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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中国式现代化（防灾）的一个范例   

《短临预测全球大地震探索—— 

磁暴月相二倍法 50 年成果汇编》一书简介 

 

徐道一 

 

 

摘要：   《短临预测全球大地震探索——磁暴月相二倍法 50 年成果汇编》一书主要介绍由沈宗丕高工

提出的磁偏角二倍法和磁暴月相二倍法预测全球大地震的方法、思路及短临预测的近 50 年来成果。本书对

几十个 7 级以上大地震（包括十几个 8 级巨震、一个 9 级特大地震）的较好的短临预测成果，是国内外罕见

的。从自主创新的层次、科技难度、社会价值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度。它的基本面有利于打开自主创新的

新空间，有利于应用中华传统思想体系于化解当代的实际问题。 

[徐道一. 介绍中国式现代化（防灾）的一个范例《短临预测全球大地震探索——磁暴月相二倍法 50 年成果

汇编》一书简介 . Academ Arena 2025;17(4):29-33]. ISSN 1553-992X (print); ISSN 2158-771X (online).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05. doi:10.7537/marsaaj1704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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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临预测全球大地震探索——磁暴月相二倍

法 50 年成果汇编》在 2025 年 3 月由东方出版社出

版。 

一、书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介绍近 50 年来由沈宗丕高工提出的

磁偏角二倍法和磁暴月相二倍法预测全球大地震的

成果，共收集了已公开发表的文章及有关资料近 80

篇。由曾任中国地震局局长宋瑞祥同志、中国地震

局地震预测研究所汪成民同志作序。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沈宗丕从事地震预

测，向张铁铮同志学习他创新提出的磁暴二倍法，

并创新地发展为磁偏角二倍法、磁暴月相二倍法。   

本书对沈宗丕有关地震在震前的预测意见、预

测依据、地震实际发生情况、预测与实际地震的对

应情况等进行介绍。他先后较好地短临预测了 1972

年我国台湾 8 级巨大地震、1973 年日本海 7.9 级大

地震，1976 年我国四川省松潘，平武二次 7.2 级大

地震、2001 年我国青海西 8.1 级巨大地震、2003 年

日本北海道 8.2 级巨大地震等。书中还列入当时一

些学者对沈宗丕成功预测大地震的评估或资料。 

经过 50 多年的地震预测的实践，沈宗丕应用

磁暴月相二倍法等已对十几个 8 级巨震、一个 9 级

特大地震及四十几个 7.0-7.9 级大地震有较好的两要

素（发震时间和震级）的短临预测，在发震时间的

预测方面可达到十天以内的精度，是特别难能可贵

的。 

二、本书的特色 

1）汇集对全球 7 级以上大地震的发震时间的短临

预测的近 50 年成果 

7 级大地震（特别是 8 级巨震）的预测是预测领

域的难题。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等，的许多

科学家都曾进行地震预测及有关大量科研工作，结

果于 20 世纪末，美国一些科学家公开认为：地震不

能预测，并取消开展地震预测研究。 

本书对几十个 7 级以上大地震（包括十几个 8

级巨震、一个 9 级特大地震）的较好的短临预测成

果，是国内外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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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级巨震 

