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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１７００年以来，青藏北块地区 Ｍ≥７强震具有显著的有序性，其主要有序值为 ５３ ～５４ ａ，２６ ～２７ ａ，
１１ ～１２ ａ与 ３ ～４ ａ等。 根据翁文波信息预测理论，运用自组织网络技术构建本区 ７ 级强震信息有序网络结
构，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强震中长期预测方法。 据此有序网络结构，可对 ２００８年汶川 ８级大震
进行预测和分析。 此外，还讨论了汶川大震的成因，同时对本区未来 ７级以上强震提出预测意见：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２０２７年前后本区仍有可能发生 ７级左右强震。 研究结果表明：强震和强震链是可以预测的，强震活动所呈现
出的网络特性很可能是大地震形成的一种机制。 笔者提出的有序网络方法，对于强震的中长期跨越式（特别
是长时间、长距离）预测具有独特的效果，可为建立我国早期强震预警系统提供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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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１４ 时

２８ 分在四川省汶川县境内（３１．０°Ｎ，１０３．４°Ｅ）发生
了 举 世 震 惊 的 Ｍ８．０ 大 地 震， 重 灾 面 积 达
１０ ×１０４ ｋｍ２ ，死亡 ６９ ０００ 多人，失踪 １８ ０００ 多人，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８ ４５１ 亿元。 这是自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青海昆仑山 ８．１ 级巨震后近 ８ 年来，中国大
陆内所发生的第一个 ７ 级以上大地震，也是自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松潘两次 ７．２ 级强震后 ３２ 年以来四川地区
首次发生 ７ 级以上大震。 汶川大震的发生不仅对我
国西部和整个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地区地震趋势
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郭增建等指出：地球物理灾害链是一门新的交
叉创新学科，它是研究广义地球物理领域内不同灾
害相互关系，并由这一灾害预测另一灾害的学
科

［１］ 。 而所谓强震链则是一定时期内强震灾害在
同一地区或遥联地区相继有序发生的现象。

１９９４ 年以来，笔者即致力于青藏北块 Ｍ≥７ 强震与
强震链的有序性及其网络结构研究

［２ ～５］ 。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笔者根据本区强震有序网络结构图就发现了此次

地震的信息，并指出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前后青藏北块东
部的库玛断裂带东段与南北地震带交汇处附近，即
北纬 ３５ 度、东经 １０１ 度一带有可能发生 ７ 级以上强
震

［ ４，６］ 。 此后一直在跟踪此次地震［７］ ，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在天灾预测总结学术会议上提出青藏高原北
部地区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可能发生 ７ 级强震［ ８］ ，同时分
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和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正式向天灾预测专
业委员会提交中长期预测意见（参见 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０８
年度天灾预测意见汇编） ［ ６，７］ 。 笔者在以往对本区 ７
级有序网络结构研究的基础上，补充汶川大震信息
并进行总结。 此次汶川大震的发生，再次表明翁文
波信息预测理论是强震和强震链中长期跨越式预测

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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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青藏北块M≥7 级强震有序网络构建
青藏北块地处青藏断块区东北部，是中国西部

主要地震区。 文章研究范围大致为 ３０°～４０°Ｎ， ８５°
～１０５°Ｅ，即所谓第二与第三弧形地震带，其北部边
界为阿尔金—祁连山—海原断裂带，东界为著名的
南北地震带，即从海原—武都跨过秦岭，沿岷江断裂
和龙门山推覆构造带一线入川滇，其南部是东昆仑
纬向构造带

［９］ 。 该区以青海省为主体，包括甘肃、
宁夏、四川以及西藏部分地区，地域广阔， 地质构造
复杂， 断裂褶皱极其发育， 地震活动十分频繁。 自
１７０９ 年以来，本区共发生 ７ 级以上地震 ３２ 次， 其中
８ 级巨震 ５ 次（见表 １）。 中国大陆自 １９８８ 年以来第
Ｖ 活跃期内最大的 ３ 次地震，其中的 １９９７ 年玛尼
７．９ 级和 ２００１ 年昆仑山 ８．１ 级大震均发生在本区
的东昆仑断裂带上，而这次汶川 ８ 级大震发生在青
藏北块东南端与南北地震带交汇部的龙门山断裂带

