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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

震级的预报。方法上主要是根据地

震活动特点与规律，综合所观测的

物理量、化学量等可以测量的变量，

如水温水位、地磁、形变、地倾斜、

空气或地下水化学量等，分析其趋

势，并综合各种宏观异常现象——

如动物异常反应等，对某个片区进

行地震预报。”科学的地震预报需

要基于地球物理观测数据开展，随

着技术进步和观测增加，越来越多

的数据可以用于构建地震预测模型。

杜士强认为，相信未来应该会在地

震预报上实现突破。

杜士强还强调，“虽然地震难

以被准确预测，但地震可以被监测

和预警”。这主要是借助于地震波

和电磁波传播速度的差异，地震纵

波（P 波）与横波（S 波）传播速度

的差异，以及致灾地震动强度阈值。

“电磁波的传播速度是每秒 30 万公

里，而地震波最快的传播速度约是

每秒 6000 多米。当强震发生后，如

果震中附近的地震监测台第一时间

监测到地震波，并立刻发出报警，

于是在地震波还没有到达，远处地

区就知道了地震发生，可通过立即

拉响警笛或采取切断电源、关闭气

阀等措施，减轻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地震横波造成的破坏力要比纵

波大得多，而传播速度又比纵波慢，

从而可以利用它们之间的时间差发

出警报信息，但距离震中越近，时

间差就越小，发出预警信息也就更

难。致灾地震动强度阈值是通过建

立地震动监测系统，当地震动幅度

超过给定的阈值时，监控器报警并

采取紧急措施。但地震有效预警的

关键是地震台网能够第一时间监测

到地震信号，及时发出预警信息，

接收端民众能够利用数秒到十几秒

的有限时间及时逃生。”杜士强解

释道。

对于老百姓来说，无论是否处

于地震带，对地震现象时时提防总

比不管不顾强。譬如上海市本底地

震活动性虽然较弱，但历史上并非

没有经历过地震。譬如 1984 年 5 月

21 日，上海附近的南黄海海域发生

了 6.2 级地震。由于上海距离此次震

中的位置只有 100 多公里，所以震

感强烈，给上海居民造成了不小的

恐慌。“上海虽然没有大量的建筑

物倒塌，但带来了恐慌。”杜士强

回忆。

之后，历届上海市委、市政府

都十分关心上海的防震减灾工作。

一方面，加大了地震监测预警预报

能力的投入 , 已经建成先进的“上

海地震监测站网”，还将在十四五

期间进一步建设上海地震监测站网

改扩建工程、新一代地震动参数区

划图编制与震灾风险应对能力建设

工程、地震风险监控与智慧响应系

统建设工程等 4 项重点工程项目。

同时，上海也在为推动长三角地区

防震减灾一体化发展而努力，为长

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做好地震安全

保障。另一方面，上海加大了房屋

建筑物的抗震设防能力。对新建筑

物逐步加大了抗震设防建设标准。

目前，普通建筑物是按照 7 度设防，

针对重点建筑还采用先进减隔震技

术；针对老旧建筑物，也通过加固、

拆迁等不同方式，逐步提高抗震能

力。

在杜士强看来，未来，我们应

该把地震本身研究透。2015 年，我

国发布了第五代《地震动参数区划

图》，2020 年至今我们开展了第一

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这

些都是要把地震灾害（普查也涵盖

其他类型自然灾害）的孕灾致灾环

境摸清楚，从地球物理的角度认识

清楚我们的地下环境，这对于探索

地震预报具有极大意义。我们还应

该在城乡规划和建设中牢记安全底

线，守好风险意识，做好对地震断

裂带和危险区的规避，并认真把抗

震标准执行好。

综合来看，此次罕见“双震”，

裂痕上的土耳其与叙利亚自身创伤

令人叹为观止。与此同时，也让人

深刻认识到，防灾意识要成为环球

共识。经历过唐山、汶川、玉树等

大地震的中国，在这方面更需时时

警惕，提高防范与抗击地震的能力。

　　因为地震过程的复杂性、地壳深度的不可入性、地震

事件的小概率性，地震预测至今是公认的世界性科学难题，
难以同时准确预测地震的位置、震级和时间。

下 图： 当 地 时 间

2023 年 1 月 19 日，

土耳其布尔萨城市上

空出现碟形透镜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