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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震趋势预测及其论证分析研究

摘要
南黄海地区是我国东部中强地震活

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自 １８４６ 年以
来，该研究区 Ｍ≥６ 强震活动具有显著的
可公度性和有序性，其主要有序值为
７４～７５ ａ、５７～５８ ａ、１１～１２ ａ 和 ５～ ６ ａ，其
中７４～７５ ａ 和 ５７ ～ ５８ ａ 具有突出的预测
作用．根据翁文波信息预测理论，在回顾
总结成功预测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９ 日南黄海
６ １ 级强震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南黄海
海域 Ｍ≥６ 强震活动的可公度性及其预
测功能，构建并完善了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震的二维和三维有序网络结构，对该
区未来 Ｍ≥６ 强震趋势进行了预测，并对
预测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分
析．研究结论表明：南黄海海域未来新一
轮强震活跃幕的首次 Ｍ≥６ 强震将发生
在 ２０５３—２０５４ 年前后，未来第 ２ 次 Ｍ≥６
强震或强震群可能发生在 ２０５８—２０５９
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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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自然灾害及其防御一直是人类社会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古今

中外的专家运用过各种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并付诸实践．然而，强震

预测依然是世界性科学难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翁
文波院士在从事天灾预测的实践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创立了以

信息预测为核心的预测理论，这是当代天灾预测的重大理论创新［１⁃７］ ．
众所周知，事物的自然特性基本上可分为二大类：有序性和无序性．有
序性是自然界的一种秩序或规律．可公度性如同周期性、韵律性、对称

性、分形自相似性等都属于有序性的范畴，是信息预测理论的主要内

容．翁文波应用可公度性和干支周期等方法成功地预测了 １９９１ 年发

生的江淮特大洪灾和 １９９２ 年美国加州强烈地震［１⁃２］ ．１９８２—１９９２ 年他

提出各类天灾预测 ２５２ 次，实际发生 ２１１ 次，成功率达到 ８３ ７３％ ［４］ ．
２００４ 年耿庆国［８］ 提出独立可公度元的新概念，通过提取整数集合中

的可公度元，使三元、四元、五元等可公度式统一用数据相加减的方

式来表达可公度性，并对黄河、淮河大洪水以及华北大旱灾等进行预

测研究，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徐道一首次提出信息有序性、大地

震形成机制的网络特性以及自组织有序网络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了信息预测理论［９⁃１２］ ．
中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强烈地震常常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

大损失．地震危险性分析是地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地震危险性分析

的本质就是地震的中长期预测．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笔者致力于中国

强震预测研究，首次提出应用网络结构图直观而清晰地展示出强震活

动的可公度性和有序性，特别致力于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强震活动的

有序性及其网络结构研究、中国大陆 ８ 级大震与长江大洪水有序网络

结构及其预测研究以及地震灾害评估等，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１３⁃２７］ ．在
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补充并整理强震事件新信息，将可公度性

方法与信息有序网络结构分析相结合，深入探索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震

活动规律，并对该地区未来 Ｍ≥６ 强震趋势进行中长期预测，以期为我

国东部地区防震减灾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１　 可公度性信息系与信息有序网络构建

１ １　 基本概念与定义

信息预测是以信息学为基础，以信息（秩序）为主要研究对象，以



　 　 　 　否定随机性为原则．这里所谓信息是指信息系中的

元素、元素集和子体系，它表征系统的“序”的概念，
自然数和整数信息系在自然科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

位置．自然界中存在着由自然数或整数传递信息的

某种秩序，且不会因加减法处理而失真．自然界的结

构，许多是与自然数有关的，例如元素周期律的主要

指标———原子序数，即自然数，因此，自然数或整数

本身就是信息［１⁃５］ ．
可公度性可简单定义为：若某数据集 ｛Ｘ ｉ｝ 中任

意两个元素 Ｘｓ 和 Ｘ ｔ，其差若能表示为某个常数和一

个整数的积，即
Ｘｓ － Ｘ ｔ ＝ ΔＸ·Ｋ ｉ，　 Ｋ ｉ ＝ １，２，…，

若上式是稳定的，则称该数据集｛Ｘ ｉ｝ 是具有可公度

性的有序集，常数 ΔＸ 则为该数据集的可公度值．这
里 Ｋ ｉ 是以可公度值为周期的序数．若Ｋ ｉ ＝ １，则ΔＸ即

为数据集｛Ｘ ｉ｝ 的基本周期．
可公度信息系的一般表达式为［４，７⁃８］

Ｘ ｉ ＝ ∑
Ｌ

ｊ ＝ １
（ Ｉ ｊＸ ｉ ｊ） ＋ ε０，

式中 Ｉ ｊ ∈｛ ｉ｝，且 Ｉ ｊ ≠ ｉ，即 Ｉ ｊ 是下标集｛ ｉ｝ ＝ ｛１，２，…，
ｎ｝ 中与 ｉ 不同的任意元素，Ｘ ｉ ｊ 是数据集｛Ｘ ｉ｝ 中与Ｘ ｉ

不同的任意元素．Ｉ ｊ 为整数，本文取 ± １．Ｌ为可公度的

元数．ε０ 为事先确定的可行性临界值（偏差） ．当然，
一个可公度式可能是偶然的，如果有 ｍ 个可公度式

（ｍ 足够大） 则可拒绝均匀分布的假设，从而证实实

际数据序列中所包含的几乎可公度性是非偶然的．
这里 ｍ 称为可公度式的频数，它是分析时间序列可

公度信息强弱的一个重要指标．

１ ２　 应用实例

“可公度性” （ ｃ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一词原先是在

天文学中提出来的，翁文波将其引入到预测学领域，
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可公度性是自然界的一种