上，地震断层长度超过 ３００ ｋｍ，地震破裂持续时间
长达 ９０ ｓ，最大滑动量位于汶川和北川［ １０］ 。 这使得
本区成为我国第 Ｖ 地震活跃期的主体活动区。

表 1　青藏北块M ≥7强震目录（1700—2008）
Table 1　Catalogue of M≥7 strong earthquakes in
the north block of Tibet plateau （1700—2008）

发震时间
震中位置

东经／（°） 东经／（°） 地 点
震级（Ｍ）

１７０９ －１０ －１４ ３７．４ １０５．３ 宁夏中卫 ７．５
１７１３ －０９ －０４ ３２．０ １０３．７ 四川迭溪 ７．０
７１８ －０６ －１９ ３５．０ １０５．２ 甘肃通渭 ７．５
１７２５ －０８ －０１ ３０．０ １０１．９ 四川康定 ７．０
１７８６ －０６ －０１ ２９．９ １０２．０ 四川康定 ７．７
１８１６ －１２ －０８ ３１．４ １００．７ 四川炉霍 ７．５
１８７０ －０４ －１１ ３０．０ ９９．１ 四川巴塘 ７．２
１８７９ －０７ －０１ ３３．２ １０４．７ 甘肃武都南 ８．０

１８８３ －１０ ３０．２ ８１．２ 西藏普兰 ７．０
１８９３ －０８ －２９ ３０．６ １０１．５ 四川道孚乾宁 ７．０

１８９６ －０３ ３２．５ ９８．０ 四川石渠 ７．０
１９０２ －１１ －０４ ３６．０ ９６．０ 青海都兰西 ７．０
１９０４ －０８ －３０ ３１．０ １０１．１ 四川道孚 ７．０
１９０８ －０８ －２０ ３２．０ ８９．０ 西藏奇林湖 ７．０
１９２０ －１２ －１６ ３６．７ １０４．９ 宁夏海原 ８．５
１９２３ －０３ －２４ ３１．５ １０１．０ 四川炉霍、道孚间 ７．３
１９２７ －０５ －２３ ３７．７ １０２．２ 甘肃古浪 ８．０
１９３２ －１２ －２５ ３９．７ ９６．７ 甘肃昌马 ７．６
１９３３ －０８ －２５ ３１．９ １０３．４ 四川迭溪 ７．５
１９３７ －０１ －０７ ３５．５ ９７．６ 青海阿兰湖东 ７．５
１９４７ －０３ －１７ ３３．３ ９９．５ 青海达日南 ７．７
１９５４ －０２ －１１ ３９．０ １０１．３ 甘肃山丹东北 ７．２
１９６３ －０４ －１９ ３５．７ ９７．０ 青海阿兰湖附近 ７．０
１９７３ －０２ －０６ ３１．３ １００．７ 四川炉霍 ７．６

续表

发震时间
震中位置

东经／（°） 东经／（°） 地 点
震级（Ｍ）

１７０９ －１０ －１４ ３７．４ １０５．３ 宁夏中卫 ７．５
１９７３ －０７ －１４ ３５．１ ８６．５ 西藏亦基台错 ７．３
１９７６ －０８ －１６ ３２．６ １０４．１ 四川松潘 ７．２
１９７６ －０８ －２３ ３２．５ １０４．３ 四川松潘 ７．２
１９８１ －０１ －２４ ３１．０１ １０１．１１ 四川道孚 ６．９
１９９０ －０４ －２６ ３６．０６ １００．３３ 青海共和西南 ７．０
１９９７ －１１ －０８ ３５．２ ８７．３ 西藏玛尼 ７．９
２００１ －１１ －１４ ３６．２ ９０．９ 青海昆仑山口西 ８．１
２００８ －０５ －１２ ３１．０ １０３．４ 四川汶川 ８．０

信息预测理论是翁文波院士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所创立的，其融合了中西文化的优势，是当代天灾预
测的重大理论创新。 翁文波将预测方法分为统计预
测和信息预测两大类，以体系中各元素的共性为依
据的是统计预测，以体系中各元素的特性为依据的
是信息预测。 信息预测方法基于尽可能少的理论假
设，从实际出发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其重点放在
从无序现象中寻找信息有序性。 严重天灾属于异态
事件，它的时空分布规律与常态事件有很大区别。
因此，通常处理元素共性的统计预测方法以及基于
连续函数的拟合模型往往难以奏效。 翁文波应用信
息预测理论对国内外数十次地震作出成功的预测，
为天灾预测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 １１ ～１３］ 。 １９９７ 年
徐道一提出信息有序系列概念，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７ 年
他又分别提出大地震的网络假说和自组织网络新观

