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５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３年９月

地　震　工　程　学　报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３
Ｓｅｐｔ．，２０１３

甘肃岷县漳县６．６级地震发生日期的触发因素
分析及对短临预测方法的思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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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短临预报是目前地震预测的难点，通过对２０１３年甘肃岷县漳县ＭＳ６．６地震发生日期的研究，
发现发生日期７月２２日是节气、低点位移、异年倍七律和朔望共同作用的时间点。据此，本文用一
些基于可能触发地震发生的非传统方法的时间预测方法，回顾性地讨论了甘肃岷县漳县ＭＳ６．６地
震发生日期的临震日期预测问题。

通过对岷县漳县ＭＳ６．６地震研究，认为在地震短临日期的预测上。一些非传统方法虽然在机
理上还有待研究，但在统计上多次证明该方法具有预测准确性的效能。要基于传统方法与非传统
方法结合，才能对临震预测的时间逼近，同时提出今后预测临震时间的思路：多因素不断拦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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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甘肃岷县ＭＳ６．６地震，是甘

肃省自１９５４年以来（除去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发生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
对这次发生的地震，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甘肃

省地震局在中期期预测的尺度上，对这次地震在震

级及地点方面都有较好的预测，这是在近些年来验

证程度较好的地震趋势预测结果。
但是，临震预报毕竟是减少和避免伤亡的关键，

要做出临震预测才能发布地震预报，但这次地震却

没有做出相应的短临预报，这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
本文只是用非传统预测指标回顾性讨论岷县ＭＳ６．６
地震的发震日期预测，并由此提出一种临震预测的

思路以及技 术 途 径，以 作 为 今 后 临 震 预 测 的 参 考。
这个预测思路和技术途径是在中期预测的基础上实

施的。

１　岷县漳县ＭＳ６．６地震发生日期的天象与

地磁触发点

２．１　节气

根据太阳的位置在一年的时间中定出二十四个

点。每一点叫一个节气。每一点所在的那一天称节

气日，１９８９年出 版 的《灾 害 物 理 学》中，把 节 气 预 测

灾害列在“东方灾异观”中［１］，并从现代科学角度作

了解释，认为它可能与气象条件的变异以及磁扇形

边界的磁场变异有关，而这两个变异都对地震有触

发作用。在甘肃南部１６５４年天水８级地震发生于

７月２１日，这距大暑节气甚近。１８８１年６月２０日

礼县６．５级 地 震 也 发 生 在 节 气 附 近。１５７３年１月

２０日岷县６级地震也发生在节气附近。由于历史

上的地震发生日期对以后的地震发生日期预测有参

考作用，这个大暑节气就值得参考。实际上２０１３年

的岷县ＭＳ６．６地震发生于７月２２日正好也是大暑

节气。而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１０年舟曲滑坡泥石流巨

灾发生在大暑后 紧 接 着 的 立 秋 节 气，使１　０００多 人

丧生。

节气触发因素的注意点在于，一是一个地区历

史上地震发生的节气点，往往亦是今后发生地震的

参考点，另一点是节气点发生的灾害不仅有地震，还
存在有其他大的自然灾害。

２．２　朔望

朔望是地 球、太 阳、月 球 在 一 条 直 线 上 而 形 成

的。当月亮轨道上绕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月亮的

阴暗的一面对着地球，这时叫朔，正是农历每月的初

一。这时月球处于太阳与地球之间，几乎和太阳同

起同落，朝向地球的一面因为照不到太阳光，所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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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是看不 见 的。当 月 亮 绕 行 至 地 球 的 后 面，被

太阳照亮的半球对着地球，这时叫望，一般在农历每

月十五或十六日。这时地球处于太阳与月球之间，
月球朝向地球的一面照满太阳光，所以从地球上看

来，月球呈光亮的圆形，叫做满月或望月。
朔望时日月引潮力最大，而且其相应的阴历日

期比较明确，它 对 地 震 有 一 定 触 发 作 用，２０１３年 岷

县ＭＳ６．６地震正好发生在望日－－阴历十五。

２．３　地磁低点位移

地 磁 低 点 位 移 是 陈 绍 明 和 丁 鉴 海 等 在 上 世 纪

７０年代之初 提 出 的 预 报 地 震 发 生 日 期 的 方 法。他

们把地磁场垂直分量日变化极小值即最低点出现时

间在空间上的分布差异称为低点位移，并认为这个

低点位移出现之后的第２７天和４１天在差异区分界

线路过地带可能发震。

１９７７年作者之 一 在《地 震 战 线》第５期 上 分 析

了他们以往一些低点位移总结材料［２］，发现预测地

震的日期与倍 九 法 符 合 较 好。例 如１９７５年２月４
日辽宁海城７．３级 大 震，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９日 塘 古、
白家曈、大同等台极小值出现在１６点以后，其他地

