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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先生的《地震应可预测》文集，反映了他为地震监测预报探索60年来的奋斗历程。
文集内容包括地震活动性图像分析、地震预测物理基础、重点地区地震预测实践、预测效能评估、地
震预测发展战略等方面的重要学术思想和科研成果，这些学术思想和科研成果对推进中国地震监测预
报工作的探索和实践做出了突出贡献。

　　地震预测预报探索和实践一直是中国地震科学和防震减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地震局
的一项重要工作。
中国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建民同志十分重视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及许先生文集的出版，并应邀
以2010年度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重要讲话的一部分作为文集的代序。
这篇由局长亲自撰写的讲话稿全面反映了中国地震局党组对地震监测预报探索与实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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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不可认为地震根本不能预测。
有人认为地震的发生犹如一个沙堆被堆积时的不断坍塌。
各次坍塌可大可小，因为沙堆中没有结构，坍塌是一种临界自组织，即使第一粒沙子已经开始滑动坍
塌，仍不能预测其结束时会有多大（体积）规模。
因之，地震根本不能预测。
笔者认为：说地震犹如沙堆坍塌无结构，实际是一种错觉。
当你用不同震级档地震研究同一个地区的地震活动性图像时，可以发现不同震级档地震的图像对应着
鲜明的不同地形构造特征。
这也就展示了地震具有的一种结构。
我们知道大地震不是任何地方都能发生的。
地震是有其特定时一空结构的。
不可认为地震根本不能预测。
地震发震大尺度结构。
大地震不是任何地方都能发生的。
一次大地震发生前，地震活动在其未来震中区近处，常会表现平静。
但着眼于全球大尺度规模，则可观测到颇具特色的地震活动性图像。
较为普遍出现的图像是直线型与圆弧型，以及构成这些图像的主要地震事件的等间距性。
直线型的尺度可展布达整个地球，甚至连续环绕地球可达两周。
多条直线组成了平行与共轭性的网格。
相应的大地震可以位于它们的格点上（或换成严谨的语言应是：按照已发生大震的点位，可以构造出
平行与共轭的线性网格）。
圆弧型的尺度也可展布于整个地球，以致自身成为地球的一个大圆。
小型圆弧的直径可为10度，20度⋯⋯不同圆弧间的交会、相切，或与上述网格直线的交、切部位就是
大震发生的场所。
构成上述诸类图像主要地震事件具有等间距性，并且发震顺序的从不依次扩展迁移，犹如断裂扩展所
应表现的，而是相嵌着交替发生。
这些正是变形的屈曲成因所具有的特色（参阅《科技导报》20lO年第23期26页）。
探索地震预测尚需关注“天外来窖”。
大地震不是任何时刻都能发生的。
大地震多发生在午后至夜间，上午与正午前后较少发生。
在四季中（夏至、冬至）两至前后多于（春分、秋分）两分点。
或两至、两分前后大震较多。
一般高纬地震易发生在两至。
太阳黑子高值（大M）年与低值（小m）年大震较多，而最大的那些地震更易发生在小m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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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震应可预测》由地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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