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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可佩１

尼泊尔 ８ １ 级大震与中国大陆西部
８ 级大震预测研究

摘要
自 １３００ 年以来的 ７１５ ａ 间，中国大

陆及其邻区共发生 Ｍ≥８ 大震 ２５ 次，呈
现出显著的自组织有序性． 特别是 从
１９０２ 年到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００ ａ 间，中国大陆
西部地区发生 ３ 对前后间隔 ４ ａ 的 ８ 级
大震有序对．基于信息预测理论，在对中
国大陆 ８ 级大震有序网络构建及其总结
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尼泊尔 ３ 次 ８ 级大
震新信息：２０１５ 年 ８ １ 级、１９３４ 年 ８ １ 级
和 １８３３ 年 ８ 级大震，进一步优化完善并
构建 ８ 级大震二维与三维有序网络结
构，并由此对未来 ８ 级大震进行预测．研
究结果表明：２０１５ 年尼泊尔 ８ １ 级大震
的发生，标志着新一轮 ８ 级大震活动的
开始，未来数十年内大震强震将在青藏
高原地区由南向北迁移发生，２０２２ 与
２０２６ 年前后中国大陆西部将发生新的 ８
级大震有序对，２０２９、２０４５ 年前后仍有可
能发生 ８ 级大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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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４ 时 １１ 分，尼泊尔发

生 Ｍｓ ８ １ 大地震，震中（８４ ７°Ｅ，２８ ２°Ｎ，ｈ ＝ ２０ ｋｍ）位于其首都加德

满都西北约 ８０ ｋｍ 的博克拉地区，距中国国境线直线距离仅为５０ ｋｍ，
距中国西藏日喀则市约 ４１５ ｋｍ，距拉萨市约 ６４０ ｋｍ．这次地震释放的

能量为 ２００８ 年汶川地震的 １ ４ 倍，属于危害较大的浅源地震，强烈震

动波及到邻近的中国西藏、孟加拉国和印度，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

严重的财产损失．４ 月 ２５ 日 １４ 时 ４５ 分、４ 月 ２６ 日 １５ 时 ０９ 分和 ５ 月

１２ 日 １５ 时 ０５ 分，尼泊尔又先后发生 ７ ０、７ １ 和 ７ ５ 级 ３ 次强余震．
据尼泊尔内政部 ５ 月 １０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大地震已造成 ８ ０１９
人死亡、１７ ８６６ 人受伤．这是尼泊尔 ８１ ａ 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震

灾，重创了尼泊尔的经济，有经济学家估计，灾后重建经费预计将超

过 ５０ 亿美元，约占尼泊尔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 ２０％．
尼泊尔地处全球著名的地震带———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上，

按照板块构造学说的观点，这次大震是印度板块向北持续挤压与碰

撞欧亚板块的结果．尼泊尔大震与中国西部 ８ 级大震关联密切，这次

Ｍｓ ８ １ 大震的发生无疑将对中国西部的强震、大震活动，同时对整个

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地区地震趋势产生重大影响．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翁文波创立的信息预测理论是当代天灾预测的

重大理论创新［１⁃６］ ．此后，许多专家在天灾预测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并

发展了信息预测理论［７⁃１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笔者致力于中国强

震、巨洪等重大自然灾害的有序网络结构及其预测研究，取得了一批

重要成果［１７⁃２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笔者在文献［２９⁃３０］中深入研究了中

国大陆 ８ 级大震有序网络的构建及其预测技术．本文是文献［３０］的续

篇，是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补充尼泊尔大震新信息，进一步细化

构建并完善中国西部 ８ 级大震有序网络结构，并对该地区未来 ８ 级大

震有序对进行预测分析，旨在进一步推进 ８ 级大震预测研究．

１　 中国大陆 ８ 级大震有序性及其网络结构

根据文献［３１⁃３４］，自 １３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７１５ ａ 间，中国大陆及

其邻近地区共发生 Ｍ≥８ 大震 ２５ 次（表 １），大约平均间隔 ２９ ａ 一次．



　 　 　 　２１ 世纪开始至今，中国大陆西部及其邻近地区已经

发生 ３ 次 ８ 级大震：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昆仑山 ８ １
级大震、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汶川 ８ ０ 级大震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尼泊尔 ８ １ 级大震．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在表 １ 中，第 １０ 号大震样本—１８３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西