区则在１２点前后。如以低点位移出现的日期为起

算日期，按四个九天推算得出发震日期为２月３日

（低点位移 日 期 后３６天），与 实 际 发 震 日 期 只 差１
天，如按低点位移后４１天算，发震日期为２月８日，
与实际发震日期差４天；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７．８
级地震，在 围 绕 唐 山 地 区 的 较 大 范 围 内，１９７６年７
月２日至４日出现低点位移，按低点位移后三个九

算得发震日期为７月２９日至３１日，与实际发震日

期相近，如按低点位移后２７日推算，得出同样日期。
由以上震例可以看出，低点位移后的发震日期也符

合倍九法。１９９０年我们见到黄雪香和丁鉴海在《地

震学刊》第３期上发表的１９６９年渤海湾７．４级大震

前６月２０日出现的低点位移其后２８天发震（三九

多一天）。另外文献［１］还引述过１９７３年２月６日四

川炉霍发生７．６级地震前４５天出现低点位移。文

献［４］还引述过２００８年汶川８级大震前１８天出现低

点位移。这些震例表明上述低点位移出现后在滞后

的倍九天发震的比例较大。
对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岷县ＭＳ６．６地震来说，

６月１６日 和１９日 有 两 个 低 点 位 移 线 经 过 甘 肃 地

域，７月２２日是６月１６日 低 点 位 移 后 的 第３６天。
这是符合低 点 位 移 出 现 后 倍 九 天 发 震 的 日 期 特 征

的。
在震前，已注意到了这个地磁低点位移是否可

能对应甘肃的地震，由于地磁低点位移会产生虚报，
综合其他台站的前兆资料后，综合判断认为不会立

即发生地震，从而产生了漏报，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

如何根据多因素的判断，提出对临震预测的把握程

度。

２．４　异年倍九律和异年倍七律剖析

异年倍九律是我们在１９８６年提出的方法，是用

于临震预报的一种指标。在某一地区不同年份发生

的大震，如果发震的季节相同或相近，则它们的发生

日期之间具有倍九天的时间间隔。这个异年倍九律

使人们有可能根据某地区历史上的大震发生日期去

推断该地区今后大震发生的日期。
异年倍七律是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就提 出 的。在

