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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区 M≥7 强震有序网络结构及其预测研究

门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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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1800 年以来，新疆及其邻区 M≥
7 强震具有显著的可公度性和有序性，其

主要有序值为 30 a × k( k = 1，2，3) 、11 ～
12 a、41 ～ 43 a 与 18 ～ 19 a 等． 根据翁文

波信息预测理论和复杂网络技术，努力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强震预测

方法，构建新疆地区 M≥7 强震信息有序

网络结构，充分揭示了新疆地区近 200 a
来 M≥7 强震链的活动规律，并据此较为

成功地预测了 2008 年于田 7. 3 级强震的

发生． 同时还提出新的预测意见: 2014—
2015 年、2019—2020 年以及 2026 年前后

新疆地区仍有可能发生 M≥7 强震． 研究

结果表明强震是可以预测的． 该方法对

于强震的中长期跨越式预测具有独特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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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2008 年 3 月 21 日 06 时 33 分新疆于田发

生 7. 3 级地震． 这是自 2001 年 11 月 14 日青海昆仑山 8. 1 级巨震后 6
a 多来，中国大陆发生的第 1 个 7 级以上地震，也是自 2003 年 9 月 28
日俄蒙中边境 7. 9 级大震后 4. 5 a 以来新疆及其邻区首次 7 级强震．
于田地震之后 52 d，在我国西部四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汶川 8. 0 级大

震． 因此，于田地震的发生对预测新疆及其邻区，乃至整个中国大陆

的地震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地震预测预报是当今世界难题． 20 世纪 80 年代，被誉为“当代预

测宗师”的中国科学院翁文波院士创立了信息预测理论，并在地震、
旱涝等天灾预测和预测科学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为重大自然灾害

预测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1-4］． 信息预测理论融合了中西文化的优

势，是当代天灾预测的重大理论创新． 徐道一等
［5-8］

的研究表明: 中国

和亚洲大地震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上也具有有序性． 1997 年他

提出信息有序系列概念，2001 和 2007 年又分别提出大地震的网络假

说和自组织网络新观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信息预测理论
［9-12］． 网

络假说把大震视为多层次、多因素、多维的网络节点，从整体和动态

的角度出发，有利于研究大地震的复杂性和信息有序性． 门可佩
［13-17］

对江苏-南黄海地区和青藏高原北部地区的强震网络结构进行过较为

深入的研究，并将其应用于强震预测实践． 郭增建等
［18-21］

首次提出灾

害链的理论概念和分类，并指出地球物理灾害链是一门新的交叉创

新学科，它是研究广义地球物理领域内不同灾害相互关系，并由这一

灾害预测另一灾害的学科，而所谓强震灾害链则是一定的时期内强

震灾害在同一地区或遥联地区相继有序发生的现象． 从 1972 年开始，

耿庆国
［22］

在旱震链方面用大旱做大地震的中期预报取得明显成效．
我国专家群体关于灾害链及其预测的研究成果极大地开拓和推进了

信息预测理论的发展．
1992 年以来，笔者致力于新疆地区 M≥7 强震链及其有序网络结

构研究
［23-27］． 2007 年笔者跟踪此次新疆于田地震，并于 2008 年 1 月

18 日向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提出预测意见( 参见

2008 年度天灾预测表) ，同年 3 月 11 日在提交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