秩序，是系统的一类信息，也是时空对称性的一种表

现，它表达了系统元素中可以共同度量的某种规律．
许多客观事物中都存在着可公度性，比如太阳系行

星的平均距离存在着可公度性．木星的 ３ 个主要卫

星木卫一、木卫二和木卫三的平均运动（ｍｅａｎ ｍｏ⁃
ｔｉｏｎ） Ｙ１、Ｙ２ 和 Ｙ３ 服从下列关系式：

Ｙ１ － ３Ｙ２ ＋ ２Ｙ３ ＝ ０，
这是一个与原点无关的可公度性方程或首一多项式

（ｍｏｎｉｃ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式中各项系数之和等于 ０．土星

的 ４ 个主要卫星土卫一、土卫二、土卫三和土卫四的

平均运动 Ｚ１、Ｚ２、Ｚ３ 和 Ｚ４ 具有下列关系：

５Ｚ１ － １０Ｚ２ ＋ Ｚ３ ＋ ４Ｚ４ ＝ ０，
其系数之和为０，它也是与原点无关的．天王星的４个
主要卫星也具有类似关系：

Ｗ１ － Ｗ２ － ２Ｗ３ ＋ Ｗ４ ＝ ０，
其系数之和等于 － １，这是与原点有关的．

在实际预测时，由于天灾时间序列一般样本不

会太长，通常采用三元或四元可公度式进行预测分

析．对实数域 Ｒ 上容量为 ｎ 的数据集｛Ｘ ｉ｝，如果有 ｍ
个可公度式，则三元可公度式形如：

Ｘ ｉ ＋ Ｘ ｊ － Ｘｋ ＝ Ｘ·ｓ，
｜ Ｘ·ｓ － Ｘ ｊ ｜ ＜ ε，

式中 ｉ，ｊ，ｋ ＝ １，２，…，ｎ；ｓ ＝ １，２，…，ｍ；并且 ｉ≠ ｊ ≠ｋ．
当Ｘ·ｓ ＞ Ｘｎ 时，则Ｘ·ｓ 就是预测值，其脚标中“·” 表示

三元可公度的组合指标．如取四元可公度式，则有：
Ｘ ｉ ＋ Ｘ ｊ － Ｘｑ － Ｘｒ ＝ Ｘ·ｔ，
｜ Ｘ·ｔ － ΔＸ ｜ ＜ ε，

式中 ｉ，ｊ，ｑ，ｒ ＝ １，２，…，ｎ；ｔ ＝ １，２，…，ｍ；并且 ｉ≠ ｊ≠
ｑ ≠ ｒ．式中 ΔＸ 称为序列｛Ｘ ｉ｝ 集的四元 ε 概周期．此
时 Ｘ·ｔ 实为 ΔＸ，预测值则应为 Ｘｎ＋１ ＝ Ｘｎ ＋ ΔＸ．

文献［１］ 给出唐山地震四元概周期一例．据资料

记载，唐山附近曾发生６次Ｍ≥５ ５地震，其时间为：
Ｘ１ ＝ １５２７ 年 ７ 月 １ 日，Ｘ２ ＝ １５６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Ｘ３ ＝１６２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Ｘ４ ＝ １７９５ 年 ８ 月 ５ 日，
Ｘ５ ＝ １８０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Ｘ６ ＝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如果按每年 １２ 个月，每月 ３０ ｄ 换算，可用四元可公

度式求得概周期：
Ｘ４ ＋ Ｘ２ － Ｘ５ － Ｘ１ ＝ ３１ ａ 零 ７７ ｄ，
Ｘ５ ＋ Ｘ４ － Ｘ６ － Ｘ３ ＝ ３０ ａ 零 ２７７ ｄ，

其平均四元周期ΔＸ 约为 ３０ ａ 零 ３５７ ｄ．从 Ｘ６ 外推一

个周期，即得到下一次强震时间可能是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这与唐山地震实际发生时间 １９７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

仅相差 ５４ ｄ，小于 ε ＝ ９０ ｄ 的可行性临界值．这表明

可公度性方法预测强震是行之有效的．
此外，我国许多专家还研究了日本、印尼、缅甸、

智利、新西兰以及中国台湾地区 ７ 级强震或 ８ 级大

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的可公度性和有序性及其灾害链

的预测问题，展示出信息预测理论的广泛的适

用性［２８⁃３５］ ．
总而言之，可公度性方法的基本思路可概括为

从局部到个别［７］，即从局部样本数据中进一步挑选

其中少数存在可公度性的样本数据，再从这些少量

样本数据进行预测．其运算操作多为加减法，这有利

于信息保真．可公度性方法基于实际体系，基于尽可

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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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少的理论假设，重点放在大量无序现象中寻找有

