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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

由三性法讨论２０１７年８月８日四川九寨沟７级地震的中期预测①

郭增建,郭安宁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九寨沟和其周围地区２０世纪共发生３次强震,它们在时间轴上符合以４２年为周期的三性分布.从１９７６年

松潘地震起算跨越此周期可预测２０１８年再次发生强震.该地区实际地震前一周期比４２年多一年,则从１９７６年松

潘地震起算向新的周期减一年,可预测２０１７年再次发生强震.

关键词:九寨沟;７级地震;三性法;中期预测

中图分类号:P３１５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０８４４(２０１７)０４－０７９７－０２

DOI:１０．３９６９/j．issn．１０００－０８４４．２０１７．０４．０７９７

DiscussionontheMediumＧtermPredictionofJiuzhaigou,SichuanMS７．０
EarthquakeonAugust８,２０１７,byMeansofTripletMethod

GUOZengＧjian,GUOAnＧning
(LanzhouInstituteofSeismology,CEA,Lanzhou７３００００,Gansu,China)

Abstract:Threestrongearthquakes,whichoccurredintheJiuzhaigoucountyanditsadjacentareasinthe２０th

century,fittothetemporaltripletdistributionwithperiodof４０years．Itispredictedthatastrongearthquakewill

occuragainin２０１８basedontheperiodwiththe１９７６Songpanearthquakeasthestartingpoint．Infact,theprevious

periodofactualearthquakesinthisareais４３years,onemorethan４２years,sothenewperiodshouldsubtractone

year,whichmeansthepredictedstrongearthquakeshouldoccurin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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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１９９９年元月我们在中国科协举行的全国减灾大会上提

出了三性法,其是对大震进行中期预测的一种方法①.此法

在１９９９年台湾集集７．４级地震和２０１０年青海玉树７．１级

(后定为７．４级)地震中都有过一定的中期预测效果.三性

法形成的物理原因见诸文献[１]的讨论.本文拟以其回顾性

讨论２０１７年８月８日九寨沟７级地震的中期预测.

１　三性法的预测思路

把一地区或地带中大震发生的时间按其先后次序排列,

看这些排列中的诸间隔是否具有周期性、倍周期性以及每个

周期中是否有黄金分割性.这里所说的周期实为间隔,如果

所有大震都落在这三者的时间点上或近旁(可以有空缺的时

间点),则认为所研究地区或地带中的大震符合三性分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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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法中最重要的成份是周期性,其次是黄金分割性,至于倍周

期性只是周期性的重复.因此可用由过去外推未来的思路进

行未来大震发生年份的预测.如现在正逢过去一个周期的黄

金分割点,且此点刚过了短段黄金分割０．３８２T(T 为周期),

则在未来时间中需补够长段黄金分割０．６１８T,这就满了一个

周期,然后再用由周期性、倍周期性和黄金分割性构成的时间

分布系列按先后次序进行大震发生年份的预测.

２　九寨沟周围地区历史上诸大震的三性分布

九寨沟地震属于迭溪、松潘震区.该地区面积不大,但

大震却甚为活跃.研究发现该区发生的７级大震符合以４２
年为周期的三性分布.具体介绍如下:

１９３３年８月２５日迭溪大震到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９日黑水

６级强震(在松潘西南)的时间间隔为２７年,此间隔比４２
年的长段黄金分割２６年多１年(我国规定７级和７级以上

为“大震”,黑水地震虽不够７级,但震级已不小,故可视为

“准大震”).

从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９日黑水６级地震到１９７６年８月１６
日松潘７．２级地震(它与８月２３日发生的另一个松潘７．２级

地震可视为同一次大震,因二者只差７天),其间隔时间为

１６年,这正好是 ４２年的短段黄金分割.至此,补齐了从

１９３３年迭溪大震到１９７６年松潘大震整个周期(图１).从图

１中可看出,三性理论分布与实际地震分布较为符合.黑水

６级地震位于４２年的黄金分割点.已知图１中的迭溪、黑

水 和松潘三个地震较符合三性法,所以就可以从１９７６年开

始向未来外推进行预测:２０１８年迭溪、松潘震区(包括九寨

沟地区)可能再次发生７级地震,实际上在４２年周期点的前

一年,即２０１７年就发生了九寨沟７级地震.

图１　九寨沟周围地区的大震时间分布

Fig．１　TimedistributioninJiuzhaigouanditsadjacentareas

三性分布是两个波动式外因合成后其最大振幅和次大

振幅触发所研究地区地震,使地震在时间轴上形成的一种分

布形式.最大振幅在每个合成周期的两端,次大振幅在每个

周期的黄金分割点上.要形成这种分布,两个波动式外因的

周期之比应为２∶３.对于九寨沟周围地区来说,要形成上述

的三性分布,必须外因合成后的周期为４２年(理论周期,平

均周期).在实际地震分布的间隔中,若前面的间隔多于平

均周期一年,则后面的地震间隔就会少一年,以维持平均周

期,图１正是如此.第一个间隔多一年,后一个间隔少一年,

这就把地震由２０１８年提前到２０１７年了.间隔多一年和少

一年的道理本文略.

以上是中期预测,下面顺便对短临预测作些讨论.在本

文中１９３３年８月２５日迭溪７．５级地震与１９７６年８月１６日

松潘７．２级地震不计年日序之差为９天,按“异年倍九法”的
观点,这两次地震可能是９天周期的外因触发才好形成这一

九天的日序之差.在此情况九寨沟地震是否也是９天周期

的外因触发的呢? 对此,把１９７６年８月１６日的日期不计年

的移到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６日,看这个日期之前的若干个倍九天

日期和之后的若干倍九天日期中哪个日期发震的可能性大.

这就要用非９天周期的外因去配,看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６日之前

和之后哪个倍九天与这个非九天周期的外因日期重合或接

近重合就选这个日期作为可能发震的日期.这是属于文献

[２]的思路.我们用８月和其前后所有朔望日去配,只有８
月１６日之前的第一个９天(８月７日)和８月６日的望日接

近重合,其他倍九天日期和其他朔望日日期错开较大,故可

选８月６—７日为可能发震的日期.实际上九寨沟地震就发

生在８月８日.在这里可以看到,倍九天有许多个,朔望日

也有许多个,它们互配后的重合日或接近重合日使两者各自

的许多日期进行了“互补性选择”而用于地震预报.

最后指出翁文波院士提出的可公度性和我们提出的三

性法,它们都是用少量资料就可外推作地震预测,这在地震

预报中具有实际的意义.

另外,我们建议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把国内所有的地

震预测方法汇总成参考手册,各地区分析人员可以针对所负

责地区用各种方法去试,看结果是否有符合趋势意见的,这
样就可使某些结果走在地震发生之前.当然选择哪些地区

去“试”,选多大地区或多长带去“试”,这存在一定的难度.

但既然是“试”,就可以由试者多方案去进行.这就与钱学森

院士居于复杂科学高度所提出的“地震预报要有一串钥匙,

不能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钥匙”(引自汪成民教授请教钱学

森院士时钱的谈话)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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