据百度 AI 智能估计：每年全球 8 级巨震的

平均发生次数大约 1 次。由于 8 级巨震发生频数

少，对它的预测难度很大。 

沈宗丕和同事在一些全球巨震发生前预测了

它们的发震。在书中的前言中列出其中的 11 个震

例。在此举 2 个震例说明。 

i）1972 年 1 月 25 日中国台湾海域 8 级巨震 

沈宗丕于 1971 年 9 月 13 日向中央地震办公

室提交了预测意见：1972 年 1 月 26 日±1 天，在地

球上可能发生一次 8 级左右的大地震。后来于 10

月 28 日向中央地震办公室提交了第二次预测：

1972 年 1 月 26 日±1 天，在我国台湾省或日本国境

内可能发生一次 8 级左右的大地震。 

由于他提出了地震预测，上海市委于 1972 年 1

月 23 日向上海市各区、县、局发出了“关于华东地

区 1 月 26 日可能出现地震的通知”。同时向华东沿

海各省市发出了防震的通知，要求做好防范措施，

并传达到干部与 群众，传达到街道和农村。各单

位就立即组织了抢救队，各医院组织了救护队，各

工厂组织了纠察队……并要求各地震台严密监测这

次可能到来的大地震。通知发出后，于 1972 年 1

月 25 日上午 10 时 06 分在台湾省火烧岛东海中发

生了一次 8 级巨震。 

ii）2001 年 11 月 14 日青海西 8.1 级巨震 

2001 年 11 月 14 日我国青海西发生 8.1 级巨

震，这是大陆自 1950 年 8 月 15 日西藏察隅 8.6 级

特大巨震后 50 年来的超过 8 级的巨震。沈宗丕在

震前根据磁暴月相二倍法提出了较好的短临预测意

见： 

起倍磁暴日 1998 年 5 月 4 日阴历四月初九（上

弦），磁暴日最大扰动 K=8。 

被倍磁暴日 2000 年 2 月 12 日阴历一月初八（上

弦），磁暴日最大扰动 K=7。 

起倍磁暴日与被倍磁暴日二者相差 649 天，二倍后

测算的发震日期为 2001 年 11 月 22 日。 

沈宗丕于 2001 年 10 月份以挂号邮寄给中国地

震局分析预报中心，提供了“地震短临预测卡片”，

其中根据大地震的组合周期、大地震的迁移方向和

磁暴月相二倍法预测：2001 年 11 月 22 日±6 天在

我国四川省中、西部或在新疆北部地区可能发生一

次 7-8 级地震（最大可能在 7.5 级以上），但不排除

在其他地区内发生。 

2001 年 11 月 5 日他参加上海市地震局 2002 年

度地震趋势会商会。在会上提交题为“近期对全球 8

级左右大地震的短临预测意见”，应用大地震的组

合周期，大地震的迁移方向和磁暴月相二倍法预

测：2001 年 11 月 22 日土 6 天，在新疆及其边邻地

区（北纬 46.5 度，东经 85.0 度或北纬 40.0 度，东

经 90.0 度为中心 300 公里范围内）可能发生一次 8

级左右的大地震。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 2001 年 11 月

14 日 17 时 26 分在新疆和青海交界处（北纬 36.2 

度，东经 90.9 度）发生了一次 8.1 级巨震。这次

实际发生的地震与预测发生的时间相差 8 天，与预

测发生的震级相差 0.1 级，在预测发生以北纬 40.0

度、东经 90.0 度为中心 300 公里范围内。 

上述 8.1 级巨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在中震发

测（2001）238 号文件中对沈宗丕在 2001 年地震

短临预测中取得成绩进行表扬；上海市地震局科技

监测处和离退休干部处发给沈宗丕成功预测地震的

荣誉证书和奖金 300 元；国家 863 地震预测项目

（2001AA115012），由于沈宗丕较好地预测了这次

8.1 级巨震，发给沈宗丕奖金 5000 元；这一成果在

国家科技展览会上展出期间得到科技部徐冠华部长

的赞扬；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

问陈一文先生，特地从北京到沈宗丕家里表示祝

贺，并通过当地的企业家赞助沈宗丕 1 万元科研经

费；2002 年 4 月 8 日《科技日报》第五版，由该报

记者沈英甲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地震能不能预测”

的文章，对沈宗丕成功预测这次 8.1 级巨震作了报

道。 

 

（2）9 级以上的特大巨震 

据统计，百年来全球发生 6 次 9 级特大巨震，

其中在 21 世纪发生了两次。沈宗丕对其中一次 9

级特大巨震有较好的短临预测。 

他在 2004 年 10 月 30 日填写了“天灾年度预测

报告简表”，在“简表”中作出了如下的短临地震预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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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时间：2004 年 12 月 20 日±5 天（或±10

天）  

预测地区：特别要注意以下二个地区：（a）日

本本州南部近海,（b)日本四国南部近海 

预测震级：Ms =7.5-8.5  

注：不排除在其他地区内发生。 

 

对发震时间的预测应用磁暴月相二倍法：  

起倍磁暴日：2001 年 11 月 6 日，农历九月

二十一（下弦），K=9 ；  

被倍磁暴日：2003 年 5 月 30 日，农历四月

三十（朔日），K=7。  

两者相隔 570 天，被倍磁暴日加 570 天

后，得预测发震日期：2004 年 12 月 20 日。  

该简表分别邮寄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郭增

建主任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汪

纬林秘书长等。 

实际情况是：在 2004 年 12 月 23 日在麦阔里

岛发生了 8.1 级巨震；在 2004 年 12 月 26 日在印度

尼西亚苏门答腊西北地区发生了 8.7 级巨震。 

上述预测意见在发震时间与震级方面和两个巨

震都对应很好：预测发震时间的中心点（12 月 20

日）与巨震实际发生时间分别相差 3 天和 6 天；预

测震级分别为符合和相差 0.2 级；对发震地区的预

测，提出发生在亚洲东部的东北区的“日本南部”，

而印尼特大巨震发生在亚洲东部的南区，误差较

大。 

 

（3）预测大地震能力的捡验 

（i） 1991-2017 年全球 8 级巨震 

对 1991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

生的 34 次全球≥8.0 级（其中有一天发生 2 次）地震，

震前共有 33 次预测意见，其中做过正式预测的有 18

次, 震前未作正式预测的有 15 次。 

在 18 次正式预测意见中, 预测日期与实际发生

地震的日期相差为 0 天的震例有 2 次, 相差在 1-3 天

的——5 次, 相差在 4-7 天的——6 次,相差在 8-12 天

的——2 次，相差 13-16 天的——3 次。 

在震前得出但未作正式预测 15 次预测中, 预测

日期与实际发生地震的日期相差为 0 天的震例有 2

次, 相差在 1-3 天的——8 次,相差在 4-7 天的——4

次,相差 8 天的 1 次。[见书 B18] 