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信息预测理论［１４ ～１７］ 。 网络
假说把大震视为多层次、多因素、多维的网络节点，
从整体和动态的角度出发，有利于研究大地震的复
杂性和信息有序性。 自组织理论研究的是耗散结构
的动态有序，追寻的是大自然演化统一的基本规律。
徐道一认为，网络是系统概念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充。
网络是开放的，它更适于描述客观存在的一些复杂
事物。 在天地生人综合研究中，对多种复杂事物之
间联系很难划定一个相对固定的系统，即系统的边
界和有关优势因素常常可能因时、因地和条件的改
变而变化，从而应把它视为“网络”，而不是“系统”。
网络是无边界的，或者边界十分模糊，其结构和功能
经常在变化。 所谓自组织性是大自然本身的自组
织，而不是人们以某种固有认识强加于它的规律性。
自组织网络的基本特性在于它的结构变异度大，开
放度也大。 也就是说，自组织网络基本上没有固定
的边界、结构和初始条件。 地球科学的许多研究可
应用自组织网络思路而提高一步

［１７］ 。 根据翁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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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预测理论，笔者曾在文献［２ ～８］中深入研究了
本区 ７ 级及以上强震时间序列所蕴含的信息有序
性，详细讨论了强震链各有序值之间关系，同时构建
了本区 Ｍ≥７ 强震有序网络结构。 文章在上述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并细化完善了网络结构，据
此对本区未来强震进行预测探索，此外还对汶川地
震的成因进行了初步讨论。

表 １ 中 ３２ 个强震样本用其年号表示，同一年中
数个强震样本仅记为一个年号，这样即有 ３０ 个年
号，将其两两相减可得 C２

３０ ＝４３５ 个时间间隔 τ值。
统计分析表明，青藏北块 Ｍ≥７ 强震具有显著的有
序性， 其强震时间间隔 τ值主要聚集在：５３ ～５４ ａ，
２６ ～２７ ａ，１０ ～１１ ａ，３ ～４ ａ 附近， 此外尚有 ３４ ａ，
４３ ａ，６７ ａ，７７ ａ，８０ ａ，１０７ ａ等聚点。 其中 ２７ ａ 的频
次最高， 特别令人注目， 由其派生的有序值可形成
长长的一条链： ２７ ａ─５３ ａ─８０ ａ─１０７ ａ─２１４ ａ。
现举例如下：

１）关于 １９７３ 年炉霍 ７．６ 级地震和 １９７６ 年松潘
７．２ 级双震有以下预测：

１８６６（甘孜 ７．０） ＋５４ ａ １９２０（海原 ８．５） ＋５３ ａ

１９７３（炉霍 ７．６）
１８７０ （巴塘 ７．２５ ） ＋５３ ａ １９２３ （炉霍 ７．３ ）

＋５４ ａ １９７６（松潘 ７．２， ７．２）
２）关于 １９９０ 年共和 ７．０ 级地震和 １９９７ 年玛尼

７．９ 级大震， 有以下预测式：
ａ．１９２３（炉霍 ７．３） ＋６７ ａ 　１９９０

１９３７（阿兰湖 ７．５） ＋５３ ａ １９９０
１９４７（达日 ７．７） ＋４３ ａ 　１９９０
１９６３（阿兰湖 ７．０） ＋２７ ａ １９９０

ｂ．１９２０（海原 ８．５） ＋７７ ａ 　１９９７
１９５４（山丹 ７．２） ＋４３ ａ 　１９９７
１９６３（阿兰湖 ７．０） ＋３４ ａ １９９７

３）关于 ２００１ 年昆仑山 ８．１ 级大震有以下预测
示意图（见图 １ 和图 ２）。

图 ３ 选取本区部分 ７ 级强震样本，采用双时序
轴的方式构建 １８１１—２００８ 年本区 ７ 级强震链有序
网络结构，这是根据笔者 ２００３ 年所作原图修订而
成。 图 ３ 分为（ａ） （ ｂ）两部分，其中图（ ｂ）为图（ ａ）
的细化结构。 图 ３ 中以年号表示强震样本，按时序
自左向右同时从上向下递次延伸。 为保证样本上下
左右之间的时序联系关系，少数样本重复出现。 该
网络中个别节点可能没有 ７ 级强震出现，有些是震

