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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震兆共迁法以平凉远台地电前兆异常
回顾性讨论２０１７年九寨沟大震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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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７年九寨沟７级大震前平凉台上的短临地电 阻 率 异 常 甚 为 明 显,平 凉 距 九 寨 沟 震 中

３６０km.如此远的震中距离只能用“震兆共迁法”预测九寨沟大震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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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hortＧimpendinganomaliesofgeoＧresistivityrecordedbythePingliangseismicstaＧ
tionbeforeJiuzhaigouMS７．０earthquakein２０１７isveryobvious．Pingliangstationis３６０kmfrom
theepicenterofJiuzhaigouearthquake,sotheepicenteroftheJiuzhaigouMS７．０earthquakecan
onlybepredictedbythemethodof＂earthquakeprecursorcoＧmigration＂inthispaper．
Keywords:distantprecursor;earthquakeprecursorcoＧmigration;predictionforJiuzhaigouearthＧ

quake



０　引言

震兆共迁法是１９８５年提出的方法[１],正式定名

是２０１６年[２].该方法的特点是可应用远台短临前

兆预测地震.本文拟用甘肃平凉台地电阻率异常回

顾性讨论２０１７年九寨沟７级大震的预测.

１　２０１７年８月８日九寨沟大震前平凉地电

阻率的前兆异常

２０１７年８月８日九寨沟７．０级地震震中位置在

九寨沟县西偏南３５km.震源断层为北北西走向的

左旋走滑占优势的断层.震中为３２．２°N,１０３．８°E.
这次地震前半年平凉台１００m 深度上观测到的年

变趋势开始迭加有明显的上升变化[３].文献[３]认
为此上升变化不能用气候变化来解释,应是中短期

前兆异常.如图１所示(按文献[３]简化).图中实

线为南北方向测线所测得的地电阻率变化.点线为

东西向测线所测得的地电阻率变化.

图１　平凉１００m 深井观测的地电阻率变化曲线

Fig．１　GeoＧresistivityvariationcurveobservedin
Pingliangdeepwell(１００m)

除了上述中短期前兆异常外,还有九寨沟大震

前２０小时百米深井南北测线上观测到的突跳异常,
如图２所示(按文献[３]简化).图中实线为南北向

测线所测得的地电阻率变化,点线为东西向测线测

得的地电阻率变化.
按文献[３]介绍,对于上述图１所示的前兆异

常,有关方面曾预测平凉台周围甘陕宁交界地区可

能发生６级地震.但事后并未发生.按照文献[１]
的观点,这个预测只是可能的预测方案之一(传统的

源场模式方案),未考虑第二种预测方案(非传统的

震兆共迁方案),即观测到前兆异常的台站地区历史

上发生的破坏性地震随后向别处迁移所至地区可能

有破坏性地震.由于后一情况是远台前兆,所以地

震震级较大.在历史上１６２２年１０月２５日固原平

凉曾 发 生 ７ 级 地 震,半 年 后 震 中 迁 至 松 潘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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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可向松潘地区作预报.松潘距

九寨沟就不远了.

图２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１０日平凉地电阻率深部

(１００m)观测T２４整点值

Fig．２　T２４hourlyvalueofgeoＧresistivityobservedin

deepwell(１００m)ofPingliangstationduring
August１－１０,２０１７

２　与汶川大震前宁夏固原台的地电阻率异

常作对比

固原距汶川大震震中已有６２０km.但根据关

华平列举的电阻率异常甚为明显,如图３所示.

图３　固原地电阻率短期异常现象

Fig．３　ShortＧtermanomalyofgeoＧresistivityinGuyuan

对于图３如此明显的地电异常如何预报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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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按照传统方案的“原场模式”一般是固原台附近

地区可能有破坏性地震.但事后固原附近并无破坏

性地震发生.如果按震兆共迁法(非传统源线模式

的内容之一)则可向松潘地区作地震预测(松潘距

２００８年汶川大震震中区已很近了).震兆共迁法的

含义已如前述,即一旦台站观测到可靠的前兆异常,
一个是向台站附近地区预测可能有破坏性地震,一
个是向台站附近昔日地震向别处迁移的迁至区预测

可能发生较强的地震.
在历史上１６２２年１０月２５日固原、平凉发生７

级地震后 １６２３ 年 ６ 月 ２３ 日地震迁至松潘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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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历史上有过震中迁移,那么２００８年

