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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震预测预报的难度大，但并非了无痕迹或不可知，我国每次较大的地震都有案例总结。 统计表
明，近 ４０年来，有 ７７次地震在发生前均有中期、短期甚至临震预测，不能因为汶川地震预测的失败，就全面抹
杀中国的地震预报成绩，即我国的地震预测成绩是应予肯定的，汶川地震也并非是无前兆的“怪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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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地震能否预测预报，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

简言之也就是两种：一为“不可预测预报”者，其代
表性观点是，引发地震的机制太复杂，人们尚不能侵
入地球深部获取，观测相关信息，从而不能准确预测
地震发生的时间，空间和强度三要素，是“世界科学
难题”；二为“可预测预报”者，其代表性观点是：地
震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凡非“神”造的自然现象就必
有些规律可循，地震的孕育、发生和发展并非了无痕
迹，来去无踪，而是有诸多微观和宏观现象相伴发生
发展，呈现出或隐或显的前兆，及时获取，捕捉这些
现象和前兆，筛除干扰信息，去伪存真，就能在时间，
空前和强度上对将要来临的地震做出预报。 当然，
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科学难题”，苛求其必须同
时具备何时何日，何州何县，震级几何的三要素，才
是对地震灾害不负责任的疯子与骗子。

正因为地震是世界科学难题，正因为它给人类
特别是地震多发的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惨剧和灾

难，就必须知难而上，去面对、去探索，这才是科技工
作者的本色；因为太难而绕开它，不碰它，像某些国

家那样侧重于抗震研究和设防，当然也是一种认识
和可行的方法，但就人类探索和追求未知的本性而
言，这种聪明过人的取巧之道实则不可取，如果不幸
以此作为地震科学技术规则和发展的准绳，其结果
就必然会导致对预测预报的漠视、排斥和诘难，那么
我们就会永远永远停留在“地震是太复杂的世界科
学难题”这条崎岖道路的起点上。

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尚不能做到上述“三要素”
同时具备的地震预报，但我国许许多多敢于冒险犯
难的科技工作者契而不舍地探索、追求，近 ３０ 多年
来取得了 ７０ 多次成功的地震预报是有案例可查的
事实。 由于我国地震部门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每
次较大地震后，均将这次地震作为案例，整理成文发
表。

现根据所收集到的地震案例，笔者整理出一份
我国已预测到的目录（见表 １）供读者参考。
2　中国 1974—2009年 3月的地震预报统计

统计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中分强烈地震和中强、有感地震两类。 各

类地震中又分中短 （期）和短临 （期）两类。 其中
“瞯”表示有的意思。 来源均来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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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已预测到的地震目录
Table 1　Earthquake catalogue of
successful prediction in China

编号 时间 强烈地震 中短 短临

１ １９７４年 ５月 １１ 日 云南昭通 ７．１级地震 瞯
２ １９７５ 年 ２ 月 ４ 日 辽宁海城 ７．３ 级地震 瞯 瞯
３ １９７６ 年 ４ 月 ６ 日 内蒙古和林格尔 ６．３ 级地震 瞯
４ １９７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云南龙陵 ７．３，７．４ 级地震 瞯 瞯
５ １９７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河北唐山 ７．８ 级地震（限青龙县） 瞯 瞯
６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２２ 日和 ２３ 日 四川松潘平武 ７．２，６．７ 和 ７．２ 级地震 瞯 瞯
７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四川盐源 －云南宁蒗 ６．７ 级地震 瞯 瞯
８ 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新疆伽师 ６．０ 级地震 瞯
９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云南普洱 ６．８ 级强震 瞯
１０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 ９ 日 江苏溧阳 ６．０ 级地震 瞯
１１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南黄海 ６．２ 级地震 瞯
１２ １９８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 云南禄劝 ６．３ 级地震 瞯
１３ １９８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 云南澜沧 －耿马 ７．６，７．２ 级地震 瞯
１４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青海共和 －兴海 ７．０ 级地震 瞯
１５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甘肃天祝 －景泰 ６．２ 级地震 瞯
１６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台湾海峡 ７．３ 级地震 瞯
１７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北部湾海域 ６．１ 级地震 瞯
１８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１２ 日 云南孟连中缅边境 ７．３ 级地震 瞯
１９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３ 日 云南丽江 ７．０ 级地震 瞯 瞯
２０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新疆伽师 －阿图什 ６．９ 级地震 瞯
２１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３ 日 内蒙古包头西 ６．４ 级地震 瞯
２２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南黄海 ６．１ 级地震 瞯 瞯
２３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６ 日 新疆伽师 ６．３，６．４ 级地震 瞯
２４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新疆阿图什 ６．０ 级地震 瞯
２５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云南宁蒗 ６．２ 级地震 瞯
２６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云南永胜 ６．０ 级地震 瞯
２７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４ 日 新疆伽师 、巴楚 ６．８ 级地震 瞯
２８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１ 日 云南大姚 ６．２ 级地震 瞯 瞯
２９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云南大姚 ６．１ 级地震 瞯
３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甘肃民乐 ６．１ 级地震 瞯
３１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 日 云南宁洱 ６．４ 级地震 瞯