《关于 2008 年度天灾预测意见说明》一文中又明确提出预测意见． 此

次于田 7. 3 级强震的成功预测，再次表明将翁文波信息预测理论与有



序网络结构相结合，是强震链中长期跨越式预测的

有效方法．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补

充，为本区未来 M≥7 强震的中长期预测预报提供

可靠信息．

1 可公度信息系与信息有序网络

有序性是自然界的一种秩序或规律，它包括周

期性、可公度性、韵律性、对称性和自相似性等． 可公

度性是系统的一种信息系，它表达了系统元素中可

以共同度量的某种规律．“可公度性”一词源于天文

学，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翁文波教授

引入预测科学之中并在理论和方法上加以创造性的

发展． 他运用“随机性假设的否定”以拒绝贫信息的

均匀分布，从中提取灾害事件的可公度信息，从而证

实了自然灾害时序中存在多元的有机组合，并在地

震、洪涝、干旱等 200 多次灾害预测实践中展示了可

公度性的普适意义
［1-4］．

可公度信息系的一般表示式为
［2］

Xi = ∑
h

j = 1
( IjXij ) + ε0，

式中 Ij ∈ { i} ，且 Ij ≠ i，即 Ij 是下标集{ i} = { 1，2，

…，n} 中与 i 不同的任意元素，Xij 是{ Xi} 中与 Xi 不

同的任意元素． Ij 为整数，本文取 + 1 或 － 1，h是可公

度元数，ε0 是事先确定的可行性临界值( 偏差) ． 若 Xi

存在不止一个可公度式，则 Xi 可能不是偶然的，即

Xi = ∑
h

j = 1
( IjXij，1) + ε1，

Xi = ∑
h

j = 1
( IjXij，2) + ε2，



Xi = ∑
h

j = 1
( IjXij，m) + εm ，

并且，max{ | ε1 | ，| ε2 | ，…，| εm | } ≤ ε0 ． 当 m 足够

大时，这些可公度式就不再是偶然的． m 为可公度式

的频数，由此构成了信息预测的重要方法之一．
应用信息预测理论构建天灾信息有序网络结

构，首先需要按文献［24-29］的方法求出相应灾害时

间序列的有序值或可公度值; 然后选择部分具有代

表意义的强震样本为网络节点，沿经纬二维或三维

坐标轴的方向，以主要有序值为边线将各节点从左

到右、自上而下相互联结起来． 有时一个网络图难以

概括全面，可以分为几个图来表示． 为保证样本上下

左右之间的时序关系，少数样本可以重复出现．

2 新疆及其邻区 M≥7 强震链有序网络构建

新疆地区是我国西部强震活动最为剧烈的地区

之一． 表 1 列出自 1800 年以来历史记载和现代仪器

记录的我国境内 M≥7 强震共 21 次，其中 8 级巨震

4 次，另有境外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等地震 9 次
［30-32］． 笔者多年研究结果表明，近 200 a

来新疆及其邻区 M≥7 强震活动呈现出良好的可公

度性和有序性，其主要有序值 ( 即序参数) 有 5 种:

τ1 = 30 a × k( k = 1，2，3) 、τ2 = 11 ～ 12 a、τ3 = 41 ～
43 a、τ4 = 18 ～ 19 a和 τ5 = 5 ～ 6 a． 文献［23-29］详

细研究了新疆地区 M≥ 7 强震时间间隔的有序性结

构以及各有序值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上述有序值具

有特殊的预测功能．

表 1 新疆及其邻区 M≥7 强震目录( 1800—2011 年)
Table 1 Catalogue of M≥7 strong earthquakes in Xinjiang

and its neigbourhood region ( 1800—2011)

序号 发震日期

震中位置

纬度 /
( °N)

经度 /
( °E)

M 地点

1 1812-03-08 43. 7 83. 5 8 尼勒克东

2 1842-06-11 43. 5 93. 1 7 巴里坤

3 1883-02-12 43. 5 78. 0 7. 5 阿拉木图( 境外)

4 1887-06-08 43. 1 76. 8 7. 3 维尔年( 境外)

5 1889-07-11 43. 2 78. 7 8. 3 契列克( 境外)

6 1895-07-05 37. 7 75. 1 7 塔什库尔干

7 1902-08-22 39. 9 76. 2 8?? 阿图什北

8 1906-12-23 43. 5 85. 0 7. 7 沙湾西南

9 1911-01-03 42. 9 76. 9 8. 2 阿拉木图( 境外)

10 1911-02-18 40. 0 73. 0 7. 8 塔吉克( 境外)

11 1914-08-05 43. 5 91. 5 7?? 巴里坤东

12 1924-07-03 36. 8 83. 8 7?? 民丰东

13 1924-07-12 37. 1 83. 6 7. 2 民丰东

14 1931-08-11 47. 1 89. 8 8 富蕴附近

15 1931-08-18 47. 2 90. 0 7?? 富蕴附近

16 1944-03-10 44. 0 84. 0 7. 2 新源东北

17 1944-09-28 39. 1 75. 0 7 乌恰南

18 1946-11-02 41. 5 72. 5 7. 6 安集延( 境外)

