尼特大巨震的预测和依据。它们对于以后将要发生的全球 

性灾难事件 的研究 和预测都会有 重要 作用 。 

l 对印尼特大巨震的预测 

在 2004年 1O月一11月．笔者曾应用磁暴月相二倍法作 

出了对印尼特大巨震的发震时间和震级预测，并在 2004年 

1O月 30日填写 了“天 灾年度 预测 报 告简 表”。在“简表”中 

作 出了如下的短临地震预测 ： 

预测时间：2004年 12月 20日士5天(或±10天) 

预测地区：特别要注意以下二个地区 

(1)日本本州南部近海(以 34。N．138。E为中心 150 kin) 

(2)日本四国南部近海(以 31．5。N，132．5 E为中心 150 

kin) 

预测震级 ：Ms一7．5—8．5 

注：不排除在其他地区内发生 

该简表分别邮寄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郭增建主任 

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汪纬林秘书长．其 

后又将预测内容以电子邮件形式发给了国际地震预测委员 

会许绍燮秘书长．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徐道一、 

汪成民，委员：李均之，任振球，林命周等．以及中国地球物理 

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先生和上海福岛自然 

灾害预测技术开发公司宋期副总经理。 

实际情 况是 ，2004年 12月 23日在 澳洲东南 方 向的麦 

阔里 岛发生 了 8．1级 巨震 ；2004年 12月 26日在 印度尼西亚 

苏门答腊西北地区发生了 8．7级特大巨震。上述预测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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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时间和震级方面和两个巨震都对应得十分好：预测发震时 

