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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定义人体感应的含义、阐述了人体感应与地震预测的原理和方法，系统分析了人体感应预测国内地

震大致位置的方法、人体感应与中国大陆地震趋势的相关要素分析。关于地震成因的解释，迄今为止，

尚没有一个确定的科学结论，有的都只是各种假说。本人系统回顾了从二十世纪初魏格纳的板块学说建

立以来，目前学术界关于地震的看法，主要五种地震成因机理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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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efines the meaning of human body induction, expounds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human body induction and earthquake prediction,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ethod of hu-
man body induction to predict the approximate location of domestic earthquakes, and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elements of human body induction and earthquake trends in mainland China. Regard-
ing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auses of earthquakes, so far, there is no definite scientific conclusion, 
and some are just various hypotheses. I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current academic views on 
earthquak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Wegener’s plate theor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re are five main viewpoints on the cause of earthqu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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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震是一个爆发巨大能量的力学过程，地震的活动全过程必然会产生声波，且主要为次声波，次声

波存在于地震孕育早期、爆发、余震的全过程。人体感应地震前的信号其实也是这类次声波信息，地下

岩石相互挤压、破裂，产生的次声波频率偏高，大于 0.1 Hz。地表起伏释放出的次声波频率偏低，为

0.001~0.1 Hz。人体感应是人的身体和意识对外界物质或信息的一种自然反应。体感是任何有生命事物的

本能感应、也是最人性化的感应。人体感应地震，即人对地震震前的能量波(电磁波、声波、引力波、生

物波)等信号变化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就是相关能量场信息信号对人的身体所产生的影响或干扰，人

能感觉感知到这种能量，身体会产生条件反射，比如耳鸣、头疼、头晕、心慌气短、心烦意乱、四肢乏

力、重心不稳、恶心、呕吐、嗜睡等表象特征。在这里暂且简称为体感[1] [2]。 

2. 人体感应与地震预测三要素分析 

2.1. 地震三要素地点问题 

深海发生的大地震，地震前的次声波人体接受到时会伴有一阵阵水波声，是海水干扰次声波传导而

产生的波。所以可以通过波声感应并区分出是海里的地震和陆地的地震。同时通过声频的高低、音质音

色，也可以区分地震会不会产生海啸，火山喷发，还可以区分泥石流、地面坍塌等自然灾害。大地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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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亚洲某地区，距离越近时候，人体的感应会越强烈。反之在欧洲及南美洲地区，北美洲和远洋的其

他地区强大震级接受时间相对比较长。越接近地震要发生的时间里，其个人的预测地点越接近地震震中

区具体地址。但因各地的地壳在剧烈地摩擦中，大量的放射性氡气的泄露，明显干扰了预测的大脑脑电

波。 

2.2. 地震三要素时间问题 

因每个人的遗传密码不同及常年居住地区的地电磁场的差异，尤其是对地震发生前的地电阻及地震

波接受传导的身体感觉不同。人体感应对临震感应和震源深处的能量信号感应不同，地震发震时间会有

所不同。有的人体感应是临震感应，有的人是对震源深处的能量波(次声波)感应。一般震源深处的感应时

间久，临震时间短。对于时间来说，越接近地震要发生的时间段里，其个人的身体反应越强烈。而表现

个人的预测准确率都有明显地提高。即地震发生的前三天内的预测度都能得到地震实际发生的时间相吻

合和验证。所以凡提前预测的时间应安排在地震真正发生的前五天内做出预测报告。 

2.3. 地震三要素震级问题 

人体感应震级略有差异，属基本符合，存在着个人脑电波在接受地电阻和的地震波的信号干扰，其

震级的预测准确度和准确率偏低。震级越高，距离越近，人体感应越强烈。对于震级问题，凡遇到与身

体异常反应强烈的情况下，可以略为将震级提高至 1 级至 1.5 级。即预测的 4.5 级至 5 级以上地震震级，

可提高至 5.5 至 6.5 级，而且能实际地震发生震级相吻合。在低级别的地震 4 级左右地震时，参加预测人

员都能预测震级基本吻合。但大强度的地震的吻合和准确度、准确率偏低。 

3. 人体感应预测国内地震大致位置的方法 

预测东面时，以自己为坐标中心，东面有所在位置以东的所有城市和国家，大海潮和海的一定引力

会影响方位。如果是有水波声的耳鸣声，则是海域地震，即海里的地震。区分开陆地地震和海洋地震后，

再根据耳鸣的声音大小、音质、音色区分震源远近，即判断震中。也可通过转动头部方向，判断哪个方

向波声最强烈。波声最强烈的地方则为震源震中。 
在预测南面地点时，南面有陆地和大海，故预测南方的地震大致地点时，可以转动身体 45 度，如果

左耳听到的声音大于右耳，震源就在东南方。可以同时继续转动身体面朝西，如果左耳耳鸣更强烈，南

方即为地震实际震中区。通过波声同样方法判断区分海里地震和陆地地震。再通过声音大小、音色、音

质、音量大小、声音清晰度区分震源距离远近。 
在预测西北面地点时，西北面多数是陆地，海洋较少。所以波声基本比较单一，不容易确定并却震

中具体位置。可根基以往经验、地震活跃区、音质、声音大小来判断大概震中。故预测西北方的地震大

致地点时，右耳耳鸣明显，右侧脑有明显体感，声音大则会耳朵、右侧大脑疼痛，适当地向周围延伸 100
公里即为地震大概震中范围区域。北方也多数是陆地，所以同样的方法预测北方。 