２００９年出 版 的《５．１２汶 川 地 震 预 报 回 顾》一 书 第

１８３页上又提出，“异年倍七（天）律对大震预测日期

也很重要。特别是倍九法与倍七法所倍日期重合度

高的日期更应注意。”［４］倍九律和倍七律即倍九法和

倍七法，它们是建立在以下的理论认识上的。
（１）地震越 大 与 外 因 的 关 系 越 密 切，即 大 地 震

被外因触发的可能性大。这可能是因为外因作用的

空间尺度较 大，而 地 震 大 时 震 源 体 积 大，按 组 合 模

式，其震源（即应力积累单元）两端的应力调整单元

都大。在临震前，应力积累单元和应力调整单元动

态取得一致，即统计物理学中相态突变前所谓长程

关联，此时外因驱动的不稳定体积大，其内互相同向

协调运动的作用亦大，从而触发了大震。
（２）触发大 震 的 外 因 很 多，例 如 在 日 月 引 潮 力

的波谱分析中有９天和７天周期的引潮力成份［５］。
由于地壳内失稳时的状况多样，所以有的状况对７
天周期的成份反应敏感，有的对９天周期的成份反

应敏感。另外磁暴也有９天周期和倍９天周期的呈

现时间，大气变化中也有９天周期的变化，地球自转

速率中也有９天周期的变化成份，以上这些都可能

触发地震。
（３）历史上 的 大 震 它 们 发 生 日 期 是 有 记 载 的，

我们不知道日月引潮力波谱中的９天和７天周期的

引潮力成份是否起过触发作用，但不能排除它们可

能起过触发作用，因大震易被外因触发（磁暴和天气

韵律等也如此）。即历史上的大震很可能是倍九天

和倍七天的外因触发的，但我们又不知道是否真的

触发了，同 时 又 不 能 排 除 它 们 对 地 震 的 触 发 作 用。
如果这种作用在历史大震中触发过地震，它在以后

相隔很时间以后（也许是１０年也许是几百年）当地

下不稳定时也可能再次以同相位触发地震。这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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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异年倍七天或异年倍九天发震的现象。作为

地震预测来 说，只 要 不 能 排 除 的 可 能 性 就 要 考 虑。
即在历史大震发生的类似季节，从历史大震发生日

算起求出倍七天的一些日期和倍九天的一些日期，
以供最后综合分析时作参考。为了使上述推理有事

实根据，可在所预测地区选取历史上的大震，至少有

两次大震的发生日期之间（不计年）是符合倍七天或

倍九天的。对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岷 县 ＭＳ６．６地 震

来说，１６５４年天水８级 地 震 到１８７９年 武 都８级 地

震其时间 间 隔 为２０天，它 与３×７天 相 近，只 差１
天。所以可用倍七法求岷县地震的发震日期，即从

１８７９年７月１日武都８级 地 震 算 起 再 加２１天，即

为７月２２日。这 正 是 岷 县 ＭＳ６．６地 震 的 发 生 日

期。
（４）在现代科学中出现了混沌和自组织临界的

理论，它们否定大震临震预报的可能性。我们的观

点是当孕震系统能量增长未达到混沌和自组织临界

状态时外因的触发就起作用了，因之按已往提出的

触发、调制和整步的物理思路进行临震预报是可以

不考虑上述 混 沌 和 自 组 织 临 界 理 论 的。对 于２０１３
年７月２２日甘肃岷县ＭＳ６．６地震来说，距 它 最 近

的大震为１６５４年天水８级地震和１８７９年武都８级

地震。由１６５４年天水７月２１日发震日期起算，实

际岷县地震发生在第２天，即零７天和零９天。这

也是倍七法和倍九法所包含的日期。如由１８７９年

武都７月１日地震起算，则２０１３年岷县６．６级地震

发生在第２１天（三个七天）。以上所得由各历史大

震发震日起算的倍七天皆与岷县的发震日期有关。
但所倍日期较多，这在综合分析时与前述的节气、低
点位移、朔望相配时作选择。

２　综合分析

把前边所 述 节 气、低 点 位 移、朔 望 和 异 年 倍 七

律、异年倍九律画在同一图上，如图１所示。图１中

最上面的横线表示的是２０１３年６月和７月的节气，
最后“大暑”节 气 日 是 岷 县 ＭＳ６．６地 震 的 发 生 日。
图１中第二条横线是出现在６月１６日的低点位移

（６月１９日还有一个低点位移，借鉴２００８年汶川大

震的经验，第一个低点位移推求发震日期最好，故仅

取６月１６日的低点位移），此日后有一九、二九、三

九和四九的日期，岷县６．６级地震发生在四九的日

期，即低点位移出现后第３６天的日期，图中用“＋”
号表示低点位移后２７天和４１天。图１中第３条横

线表示的是６月和７月的朔望日期分布。岷县６．６

图１　非传统方法综合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ｕｎ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ｍｅｔｈｏｄｓ

级地震出现在７月２２日，即望日。图１中第４条横

线表示的是从１８７９年７月１日武都８级地震发生

日起算的异年倍七日，岷县６．６级地震发生在第三

个七天，即武都大震后第２１天。在第４条横线中还

以大圆黑点表示异年倍九日，它未对应岷县６．６级

地震的发生 日，也 未 与 上 述 其 他 要 素 的 日 期 重 合。
由图１中四个要素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７月２２日

