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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警报，不是地震预报

地震发生后，有纵波 （P波） 和横波 （S波）两种主要地震波

同时由震源向外传播。纵波传播速度较快，大约6公里/秒，但震

动相对较小。横波速度较慢，大约4公里/秒，携带能量大，是大

地震时造成破坏的元凶。地震警报系统是利用震中附近监测仪器捕

捉到地震纵波后，快速估算地震参数并预测地震对周边地区的影

响，抢在破坏性横波到达震中周边地区前，通过电子通讯系统发布预测

地震强度和到达时间的警报信息，使相关机构和公众能采取紧急措施，

减轻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

地震预报，是在地震发生之前，对地震发生时间、地点和强度（俗

称地震三要素）的预测报告。目前人类还不能准确地预报地震，它和地

震警报完全是两回事。

地震警报从原理上就有盲区

地震警报技术从原理上就有“盲区”，所谓警报盲区就是地震警报到达

时，地震波已经到达或过去的区域。换句话说警报收到时，已经没用了。

地震警报技术本身在原理上就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盲区，在警报盲区地震报警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因为在盲区内的人们收到警报信息时，地震波已经过去

了！实际上警报技术非常复杂，往往不是一个

地震台就可以准确判断的，需要一个密度足够

的地震台网。仅用地震波初始的几秒钟来判

断是否地震，还很不成熟。这样处理时间就会

更长，警报盲区就会更大。

P波快速判定地震是警报的关键

地震警报最关键的技术是快速判断地震技术，这是

个非常复杂的技术，其复杂的原因有二，一是需要在地

震台一收到地震信号后，“立即”判断是地震，最好是

一两秒钟。这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常规快速处理一个地

震（称为地震速报）需要一个地震台网，在整个地震波

记录完整和扫过地震台网后，获得完整数据后进行处理。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地震处动震相的识别，即使用计算机，最

快也需要几分钟时间才能确定地震参数，而且有时还会出现

错误。这种处理完全是根据地震波传播原理确定的可靠方

法。可是这种方法对于地震警报是没有用的。

地震警报盲区实际上可能是地震破坏最大的区域

地震破裂带的长度是和震级有关，一般来说，5级地震为

1-3km，6级为 10-20km，7级为 30-80km，8级为 100-240km，9级

为 300-1000km。据上述分析，如果地震警报盲区为20km，就意味着

盲区直径为 40km，这可能就相当于 7级地震的

破裂带长度，一般来说也就是烈度最大的区域，

也就是可能受灾最大的区域。可见地震警报对于

大地震盲区以外的地震破坏是可以起作用的，而

对烈度最强的地区的地震破坏作用有限。同时我

们可以看出地震警报对于小地震作用不大，对于

大于7级以上的地震盲区以外的地区的地震破坏

具有减灾作用，笼统地说地震警报可以减轻地震

灾害是不严格的。对于地震直接破坏最严重的区

域可能是没有作用的。

地震警报对于烈度异常区及次

生灾害和生命线设施的作用

地震警报对于地震的破坏减轻作用是有限

的，但凡是大地震必然有两种现象必须重视，一是

地震的烈度异常区域，例如唐山大地震时的天津

宁河。二是凡是大地震必然引发次生灾害，例如

汶川大地震的巨大滑坡。当然烈度异常区域往往

距震中区域以一定距离。因此地震警报对于这些

灾害的紧急避险还是有相当的作用的。即使是在

地震警报盲区内，应该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另外

地震警报对于生命线设施的紧急处置也是有作用

的，即使在地震警报盲区，得到地震警报时地震波已经到达和过去，

但是对于水电气这样的生命线设施的紧急处置还是有很大作用的，因

为地震警报信号是在地震后几秒或十几秒发出的，是目前最快的地震

报警，对于生命线设施采取紧急处置，避免进一步产生水电气的次生

灾害有很大的作用。

地震警报系统应有警报的快速确认和解除

鉴于地震警报技术的现状，我们不能对地震警报“求全责备”。日

本气象厅在2007年10月1日发布地震警报系统投入使用时就明确指

出，由于地震警报技术本身和地震台站环境的问题，包括其他震动的

干扰、雷电干扰、仪器设备故障、地震判定技术的复杂，地震警报可

能会出现漏、误、错报的情况。因此对于地震警报的确认和解除就非

常重要，应该成为地震警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地震警报是个复杂的工程需全社会的动员和参与

要建成一套有效的地震警报系统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高密度

的地震台网：每 20-30公里一台 （实际上应该做到 10公里一个台 -

本文作者注）；二是好的处理系统：利用地震台网捕捉的信息迅速定

位、计算震级；三是完善的发布系统：将警报信息迅速传递到电视、

电台、手机、网络等公共平台；四是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使整个系

统能有效运作。概括地说就是“测得到”、“定得准”、“传得出”、

“用得好”。

“&"''来次地震预测准了 "次。”近日媒体流传的一位“大
仙”所达到的地震预测准确率一定让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哑然
失笑。对国内怀着各种目的进行的地震预测现象，方舟子为文
嘲讽批驳时，多次引用“里氏震级”发明人里克特的名言：
“记者和一般公众冲向任何有关地震预测的建议，就像猪冲向满
槽的猪食……地震预测为业余人士、狂人和欺世盗名的骗子提
供了一个狩猎乐土。”