中强、有感地震
３２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宁夏吴忠 ５．１ 级地震 瞯
３３ １９７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江苏溧阳 ５．５ 级地震 瞯
３４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 ２ 日 江苏南黄海郎家沙 ５．３ 级地震 瞯
３５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 新疆库车 ５．４ 级地震 瞯 瞯
３６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 辽宁营口 ５．９ 级地震 瞯
３７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四川黑水 ５．４ 级地震 瞯
３８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 ２ 日 安徽固镇 ５．０ 级地震 瞯
３９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 １８ 日 青海天峻 ５．２ 级地震 瞯
４０ １９８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 新疆玛纳斯 ５．８ 级地震 瞯
４１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 ３ 日 云南剑川 ５．４ 级地震 瞯 瞯
４２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１ 日 新疆阜康 ５．３ 级地震 瞯
４３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青海祁连 ５．１ 级地震 瞯
４４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河北任县 ５．３ 级地震 瞯
４５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 ２ 日 江西寻乌 ５．５ 级地震 瞯
４６ １９８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云南宁蒗 ５．５ 级地震 瞯
４７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四川江北 ５．２，５．４ 级地震 瞯 瞯
４８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 江苏常熟 －太仓 ５．１ 级地震 瞯
４９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北京昌平 ４．２ 级地震 瞯

续表

编号 时间 强烈地震 中短 短临

５０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 ５．３ 级地震 瞯
５１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２ 日 云南施甸 ５．０，５．２ 级地震 瞯

５２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２ 日 云南永胜、期纳 ５．４，５．１ 级地震 瞯

５３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１ 日 云南大姚 ５．３ 级地震 瞯
５４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１６ 日 青海共和 ５．８ 级地震 瞯 瞯
５５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南黄海北部 ５．３ 级地震 瞯
５６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 新疆巴楚 ５．２ 级地震 瞯
５７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１０ 月 １０ 日 青海共和 ５．２，５．３ 级地震 瞯
５８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四川白玉 －巴塘 ５．５ 级地震 瞯
５９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内蒙古杭锦后旗 ５．０ 级地震 瞯
６０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２９ 日 宁夏海原 ４．９ 级地震 瞯
６１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２９ 日 内蒙古锡林浩特 ５．２ 级地震 瞯
６２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 青海河南 ５．１ 级地震 瞯
６３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云南澄江 ５．２ 级地震 瞯
６４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辽宁省岫岩 －海城 ５．４ 级地震 瞯
６５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四川绵竹 ５．０ 级地震 瞯
６６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４ 月 １２ 日 云南施甸 ５．２，５．９ 级地震 瞯
６７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云南江川 ５．１ 级地震 瞯
６８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４ 日 云南景谷 ５．０ 级地震 瞯
６９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海南陵水 ４ 级地震 瞯
７０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
和 ７ 月 １０ 日 四川西昌 ＭＬ４ ８ 级地震 瞯

７１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 广东汕头 ３．８ 级地震 瞯
７２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９ 日 海南陵水 ４．２ 级地震 瞯
７３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云南保山 ５．０ 级地震 瞯
７４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吉林乾安 ５．０ 级地震 瞯
７５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甘肃文县 ５．０ 级地震 瞯
７６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 云南盈江 ５．０ 级地震 瞯
７７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贵州威宁 ４．７ 级地震 瞯 瞯
注：本统计不包括天灾预测委员会成员的成果
强烈地震类被预测的次数为 ３１ 次，中强、有感

地震 ４６ 次。 合计 ７７ 次。
在第一次地震（１９７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最后一

次地震（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时间相隔 １３ ７８３ 天，平
均 １７９ 天预测过一次。 强烈地震平均 ４４４．６ 天预测
过一次。

其中，被称为偶然预报的海城地震，分别在
１９７０ 年、１９７４ 年和 １９７５ 年被各种文件预测，是典型
的长、中、短临期都有预测的地震。 称其为偶然一次
预测，实属谎言。

请关注第 ７５ 号预测“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甘肃文
县 ５．０ 级地震”，文县是汶川地震重灾县，可以称是
汶川地震的前震，被短临预测到。

如果将表 １ 中的强烈地震中的中短（期）预测
有“瞯”者记为 ３ 分，短临（期）预测记为 ９ 分；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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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地震中的中短（期）预测有“瞯”者记为 １ 分，短
临（期）预测记为 ３ 分，则能画出地震积分统计图
（见图 １）。

图 1　我国已预测的地震积分统计图
Fig．1　Integral statistical data in

successful earthquake prediction in China

　　由图 １ 中可以看出，近 ４０ 年来，有两次事件影
响了中国地震预测事业，一次是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 年期间
国家地震局以“科学化、正规化”撤销群测群防事
业，将方兴未艾的中国地震预报事业明显压抑了十
多年；另一次是盖乐的“地震预测不可预测”论 １９９７
年发表以后，影响了我国部分地震工作事业，汶川地
震发生前积分始终是减速的。

Statistic and review of China’ s earthquake prediction score

Ｇａｏ Ｊｉａｎｇｕｏ
（ Institute of Geology，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2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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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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