用信息，它是一种唯象的方法．应用可公度性方法探

索地震预测，是在不保证下次必然发生的情况下，以
增加虚报概率为代价，给出若干可能发生的时段，从
中提取非偶然的信号．

１ ３　 信息有序网络构建

本文所谓的有序网络就是节点及其连线的有序

集合，这里的节点即强震样本，节点之间的连线为强

震的时间间隔，即序参数 τ 值，用来表示强震之间的

相互作用与联系．在构建强震有序网络时，通常只关

注节点之间连线长度（时间间隔）的有序关联，并不

在意节点位置和连线的平直弯曲、有无相交等．这种

不依赖于节点的具体位置和连线具体形态所表现出

来的性质称为网络的拓扑性质，其相应的结构则称

为网络的拓扑结构．因此，强震有序网络是一种具有

拓扑结构的复杂网络．
根据信息预测理论构建天灾信息有序网络时，

首先需要提取强震样本时间序列的可公度值或有序

值，特别要注意选择部分具有代表意义的强震样本，
但无须苛求全部样本数据，因为有时采用全部数据

往往显得杂乱无章，反而掩盖了最主要的客观规律；
然后再设计构建有序网络图，以强震样本为网络节

点，沿着坐标轴经纬方向纵横排列，以各可公度值为

边线，将各节点依照时序并按一定的规律连接成网

络状，形成所谓可公度有序网络结构图．根据有序网

络的拓扑性质，可将此图设计成二维平面的，也可以

是三维立体的，以便直观、快速、全面地进行分析和

预测．有时一个网络图难以概括全面，则可分为几个

图从多个角度加以描述．为保证样本上下左右之间

的时序关系，个别样本可以重复出现．通常二维平面

网络便于刻画总体格局的结构全貌，其时序规律显

得十分简洁直观，而三维立体网络则用于形象地展

示局部结构特征．

２　 １９９６ 年南黄海 ６ １ 级地震预测回顾与未
来 Ｍ≥６ 强震趋势预测

２ １　 研究区地震活动概况

本文研究区南黄海海域（１２０ ５ ～ １２４ ５°Ｅ，３１ ～
３５ ５°Ｎ）位于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接合部，是中

国东部中强地震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按照板块构

造学说的观点，太平洋板块向西挤压碰撞的动力作

用是影响中国大陆地区，尤其是大陆东部地区的一

个主要动力源．南黄海按其地质构造特征可划分为 ４

个地震活动性有明显差异的构造单元，自北向南分

别为北部坳陷区、中部隆起区、南部坳陷区及勿南沙

隆起区．区内断裂构造发育，新构造和现代构造运动

活跃．境内北东向、北北东向与北西向、北西西向等

多组活动断裂交汇切割处，断陷和隆起的交界处，是
地震发生的主要场所．本区最大地震（１８４６ 年 ７ 级）
就发生在南黄海南部坳陷区海域．

２ ２　 南黄海海域 ７ 次 Ｍ≥６ 强震的可公度性结构

关系及其预测回顾

　 　 根据地震资料［３６⁃３８］，１８４６—２０１５ 年本研究区共

发生 Ｍ≥６强震１５次，分布在１１个年份（表１） ．现取

以下 ７ 个强震样本，为了简便起见分别以其发生的

年号加以表示，即设：
Ｘ１ ＝ １８４６，Ｘ２ ＝ １８５２，Ｘ３ ＝ １９１０，Ｘ４ ＝ １９２１，
Ｘ５ ＝ １９２７，Ｘ６ ＝ １９８４，Ｘ７ ＝ １９９６．

选取样本时对于强震群通常以其主震为代表，则上

述 ７ 个元素之间有以下特殊的结构关系：
Ｘ２ ＋ Ｘ４ ＝ Ｘ１ ＋ Ｘ５ ＝ ３７７３，
Ｘ３ ＋ Ｘ４ ＝ Ｘ１ ＋ Ｘ６ ＝ ３８３０（３８３１），
Ｘ４ ＋ Ｘ４ ＝ Ｘ１ ＋ Ｘ７ ＝ ３８４２，
Ｘ５ ＋ Ｘ４ ＝ Ｘ２ ＋ Ｘ７ ＝ ３８４８，
Ｘ６ ＋ Ｘ４ ＝ Ｘ３ ＋ Ｘ７ ＝ ３９０５（３９０６），
Ｘ６ ＋ Ｘ２ ＝ Ｘ３ ＋ Ｘ５ ＝ ３８３６（３８３７），

这种结构是可公度性的特例．通过移项，应用减法即

可获知该结构中包含 ６ 个可公度值（即有序值）：６
ａ、１２ ａ、５７ ａ、６３ ａ、６９ ａ、７５ ａ，即有下式：
Ｘ２ － Ｘ１ ＝ Ｘ５ － Ｘ４ ＝ ６， （１）
Ｘ４ － Ｘ３ ＝ Ｘ７ － Ｘ６ ＝ １２（１１）， （２）
Ｘ６ － Ｘ５ ＝ Ｘ３ － Ｘ２ ＝ ５７（５８）， （３）
Ｘ３ － Ｘ１ ＝ Ｘ６ － Ｘ４ ＝ ６３（６４）， （４）
Ｘ４ － Ｘ２ ＝ Ｘ７ － Ｘ５ ＝ ６９， （５）
Ｘ４ － Ｘ１ ＝ Ｘ５ － Ｘ２ ＝ Ｘ６ － Ｘ３ ＝ Ｘ７ － Ｘ４ ＝ ７５（７４）， （６）
式（１）＋式（５） ＝ 式（２） ＋式（４） ＝ 式（６），式（２） ＋式
（３）＝ 式（５），式（１）＋式（３）＝ 式（４）．这说明在上述 ６
个可公度值中，６ ａ、１２ ａ 和 ５７ ａ 是基本可公度值，而
６３、６９、７５ 为其之和，即：５７＋６ ＝ ６３，５７＋１２ ＝ ６９，６＋
１２＋５７＝ ７５．这样，在上述 Ｘ１ ～ Ｘ７ 的二元年号和特殊