是四个要素的重合日，其他日期四要素不重合，所以

从非传统预 测 方 法 来 说，选 择 重 合 日 作 为 岷 县 ＭＳ

６．６地震的发震日是合理的。２００８年汶川大震到岷

县地震相隔日期虽然也与异年倍九日（８×９－１）符

合，但隔时较久，我们在图１中未引用它。应当说明

的是四要素皆重合的震例是不多的。对一个监视区

来说，例如天水至武都地区异年倍七日和异年倍九

日是不变的，节气日也基本不变。主要变的是低点

位移日和朔望日。由于朔望日出现的次数较多，所

以作为缩小四要素重合日期数目来说，主要是低点

位移。但地磁低点位移又需与其他要素日期磨合来

选择自身日期，所以多要素综合分析最好。
另外，触发日期的预测方法还有磁暴二倍法、磁

暴倍九法、前兆突跳倍七法和前兆突跳倍九法以及

昔日震中迁移始发点上前兆时间倍法等。这些都是

与预测发震日期有关的方法。因岷县地震前兆资料

我们手头尚缺，在此暂不作讨论。

３　短临 预 报 的 思 路 探 索———多 因 素 触 发 不

断拦截法

短临地震预测一直是困绕实现地震预报的重大

困难，按照现行的行政及科学思路，针对短临预报的

跟踪方式的通常思维习惯是：在一系列前兆台网出

现前兆后，才认定可能会发生地震。对时间的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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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推断是：地震还有多长时间发生。如将在三天、半
个月将发生地震等。

但是针对地震预测多年的实践，不难发现，这种

思维的模式，依据现今的预测技术，要达到是很困难

的。
我们在这里的思路模式是，在中期预测的基础

上，对未来能产生触发地震的一系列日期点进行排

列，除前面介绍的诸触发地震的方法外，地震界还有

红绿灯法、五 倍 缩 率 法、地 震 二 倍 法 和 引 潮 力 共 振

法、电离层云块法等。围绕这些可能触发的日期点

进行不断的预测而进行预报。由于本思路是针对一

些间断时间点连续的追踪，因而称之为不断拦截法，
因为产生触发点的因素不止一个，因而称之多因素，
图１就综合体现了这些短临预测方法的一个实例。
下面我们再较详地论述这一预测思路。

（１）结合一 些 短 期 的 前 兆 预 测 指 标 进 行，中 国

地震预报在几十年的前兆摸索实践中发现，在前兆

发生明显变化后，地震在其后一周、十天，半月发生

的可能性较大。以这个短期预测，配合以上这些可

以定出日期的短临预测指标，在综合判断的基础上

加大预 测 的 准 确 性。其 次，针 对 一 些 探 索 中 的 方

法［６－９］，一些区域性的 指 标［１０－１２］，都 是 可 以 进 行 综 合

印证比较后得出较为准确的预测结论。
（２）在这些 触 发 日 期，特 别 注 意 出 现 的 短 临 异

常，这时出现的短临异常可能就是临震的指标，以此

加大了短临前兆预报地震的可信度。
（３）在这些 触 发 日 期，特 别 关 注 临 震 的 地 声 地

光及初始的小的震动，做好临震避险的准备。
（４）这 些 多 因 素 对 地 震 的 触 发 点 是 可 能 叠 加

的，叠加后的危险度会增加更多，在预测时应予以加

权，若是出现一个最大叠加后没有发震，则可认为在

后面的拦截点上发震的可能性就不大了。这是解除

预报的判据之一。
另外，可以在行政上考虑这样的设防，在有中期

或中长期的预测指标时，围绕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这

些外因与前兆重合点进行特别关注设防，即在这些

关注点时与不是在这些关注点周围时，设置不同的

警戒级别来设防。

４　结论

临震预测是地震预报的最大难点，也是地震预

报能否发出的瓶颈。通过对２０１３年甘肃岷县漳县

ＭＳ６．６地震发生日期的研究表明，发现地震发生日

期７月２２日是节气、低点位移、异年倍七律和朔望

共同作用的时间点，这次地震又证明了地震易发生

在一些以前认识的触发点周围，据此提出逼近临震

时间的思路：多因素触发不断拦截法。我们认为临

震预测其思路框架仅是局限于前兆出现多长时间发

震的思维模式去寻找技术的解答，是很困难的。本

文建议的预测思路是在全面研究各种以日期为标志

的触发因素后，形成未来的一系列触发点，也即是可

能的发震日期的拦截点，配合相应的前兆指标，对实

际地震的发生进行不断拦截，以实现临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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