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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震时间公式的研究 

李均之，刘程艳，陈维升，夏雅琴，陈海强 

(北京工业大学 地震研究所 ，北京 100124) 

摘 要：介绍翁氏发震时间公式产生的过程和震例．经过多年对翁化发震时间公式的使用，根据干支理论对其进 

行修订．指出修订后的公式适合计算 7级以上地震的发震时间及其在中国的适用地区．根据统计，修订后公式计 

算 的发震时间与实际地震发生的时间误差在 3 d以内的占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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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 of Earthquake Occurrence Time 

LI Jun—zhi，LIU Cheng-yan，CHEN Wei—sheng，XIA Ya·qin，CHEN Hai—qiang 

(Institute of Earthquake Prediction，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124，China) 

Abstract：The origin of the formula and some examples of earthquake are introduced．After years of 

application，the formula according to Lunar theory are modified．The modified formula can be used to 

calculated the occurrence time of earthquakes．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calculate results of 42．9％ M ≥ 

7．0 earthquakes whose error is less than 3 days are accurate 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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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地震预报这一世界科学难题，需研究多种 

有效的地震前兆观测方法⋯．应用发震 时间公式能 

预先计算出地震发生的准确时间，这对地震预报是 

很有价值的．但必须清楚公式的使用范围及条件， 

并结合多学科观测方法的异常情况加以判定 ． 

1 翁氏发震时间公式诞生过程 

1991年北京密云县农民科学家赵福 隆告诉翁 

文波院士：中国北方地区大地震多发生在干支 日历 

中的白腊金 日．干支 日历 中的庚辰 日和辛 巳 日称为 

白腊金 日，干支纳音歌诀 中有“庚辰辛巳白腊金”的 

说法 ．根据赵先生 的发现 ，查询 了近些年来北方 

地 区发生的大地震：1966年 3月 22日(农历三月初 
一

，庚辰 日)河北宁晋 7．2级地震 ，1975年 2月 4日 

(农历腊月廿 四立春 ，辛 巳 日)辽 宁海城 7．3级地 

震 ，1976年 7月 28日(农历七月初二 ，辛 巳日)河北 

唐山 7．8级地震 ，都是发生在 白腊金 日．同时还发 

现 1990年北京发生的 3次有感地震 (5月 23日昌 

平小汤山 4．3级 ，7月 21日延庆大海坨 山 5．4级 ，9 

月 22日昌平小汤山4．5级 )，时间间隔为 59 d和 63 

d，接近 60 d周期 ，这 3次地震分别发生在 白腊金 日 

后的第 7、6和 9天 ．将上 述情况告知翁 文波 院 

士 ，他归纳出发震时间公式 J： 

Y=1 966．239 6+0．164 275i (1) 

式中：Y代表发震时间，以十进制小数形式表示年 

份 ；i为整数．公式 以 1966年 3月 22日河北宁晋 

7．2级 地 震 为 起 始 时 间 ，i为 0，3月 22 日应 为 

0．221 9 a，考虑到 1990年北京的 3次有感地震在白 

腊金 日后9 d内发生的，故将0．221 9修正为0．2396，即 

得到式(1)右边的第一项． 

干支日历的60 d为 1个周期，公式右边第 2项 

为 60 d／365．242 2 d=0．164 275．式(1)称为翁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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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时 问公式 

表 1 ． 

属于 白腊金 序列．公式预测效 果见 果更加准确 

表 1 发震 时间预测 与实况对照 

Table 1 Contrast of prediction and actual 

time of earthquakes 

0 l966—03—26 

54 1975—02—O9 

63 1976—08—O2 

147 1990—05—19 

148 l990_07—18 

149 l990-09—17 

1966-0 3-22 

1975—02—04 

1976-0 7-28 

1990—05—23 

1990—07—21 

1990—09—22 

7．2 河北宁晋 4 

7．3 辽宁海城 5 

7．8 河北唐山 5 

4．3 北京 昌平 4 

5．4 北京延庆 3 

4．5 北京 昌平 5 

从表 1可看出 ，翁氏发震 时间公式计算 的发震 

时问与实际地震发生的时间误差在 5 d以内．中国 

地震局规定临震预报为 10 d，公式计算发震时间达 

到了临震预报水平．1996年初笔者按式(1)计算， 

当 i=187时发震 时间为 1996年 12月 15日，结果 

1996年 12月 16 日在北京顺义发生 4．4级有感地 

震，时间仅差l d． 

2 发震时间公式的修订 

经过多年对翁氏发震时间公式的应用 ，为了使 

公式仅适 用于计算大地震 (7级 以上 ，即 ≥7．0) 

的发震时间，根据大地震仅发生在于支 日历 中的白 

腊金 日将式 (1)修订为 

Y=1 966．224 658+0．164 275i (2) 