19 1949-02-24 42. 0 84. 0 7?? 库车东北

20 1955-04-15 39. 9 74. 6 7 乌恰西

21 1955-04-15 39. 9 74. 7 7 乌恰西

22 1974-07-05 45. 0 94. 2 7. 1 巴里坤东北

23 1974-08-11 39. 4 73. 8 7. 3 乌恰西南

24 1978-03-24 42. 8 78. 6 7. 2 阿拉木图( 境外)

25 1985-08-23 39. 53 75. 32 7. 1 乌恰

26 1990-06-14 47. 90 85. 09 7. 2 吉木乃西北

27 1992-08-19 42. 1 73. 9 7. 5 苏萨梅尔( 境外)

28 1996-11-19 35. 2 78. 0 7. 1 喀喇昆仑山

29 2003-09-28 49. 9 87. 9 7. 9 俄蒙中交界( 境外)

30 2008-03-21 35. 6 81. 6 7. 3 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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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为 1812—2011 年新疆及其邻近地区 M≥7
强震链有序网络主结构． 这是根据笔者 1998 年所作

原图
［26-27］

逐年修订完善而成的． 在图 1 中，强震样本

均以其发生的年号来表示( 下同) ，其中 1924、1931、
1944、1955 和 1974 年均发生过 2 次 M≥7 强震，只

用同一个年号代表． 这样，图 1 中样本量为 24 个，约

占总样本量的 80% ． 另外 7 个发生在境外的 M≥7
强震，未列于图 1 之中．

图 1 新疆及其邻区 M≥7 强震链有序网络主结构

( 虚线表示预测，* 表示境外地震)

Fig． 1 Ordered network structure of M≥7 strong
earthquake chain in Xinjiang and its neigbourhood region

( dashed line for prediction，* denotes
earthquakes occured in other countries)

在图 1 中，以 5 条横线即纬线( a) —( e) 为主链，

构成本区强震活动的主体框架． 它们分别按 30、60
或 90 a 的间隔从左向右传递: ( a) 链中各强震样本

以 60 a 为间隔发展; ( b) 链中各强震样本分别以 30
或 60 a 为间隔交替发生; ( c) 、( d) 2 链中各强震样

本均间隔 30 a; ( e) 链中的强震样本间隔为 90 a． 图 1
中的竖线即经线表示: 在( b) 、( c) 、( d) 、( e) 各链中

处于同一列的强震样本之间相隔 11 ～ 12 a 的关系．
双斜线表示相隔 41 ～ 43 a，单斜线表示相隔 18 ～
19 a． 图 1 既反映了有序值 τ1 自身的传递规律，又反

映了它同 τ2、τ3、τ4 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揭示了新

疆及其邻区 M≥7 强震活动井然有序的网络结构，

因此图 1 具有较强的预测功能． 结构是功能的基础，

功能是结构的反映． 根据各链的传递规律相应加以

延伸，可获得未来强震时间点位，再参考附近斜线的

支持证据，即可得出预测意见． 笔者曾据此较好地预

测了 2003 年俄蒙中边境 7. 9 级地震与 2008 年于田

7. 3 级地震的发生
［13，27，33］． 根据上述规律由图 1 可

作如 下 预 测: 本 区 未 来 M≥ 7 强 震 可 能 发 生 在

2014—2015 年、2019—2020 年与 2026 年前后( 因本

文采用发震年份表示强震样本，故而误差取 ± 1 a，

下同) ． 这里，未来第 2 次强震预测时间 2019—2020
年，分别由强震链( a) 与( b) 所携带的信息以及图 1
右边第 2 纵列链: 1974—1985—1996—2008 延伸而

得，可谓殊途同归，互相印证，表明了本区强震有序

网络内在的有机联系．

3 2008 年于田 7. 3 级强震预测实例

3． 1 τ1 = 30 a × k ( k = 1，2，3) 与 τ2 = 11 ～ 12 a 的预

测功能

干支纪历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干

支周期在自然科学中具有普适意义． 新疆及其邻近

地区 M≥7 强震活动时间间隔与干支周期密切相

关，故而本文将有序值 30、60 和 90 a 放在一起考虑．
图 1 中 1931、1949、1990 和 2008 这 4 个样本点构成

一个标准而规范的对边相等的“平行四边形”． 由此

“平行四边形”所包含的有序信息表明: 2008 年于田

7. 3 级强震的发生绝非偶然．
图 2—4 均为图 1 的局部结构细化． 图 2 中 3 条

横线之间各相隔 5 ～ 6 a，第 1 行与第 3 行则相隔

11 ～ 12 a，而每条横线上的强震样本均以 59 ～ 61 a
的有序值从左向右传递发生，其规律十分显著． 图 3
则是图 2 的细化结构，其中第 1 行和第 3 行强震链