３—４月份固原出现的地电异常,它相当于慢地震,
只是未发射地震波,它也可重演历史上的震中迁移,
可向松潘地区作迁移,据统计,向昔日迁至区的迁移

多是地震.由于固原是远台前兆,所以所预测的地

震震级较大.值得指出的是前述２０１７年九寨沟７
级地震前平凉台出现很显著的中期和临震地电阻率

前兆异常(２０１３年所建深井观测),其历史上的震中

迁移背景与固原地电前兆相对于２００８年汶川大震

的完全相同.看来这是一次重演了的“震兆共迁”
事件.

３　两个震兆共迁事件的对比

前边所述固原相对于２００８年汶川震中的“震兆

共迁”事件和平凉相对于２０１７年九寨沟震中的“震
兆共迁”事件其总体方向是相似的,即北东西南向如

图４所示.

图４　两个震兆共迁事件

Fig．４　TwoearthquakeprecursorcoＧmigrationevents

　　固原距平凉约７０km,九寨沟震中距汶川地震

极震区的中间段,即北川极震区约２２０km(汶川大

震有汶川和北川两个极震区).汶川极震区距固原

６２０km,九寨沟震中距平凉３６０km.上述两个震

兆共迁事件其历史上的地震迁移是共同的,即都为

１６２２年７级地震和１６２３年松潘５
１
２

级地震.

我们认为震中迁移是地下目前人们能掌握的

“由此及彼”作动态联系推断的唯一指标.

４　讨论

震兆共迁法在１９８５年提出,２０１６年正式应用

“震兆共迁法”的名称.其含意是一旦观测点上观测

到前兆异常,可有两种预测地震的方案,一个是观测

点附近地区可能有破坏性地震(这是传统方案),一
个是台站所在地区历史上发生的地震随后迁移所至

的地区可能有破坏性地震(这是非传统方案).由于

后一方案是应用远台前兆作预测,所以所要预测的

震级较大.在国内台站多设于历史上发生过破坏性

地震且有一定人烟的地方,再加上研究表明震中迁

移交会的地方往往是大震孕育区[４],所以“震兆共迁

法”应用于地震预测的机会和场合是比较多的.
震兆共迁法最早是从１９７５海城大震和１９７６年

唐山大震中总结出来的.２００８年汶川大震前兆多

在５００km 以外的云南和滇川交界,震后研究,它们

中有不少可用震兆共迁法把未来大震位置预报到汶

川、北川地区或其附近.对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８日的九

寨沟７级地震,它可用固原平凉１６２２年７级地震后

到１６２３年震中迁至松潘 M＝５
１
２

æ

è
ç

ö

ø
÷ 作为震兆共迁

的背景.２００８年汶川北川大震前固原台地电阻率

短临前兆也很明显(按地电专家关华平的研究),它
也可用上述１６２２—１６２３年的震中迁移作为“震兆共

迁法”的背景.以上两例是互相支持的.固原距平

凉约７０km.它们共同对应西南方向上很远的汶川

和九寨沟大震.
回顾１９８５年提出“震兆共迁法”后我们在一系

列书刊上都重复发表和强调过这一方法.例如

１９８９年出版的«灾害物理学»(陕西科技出版社,郭
增建,秦保燕),第２５１－２５２页;１９９１年出版的«地
震成因与地震预报»(地震出版社,郭增建,秦保燕)
第３００页,３０１页,３０３页;１９９２年出版的«未来灾害

学»(地震出版社,郭增建,秦保燕,李革平)第４９６
页;１９９６年出版的«地气耦合与天灾预测»(地震出

９５９第４１卷 第４期　　郭增建,等:按震兆共迁法以平凉远台地电前兆异常回顾性讨论２０１７年九寨沟大震的预测　　　



版社,郭增建,秦保燕,郭安宁)第３６４页和３６５页;

