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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地震、智利地震、海地地震、汶川地震、刚刚发生的青海玉树地震……地球上大震不断，每

次地震都给人类生命和财产造成惨重损失。地震到底可否预报？多少年来，全球科学家不懈探索，但仍

未实现地震预报这一终极目标。同济大学海洋学院教授秦建业的研究团队通过1年多的艰苦努力，初步

寻找到了地震前兆规律性特征。这一重要研究成果已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美国地震学报》上，有关专家

评价说，此项研究科学概念清楚、分析方法简单实用，把准确预报地震向科学性和可行性方向推进了一

大步。 

 

地震预报的准确性一直是困扰科学家的重大问题。1857年有历史记录以来，美国加州帕克菲尔德只

是一个只有数十位居民的小镇，却因为平均每隔22年左右发生一次6级地震而成为人们关注的地方。

1985年，美国政府搬来大批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其中包括多种地震仪、GPS、地下水监测仪器，重

力、位移、应力等监测仪器；同时集结百名科学家、花费1000万美元开展研究，希望能够在地震前找到

一些征兆。遗憾的是，科学家们运用了已知的多种方法研究，却并没有在2004年当地发生地震之前捕捉

到任何前兆。科学界因此深感失望，认为在这样良好的条件下还不能找到地震的前兆，地震预告的难度

比以前想象的更大。许多科学家也几乎放弃了这项研究。 

 

同样关注这一行动的秦建业却坚持认为大地震前一定存在可检测到的某些断层内部根本性的变化。

他领导的研究团队在看过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论文，并取得了有关地震资料后，进行了仔细分析，同时

运用自己开发的计算方法，通过1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捕捉到了地震的前兆：在上述6级地震发生前18

个月开始，孕震区内部地震波的波形和纵波衰减值发生了明显变化。 

 

秦建业介绍，寻找到地震前兆的关键在于运用了地震群。所谓地震群就是一种特殊的微震，它主要

在主震断层上的几乎同一个地点不断发生，产生的地震波波形都是相同的。科学家们早就发现在世界上

各个活跃的地震带上都普遍存在地震群。发生地震的地球深度范围内，水是普遍存在的。在大地震发生

前，已有的微破裂会不断扩大，同时也会产生新的微破裂，导致孕震区内流体饱和度普遍下降。所以，

此时接收到的地震波波形就应该会发生变化，地震波纵波的衰减值也应该随之增大。秦建业课题组利用

了地震群的上述特征，果然发现了帕克菲尔德地区2004年的地震波纵波衰减值在震前出现了明显变化。 

 

根据帕克菲尔德地区震前十多年的观测资料，秦建业课题组发现大地震发生前18个月，纵波衰减值

便迅速上升，而未经过孕震区的地震波却没受到影响。业内专家称，与其他地震前兆（例如：动物异

常、前震、表面地形变化等）不同的是，秦建业的研究方法具有普遍应用价值：第一，此种研究方法是

建立在扎实的物理基础上的；第二，地震群普遍存在于活跃地震带上；第三，在发生地震的地球深度范

围内，水分普遍存在。 

 

据了解，这一研究成果是秦建业与其研究生袁秋懿、加拿大汉德森博士合作完成的。秦建业表示，

地震预报研究的进程是不可逆的，但从世界范围说，地震预报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完全掌握地震孕育

发展的规律。（黄辛） 

 

《科学时报》 (2010-4-15 A1 要闻) 

 

更多阅读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取得5项重要成果 

 

美科学家成功建立动态3D地球表面模型 

 

《科学》再次撰文关注汶川地震起源问题 

我国科学家初步找到地震前兆规律性特征
专家认为把准确预报地震向科学性和可行性方向推进了一大步

相关新闻 相关论文

1 图片展示地震威力 巨大能量掀起墨西哥山脉

尘土  

2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取得5项重要成

果  

3 《动物学杂志》：蟾蜍可提前5天探知地震发

生  

4 美科学家成功建立动态3D地球表面模型  

5 池顺良：从汶川地震应变前兆看大地震预测审

慎乐观前景  

6 大地震后智利患失眠症人数增加一倍多  

7 智利专家详解“2·27”大地震  

8 研究发现汶川地震后“心理台风眼”效应两变

式  

图片新闻

  

  

>>更多

 

一周新闻排行 一周新闻评论排行

1 19人入选2009年度中科院“现有关键技术人

才”  

2 杨焕明院士回应《自然》社论：绝不反对科学

家拿博士学位  

3 中青报：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眼下只是个传说  

4 吕喆：读人生，也可以把博士给毁了  

5 过劳死、猝死频发 敲响中青年知识分子健康

警钟  

6 上海大学一周内两学生寝室身亡 警方排除他

杀  

7 “肖氏反射弧”：有望获诺贝尔奖的手术？  

8 许智宏院士：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9 天津市“千人计划”名单出炉 6名海外创业人

才入选  

10 美报告：中国大学扩招令美国研究生院重获

生机  

更多>>  

 

编辑部推荐博文

注册参加博客大赛 送超值网上购书卡  

让导师姓名成为研究生应聘工作的名片  

放手让学生荒唐一回  

我的家乡2  

刻骨铭心的初中教育  

对一位成功老板大学生活的反思  

更多>>  

 

论坛推荐

《博客大赛》推广送大礼！！  

习惯的力量  



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许绍燮院士：智利海地汶川地震并非各自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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