按 29 ～ 31 a 的有序值向右传递，其发生规律也十分

显著． 由图 2 和图 3 的第 2 条横线均可预测推知:

2008 年前后有发生 M≥7 强震的可能．

图 2 有序网络结构应用于 2008 年于田 7. 3 级强震预测

( 虚线表示预测，* 表示境外地震)

Fig． 2 Ordered network structure for Yutian
M7. 3 strong earthquake prediction

( dashed line for prediction，symbol * denotes
earthquakes occured in other countries)

图 4 中 右 边 的 一 条 纵 列 链: 1974—1985—
1996—2008，即由太阳活动的 11 ～ 12 a 周期也可获

得 2008 年于田 7. 3 级强震预测点位．

3. 2 关于 τ3 = 41 ～ 43 a 的有序性及其预测功能

20 世纪，我国大陆西部 M≥7 强震活动经历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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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2 的有序网络细化结构

Fig． 3 Detailed ordered network structure of Fig． 2

图 4 图 2 的有序网络细化结构以及进一步预测

Fig． 4 Detailed ordered network structure of Fig． 2 and
further prediction for Yutian M7. 3 strong earthquake

个轮回，图 5 反映了 τ3 隔幕传递的规律，它把第 1、
3、5 活跃幕串联成非常规则的“3 线 9 点阵”． 根据图

5 有序性传递的信息，笔者曾在 1994 年预测第 9 点

将在 1996 年前后“就位”［24］． 1996 年 3 月 19 日阿图

什 6. 9 级和 11 月 19 日喀拉昆仑山 7. 1 级强震果然

在所预测的点位上亮相．

图 5 有序值 41 ～ 43 a 的传递规律及其预测示意

( 虚线表示预测，* 表示境外地震)

Fig． 5 Transmission rule of orderly value
41 ～ 43 a and its prediction sketch map

应用图 5 同样也可成功预测 2008 年于田地震．
其第 4 条横链线，由 20 世纪第 2 活跃幕的 1924 年

民丰 2 次 M≥7 强震，经过 2 个 42 a 传递到 21 世纪

的活跃幕，结果便发生了 2008 年 3 月 21 日于田 7. 3
级强震． 这些地震成功预测实例表明: 有序性分析是

一种以少胜多的研究方法，在一定条件下有时会有

十分显著的效果． 根据上述规律可作以下未来强震

预测．

1 ) 图 5 中第 5 条横线将跨越 19、20 和 21 世纪，

依次串连起 1889、1931、1974 这 3 个强震，再经 41 a
可传递到 2015 点位( 用虚线表示) ，即在 2015 年前

后仍有可能发生 M≥7 强震．
在表 1 中，若取 6 个 M ≥ 7 强震样本分别表示

为 x1 = 1902，x2 = 1914，x3 = 1944，x4 = 1955，x5 =
1974，x6 = 1985，则有以下 5 个三元可公度式:

x6 + x5 － x3 = 2015，

x6 + x3 － x2 = 2015，

x6 + x6 － x4 = 2015，

x5 + x4 － x2 = 2015，

x5 + x3 － x1 = 2016．
这也表明时间点位 2015 年绝非偶然，在其前后新疆

地区确有可能发生 M≥7 强震．
2) 由图 5 第 1 条横线中 1985 年乌恰 7. 1 级强

震，再经 41 a，即到 2026 年前后新疆地区仍有可能

发生 M≥7 强震( 用虚线表示) ． 此项预测也可为图 1
的预测加以佐证( 参见图 1 中横线( e) ) ．

4 关于有序值的机理讨论

4. 1 关于 τ6 = 71 ～ 72 a 的有序性

有序网络图不仅可以设计成平面的，而且可以

设计成立体的( 图 6) ． τ6 是新近发现的很有意义的一

个有序值． 由于该值可分解为 72 = 42 + 30 或 71 =
60 +11，因此，τ6 包含 60、30、41、11 a 等周期，它与

τ1、τ2 和 τ3 等值的关系可形象地表达为图 6 所示的

3 层“立体框架”． 上层面的矩形目前已经完成，中间

层面以及下层面 2 个矩形尚未“完工”． 拆开这个框

架可得 3 个“日”字形结构，如图 6 中 b、c、d 所示，目

前大自然均已“完工”，b 面正面朝外，c 面位于立框

的左侧，d 面是立框对角线的剖面，而 2 个“日”字形

结构———后面 e 与右侧面 f，至今尚未“竣工”． 如果

大自然的神奇画笔在未来时空中果真点出 2015 年

和 2056 年这 2 个 M≥7 强震样本点，那将是展现在

世人面前的一幅几何对称的“经典杰作”．

4. 2 关于 τ2 = 11 ～ 12 a，τ4 = 18 ～ 19 a，τ5 = 5 ～ 6 a

的有序性

太阳黑子活动具有 11 a 的平均周期、22 a 的磁

性周期以及 80 ～ 90 a 的长周期，因此，可以把有序值

11、22 和 44 a 放在一起考虑． 太阳活动与强震的关

系，中外许多学者都曾做过研究，前苏联学者 A． Γ·塞

秦斯基指出: 大震多发生在太阳活动的峰年和谷年或

其附近
［19］． 20 世纪以来，我国陕甘宁青地区 M≥7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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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新疆及其邻区 M≥7 强震有序网络结构

Fig． 6 Ordered network structure of M≥7 strong earthquakes
in Xinjiang and its neigbourhood region