藏聂拉木 Ｍ８ ０ 地震与同日发生的尼泊尔加德满都

北 Ｍ８ ０ 地震是同一个地震［３２，３４］ ．
为了研究的方便起见，本文以大震发生年号表

示大震事件，这样，表 １ 中 ２５ 个大震共有 ２４ 个年号

（其中 １８３３ 年 ２ 个 ８ 级大震合记为 １ 个年号，其后

标注 Ａ、Ｂ 加以区别）任意两个年号相减，可得 Ｃ２
２４ ＝

２７６ 个时间间隔 τ 值．统计分析表明，中国大陆及其

邻近地区 ８ 级大震具有显著的有序性，８ 级大震的主

要时间间隔 τ 值为 ２５２ ～ ２５８、１０８ ～ １１２、９４ ～ ９８、４４ ～
４８、２４～２５、１６ ～ １９、１１ ～ １４ 与 ６ ～ ７ ａ 等，其中 ２５２ ～

２５８ ａ 频次最高，是最为重要的序参数．文献［１３］将
２５ 个大震样本分为 ３ 个大震系列（Ｇｒｅａ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Ｏｒｄ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ＧＥＯＳ）和一个大震亚系列（Ｇｒｅａｔ 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 Ｏｒｄｅｒ Ｓｕｂ⁃ｓｅｒｉｅｓ，ＧＥＯＳＳ）两部分．

图 １ 为中国大陆 ８ 级大震有序网络主结构，该
图每行各组成一个大震有序系列，分别以其打头大

震的年号为名，记作 １３０３、１５５６ 和 １８１２ 系列（２０６５
系列即为预测的未来大震系列）．为了便于刻画样本

之间的时序关联，网络图中个别样本可以重复出现．
图 １ 中各行（即各系列）相邻 ２ 个大震样本的时间间

隔看似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但是，若将第 １ 行

与第 ２ 行、第 ２ 行与第 ３ 行的对应样本相比较，即按

竖列两两样本间隔却都在 ２５２～２５８ ａ，表现出惊人的

有序性．图 １ 左起实线第 １ 列：１３０３—１５５６—１８１２，总
时长为 ５０９ ａ；左起实线第 ２ 列：１４１１—１６６８—１９２０，

表 １　 中国大陆及邻区 Ｍ≥８ 大震目录（１３００—２０１５ 年）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Ｍ≥８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ｆｒｏｍ １３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序号 发震日期
相邻地震时间间隔 ／