结构关系中，显示出十分对称而和谐的规律．把这种

关系用直线联结起来，则呈现平行对称之态（参见图

１ ａ 与 ｂ）．这里“对称”就是“有序”，它们蕴含了强震

活动规律的信息．须要注意的是，此 ２ 图中间的那条

线是不相重合的．根据上述可公度性结构关系与有

序网络分析方法，笔者曾在文献［１３，１５］中利用前 ６

０７４
门可佩．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震趋势预测及其论证分析研究．

ＭＥＮ Ｋｅｐｅｉ．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Ｍ≥６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



表 １　 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震目录（１８４６—２０１５ 年）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Ｍ≥６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８４６－２０１５

序号 发震日期
震中位置

经度 ／ （ °Ｅ） 纬度 ／ （ °Ｎ）
震级 ／ Ｍ 地点

１ １８４６－０８－０４ １２２ ０ ３３ ５ （７） 南黄海

２ １８４７－１１－１２ １２２ ０ ３３ ０ （６） 南黄海

３ １８５２－１２－１６ １２１ ５ ３３ ５ （≥６） 南黄海

４ １８５３－０４－１４ １２１ ５ ３３ ５ （≥６） 南黄海

５ １８５３－０４－１５ １２１ ５ ３３ ０ （≥６） 南黄海

６ １８５３－０４－２３ １２２ ５ ３２ ０ （６） 南黄海

７ １８７９－０４－０４ １２２ ０ ３４ ０ （６） 南黄海

８ １９０５－０９－２９ １２１ ５ ３３ ８ （６） 南黄海

９ １９１０－０１－０８ １２２ ０ ３５ ０ ６ 南黄海

１０ １９２１－１２－０１ １２２ ０ ３３ ７ ６ 南黄海

１１ １９２７－０２－０３ １２１ ０ ３３ ５ ６ 南黄海

１２ １９２７－０２－０３ １２１ ０ ３３ ５ ６ 南黄海

１３ １９８４－０５－２１ １２１ ６６ ３２ ６０ ６ １ 南黄海

１４ １９８４－０５－２１ １２１ ６０ ３２ ６４ ６ ２ 南黄海

１５ １９９６－１１－０９ １２３ １０ ３１ ８３ ６ １ 南黄海

注 １：序号 ８ 在文献［３６］中为 ６级，在文献［３７］中修改为 ５ ６ 级．

个强震样本 Ｘ１ ～ Ｘ６，对未来强震 Ｘ７ 即 １９９６年 １１月

９ 日南黄海 ６ １ 级地震作过较好的预测．现由式（６）
可得以下 ３ 个三元可公度式：

Ｘ４ ＋ Ｘ４ － Ｘ１ ＝ Ｘ７ ＝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２４４），
Ｘ５ ＋ Ｘ４ － Ｘ２ ＝ Ｘ７ ＝ １９９６（１９９６ ０５０），
Ｘ６ ＋ Ｘ４ － Ｘ３ ＝ Ｘ７ ＝ １９９６（１９９６ ２８８），

这里，第１式中前２个元素相同，频数取１．后２式中前

２个元素相异，频数各为２．故而，实际区间频数 ｘ ＝ ５，
大于按文献［４］ 计算得出的频数 λｘ ＝ １ ９８，非偶然

性的置信水平（１ － α） ≥ ８８％．上式右边括号里的数

值是按照实际发震时间计算的结果（单位：ａ），此 ３
式的平均值 Ｘ７ ＝ １９９６ ５２７， 这与 １９９６ 年南黄海 ６ １
级地震实际发震时间 １９９６ ８５８ 仅仅相差 ０ ３３ ａ．

图 １　 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震二元年号和的平行对称规律

Ｆｉｇ １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ｒｕ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ｔｗｏ ｙｅａｒ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Ｍ≥６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

２ ３　 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震的有序网络结构分析

与趋势预测

２ ３ １　 ２Ｄ 平面有序网络的构建与预测分析

１８４６ 年以来，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震具有鲜明

的丛集特征（图 ２）．６ 级强震按 ３ 丛分布，每丛间隔

时间为 ５７ ａ，丛内相邻二强震时间间隔为 １２ ａ 和 ６
ａ，强震活动规律井然有序［１８，２４］ ．图 ２ 为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震可公度信息系有序网络结构，该图以 ３ 条

横线为主链，每条横链线按照时间顺序描述了处于

同一活跃幕内的一丛 Ｍ≥６ 强震的传递过程（不计

余震）；竖线表示平静幕持续时间（即 ５７ ａ），每条竖

线连接其上下 ２ 个活跃幕；斜线则表示强震的跨越

间隔关系．图 ２ 所展示的 ３ 个基本有序值（即序参

数）“—６ａ—５７ａ—１２ａ—”具有循环往复的韵律特征，
尤为令人注目．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将强震样本 １８４７ 并入