震强震多发生在太阳活动的峰年，而 19 世纪以来新

疆及其邻区 M≥7 地震有 18 次发生在太阳黑子的峰

值和谷值的前后一年，占总数的 62. 1%，其中发生在

谷值前后一年的就有 13 次，占总数的 45% ． 1996 年

处于自 1755 年算起的第 23 太阳黑子周开始的谷

期，这一年正发生了阿图什 6. 9 级地震和喀喇昆仑

山 7. 1 级强震，接着又在 1997 年初发生了伽师 6 级

强震群，为上述结论又提供了新的证据． 天文观测资

料显示，2007—2009 年太阳活动处于罕见的极低状

态，太阳黑子相对数( 即沃尔夫数) 分别为 7. 5、2. 9、
3. 1，连续 3 a 小于 10． 从 1996 年开始的第 23 周已经

历了近 14 a，为 1798 年以来 200 多 a 间最长的太阳

黑子周期
［34］． 2008 年正值太阳活动第 24 周的谷值

期，在这样的天文背景下，发生了汶川 8. 0 级大震绝

非偶然． 这表明太阳黑子周期变长( SCL ＞ 11 ) 、太阳

活动长谷年等异常现象，往往与全球性灾害频发结

伴同行． 2008 年初中国南方广大地区突遭低温冰雪

灾害袭击，接着新疆于田 7. 3 级强震、四川汶川 8. 0
级大震、青海玉树 7. 3 级强震相继发生，就是一个极

好的例证． 2010 年以来，太阳活动已进入第 24 周上

升阶段，预计第 24 周的峰值期将发生在 2013—2014
年，第 25 周的谷值期与峰值期将分别在 2020 年与

2025—2026 年前后． 上述天文背景的变化必须引起

我们的高度关注．
月亮升交点的进动具有 18. 6 a 的周期． 杜品

仁
［35］

的研究表明，全球主要地震带的大地震都存在

与月亮交点退行周期相关的 18. 6 a 的地震轮回． 新

疆地区 7 级强震活动中 τ4 也起着积极作用． 图 1 中

的单斜线将上下 2 组 τ1 联系在一起，18 = 12 + 6，这

表明 τ4 与 τ2、τ5 有关． 另外，5 ～ 6 a 约为 11 a 的

0. 55 倍，11 又是 18. 6 的 0. 591 倍，而 18. 6 是 30 的

0. 62 倍，这些数据都在黄金分割数 0. 618 附近． 郭增

建等
［19］

指出，2 个相差不大的周期其拍为

Tb =
T1 × T2

T1 － T2
，

更容易引起自然灾害． 25 与 18. 6 之拍为 72. 6，接近

τ6，22 与 35，22 与 18. 6，22 与 25 其拍分别为 59. 2、
120. 3 和 183. 3，大致分别为 60 的整数倍． 因此，各

有序值之间关系密切而复杂，互为影响．
宇宙是统一的整体，日、地、月的运行与地震等

天灾活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地震的发生可视为地

球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外

因往往与大震关系更密切，并且地震越大，可能相关

性越好
［19，35］． 总之，大震大灾因其独特性应放在天地

生大系统范围内去研究．

5 结论与讨论

1) 强震与强震链预测是当今科学研究的前沿

和世界性难题，至今尚无根本性突破． 强震预测是减

轻地震灾害的重要途径，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

需求． 强震在时空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和地质构造运

动的复杂性，使得以统计为基础的预测方法难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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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重大突破．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地震界许多

学者反复强调由经验性预测向物理预测转变，但是，

中国大陆岩石圈具有十分复杂的结构和漫长的演化

历史，通过探明全国各活动地块孕震和控震机制及

其特征差异来实现强震物理预测，无疑是一条十分

漫长而艰巨的道路．
翁文波信息预测理论体系

［1-2］
是把我国历史文

化遗产和现代科学 (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应用大

量有关历史资料和数据，进行潜心研究的智慧结晶．
翁文波信息预测体系从理论论述、预测方法到成功

解决多领域科学问题 ( 尤其是难度很大的天灾预

测) ，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创新体系，突破了西

方现有预测理论方法的局限和束缚，具有我国科学

自主创新的性质
［4，10，36-37］． 翁先生强调:“创新在于重

新认识”． 他的信息预测理论和方法都是对现有通用

概念重新认识的结果，这些新认识经过了大量成功

预测实例的总结和检验． 严重天灾属于异态事件，其

时空分布规律与常态事件有很大区别． 国际上一些

学者对地震预测抱悲观的态度，认为地震不能预测，

但是翁文波信息预测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严重天灾预

测却卓有成效． 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重大地

震是可以预测的． 在以往 3 次成功预测实例 ( 1996
年阿图什 6. 9 级与喀拉昆仑山 7. 1 级强震、2003 年

俄蒙中边境 7. 9 级强震及 2008 年于田 7. 3 级强震)

的基础上，综合本文提出的强震有序网络结构，可作

以下预测: 新疆及其邻区未来 3 次 M≥7 强震可能发

生在 2014—2015 年、2019—2020 年和 2026 年前后．
2) 近 30 a 来，国际上从“非线性科学”逐步走

向“复杂性科学”． 被誉为“遗传算法之父”而闻名于

世的英国科学家约翰·霍兰
［38-39］———《隐秩序: 适应

性造就复杂性》这部具有突破性贡献的著作的作者，

是当今最具有创新意识的思想家之一． 他提出“涌

现”( emergence) 概念( 从混沌到有序) ，用于研究具

有耦合性的前后关联的相互作用和具有可变结构的

受限生成过程( constrained generating procedures) ． 一

粒微小的种子蕴含着规范的、能够生长成像巨大的

红杉树和普通的雏菊那样复杂而独特的结构，这正

是涌现现象，其本质就是由小生大，由简入繁． 他指

出:“涌现首先是一种具有耦合性的前后关联的相互

作用． 在技术上，这些相互作用以及该作用所产生的

系统都是非线性的．”涌现的概念，即整体大于其各

部分之和，简单得令人惊讶，然而它在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等诸多领域中都具有极深的寓意． 具有普适