讲究用事实说话、精于文献分析、善于逻辑推理的方舟子
通过大量研究得出地震不可预测的结论，但他同时也指出，在
地震面前，人类还是可以积极作为，通过对地震波的研究，建
立地震警报系统，及时发出警报，为人们赢得逃生时间。实际
上，四川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开发建设的地震警报系统已经初
现功力，为群众避险赢得了宝贵时间，尽管其精度和时效亟待
提高。

预报是不能完成的任务

打开中国地震局官方网站，人们在《职能职责》一栏第二
条可以看到“指导全国地震灾害预测和预防”这样的表述，正
是这一看似不起眼的 &# 个字使大震前缄默不语的地震局承担
“失职”的罪责。以致芦山强震发生后，“撤销地震局”言论又
在互联网上持续发酵。正如方舟子所言：“中国每发生死亡惨
重的大地震，地震局都会成为悲痛的人们的泄恨对象，对其无
能、失职、瞒报的指责不绝于耳。”

方舟子说，国家地震局 &$/&年成立后，把地震预报作为重
要职责，中国也成为世界上唯一把地震预报作为政府职能的国
家。然而，地震局永远无法履行好“指导全国地震灾害预测和
预防”的职责，因为地震本不可预报。这是国际地震学界经历
过多次地震预报“滑铁卢”之后得出的结论。他解释说，国际
地震学界一度对地震预测充满信心。但是，在美国地质学家布
雷迪与斯宾塞关于秘鲁利马地震的预测、美国主流地震学家关
于加州帕克菲尔德地震预测、日本地震学家关于东海大地震预
测等归于失败后，国际地震学界形成的主流观点是，根据现有
知识无法预测地震。

警报就是科学利用时间差

地震预报不可为，但总有一些人偏要为之。据方舟子研究，
从事地震预报的既有发了无数预测地震论文、递交了无数地震
预报材料，把各种可能性都预测了个遍的所谓“专家”，也有根
据“古人穴位论和经络学说”甚至虎皮鹦鹉跳动次数预测地震
的无厘头“江湖术士”。在方舟子看来，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
国地震局居然专设“老专家预报专项基金”来资助那些搞伪科
学研究的退休人员。

地震面前，科学理性当然还是大有作为的。通过对地震波
的研究，人们发现，地震波包括纵波和横波，前者传播速度更
快，但破坏力较小，而后者则相反。这样人们通过地震监测台
网，监测到传播速度更快的地震波纵波，向监测中心发出信号，

监测中心即可通过客户端用无线电波向公众和重点设施发出警
报。也就是说，地震警报是无线电波和地震横波的一场“赛跑”，通
过时间差，在地震横波尚未到达时，给人们以警示。方舟子形象地
比喻说，就好像有人看到闪电后，能准确“预报”几秒种后会打雷。
其实两者同时发生，只是由于光比声快得多，远处的人先看到闪
电，后听到雷声，可以算时间差发出“打雷预报”。

在芦山地震中，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开发建设的地震警报
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警报功能。据统计，地震警报信息分
别在地震波到达前，提前 "秒、+%秒、(#秒和 "# 秒发布到雅
安、成都和汶川等地。覆盖人群包括四川汶川及北川县 +!万电
视观众；微博上 +' 多万粉丝；(''' 多名手机和计算机
地震预警用户；北川中学等 "'多所学校 %万余名师生，
为人们应急避险赢得了宝贵时间。

建立全覆盖预警网络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地震警报系统正紧急
运至并部署到地震灾区，用于应急抢险时提高救
援队伍的余震反应速度，加强灾区学校、安置点
的余震报警。但是，对饱受震灾之苦的中国
来说，建立一个全覆盖的地震警报系统是当
务之急。据悉，中国地震局“国家地震烈
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目前已进入发改委立
项程序，计划投入 +'亿元，用 "年时间建
成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系统。

知易行难，方舟子认为做到全国
全覆盖至少具备 # 个条件：一是有密
集地震台网，及时监测全国；二
是对收集来的数据要能做高速、
有效的分析及估算。快速确定震
中，根据初步监测到的纵波
估计出地震的强度，向可能
被地震危及的地区发出警报；
三是收到警报后，电视
台、电台自动播放通知，
电厂自动停电等。

即使全国性预警系
统建立起来，也需要进
一步提高其预报精度
和时效性，从系统运
行情况来看，时
常出现地震烈度
和等级误差较大，
并且警报不能
及时到达的问
题，失去
了应有意
义。

地震应急警报带来的好处

勿要寄望预报 专心科学警报

强震后如何亡羊补牢
文 心

地震盲区示意图

地震警报
ABC
陈会忠 张晁军

小学生作的为雅安祈福的画

地震警报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