（ii）1991-2001 年全球 7.5 级大地震 

对 1991-2001 年期间发生的全球 Ms≥7.5 大地震

(61 个)，通过反推可找到与 1986-2001 年间共发生

48 个 K≥7 的大磁暴(其中有 6 个磁暴为 K=6-7)存在

着磁暴月相二倍的关系。 

当发震时间与计算预测时间的误差在±10 天时，

可以有 57 个大地震存在对应。当误差在±5 天时，则

有 39 个大地震有对应。 

  

2）沈宗丕来自人民群众的基层 

本书主要作者沈宗丕依靠 5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

力，从实际工作中不断地学习、提高，通过与专家相

结合、在各级组织的帮助下在大地震的短临预测中

取得了惊人的自主创新成果。 

沈宗丕 1956年初中毕业后进中国科学院地球物

理研究所佘山地磁台工作。1970 年开始从事“以磁报

震”的研究，他学习及发扬了石油部工人张铁铮自主

创新提出的“磁暴二倍法”，一干就半个世纪，达到了

新的高峰。 

（1）从实际出发，不是以“理论为依据”     在

书 A4 文章中沈宗丕引用：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

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

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从而他

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满怀了自信理念。 

（2）这一成果的特点是在基本点上与现行的

科学观念（西方现代化基本概念）不协同的。“磁暴

二倍法”、“磁暴月相二倍法”的概念及有关方法虽然

简单明了，但是，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很少人学习应

用，因为它与西方思想体系的基本点不一致。 

从另一角度看，正因为张铁铮、沈宗丕的“文化

程度低”，所以受西方思想体系的影响浅，容易去开

展与西方思想体系不同的创新。这一点对为数十分

巨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二倍法的历史来源 

磁暴与太阳爆发有关，通过位于地球的地磁台

记录到磁暴，月相与月球环地球的轨道有关。这样磁

暴月相二倍法可理解为内在对应了“人法地，地法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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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的原理。 

北宋邵雍（公元 1011—1077 年）在《观物外

篇》中提出“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程颢（公元 

1032-1085 年）在《二程外书·传闻杂记》记载：尧

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这一认识得到邵雍（字尧

夫）的认可。 

由此可以认为，时间域的二倍法的起因可能潜

在地扎根于邵雍的论述中。 

正如 2022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同志在安阳殷墟

考察时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

论的根”。 

 

4）认真对待自己成果中的不足之处 

多年来沈宗丕的预测成果得到许多方面的重视。

他曾多次获奖，被提升为高级工程师，但是他一直保

持谦虚态度，不断地改进及提高。 

如他对 2008年我国四川汶川巨震没有提出预测

意见。通过对原方法的改进，用多个起倍磁暴与一个

被倍磁暴进行组合运算，得出较好的结果（书C21）。 

本书中的大量事实表明，通过多种思路及方法

的配合、协作，是有可能做出较好的三要素的地震预

测的。如沈宗丕对 1976 年 8 月松潘 7.2 级地震的发

震时间的预测很好，但是，对发震地区的预测范围大

（书 C3）。然而耿庆国应用旱震关系的研究对发震

地区有很好的预测（书 C3 附件）。两者结合就能做

出较好的三要素的预测。 

磁暴月相二倍法预测大地震，目前还有不少的

虚报和漏报，特别是不能较好地解决发震地区预测

的问题，因此需要结合其他预测手段和方法相互配

合，才能较好地预测大地震三要素的问题。 

 

三、新时代应大力继承和发扬自主创新的中国式预

测 

沈宗丕的上述预测成果可提供许多重要启示。

中华民族对大自然的认识存在与西方科学的不同途

径，对近百年来被认为是正确的西方现代化的认识

需要进行深刻反思。 

 

1）这一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高水平自主创新的一

个范例 

笔者 1956 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

近 70 年中了解国内外的百年来的创新成果，大多数

是立足于西方思想体系的。仅有很少数的创新成果

是主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沈宗丕的这一

成果应归于这一类的。 

本书从自主创新的层次、科技难度、社会价值等

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度。它象征中国式现代化自主

创新（预测）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出版有利于应用中

华传统思想体系于化解当代实际问题，有利于以“两

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2）正确对待中国式现代化中出现的创新人才 

一个“小人物”做出了大人物无法做出的超水平

的自主创新成果，最难能可贵的已经经过 50 多年的

实践，表明是基本正确的，做到了西方思想体系不能

做到的。这可使十几亿中国“小人物”大大增强在中

华民族复兴方面做出自主创新贡献的自信心。 

2021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科技

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全面准确评价科

技成果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这“五元价

值”。 

2024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建立以

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本书提供的许多事实表明，沈宗丕在创新、实效、贡

献等方面基本上是符合上述要求的，理应大力鼓励

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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