ａ
震中位置

经度 ／ （ °Ｅ） 纬度 ／ （ °Ｎ）
震级 地点

１ １３０３－０９－２５ — １１１．７ ３６．３ （８） 山西赵城、洪洞

２ １４１１－１０－０８ １０８．０３７ ９０．５ ３０．１ （８） 西藏当雄西南

３ １５５６－０２－０２ １４４．３１７ １０９．７ ３４．５ （８）① 陕西华县

４ １６５４－０７－２１ ９８．４６９ １０５．５ ３４．３ （８） 甘肃天水南

５ １６６８－０７－２５ １４．０１１ １１８．５ ３４．８ （８） 山东郯城

６ １６７９－０９－０２ １１．１０３ １１７．０ ４０．０ （８） 河北三河平谷

７ １６９５－０５－１８ １５．７１１ １１１．５ ３６．０ （８）② 山西临汾

８ １７３９－０１－０３ ４４．４１７ １０６．５ ３８．８ （８） 宁夏平罗、银川间

９ １８１２－０３－０８ ７３．１８０ ８３．５ ４３．７ （８） 新疆尼勒克东

１０ １８３３－０８－２６（Ａ） ２１．４６６ ８５．５ ２８．３ （８） 西藏聂拉木、尼泊尔加德满都北

１１ １８３３－０９－０６（Ｂ） ０．０２８ １０３．０ ２５．０ （８） 云南嵩明杨林

１２ １８７９－０７－０１ ４５．８３７ １０４．７ ３３．２ （８） 甘肃武都南

１３ １９０２－０８－２２ ２３．１４２ ７６．２ ３９．９ ８ 新疆阿图什北

１４ １９０６－１２－２３ ４．３３６ ８５．０ ４３．５ ８③ 新疆沙湾西南

１５ １９２０－１２－１６ １３．９８１ １０４．９ ３６．７ ８ 宁夏海原

１６ １９２７－０５－２３ ６．４３５ １０２．２ ３７．７ ８ 甘肃古浪

１７ １９３１－０８－１１ ４．２１８ ８９．８ ４７．１ ８ 新疆富蕴

１８ １９３４－０１－１５ ２．４２７ ８６．５ ２６．５ ８．１ 尼泊尔加德满都、印度比哈尔

１９ １９５０－０８－１５ １６．５８３ ９６．７ ２８．４ ８．６ 西藏察隅、墨脱

２０ １９５１－１１－１８ １．２５９ ９１．４ ３１．１ ８ 西藏当雄

２１ １９７６－０７－２８ ２４．６９４ １１８．０ ３９．４ ７．８～８．２ 河北唐山

２２ １９９７－１１－０８ ２１．２７８ ８７．３ ３５．２ ７．９～８．０ 西藏玛尼

２３ ２００１－１１－１４ ４．０１７ ９０．９ ３６．２ ８．１ 青海昆仑山

２４ ２００８－０５－１２ ６．４９４ １０３．４ ３１．０ ８．０ 四川汶川

２５ ２０１５－０４－２５ ６．９５２ ８４．７ ２８．２ ８．１ 尼泊尔加德满都西北

注：由文献［２９⁃３０］表 １ 改编．① 文献［３２］改定为 ８级；② 文献［３２］改定为 ７级；③ 文献［３２］改定为 ７ ７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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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可佩．尼泊尔 ８ １ 级大震与中国大陆西部 ８ 级大震预测研究．

ＭＥＮ Ｋｅｐｅｉ．Ｎｅｐａｌ Ｍ ８ １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８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图 １　 １３００—２０１５ 年中国大陆 ８ 级大震信息有序网络主结构（据文献［３０］图 １，虚线表示预测，下同）
Ｆｉｇ １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８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３００—２０１５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ｂｙ Ｆｉｇ．１ ｉｎ ｒｅｆ［３０］．Ｄｏｔｔｅｄ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ｉｇｕｒｅｓ）．

总时长也是 ５０９ ａ．这绝非偶然，表明中国大陆 ８ 级大

震活动具有较强的规律性．图 ２ 为 ８ 级大震亚系列网

络结构，也展现出极好的对称有序性．
图 １ 和图 ２ 高度概括并准确刻画了 ７１５ ａ 来中

国大陆 ８ 级大震链发生与发展的规律，其中包含了

极为丰富的内涵．根据图 １ 和图 ２，不仅可对 ２００１ 年

昆仑山 ８ １ 级大震与 ２００８ 年汶川 ８ ０ 级大震进行

预测，而且可对中国大陆未来 ８ 级大震进行预测（由
于本文采用发震年号表示大震样本，故预测误差取

±１ ａ，下同）．

图 ２　 １８３３ 亚系列有序网络结构及其预测示意

Ｆｉｇ ２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８３３ ＧＥＯ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ｋｅｔｃｈ

２　 尼泊尔大震与中国西部强震活动的时空
特征

　 　 中国大陆地处欧亚板块的东南部，其地震活动

受到印度板块和太平洋板块挤压与碰撞的控制，而
印度板块是中国西部地震活动的主要动力源．统计

分析表明，尼泊尔 ８ 级大震与亚序列大震有关联，特
别是与中国大陆西部的青藏高原南部与北部地区大

震强震关系密切．１９ 世纪以来，尼泊尔共发生 ３ 次 ８
级大震，前 ２ 次大震之后大震强震由南向北扩散迁

移，其过程如表 ２ 所示．
第 １ 次迁移过程从 １８３３ 年喜马拉雅山麓的尼

泊尔（即西藏聂拉木）８ 级大震开始，到 １９２７ 年祁连

山麓的甘肃古浪，历时 ９４ ａ．在间隔 ７ ａ 后，第 ２ 次迁

移过程从 １９３４ 年尼泊尔 ８ １ 级大震开始，到 ２００８
年四川汶川 ８ ０ 级大震为止，历时 ７４ ａ．同样又间隔

７ ａ，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发生尼泊尔 ８ １ 级大震，第
３ 次由南向北扩散迁移的过程即将开始，未来大震