图 1　青藏北块M ≥7强震有序网络结构
以及昆仑山 8．1级大震预测示意图

Fig．1　Ordered network structure of M ≥7
strong earthquakes in the north of Tibet plateau

and sketch of prediction for Kunlunshan
large earthquake with M 8．1 in 2001

注：虚线表示预测
图 2　有序值 107 a，77 a结构图

Fig．2　Structure of ordered values of 107 a， 77 a
级稍低于 ７ 级的地震样本，用圆括号加以表示，例如
１８１１（炉霍 ６．７），１８８１ （武都 ６．５），１９１５ （曲麻莱
６．５），１９７１（杂多 ６．５），１９８１（道孚 ６．９），１９８６（门源
６．５）。 在图 ３（ｂ）中，１９５０ 年西藏察隅 ８．６ 级大震，
本属青藏块体南部，考虑到 ８ 级大震有可能受到地
球深部大范围动力因素的控制，其可公度性有序关
联有可能超出研究区域所设定的范围，故而也列于
其中，用方括号表示以供参考。 出于类似考虑的还
有图 ３（ａ）中 １８８３ 年普兰 ７．０ 级地震，也用方括号
加以表示。 在图 ３（ａ）中，其横线以 ５４ ａ（或 ５３ ａ）为
主链，图 ３（ｂ）中的横线以 ２７ ａ（或 ２６ ａ）为主链，它
们分别构成本区强震活动的主体框架，从左向右传
递。 竖线虽不像横线那样极富规律性，但是它在所
形成的各个“矩形”的短边中，基本是对应相等的。
总之，尽管有不尽完美之处，图 ３ 依然呈现出较为典
型而稳定的有序网络结构特征，反映出有序值 ５３ ～
５４ ａ，２６ ～２７ ａ，１０ ～１１ ａ 和 ３ ～４ ａ 在本区强震中具
有独特的预测功能。 图 ３ 的网络结构已充分显示出
汶川大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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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虚线表示预测
图 3　青藏北块M ≥7强震信息有序网络

结构图

Fig．3　Ordered network structure of M ≥7 strong
earthquakes in the north of Tibet plateau

如果当时能够获得科研经费的支持把研究工作

继续深入下去，通过多学科、多途径，齐心协力联合
攻关，切实缩小预测时空范围，应该有可能捕获此次
大震，从而减少地震损失。 汶川大震的发生，为图 ３
的网络结构补充并增强了新信息，因而更有理由据
此进行预测：未来本区 ７ 级以上强震可能发生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２７ 年前后（因采用发震年号进行预
测，故而误差取 ±１ ａ）。

图 ４ 和图 ５ 反映了有序值 ５３ ～５４ ａ，２６ ～２７ ａ
对于此次汶川大震的特殊预测功能。 图 ４ 和图 ５ 均
为图 ３ 的局部结构细化图。 图 ４ 中三条横线之间的
地震样本相隔约为 ９ ～１０ ａ，第一行与第二行之间相
隔 １０ ～１１ ａ，第二行与第三行之间相隔 ７ ～９ ａ，其规
律十分清晰。 由 １９４７—１９５４—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４ 点组
成的“矩形结构”，明显地传递出汶川地震的时间信

息。 图 ５ 则是图 ４ 的细化结构，其有序规律也十分
显著，从而表明 ２６ ～２７ ａ为青藏高原地区 Ｍ ≥７ 强
震活动的主体韵律特征。

图 4　应用有序网络结构预测 2008年汶川 8．0
级大强震示意图

Fig．4　Orderly network structure of Wenchuan
M 8．0 earthquake’s prediction

图 5　图 4的细化结构
Fig．5　Orderly network detail structure of Fig．4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仅青藏高原地区 ７ 级以
上强震具有间隔 ５３ ～５４ ａ 传递发生有序规律性，同
样在更大空间范围的东南亚地域上也发生过这样的

震例：１８９７ 年 ６ 月 １２ 日印度东北角阿萨姆 ８．６ 级
大地震之后，间隔 ５３ 年发生了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中
国西藏察隅 ８．６ 级大地震，再过 ５４ 年又发生了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印尼 ８．９ 级大震。 如此明显的等
时间间隔结构，只有比较均匀介质才能具有类似性
质，这就意味着地球深部可能存在一种较大范围动
力过程的控制作用，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青藏滇缅
印尼巨型歹字型构造的有序活动性