间的 中心点(12月 20日)与 巨震实 际发 生 时间 分别 相差 3 

天和 6天，都在预测范围内；预测震级分别为符合和相差 0． 

2级；对发震地区 的预测 ，提 出发生 在亚 洲东 部 的东北 区 的 

。日本南部”，而印尼特大 巨震发生在亚洲东部的南区，误差 

较大 。 

2 预测依据 

巨震是指 8级左右 的大地震。地震预测 ，特 别是对 巨震 

的预测非常困难 ，而应用磁暴 月相二倍 法在过去十多年 中已 

经有 过多次成 功预测大地震 (包括 8级 巨震 )[ ‘ 的经历 ，所 

以这次才能对印尼特大巨震作出了较好的预测。 

2．1 对发震时 间的预测 

应用磁暴 月相二倍 法有 ： 

起倍磁暴 日：2001年 l1月 6日，农 历 九月 二 十一 (下 

弦)，K=9； 

被倍磁暴 日：2003年 5月 30日，农历四月三十(朔日)． 

K = 7。 

两者相隔 570天 ，被倍磁 暴 日加 570天后得 预测发 震 日期： 

2004年 l2月 20日。 

这一起倍磁暴 日(2001年 l1月 6日)K=9与发生 在朔 

日的被倍磁暴 日(K≥6)在以前也有很好的预测震例(表 1)。 

由表 l可见 ，前两 个 震例 在 预测 日期 的对 应方 面也 是很 好 

的。 

表 1 起倍磁 暴 日(2001年 儿 月 6日)与发生在朔 日的被倍磁暴 日(K≥6)对应震例 

又有 ： 

起倍磁暴 日：1999年 9月 23 E1．农 历 八 月一 十 四 (望 

E1)，K一8 

被倍磁暴 El：2002年 5月 l1日。农历 三 月二 十 九 (朔 

日)．K=6 

两者相隔 961天。被倍磁 暴 El加 961天后 得 预测发 震 El期 ： 

2004年 l2月 27日。 

由于以上二个预测日期非常靠近，因此在 2004年 lO月 

笔者认为很可能是同一次地震，故作出了上述有关发震时间 

的预测 。 

2．2 对震级的预测 

对震级的预测主要依据起倍磁暴 的特性 。例如：2001 

年 l1月 6日的起倍磁暴开始于 l1月 5日10时(世界时)， 

首先产生了一个无急始型的磁暴；这个磁暴还没有结束，紧 

接着 于 l1月 6日 01时 52分 又 产生 了一 个 急始型 特大 磁 

暴，水平强度(H)的最大急始变幅高达 176 nT，磁暴最大幅 

度达 到 523 nT，磁暴三小 时的最 大活 动程度 K指 数达 到最 

高值 9①。像这样强烈的特大磁暴在第 23周太阳峰年(2000 

—

2001年)中几乎是最大、最强烈的一次特大的复合磁暴． 

在 以往 的磁暴 目录 中是很少见 到 的。这表 明太 阳上喷 发 出 

来 的带 电粒子流 冲击地球磁场 的能量 是相当大的 。用 这个 日 

期作为预测地震的起倍磁暴 日有可能对应较大的巨震。 

由表 l可见。前两个震例的被倍磁暴 日的 K指数都为 

6．所对应地震的震级都较大，为 8级左右。在预测印尼特大 

巨震 时所应用 的 2003年 5月 30日的被倍磁 暴 日的 K 指数 

达到 7，比表 l中用来对应 8级 左右大 震的二个 被倍 磁暴 日 

的 K指数都要大一个数量级。 

在这种情况下，因此估计可以预测发生最大为 8．5级的 

巨大地震 ，实际上发 生的 印尼特 大巨震 的震 级 为 8．7级 ，与 

①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编．磁暴报告．2001。23(4)． 

预测 的震 级相 差 0．2级 。 

2．3 对发震地 区的预测 

。磁暴月相二倍法 ”最 大 的薄弱环 节是在 发震地 区的 预 

测上。这一方法本身尚不能用以对发震地区作出预测，通常 

是利用一些地区的地震周期、大震的迁移方向等来作出对发 

震地区的预测依据。应用“磁暴月相二倍法”作出的预测意 

见 ，对发震地区的预测虽有成功的例子，但是它们的比例也 

不高。因此在预测印尼 特大 巨震时 ．把发 震地 区预测为 。日 

本南部”，误 差较大 。 

3 印尼特大 巨震的信息有序性 ’ 

由徐 道一发现 的应 用于研 究 中国大 陆 8级 巨震的思 路 

和方法(信息有序性 、可公度性等)[ ，也可用之于研究印尼 

特大巨震 。 

从 l9世纪末开始有现代地震记录以来，在亚洲发生的 

三次特大 巨震 ，见表 2。由表 2可见 ，2号与 l号特大 巨震 相 

隔 53年 ；3号与 2号特大巨震 相隔 54年 。两个 时间 间距 几 

乎相等，仅相差 1年。三个特大巨震显示了很好的时间有序 

性．它也是一种可公度性[ ．这与中国大陆 8级巨震的信息 

有序性很相似。三个特大巨震发生的纬度都局限于在东经 

9O。一97。的小范 围内．也是很 值得 注意 的一个现 象。这些 特 

性对今后 的巨震研究 和预测具有重要意义 。 

表 2 亚洲 三次 特大 巨震 (M≥8．6)目录 

总之 ，亚洲特大 巨震 这种 十分罕 见 的天灾 ．它们 的发生 

具有一定的有序性，是有序发生的，个是随机的。因而是有可 

能预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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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台网．适用那种类型的地震 。 

(3)对于不同的区域地震遥测台网，应该分析本台网的 

地球模型特点和布局特点，选用适合本台网的地震定位程序 

和地球模型参数 ，或研制适合本台网的地震定位程序。才能 

保证本台网地震定位的准确 

(4)要保证地震定位结果的精度 ．还要能正确识别震相， 

提高震相识别的水平和速度。除此之外，还应该定期对台网 

中各子台的地震计、数采器、GPS时间服务系统、传输系统等 

进行认真的检查和标定，保证台网中各台站的地理坐标、传 

递参数准确无误，台网各子系统的运行状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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