强震会在何时何地发生？ 这是人们所迫切关注的．

表 ２　 尼泊尔 ８ 级大震后大震扩散迁移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ｐａｌ ｇｒｅａ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序号 迁移路线 历时

１

１８３３－０８－２６（尼泊尔 ８）→１８３３－０９－０６（云南嵩明 ８）→１８７１－０６－（西藏错那西部 ７ ５）→１８７９－０７－０１（甘肃武都 ８）→
（８５ ５°Ｅ，２８ ３°Ｎ）　 　 　 　 （１０３ ０°Ｅ，２５ ０°Ｎ）　 　 　 　 （９１ ５°Ｅ，２８ ０°Ｎ）　 　 　 　 　 　 （１０４ ７°Ｅ，３３ ２°Ｎ）
→１９２０－１２－１６（宁夏海原 ８）→１９２７－０５－２３（甘肃古浪 ８）
　 　 （１０４ ９°Ｅ，３６ ７°Ｎ）　 　 　 　 　 （１０２ ２°Ｅ，３７ ７°Ｎ）

９４ ａ

２

１９３４－０１－１５（尼泊尔 ８ １）→１９４７－０７－２９（西藏朗县 ７ ７）→１９５０－０８－１５（西藏察隅 ８ ６）→１９５１－１１－１８（西藏当雄 ８）→
（８６ ５°Ｅ，２６ ５°Ｎ）　 　 　 　 　 （９３ ６°Ｅ，２８ ６°Ｎ）　 　 　 　 　 　 （９６ ７°Ｅ，２８ ４°Ｎ）　 　 　 　 　 （９１ ４°Ｅ，３１ １°Ｎ）
→１９９７－１１－０８（西藏玛尼 ８ ０）→２００１－１１－１４（青海昆仑山 ８ １）→２００８－０５－１２（四川汶川 ８ ０）
　 　 （８７ ３°Ｅ，３５ ２°Ｎ）　 　 　 　 （９０ ９°Ｅ，３６ ２°Ｎ）　 　 　 　 　 　 　 （１０３ ４°Ｅ，３１ ０°Ｎ）

７４ ａ

３ ２０１５－０４－２５（尼泊尔 ８ １）→？
（８４ ７°Ｅ，２８ ２°Ｎ）

３８２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５，７（３）：２８１⁃２８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７（３）：２８１⁃２８８



由表 ２ 所展示的自 １８３３ 年以来大震强震活动的时

空特征与迁移规律，可以初步分析判断本世纪未来

数十年内大震强震的活动趋势．

３　 ２１ 世纪以来 ８ 级大震 ３ 个震例与未来 ８
级大震预测

３ １　 ２００１ 年昆仑山 ８ １ 级大震与 ２００８ 年汶川 ８ ０
级大震震例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大陆西部及其邻区所发生的 ３
次 ８ 级大震：２００１ 年昆仑山 ８ １ 级大震、２００８ 年汶

川 ８ ０ 级大震和 ２０１５ 年尼泊尔 ８ １ 级大震，前后发

生时间都间隔 ７ ａ，这表明具有显著的有序性．
文献［２９⁃３０］指出，１８３３ 亚系列与主系列 １３０３、

１５５６ 大震样本之间并非隔绝而互不相关，它们之间

也存在一定的有序联系．在表 １ 中，从 １９０２ 年到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００ ａ 间，中国大陆西部共发生 ６ 次 ８ 级

大震：１９０２（新疆阿图什）与 １９０６（新疆沙湾）、１９２７
（甘肃古浪）与 １９３１（新疆富蕴）、１９９７（西藏玛尼）与
２００１（青海昆仑山）．这 ６ 次 ８ 级大震分成 ３ 对发生，
结伴而行，每对 ２ 个大震都是前后间隔 ４ ａ，笔者称