［１８，１９］ 。 其时间
间隔 ５３ ａ 或 ５４ ａ 是 ２７ 的倍数，也是 ９ 的倍数。 这
些有序值所传递的信息决不是偶然的。
3　汶川大震的成因探讨

１）当前，一些地震专家认为汶川 ８ 级大震的发
生是由于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加速俯冲挤压碰撞所

造成，这难以解释汶川地震的发生。 通常，板块俯冲
的时间尺度长达几十万年，而汶川地震是典型的板
内地震

［２０］ ，它并不处于板块边缘。 从本区强震史料
实况来看，印度板块向北加速推移碰撞，１ ～３ 年前
一般要在喜马拉雅山弧形构造带东端触角的缅甸、
云南一带发生 ７ 级或 ７ 级以上强震，然后向北逐步
传递发生。 但是汶川大震之前，东触角的滇缅地区
却未见有这类信号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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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徐道一认为，根据李四光所提出的当今世界
两大巨型歹字型构造体系

［ ２１］ ，其一在亚洲，其二在
北美西岸。 前者从青藏高原—滇缅地区一直延绵展
布至印尼岛弧。 这条歹字型构造带上所发生的巨
震，首尾呼应，汶川地震的发生与此歹字型构造体系
活动有密切关联。 自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印尼苏门答腊发生 ８．９ 级和 ８．６ 级巨震
以来，引起整个歹字型构造体系处于活动状态，接着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在巴基斯坦发生 ７．８ 级大震；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与 １３ 日印尼苏门答腊再次发生
８．６ 级、８．２ 级巨震，接着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在中
国四川省发生汶川 ８．０ 级大震。 这表明，一个巨震
的发生不是孤立的、随机的，不仅与当地活动断层或
断裂体系有关，而且与大范围地球深部动力条件变
化过程密切相关

［ １８］ 。
３）汶川地震的发生，使我们再次认识到近几年

在亚洲发生的两大巨型灾害链的有序结构这一事

实。 ａ．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印尼苏门答腊 ８．９ 级巨
震—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印尼苏门答腊 ８．６ 级巨震—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中国南方西江大洪水—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南亚巴基斯坦 ７．８ 级大震；ｂ．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印尼苏门答腊 ８．６ 级巨震—２００７ 年 ０９ 月 １３ 日印
尼苏门答腊 ８．２ 级巨震—２００８ 年 １ 至 ２ 月中国南
方冰雪灾害—２００８ 年 ５ 年 １２ 日四川汶川 ８．０ 级大
震。
4　结语

１）青藏北块 ７ 级强震在时间上具有显著的有
序性，由其所形成的规范的网络结构为网络假说又
提供了一个新的实例。 网络结构分析是强震中长期
预测的一种直观形象、简明易行的好方法，它避免了
传统数理模型分析的繁琐和不可识别性。 笔者多年
前对新疆地区 ７ 级强震和南黄海地区 ６ 级强震的网
络特性已作过较为详细的研究。 徐道一与 Ｏｕｃｈｉ Ｔ．
深入研究过日本和亚洲地区 ７ 级与 ８ 级大震的空间
有序性及其几何分布特征

［２２，２３］ 。 上述研究表明，强
震活动不仅在时间分布上具有网络特征，在空间分
布上也具有网络特征

［２４，２５］ 。 ２００１ 年昆仑山 ８．１ 级
大震就填补在青海西部菱形网格点上（见文献［２４］
与文献［２５］）。 据此，作者曾在文献［４］中提出，未
来该区强震可能发生在青藏北块东部的库玛断裂带

与南北地震带交汇处附近。 因此，强震活动所呈现
出的网络特性很可能是大地震形成的一种机制。

２）近 ２０ 年来，国外从“非线性科学”逐步走向
“复杂性科学”。 英国科学家约翰· 霍兰是当今最
具有创新意识的思想家之一。 他指出：一粒微小的
种子蕴含着规范，能够生长成像巨大的红杉树和普
通的雏菊那样复杂而独特的结构，这正是涌现现象，
其本质就是由小生大，由简入繁。 “涌现首先是一
种具有耦合性的前后关联的相互作用。 在技术上，
这些相互作用以及该作用所产生的系统都是非线性