２００９年出版的«５１２汶川地震预报回顾»(西安地

图出版社,郭安宁,郭增建)第２１６页和２１９页;２０１５
年出版的«天灾预测学简论»(武汉大学出版社,郭增

建,汪纬林)第８３页;１９８９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震

研究文集(１)»(地震出版社,闵子群主编),亦有较多

介绍.
在论文中也有:

２００７年在«地球学理学进展»(纪念中国地球物

理学会成立６０周年专辑)(科学出版社),２２(４):

１３７０Ｇ１３７４;２０１４年在«华北地震学报»３２卷第４期,

１－３页;２０１４年在«灾害学»２９卷３期,１５－１７页.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以上书刊中对“震

兆共迁法”的重复和强调,是因为“源场模式”已不能

回答远台前兆预报地震的问题.想藉以提示业界对

此问题能够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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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地震预报难,难点究竟在哪里? 最简单明了

的概括这一点的是在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已
故院士顾功叙与其他几位院士联名向中央提交了一

份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中国政府不要承担再地震预

报的政府责任,而把地震预报列为研究探索的科学

研究,即国家不要再设地震专职部门,地震纳入到科

学院进行研究.提出这个想法的重要的理由就是在

回顾预报的前兆与地震对应的各种手段和方法之

后,产生了不可能进行预测所谓“场论”的观点[１],这

个观点简明来说,对地震预报位置而言,若地震发生

在 A 地点,那前兆在 A 地点及周边就强,远离 A 点

就弱,前兆场像一个电磁波场一样,在源周边就强,
远离源之后电磁波就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预报地

震地点,但事实却是地震发生前,前兆出现的强度却

是“有远的有近的”,面对地震前兆的这个凌乱的“星

位图”,我们就很难进行预报了,因而地震预报的路

还很难.
顾老的这一点概括是有道理的,而从那个时代

走过来的人,也都看到了这一点,唐山并不怜悯眼

泪,而作为第一代探索人的郭增建,在后期更多的探

索就是在这一个凌乱的星位图中找到这个源在场中

与凌乱分布的场强的关系.即远台的前兆与地震发

生的关系.
而多少年面对的事实却是,此后几十年的预报

探索的失败,就是因为场和源的关系问题,导致我们

指东却“西震”了,这是一场无奈的坚守.
那么地震预报的路应该怎样走呢? 就我们目前

观测的这些前兆,也就是地球物理场在没有变化的

情况下,我们只有去找那些场与源的关系.第二个

就是针对一个方法,持之以恒的进行不断验证的探

索,这是这个学科的必由之路,也符合国际上称之为

可操作性地震预报的思路.
在本文中论述的是九寨沟地震与平凉地电之间

的联系,联系的思路称为震兆共迁模式,这一套思路

可以完全用在今后的会商机制中.
郭增建先生是第一代地震预报探索人,该篇文

章是他人生最后一篇文章,这又是他逝世前一个多

月前写的文章,在九寨沟发生地震后不久,在病魔中

痛苦挣扎的他,说到的一句话是“九寨沟地震是他人

生最后一次遇到的７级地震,他要把他这个总结写

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与科学工作者,他身体力行

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历史与科学使命的担

当.值得我们学习与缅怀.
另提一句的是,郭增建与合作者在２０１６年到

２０１７年之间,在震兆共迁思路的基础上,又发展了

一个模式,称之为“源线模式”[２],两个模式有相似之

处,但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出发点在要解决的问

题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不同之处是原理与方法不同,
两者可以共鉴来对地震前兆进行分析.

我们在可以看到的未来完全准确的地震预报不

可能,但我们能得到提高的是减少代价的防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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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越来越高,包括预报过去的预报,可能导致的社会

损失很大,但是我们现在有能力把这个损失减得越

来越小,
而我们作为学术交流与传播的平台,我们特别

关注对某种特定的方法对每次地震发生后的检验的

论文,这是在攻克世界难题攀登的之途中,看到彼岸

一点光明之路上的历史痕迹的科学记录与传播作为

我们的使命.

在此特发郭增建先生这篇文章,以期更多人传

承、检验这个方法,同此也发了其它涉及九寨沟的文

章,以此纪念九寨沟７级地震发生两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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