之为 ８ 级大震有序对，其中 ３ 个大震属于 １５５６ 主序

列，另外 ３ 个大震属于 １８３３ 亚序列．在短短 １００ ａ 时

间内竟然发生了这样的 ３ 对 ８ 级大震，这在中外地

震史上都是独特而罕见的震例．
为从杂乱无序的 ８ 级大震时间序列中挖掘出有

序规律，本文采用类似生物遗传工程基因剪接技术，
以此 ３ 对大震 ６ 个样本为节点，将其相互组合粘接，
可构建二维平面有序网络结构（图 ３）．在图 ３ 中，各个

四边形其对边对称相等，极其规则而工整．由图 ３ａ 与

３ｂ 不仅可以预测 ２００１ 年昆仑山 ８ １ 级大震，还可对

未来 ８ 级大震有序对进行预测，即 ２０２２ 与 ２０２６ 年中

国大陆西部地区可能发生新的 ８ 级大震有序对．
同样采用类似的剪切粘接技术，从图 １ 或图 ２

中选取部分样本则可分别构建 ２００８ 年汶川 ８ ０ 级

大震和 ２００１ 年昆仑山 ８ １ 级大震三维立体有序网

络预测示意（图 ４ 和图 ５）．

３ ２　 ２０１５ 年尼泊尔 ８ １ 级大震震例与未来中国西

部 ８ 级大震有序对预测

　 　 仿此，选用尼泊尔大震样本和 １８３３ 亚序列与

１５５６ 主序列部分大震样本，还可以组合构建二维有

序网络预测图 ６．图 ６ 着眼于选取较少的大震样本作

为网络的主要节点，深入挖掘其中内在的特殊信息，
根据矩形对边对称相等的性质，由此可对 ２０１５ 年尼

图 ３　 中国大陆西部未来 ８ 级大震

有序对二维网络结构预测示意

Ｆｉｇ ３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ａｉｒ ｏｆ Ｍ≥８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ａ ２Ｄ⁃ｏｒｄｅ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图 ４　 ２００１ 年昆仑山 ８ １ 级大震三维立体网络预测示意

Ｆｉｇ ４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００１ Ｋｕｎｌｕｎｓｈａｎ Ｍ８ １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ａ ３Ｄ⁃ｏｒｄｅ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图 ５　 ２００８ 年汶川 ８ ０ 级大震三维立体网络预测示意

Ｆｉｇ ５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００８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ｇ Ｍ８ ０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ａ ３Ｄ⁃ｏｒｄｅ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泊尔 ８ １ 级大震进行预测，同时也可对中国大陆西

部未来 ８ 级大震进行预测，即 ２０２９ 年前后中国西部

有可能发生 ８ 级大震．同样着眼于选取尽可能少的

大震样本，组合构建有序网络图 ７，由此可对中国大

４８２
门可佩．尼泊尔 ８ １ 级大震与中国大陆西部 ８ 级大震预测研究．

ＭＥＮ Ｋｅｐｅｉ．Ｎｅｐａｌ Ｍ ８ １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８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陆西部未来 ８ 级大震进行预测，即 ２０４５ 年前后中国

大陆西部还有可能发生 ８ 级大震．

图 ６　 ２０１５ 年尼泊尔 ８ １ 级大震预测示意

Ｆｉｇ ６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Ｎｅｐａｌ Ｍ８ １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ａ ２Ｄ⁃ｏｒｄｅ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图 ７　 １８３３ 亚序列与 １５５６ 主序列组合预测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８３３ ＧＥＯ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１５５６ ＧＥＯＳ

将图 ６ 做细化处理，即补充 １８３３、１９３４ 年 ２ 个

尼泊尔大震样本，同时选用 ３ 对中国西部 ８ 级大震

对 ６ 个样本，可组合构建二维平面有序网络图 ８．由
图 ８ 不仅可对 ２０１５ 年尼泊尔 ８ １ 级大震进行预测，
同时也可“一网打尽”中国大陆西部未来第 ４ 对 ２ 个