１８４６（即 Ｘ１），将强震样本 １８５３ 并入 １８５２（即 Ｘ２），
以平面左上角为坐标原点，按照时序从左向右，同时

从上往下相互连接展开．本文以强震样本发生的年

份来表示网络节点，２ 个节点之间连线上的数字为

年号之差，即此两强震间的时间间隔．个别情况略加

调整，如节点 １９２１（即 Ｘ４）与 １９１０（即 Ｘ３），按年号相

差 １１ ａ，而二者间实际间隔 １１ ９０ ａ，故按 １２ ａ 计算；
节点 １９１０（即 Ｘ３）与 １８４６（即 Ｘ１），按年号相差 ６４ ａ，
而二者之间实际间隔 ６３ ４３ ａ，故按 ６３ ａ 计算；节点

１９１０（即 Ｘ３）与 １８５２（即 Ｘ２），按年号相差 ５８ ａ，而二

者实际间隔 ５７ ０６ ａ，故按 ５７ ａ 计算（以下同此）．为
保证样本上下左右之间的时序关系，个别样本可以

重复选用．
同时，图 ２ 非常鲜明地反映出本区Ｍ≥６ 强震活

跃幕的划分．由图 ２ 可知，１９２７（即 Ｘ５）为第 ２ 丛强震

的收尾震，１９９６（即 Ｘ７）为第 ３ 丛强震的收尾震．１９９６
年南黄海 ６ １ 级地震后，目前本研究区正处于第 ３
活跃幕后的平静幕，依照前 ３ 丛强震发生的规律，将
Ｘ７ 向下延长 ５７ ａ，即可预测：南黄海海域未来首次

Ｍ≥６ 强震 Ｘ８ 可能发生在 ２０５３ 年前后，该次强震可

能标志南黄海海域新一轮活跃幕即第 ４ 丛 ６ 级强震

活动的开始；再将 Ｘ８ 向右水平延长 ６ ａ，即得南黄海

海域新一轮活跃幕内第 ２ 次 ６ 级强震或强震群预测

值 Ｘ９ ＝ ２０５９（因本文采用发震年号表示强震，故而预

测误差取±１ ａ，下同）．
２ ３ ２　 ３Ｄ 立体有序网络的构建与预测分析

在图 ２ 中，南黄海海域之内 ３ 丛 Ｍ≥６ 强震 Ｘ１ ～

１７４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８（５）：４６８⁃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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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８４６ 年以来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震有序网络结构及其预测示意（虚线表示预测，下同）
Ｆｉｇ ２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６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１８４６

（ｄｏｔｔｅｄ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ｎｏｔｅｓ ｉ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Ｘ７ 共 ７ 个样本点：１８４６、１８５２、１９１０、１９２１、１９２７、１９８４
和 １９９６，可构成 ２ 个几乎全等的四边形： １８４６—
１８５２—１９１０—１９２１ 和 １９２１—１９２７—１９８４—１９９６，这

似乎表明南黄海 Ｍ≥６ 强震活动具有自我复制的特

征．若果真如此，我们将会在未来获得一个由 １ 条实

线边和 ３ 条虚线边所组成的四边形：１９８４—１９９６…
２０５３…２０５９，它与 ４ 条实线边组成的四边形：１９２１—
１９２７—１９８４—１９９６ 也是全等的．采用类似生物工程

中遗传基因剪切粘接技术，将图 ２ 从 １９２１ 节点剪

开，将这 ２ 个四边形 １８４６—１８５２—１９１０—１９２１ 和

１９２１—１９２７—１９８４—１９９６ 上下平行搁置，分别取为

上底和下底．为突出样本之间的有序关联，这里将样

本 １９２１ 重复选用，则此 ７ 个强震样本又可构成一个

四棱柱形状的三维立体网络，如图 ３ 所示．图 ３ 深刻

概括并准确揭示了 １８４６ 年以来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

震活动的时空规律．由图 ３ 也可预测 １９９６ 年南黄海

６ １ 级强震的发生．
将图 ３ 沿上下底面对角线垂直剖开，则可分解

为 ２ 个三棱柱体网络，如图 ４ 所示．图 ４ａ 反映出

１９８４ 年 ６ ２ 级强震与强震样本 １８４６、１８５２、１９１０、
１９２１ 和 １９２７ 之间耦合关联的有序性；图 ４ｂ 反映出

１９９６ 年 ６ １ 级强震与样本 １８５２、１９１０、１９２１、１９２７ 和

１９８４ 之间耦合关联的有序性．由图 ４ 也可分别对

１９８４、１９９６ 年强震进行预测．
２ ３ ３　 研究区空间扩张后的有序网络预测分析

在上述图 ２ 中 ７ 个南黄海强震样本的基础上，只
要补充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 ９ 日江苏溧阳 ６ ０ 级地震和 １９０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南黄海 ６级地震，则可将研究区范围由

南黄海海域扩大到陆地，即包括江苏省在内的整个江

苏⁃南黄海地区，如图 ５ 所示．由表 １ 可知，在空间分布

图 ３　 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震三维立体有序网络结构

Ｆｉｇ ３　 ３Ｄ⁃ｏｒｄｅ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６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

图 ４　 由图 ３ 的四棱柱有序网络分割

而成的 ２ 个三棱柱体有序网络

Ｆｉｇ ４　 Ｔｗｏ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ｐｒｉｓｍ⁃ｓｈａｐ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ｂ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ｐｒｉｓｍ⁃ｓｈａｐ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Ｆｉｇ．３

