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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地球的地震预警系统可监测汶川犕８级地震

李　勇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北京１０００１２）

摘　要　利用国家天文台自主研发的行星地球的地震预警系统（测试版）考察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发生在四川汶川的８

级地震，处理结果表明系统对该地震有所反应，预警曲线发生异常，且距实际地震日的误差仅８天．表明若事先对该

地扫描，则有可能提前预警．工作指出该地域在２００８年５～８月间须防范６级以上强震．

关键词　地震，预警系统，天文地球动力学，汶川

中图分类号　Ｐ２２３，Ｐ３１５，Ｐ１８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４２９０３（２００８）０３０９６９０３

犘狅狊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狋狅犱犲狋犲犮狋狑犲狀犮犺狌犪狀犕８犲犪狉狋犺犵狌犪犽犲犫狔

狋犺犲犈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犠犪狉狀犻狀犵犛狔狊狋犲犿

ＬＩＹｏｎｇ

（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狊狋狉狅狀狅犿犻犮犪犾犗犫狊犲狉狏犪狋狅狉犻犲狊，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１２，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ｓ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ｕｐｏｎ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ｔＥａｒｔｈ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ｂ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Ｗｅｅｍｐｌｏｙｉｔ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犕８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ｈｉｃｈ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ｏｎＭａｙ１２，２００８．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ｔｈ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ｃａｎｂｅｄｅ

ｔ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ｉｔｇｉｖｅｓａｎ８－ｄａｙ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ｑｕａｋｅｄａｔｅ．Ｉｔｉｓ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ｔｈａｔｉｆｗｅｓｃａｎｎｅｄｔｈｉｓａｒｅａ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ｑｕａｋｅ，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ｗ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ｙｂ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ｅａｒｌｉｅｒ．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ａｌｓｏｉｎｄｅｘｅｓｔｈｅｈａｚａｒｄｐｅｒｉｏｄｓｆｏｒ犕

≥６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ａｔｗｉｌｌ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ｈａｐｐｅｎｔｈｅｒｅｆｒｏｍＭａｙｔｏ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２００８．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ｔｒｏ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８０５１５；　修回日期　２００８０６０２．

基金项目　天元基金项目（Ａ０３２４６７３）资助．

作者简介　李勇，男，１９６３年５月生，博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天文地球动力学、天文年代学、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研

究．（Ｅｍａｉｌ：ｙｌｉ＠ｂａｏ．ａｃ．ｃｎ）

０　引　言

根据地震震中固体潮及其参数的分布特征，参

考我们的先期工作［１～２］，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自

主研发了“行星地球地震预警系统（测试版）”的模

型［３］．该模型理论上可方便地提供任何地点，在任意

时段的强震（犕≥６）预警信息，并试图成为地震预测

的辅助手段．系统初步建成于２００４年底，测试中就

捕捉到１２月２６日这一危险日期，当日印度洋９级

大地震暴发，令人惊叹．随后的３年已有一些预测和

检验工作的积累［４～５］．

系统在具体操作时可分为三步：

（１）归算历史资料，即根据历史时期的地震时间

及地理位置，计算并还原模型所需要的历史资料中

的力学参数．

（２）建立相关性模型，经过考察这些力学参数与

地震的关系，建立地震发生概率与力学参数的相关

性模型．

（３）利用相关性模型进行实际地震的预测并提

供预警信息．

相关性模型建立后可反复使用，直到更新地震数

据为止．预测时只要直接将地点及时间等参数代入模

型即可．我们希望该系统能服务于地震预测，有所作

为．同时，作为试验亦可与其他预测手段进行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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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汶川地震的监测

本文发稿３天前，即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北京时

间１４时２８分，在四川汶川发生了８级特大地震，损

失惨重．汶川地区历史时期曾有强震发生．根据中国

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提供的“２００８年四川汶８级地震

的成因分析”可知：汶川地震发生在四川龙门山逆冲

推覆构造带上．这次８级强震发生在映秀—北川断

裂之上，是龙门山逆冲推覆体向东南方向推挤并伴

随顺时针剪切共同作用的结果．汶川地震的发生及

龙门山向东南方向推覆的动力来源是印度板块与欧

亚大陆碰撞及其向北的推挤，这一板块间的相对运

动导致了亚洲大陆内部大规模的构造变形，造成了

青藏高原的地壳缩短、地貌隆升和向东挤出．由于青

藏高原在向东北方向运动的过程中在四川盆地一带

遭到华南活动地块的强烈阻挡，使得应力在龙门山

推覆构造带上高度积累，以至于沿映秀—北川断裂

突然发生错动，产生８．０级强烈地震．

因所引文献已对行星地球的地震预警系统有过

详细论述，在此不赘．本文仅给出借助行星地球的地

震预警系统来处理汶川地震的结果，工作采用

ＡＮＳＳ发布的参数：北纬＝３１．１２°，东经＝１０３．２６°，

深度＝１０．０ｋｍ．并取步长＝５ｍｉｎ采样，考察区间

为２００８年３月至８月，预警曲线显示，该系统可检

测到这次地震（图１）．

图１　利用行星地球的地震预警系统处理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四川汶川发生的８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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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所示为四川汶川在该时间区间内的地震预

警曲线，横坐标为时间，以年为单位，纵坐标的数值

表示发震概率的大小．每５ｍｉｎ给出一个预测值，总

计５４０００个值，平均为１５９６．１８．图中有５处出现较

大异常，分别用Ｐｅａｋ１～５表示，且实际地震（用五

角星表示）发生的时间距第１个峰仅有８天的误差．

图中所示的５个峰值及其附近指６级及以上地震的

发震概率较大的时间，它们覆盖了２００８年的５～８

月．表１还列出了每个峰的预测值（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Ｖａｌ

ｕｅｓ）以及它们与均值的差（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ｕｌｅｓ）．

总之，通过行星地球的地震预警系统可检测到

汶川地震，实际地震与第１峰有８天的误差．表明若

事先对汶川进行扫描，则有可能提前作出预警．考虑

到该地５～８月突显５个表示发震危险较高的峰值，

为此，我们认为２００８年５～８月该地域存强震（Ｍ≥

６）暴发的可能．目前５月１２日的８级大震虽已发

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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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但仍须有所防范．

表１　利用行星地球的地震预警系统

监测汶川８级地震的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狉犲狊狌犾狋狊犳狅狉狋犺犲犠犲狀犮犺犪狀犕８犈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

犱犲狋犲犮狋犲犱犫狔狋犺犲犈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犠犪狉狀犻狀犵犛狔狊狋犲犿

Ｐｅａｋ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Ｖａｌｕｅｓ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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