性的涌现理论能够预言许多复杂行为，给予我们关

于生命、智慧和组织的很多启示．
3) 网络是系统概念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充

［11］．
网络是开放的，它更适于描述客观存在的一些复杂

事物． 在天地生人综合研究中，对多种复杂事物之间

联系很难划定一个相对固定的系统，即系统的边界

和有关优势因素常常可能因时、因地和条件的改变

而变化，从而应把它视为“网络”，而不是“系统”． 海

森堡在《物理学和哲学》中指出: “世界不应被划分

为不 同 类 别 的 物 体，而 应 划 分 成 不 同 类 别 的 联

系……世界呈现为许多事件的复杂组合，其中存在

着各种联系的变化、重叠或联合，从而确定整体的结

构．”卡普拉认为:“新的世界观把宇宙看成是一个相

互联系的事件的动态网络，这个网络中任一部分的

性质都不是基本的，它们都被其他部分的性质所确

定，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的总体一致性确定了整个

网络的结构．”系统是一抽象概念，而“网络”则具有

很强的形象性． 网络的形象性可表述一些重要联系

方式．① 长程相关联系． 在网络中，相距很远的节点

和线的联系可以较为密切，而网中空格与网的节点

相距很近，但联系却很少．② 连续和离散的结合． 空

格表示离散，而节点和线是连续的． 这对解释“跨越

式相关联系”很有价值
［9，11-12］． 近年来应用网络形象

和技术的研究专著陆续出版也证明此点
［40-46］． 所谓

自组织性是大自然本身的自组织，而不是人们以某

种固有认识强加于它的规律性． 自组织网络的基本

特性在于它的结构变异度大、开放度也大． 这就是

说，自组织网络基本上没有固定的边界、结构和初始

条件，下一阶段的结构可以与上一阶段的结构相差

很大，甚至根本不同
［47］． 21 世纪是网络时代，网络思

想和理论已经渗透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方面

面． 技术、生物、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很多复杂系统都

可用网络进行直观刻画，比如交通网、电力网、因特

网、动物体内的神经网络、蛋白质网络，乃至社会人

际关系网络等． 当今世界关于复杂网络的研究正方

兴未艾，研究的新进展更值得注意． 强震和强震链也

应该是这样． 单个强震好比单个蚂蚁或神经元，通过

前后左右的耦合关联组成强震链网络，如同蚁群或

神经网络，作为一个群体所显示出的适应性却大大

超过了它的个体成员． 强震与强震链网络作为一个

整体所蕴含与显示的信息量必然大大超过单个强震

样本的信息． 因此，网络技术这一方法也适用于强震

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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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一
［47］

在地学界首次提出大地震形成机制

的网络特性，把大地震看成是多层次网络的节点． 本

文提出新疆地区 M≥7 强震链有序网络结构，但仍

需完善其预测功能设计，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强震网

络结构还需深入系统研究． 目前国内外尚无其他学

者将自组织网络技术应用于强震预测研究．
4) 新疆及其邻区 M≥7 强震链的活动特性与中

国大陆其他地区，比如青藏高原北部地区、华北地块

东南部的江苏-南黄海地区有显著的差别
［15-16］，这是

由于本区独特的“经纬线”网络结构所决定的． 本文

通过规则有序的网络结构，充分揭示了新疆地区 210
a 来 M≥7 强震的活动规律，为网络假说又提供了一

个新的有力证据． 有序网络结构分析是强震中长期

预测的一种直观形象、简明易行的好方法，它避免了

传统数理模型分析的繁琐和不可识别性． 中国的地

震预测研究与实践应该走在世界前列，地震预测研

究应该有创新思想
［48-49］． 笔者将信息预测理论与复

杂网络技术相结合，致力于探索强震灾害跨越式( 特

别是长时间、长距离) 预测显著有效的新方法，致力

于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地震预测道

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防灾减灾事业做出积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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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ed network structure of M≥7 strong earthquakes
and its prediction in Xinjiang

MEN Kepei1

1 School of Mathematics ＆ Statistics，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

Abstract Since 1800，M≥7 strong earthquakes have showed an obvious commensurability and orderliness in Xin-
jiang and its neighbourhood region． The main orderly values are 30 a × k ( k = 1，2，3 ) ，11-12 a，41-43 a and 18-
19 a．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forecasting theory of WENG Wenbo and complex network technology，we try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methods for M≥7 strong earthquake predi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build the in-
formational ordered network structure of M≥7 strong eatthquakes in Xinjiang． In this paper，the activity rhythm of
M≥7 strong earthquakes in Xinjiang during the past 200 years is revealed fully by the network structure． Based on
this，Yutian M7. 3 strong earthquake is successfully predicted in 2008． At last，we present a new prediction opinion
that the future M≥7 strong earthquakes will probably happen in 2014—2015，2019—2020 and 2026 in this reg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rong earthquake can be predicted． This method produces satisfactory results for mid-and-long
strong earthquake prediction．
Key words Xinjiang; M≥7 earthquake chain; imformational ordered network structure; complex networks; strong
earthquake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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