上本区地震活动最显著的特点是海强陆弱，绝大多数

中强地震都发生在南黄海海域，海域 Ｍ≥６ 地震的累

积释放应变能占全区的 ９０％以上．图 ５ 以可公度值 ７４
ａ （或 ７５ ａ）为主角，突出展示了江苏⁃南黄海地区Ｍ≥
６ 强震可公度信息系网络结构及其预测功能，非常准

确清晰地揭示了 １８４６ 年以来本区 Ｍ≥６ 强震活动的

２７４
门可佩．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震趋势预测及其论证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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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规律．尤为令人关注的是有序值 ７４～７５ ａ 能从一

个活跃幕传递到另一个活跃幕，而有序值 １１～１２ ａ 与

５～６ ａ 则仅在活跃幕内传递．图 ５ 从上至下共有 ４ 条

水平向横链线，根据强震活动的传递规律，将第 １ 条

横线向右方延伸 ７４（或 ７５ ａ），即得预测值 Ｘ８ ＝ ２０５３
（或 ２０５４），这将是本研究区未来新一轮强震活跃幕的

首次 ６ 级强震，将第 ２、第 ３ 条横线也分别向右方延伸

７４ ａ（或 ７５ ａ），可得预测值 Ｘ９ ＝ ２０５８ （或 ２０５９），Ｘ１０ ＝
２ ０７０（或 ２ ０７１），这将是本区未来新一轮活跃幕内第

２、第 ３ 次 ６ 级强震．这里前 ２ 个预测值与应用图 ２ 的

预测结果完全相同．
构建江苏⁃南黄海地区 Ｍ≥６ 强震三维立体有序

网络如图 ６ 所示，也可对该区未来Ｍ≥６ 强震活动趋

势进行预测研究．将图 ６ 中强震样本 １９７９、１９８４、
１９９６ 分别向下方竖直延伸 ７４ ａ （或 ７５ ａ），即得本区

未来第 ４ 活跃幕的 ３ 个强震预测值：２０５３（或 ２０５４）、
２０５８ （或 ２０５９）、２０７０（或 ２０７１）．这与图 ５ 的预测结

果也是完全一致的．

图 ５　 江苏⁃南黄海地区 Ｍ≥６ 强震有序网络结构及其预测示意

Ｆｉｇ ５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６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Ｓｏｕ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

图 ６　 江苏⁃南黄海地区 Ｍ≥６ 强震

三维立体有序网络结构及其预测示意

Ｆｉｇ ６　 ３Ｄ⁃ｏｒｄｅ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６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Ｓｏｕ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

　 　 综上所述，本文所构建的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

震的有序网络，具有非常稳定而对称的结构关系，高
度概括并深刻揭示了 １７０ ａ 以来南黄海海域 ６ 级强

震的活动规律，从而展示出独特的预测效果．徐道

一［１０］认为，如此明显的等时间间隔结构，只有比较

均匀介质才能具有类似性质，这就意味着地球深部

可能存在一种较大范围动力过程的控制作用．由此

可知，上述图中的这些有序值所传递的信息决非偶

然，它们体现了天体运动的整体性，反映了天地之间

耦合关联的整体控制作用［１０］ ．

３　 南黄海海域未来Ｍ≥６ 强震可能性的论证
分析

　 　 上述南黄海海域未来 ２ 次Ｍ≥６ 强震预测结果：
Ｘ８ ＝ ２０５３ 与 Ｘ９ ＝ ２０５９，是否假正确，还是偶然正确，
当然值得怀疑，现根据文献［３９］的 Δ ｉ，ｍ聚点分析法

来讨论其可能性与合理性．

３ １　 关于 Ｘ８ 取值的可能性

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震属稀有天灾事件．现以

Δ ｉ，ｍ ＝Ｘ ｉ－Ｘ ｉ－ｍ表示稀有事件的第 ｉ 次实现与前 ｍ 次

３７４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８（５）：４６８⁃４７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８（５）：４６８⁃４７８



实现的时间间隔，其中 １≤ｉ－ｍ ＜ ｉ ＜ Ｎ，Ｎ 为已实现

的总次数．本文中 Ｎ ＝ ７．Δ ｉ，ｍ是三元可公度式的构成

基础，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震时间间隔 Δ ｉ，ｍ的分布情

况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时间间隔 Δｉ，ｍ聚点的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Δｉ，ｍ

ｉ
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 ６

３ ５７ ６３

４ １２ ６９ ７５

５ ６ １８ ７５ ８１

６ ５７ ６３ ７５ １３２ １３８

７ １２ ６９ ７５ ８７ １４４ １５０

｛Δｉ，１｝ ｛Δｉ，２｝ ｛Δｉ，３｝ ｛Δｉ，４｝ ｛Δｉ，５｝ ｛Δｉ，６｝

表 ２ 中 Δ ｉ，ｍ的分布相当稳定，因而有可能通过

已知强震事件的时间序列去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强

震事件．当 ｍ＝ １ 时，｛Δ ｉ，１｝具有明显的聚点，集中分

布在 ６、１２、５７ 附近，而且这 ３ 个聚点的概率相同．因
此，未来强震事件 Ｘ８ 的发展有 ３ 种可能性：２００２，
２００８，２０５３．当 ｍ＞ １ 时，Δ ｉ，ｍ的分布也各有聚点，很有