的”。 涌现的概念，即整体大于其各部分之和，简单
得令人惊讶，然而它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诸多领
域都具有极深的寓意。 具有普适性的涌现理论能够
预言许多复杂行为，给予我们关于生命、智慧和组织
的很多启示

［２６，２７］ 。
２１ 世纪是网络时代，网络思想和理论已经渗透

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 技术、生物、社
会、经济等领域的很多复杂系统都可用网络进行直
观刻画，比如交通网、电力网、因特网、动物体内的神
经网络、蛋白质网络，乃至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等。 近
年来世界上关于复杂网络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因
此，复杂网络研究的新进展更值得注意。 强震和强
震链也应该是这样。 单个强震好比单个蚂蚁或神经
元，通过前后左右的耦合关联组成强震链网络，如同
蚁群或神经网络，作为一个群体所显示出的适应性
却大大超过了它的个体成员。 因此，强震与强震链
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所蕴含与显示的信息量必然大大

超过单个强震样本的信息。
徐道一在地学界首次提出大地震的网络特性，

笔者初步给出青藏高原北部 ７ 级强震链网络形象，
但仍需完善其预测功能的设计，中国大陆其他地区
７ 级强震链网络结构仍需加以研究。 此外，目前国
内外尚无人将自组织网络技术应用于地震预测研

究。 国际上流行的神经网络就是模拟生物神经网络
的结构特征和功能特征，其优点是具有并行处理能
力、高度容错能力和自适应能力。 因此，网络技术这
一方法也应适用于强震预测研究。

３）地震预测是世界上公认的难题，上述实例表
明，强震和强震链是可以预测的，关键在于落实科学
发展观，勇于发扬创新精神，实行多学科、多部门、多
途径、多手段联合协同攻关。 应用翁文波信息预测
理论能够有效地分析和解决强震灾害跨越式（特别
是长时间、长距离）的预测问题，为强震预测提供了
较为清晰可靠的信息。 在中长期预测的基础上通过
降低目标震级阈值、缩小研究区的时空范围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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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排查搜索，追踪强震信息，并综合前兆等短临预测
方法，核准虚实信息，从而实现强震预测，为防灾减
灾做出贡献。 许多专家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频繁
遭受强烈地震袭击的国家，建立早期预警系统是非
常必要的。 笔者提出的有序网络方法为建立早期预
警系统提供了一项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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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７．５） ｉｎ ａｎ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ｓｉｎｃｅ １８９０ ［ Ａ］．神户大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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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 　 Ｘｕ Ｄａｏｙｉ， Ｏｕｃｈｉ Ｔ．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ｅａｒ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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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ly network structure of M≥7 strong earthquakes in the
north block of Tibet-Plateau and retrospect of prediction

for Wenchuan M8．0 Earthquake

Ｍｅｎ Ｋｅｐｅｉ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Ｓｉｎｃｅ １７００， Ｍ≥７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ｈａｖｅ ｈａｄ 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ｃ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ｂｌｏｃｋ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５３ ～５４ ａ， ２６ ～２７ ａ， １１ ～１２ ａ ａｎｄ ３ ～４ ａ．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ｎｇ Ｗｅｎｂｏ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ｅ ｔｒｙ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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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ｉｖ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ｗｉｔｈ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ｔｈｅ ２００８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Ｍ ８．０ ｇｒｅａ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ｗ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Ｍ≥７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ｐｐｅｎ ａｒｏｕｎｄ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２０２７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ｃｈａｉｎ ｃａｎ ｂ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ａｓ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ｍｉｄ-ａｎｄ-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ｐｒｅｄｉｃ-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Key words］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ｂｌｏｃｋ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上接 ３５ 页）

Lessons learnt from the great Sichuan Wenchuan Earthquake

Ｘｉｅ Ｌｉｌｉ１，２
（1．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Harbin 150080，China；2．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150090，China）

［Abstract］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ｄｅｖａｓｔａｔｉ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ｏｆ
Ｍａｙ １２， ２００８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ｓｏｍｅ ｂｏｔｔｌｅ －ｎｅｃｋ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ｏ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ｏｔｈ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ｏｗｎ ａｒｅａ，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ｚｏｎｉ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ｔｃ．，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ｌｏ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Key words］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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