大地震 发 生在 白腊 金 日(庚 辰 日、辛 巳 日)， 

1966年 3月 22日为庚辰 日，3月 23日为辛 巳 日，按 

3月23日计算应为0．224 658 a，故将式(1)右边第 1 

项修正为 1 966．224 658，即得到式(2)． 

对公式的几点说明： 

1)公式属于白腊金系列，适合 7级 以上地震． 

2)公式算出的是辛巳日，前 1 d是庚辰 日，都 

是 白腊金 日，这 2 d皆为大地震 的发震时间． 

3)每 60 d就有 2 d是白腊金 日，不可能都发生 

大地震，要结合其他地震异常前兆加以判定． 

4)笔者发现的 白腊金系列公式只适合 中国原 

点(34。32 N，108。55 E)以北的中国地区．2008年 

5月 12日四川汶川 8级地震及 2010年4月 14日青 

海玉树7．1级地震在中国原点以南，不适用此公式． 

5)用式(2)计算表 1的前 3项，发震时间与实 

际发震时间误差皆为0(见表 2)，可见式(2)计算结 

表 2 3次大地震 的计算发震 时间与实况对照 

Table 2 Contrast of prediction and actual time 

of three strong earthquakes 

计算发震时间 

Y 

实际发生 的地震 误差／ 

发震 日期 震 级 地点 d 

3 发震时间公式的再创新 

中国原点以北地区自 1966年 3月 22日至今共 

发生 l4次 7级以上地震 ，用式 (2)计算发震时间与 

实际发震时间误差在 0～13 d的有 9次 ，占64．3％ ， 

误差在 0～3 d的有 6次 ，占42．9％ ，见表 3[7-8]． 

由表 3可见 ： 

1)式(2)适合 中国原点以北的中国地区． 

2)式(2)适用于 7级以上的大地震． 

3)用式(2)预测发震时间的精度很高． 

4 发震公式内涵探讨 

中国古代有干支历法 ，天干即甲、乙、丙 、丁 、戊 、 

己、庚 、辛、壬 、癸 ；地支 即子 、丑 、寅 、卯、辰 、巳、午 、 

未、申、酉 、戌 、亥．从各 自的首字 甲和子开始 ，按顺 

序组成 甲子 、乙丑、丙寅⋯⋯辛 酉、壬戌 、癸亥共 60 

组合 ，具体见干支表，然后再从 甲子开始 ，60一个循 

环周期 ，称 60甲子 ，用于纪年、纪月 、纪 日、纪时  ̈． 

干支纪 日中有庚辰和辛 巳2日，称之为白腊金 日，见 

文献[3]中的干支纳音歌诀． 

利用发震 时间公式能进行临震 、短期 、中期 、长 

期甚至超长期地震预报 ，而且预测精度相当高． 

翁文波院士用沙中金序列公式 ：Y=1 923．226 9+ 

0．164 275i预测北京 暴雨 ，1893--1980年 的 87年 

内，降雨量超过 100 mm的共 20次 ，其 中7次暴雨和 

公式的计算值相差 4 d以内．翁院士还用于支序列 

计算松花江哈尔滨站、淮河蚌埠站及长江武汉站最 

大洪水日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农民科学家赵福隆用干支理论预测北京第 2年 

哪天降多少雨．经翁 院士对其 多年 的预测进 行检 

验 ，成功率在 70％以上． 

天干地支系统深奥的内涵 ，还需进行深入研究． 

干支系统为什么有预测天灾的功能，因为地球是太 

阳系中的一个星球 ，与其他星球是互相关联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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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国原点 以北 7级以上地震计算发震时间与实况对照 

Table 3 Contrast of prediction and actual time of M。≥7．0 earthquakes occurred in the north of Chinese origin 

一

定的关 系．干 支 60周 期 ，月 亮 绕 地球 1周 为 

29．53 d，其 2倍 近 60 d，地球 绕太 阳转 1周 为 

365．24 d，是 60 d的6倍 ，其他星球的运行也有类似 

的规律 ，干支周期蕴涵着某些 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 

因此笔者认为干支系统是有一定科学性的． 

干支系统能预测天灾 ，古人早有发现 ，但翁文波 

院士把干支系统中预测 自然灾害的功能用数学公式 

表示出来，还是中国第一人，使干支理论更加科学 

化．笔者在学习和继承翁氏发震时间公式的基础上 

有所发展 ，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5 结论 

]1)式(1)计算发震时间与实际地震发生 的时 

间误差在 5 d以内． 

2)式(2)适用于 中国原点 以北 7级以上 的大 

地震． 

3)发震公式计算 的时间为发生地震 的危 险 日， 

不能作为判断的唯一依据，需结合其他地震前兆异 

常加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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