规律，当然这与 Δ ｉ，１分布的规律性有关．特别是第 ３
列｛Δ ｉ，３｝的聚点均为 ７５，独占一列，这也进一步证明

了 ７５ ａ 具有突出的预测功能．
Ｘ８（１） ＝ Ｘ７ ＋ Δ２，１ ＝ １９９６ ＋ ６ ＝ ２００２，
Ｘ８（２） ＝ Ｘ７ ＋ Δ７，１ ＝ １９９６ ＋ １２ ＝ ２００８，
Ｘ８（３） ＝ Ｘ７ ＋ Δ６，１ ＝ １９９６ ＋ ５７ ＝ ２０５３，

ì

î

í

ï
ï

ïï

（７）

为了确定 Ｘ８ 的 ３ 种可能性哪一种更大，利用式（７）
计算 Δ８，ｍ，计算结果如表 ３ 所示．

由表 ３ 可知，Δ８，６ 支持 Ｘ８（１），Δ８，５ 支持 Ｘ８（３）；
Δ８，２ 与 Δ８，３ 对这二者都支持；而 Δ８，１ 与 Δ８，４ 对 ３ 者均

支持．因此，Ｐ［Ｘ８（３）］ ＝ Ｐ［Ｘ８（１）］ ＞ Ｐ［Ｘ８（２）］，即
Ｘ８ 可能发生在 ２００２或 ２０５３年．目前，时间已经证明：
１９９６ 年南黄海 ６ １ 级地震之后，本研究区强震活动

已进入平静幕，而 ２００２ 与 ２００８ 年已经过去，并没有

发生 Ｍ≥６ 强震，这就是说，未来Ｍ≥６ 强震确有可

能发生在 ２０５３ 年前后．

３ ２　 关于 Ｘ９ 取值的可能性

若对 Ｘ８ 的 ３ 种可能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利用

Ｘ８（１）、Ｘ８（２）、Ｘ８（３） 分别对 Ｘ９ 进行预测：
１） 对于 Ｘ８（１） ＝ ２００２，利用式（８） 计算 Δ９，ｍ，结

果如表 ４ 所示．
Ｘ９（１） ＝ Ｘ８（１） ＋ Δ２，１ ＝ ２００２ ＋ ６ ＝ ２００８，
Ｘ９（２） ＝ Ｘ８（１） ＋ Δ７，１ ＝ ２００２ ＋ １２ ＝ ２０１４，
Ｘ９（３） ＝ Ｘ８（１） ＋ Δ６，１ ＝ ２００２ ＋ ５７ ＝ ２０５９．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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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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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由表 ４ 分析可知，Δ９，ｍ 各值都支持 Ｘ９（３），而
Ｘ９（１）和 Ｘ９（２）各仅有 １ 个值或 ２ 个值支持，显然

Ｘ９ ＝ ２０５９ 的可能性 Ｐ ［ Ｘ９ （ ３）］ 较大，因此 Ｘ９ 应

取 ２０５９．

表 ３　 Δ８，ｍ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Δ８，ｍ

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Ｘ８（１） ６ １８ ７５ ８１ ９３ １５０

Ｘ８（２） １２ ２４ ８１ ８７ ９９ １５６

Ｘ８（３） ５７ ６９ ８１ １３２ １４４ ２０１

表 ４　 Δ９，ｍ第 １ 种可能性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Δ９，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Ｘ９（１） ６ １２ ２４ ８１ ８７ ９９

Ｘ９（２） １２ １８ ３０ ８７ ９３ １０５

Ｘ９（３） ５７ ６３ ７５ １３２ １３８ １５０

２） 对于 Ｘ８（２） ＝ ２００８，根据式（９） 计算，结果如

表 ５ 所示．

Ｘ９（１） ＝ Ｘ８（２） ＋ Δ２，１ ＝ ２００８ ＋ ６ ＝ ２０１４，
Ｘ９（２） ＝ Ｘ８（２） ＋ Δ７，１ ＝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２０２０，
Ｘ９（３） ＝ Ｘ８（２） ＋ Δ６，１ ＝ ２００８ ＋ ５７ ＝ ２０６５．

ì

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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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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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表 ５　 Δ９，ｍ第 ２ 种可能性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Δ９，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Ｘ９（１） ６ １８ ３０ ８７ ９３ １０５

Ｘ９（２） １２ ２４ ３６ ９３ ９９ １１１

Ｘ９（３） ５７ ６９ ８１ １３８ １４４ １５６

由表 ５ 分析可知， Ｘ９（１） 和Ｘ９（３） 分别有Δ９，４ 与

Δ９，５ 的支持，Δ９，２ 虽对这二者均支持，但是更偏重后

者．所以 Ｘ９（３） 其可能性略大于 Ｘ９（１），即 Ｘ９ 可取

２０６５ 或 ２０１４，而 ２０１４ 年也已经过去，该研究区并没

有发生 Ｍ ≥ ６ 强震，故 Ｘ９ 取 ２０６５ 的可能性大．
３） 对于 Ｘ８（３） ＝ ２０５３， 根据式（１０）计算，结果

如表 ６ 所示．

４７４
门可佩．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震趋势预测及其论证分析研究．

ＭＥＮ Ｋｅｐｅｉ．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Ｍ≥６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



表 ６　 Δ９，ｍ第 ３ 种可能性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Δ９，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Ｘ９（１） ６ ６３ ７５ １３２ １３８ １５０
Ｘ９（２） １２ ６９ ８１ １３８ １４４ １５６
Ｘ９（３） ５７ １１４ １２６ １８３ １８９ ２０１