８ 级大震的预测，即 ２０２２ 与 ２０２６ 年前后中国大陆西

部地区有可能发生新的 ８ 级大震有序对，而且 ２０２９
年也有可能发生 ８ 级大震．

采用类似的方法，以此 ３ 对大震 ６ 个样本为基

本节点，即以大震样本 １９０２、１９０６、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为上

底面 ４ 个顶点，以 １９９７ 和 ２００１ 为下底面的 ２ 个已

知顶点，同时补充大震样本 １９２０、２００８ 信息，根据图

８ 矩形对边对称相等的规律，可以构建出一个由实

线和虚线共同组成的四棱柱体形状的三维立体有序

网络结构（图 ９），由图 ９ 可对 ２０１５ 年尼泊尔 ８ １ 级

大震进行预测，同时还可对未来 ８ 级大震有序对进

行预测，即 ２０２２ 与 ２０２６ 年中国大陆西部地区很可

能发生新的 ８ 级大震有序对．

图 ９　 ２０１５ 年尼泊尔 ８ １ 级大震与中国大陆西部

未来 ８ 级大震对 ３Ｄ 网络预测示意

Ｆｉｇ ９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Ｎｅｐａｌ Ｍ８ １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ａｉｒ ｏｆ Ｍ≥８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３Ｄ⁃ｏｒｄｅ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综上所述：２０１５ 年尼泊尔 ８ １ 级大震的发生标

志着新一轮 ８ 级大震活动的开始，未来数十年内大

震强震将在中国西部青藏高原地区由南向北迁移发

生，２０２２ 与 ２０２６ 年前后这种前后间隔 ４ ａ 的 ８ 级大

震有序对很有可能再次发生；２０２９、２０４５ 年前后中国

西部地区仍有可能发生 ８ 级大震（暂时略去较久远

的预测）．

４　 结语

１） 中国大陆及其邻近地区 ８ 级大震在时间上

具有显著的自组织有序性，由其所形成的规范对称

的网络结构为网络假说又提供了新的实例．本文所

构建的 ８ 级大震 ２Ｄ 与 ３Ｄ 有序网络结构，则是从无

序、复杂和偶然之中挖掘出大震时间序列具有对称、
简洁和必然性的有序信息，它高度涵盖并准确揭示

图 ８　 ２０１５ 年尼泊尔 ８ １ 级大震预测细化结构

Ｆｉｇ ８　 Ｄｅｔａｉｌ ｏｆ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Ｆｉｇ．６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Ｎｅｐａｌ Ｍ８ １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５８２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５，７（３）：２８１⁃２８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７（３）：２８１⁃２８８



了 ７１５ ａ 以来中国大陆及其邻区 ８ 级大震活动复杂

而有序的特征，有利于深刻认识 ８ 级大震发生的规

律，从而推进 ８ 级大震的预测研究．预测研究结果表

明：２０２２ 与 ２０２６ 年前后中国大陆西部有可能发生新

的 ８ 级大震有序对，２０２９、２０４５ 年前后仍有可能发生

８ 级大震．
２） 当今世界进入了大数据时代［３４］，从因果关

系到相关关系的思维变革是大数据的关键，建立在

相关性基础上的预测是大数据的核心．如何从海量

的大数据中发现有用信息，寻找与挖掘隐藏在其中

的模式、趋势和相关性，从而揭示自然与社会现象及

其发展规律，需要拥有更强的数据洞察力．总体而

言，大数据理论的基本思想与信息预测理论大体是

相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相关分析是狭义

的，即统计相关；而后者的相关关系是广义的，既包

括统计相关，也包括可公度性、对称性、分形自相似

性、信息有序性等．更为重要的是，信息预测理论更

加致力于从少量数据中挖掘大地震、大洪水等重大

自然灾害的规律性，这将有利于推进灾害预测研究

的科学新思维．本文的结果以及我国专家成功预测

强震、巨洪等重大天灾的许多实例表明：应用信息有

序性和少量数据，有时也可以得出比“因果关系”好
得多的研究成果［３５］ ．

３） 大震预测虽然是世界难题，但是大震是可以

预测的．本文研究结果再次表明：基于信息预测理论

的有序网络结构分析方法，对 ８ 级大震进行中长期

跨越式预测直观形象、简明有效，它避免了传统数理

模型分析的繁琐和不可识别性，为我国这样一个频

繁遭受强烈地震袭击的国家建立早期预警预报系统

提供了一项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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