Ｘ９（１） ＝ Ｘ８（３） ＋ Δ２，１ ＝ ２０５３ ＋ ６ ＝ ２０５９，
Ｘ９（２） ＝ Ｘ８（３） ＋ Δ７，１ ＝ ２０５３ ＋ １２ ＝ ２０６５，
Ｘ９（３） ＝ Ｘ８（３） ＋ Δ６，１ ＝ ２０５３ ＋ ５７ ＝ ２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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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由表 ６ 分析可知， Δ９，ｍ 各值都支持 Ｘ９（１），其可

能性大大超过后二者，因此 Ｘ９ 应取 ２０５９．
此外，不论 Ｘ８ 为何值都可直接利用 Ｘ１ ～ Ｘ７ 去

预测 Ｘ９，见下列 ９ 个三元可公度式：
Ｘ７ ＋ Ｘ３ － Ｘ１ ＝ ２０５９，　 Ｘ７ ＋ Ｘ４ － Ｘ２ ＝ ２０６５，
Ｘ７ ＋ Ｘ５ － Ｘ３ ＝ ２０１４，　 Ｘ７ ＋ Ｘ６ － Ｘ４ ＝ ２０５９，
Ｘ７ ＋ Ｘ７ － Ｘ５ ＝ ２０６５，　 Ｘ６ ＋ Ｘ４ － Ｘ１ ＝ ２０５９，
Ｘ６ ＋ Ｘ５ － Ｘ２ ＝ ２０５９，　 Ｘ６ ＋ Ｘ６ － Ｘ３ ＝ ２０５９，
Ｘ５ ＋ Ｘ５ － Ｘ１ ＝ ２００８．

在上述 ９ 个公式中，预测值为 ２０５９ 的有 ５ 式，预测值

为２０６５的有２式，而预测值２００８与２０１４的各有１式，
由此可知，Ｘ９ 为 ２０５９ 的可能性最大（图 ７） ．

　 Ｘ８ 　 　 　 　 　 　 Ｘ９

Ｘ７（１９９６） →
→ ２００２　 → ２０５９（可能性较大）

→ ２００８　 → ２０６５ 或 ２０１４（有可能）

→ ２０５３　 → ２０５９（可能性较大）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 Ｘ９（２０５９）（可能性较大）

图 ７　 南黄海海域未来 Ｍ≥６ 强震事件 Ｘ９ 取值的可能性

Ｆｉｇ ７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Ｍ≥６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ｅｖｅｎｔ
Ｘ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

综上所述，南黄海海域未来 ２ 次Ｍ≥６ 强震有较

大可能发生在 ２０５３（或 ２０５４）和 ２０５８（或 ２０５９）年

前后．

４　 结论与讨论

１） 南黄海海域是我国东部中强地震重点监视

防御区之一．１８４６ 年以来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震具

有显著的可公度性和有序性，其主要有序值为 ７４ ～
７５ ａ、６９ ａ、６３ ａ、５７ ～ ５８ ａ、１１ ～ １２ ａ 和 ５ ～ ６ ａ，其中

７４～７５ ａ 和 ５７～ ５８ ａ 是最重要的序参数，反映了本

研究区 ３ 个地震活跃幕与 ２ 个平静幕之间交替发生

的周期特征和连接关系，故而具有突出的预测作用．
目前南黄海海域正处于第 ３ 强震活跃幕之后的平静

幕，南黄海海域未来新一轮强震活跃幕的首次 Ｍ≥６
强震将发生在 ２０５３—２０５４ 年前后，未来第 ２ 次 Ｍ≥
６ 强震或强震群可能发生在 ２０５８—２０５９ 年前后．

２） 地震预测研究的发展战略在于创新［４０］ ．将信

息有序网络技术应用于强震预测研究就是一种创

新．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强震是可以预测的，强震活

动所呈现出的有序网络特性应该是强震形成的一种

机制．本文所构建的 ２Ｄ 和 ３Ｄ 有序网络结构，高度概

括并深刻揭示了 １７０ ａ 以来本研究区 Ｍ≥６ 强震活

动复杂而有序的客观规律，并显示出良好的预测效

果，其方法独特、直观且又使用方便，避免了采用传

统数学分析方法的繁琐和数量上的不可识别性，从
而有效地分析和解决强震中长期跨越式预测预报问

题，这对于大力推进强震预测研究和防震减灾工作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３） 预测并不存在唯一的方法．翁文波信息预测

理论把秩序（ｏｒｄｅｒ）定义为信息，它用相对较为简单

的模型去拟合客观实际体系的过程，通过对实际体

系随机性的否定来提取信息，进行预测．这种信息预

测是偏于唯象的［４，７］，即从实际出发，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信息预测理论致力于从无序、复杂和偶然之

中挖掘出具有对称、简洁和必然的有序信息，更加注

重从少量数据中挖掘自然灾害的规律性．可公度性

和有序网络结构分析方法是翁文波信息预测理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天灾预测实践中发挥了极为重要

的作用，可应用于微观、宏观、宇观许多自然现象的

科学研究中．本文仅仅是应用可公度信息系及其有

序网络结构对南黄海海域 Ｍ≥６ 强震趋势进行了初

步预测研究和探讨，翁文波院士博大精深的预测思

想超越了时代，成为我们不断学习和进取的宝贵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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