人体感应全球三至四级地震，会快速闪过微弱的脉动；感应全球五至六级地震，体感相应较强，震

后症状消失；感应全球七级至八级地震会出现较强体感，呈放射状，围绕人体旋转，耳鸣，内耳出现高、

低频声音，噪音强大。如果出现刺痛，发震点位多为浅源地震；如出现重度疼痛，发震点位一般为深度，

大级别地震在地震前数十天内，海洋地震会出现沉闷的摩擦音，穿透力很强。 

4. 人体感应地震预测—中国国内地震 

笔者感应的地震波主要是以震动刺痛感来辨别所在发震方位和震级大小的。一般多是蜂鸣音，沉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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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清楚的声波，或电磁波。早期听到耳鸣地震声波是 1~3 天内应验的。后来是以震动刺痛感来辨别方位

和震级大小。一般刺痛，是 3~4 级；比较刺痛，是 4~5 级；强烈刺痛，是 5~6 级；特别强烈刺痛感，发

抖眩晕就是 6~7 级的体感；7~8 级以上有双耳贯通失聪，几秒钟后慢慢恢复正常。人体感应地震以人体

所在方位确定地震波传来的方位。 
中国国内的 6.5 级以上的地震，电磁波对人体会有特别明显的干扰，比如：头部眩晕、左右脑部刺

痛，耳胀，与震源方向传递出的电磁波相对应的左右耳会收到信号会出现比较响亮刺耳、中高频耳鸣声。

有时出现短暂的脑晕时长达二分种左右，如果 8~9 级左右，人的身体平衡严重受干扰，无法站立，并伴

有作呕并及心慌感觉，最严重者混身无力，嗜睡状态。 
中国国内的 5.5~6.5 级以上的地震，电磁波对人体会有明显的干扰，比如：头部轻微眩晕、左右脑部

轻微刺痛，内耳胀，与震源方向传递出的电磁波相对应的左右耳会收到信号会出现刺耳、中频耳鸣声。 
中国国内的 4.5~5.5 级的地震，电磁波对人体会有轻微的干扰，比如：头部轻微眩晕、左右脑部轻微

刺痛，耳胀，与震源方向传递出的电磁波相对应的左右耳会收到信号会出现轻微刺耳、中低频耳鸣声。 

5. 学术界地震成因机理争论 

关于天然地震成因机理的讨论，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科学结果，有的都只是各种学

术假说。我们回顾从二十世纪初魏格纳的板块构造理论建立以来，目前学术界关于地震成因机理的看法，

主要有以下五种主流观点。 

5.1. 板块运动理论 

板块运动理论是从陆地板块运动方面来诠释地震成因。漂浮活动的板块会互相挤压、互相碰撞、互

相摩擦、彼此分离，会引起陆地结构发生变化，比如：结构断裂、破碎、位移等构造变化，导致了地表

变化，从而震动发生。从陆地的板块运动来讲，地球上的岩石圈层不是完整的个体，而是分散的岩石层

块，岩石层块的巨大缝隙即海岭、海沟等。陆地板块随着海洋、风力变化也是相互运动的，产生相互作

用与反作用，就会产生地震。但由每个板块状态和结构大小不同，所以将陆地的板块运动归为分离和碰

撞这两种理论。第一，板块与板块之间的分离运动和碰撞运动，两个板块之间的互相拖曳、挤压、碰撞、

摩擦可以导致地震，这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板块与板块之间的相互引动的作用力，影响岩石圈层构

造发生变化，产生活动惯性，岩石层构造的惯性应力在岩石圈层中不断累积，当应力的积累达到并超过

岩石层的柔性和在后，岩石圈层就会发生错位、破碎、断裂、崩塌等现象，这种板块应力会导致地震发

生。在岩石层应力放出后，还会有轻微的碰撞、挤压、摩擦、融合，就会产生数次的余震，以达到新的

板块平衡状态。板块运动导致断裂活动，断裂活动引发地震，这一系列的变化形成构造理论体系，即弹

性回跳理论[3]。 

5.2. 重力自转 

地球是个有重量的，在自转的行星，自转主要是不同大小、不同质量的板块的差异区别，质量不同

导致星球自转速度发生相关变化，当地球软流层匀速流动的时候，在软流层区域上的地质结构层也相对

移动。流动的动力会使地壳岩石圈层跟着运动，结构也会随之改变，导致板块之间相互作用与反作用，

就会影响地球的自转速度。地球的自转速度地球自转的快慢会影响板块运动的快慢，自转速度较慢，虽

然地球南北两端的板块运动相对慢速稳定的运动，但是也会发生变化，产生一定程度的摩擦、错位、撕

裂，摩擦和错位也会产生板块结构变化。板块的变化会引发一系列的板块活动现象，比如板块滑动、板

块变位，板块结构变形，这种自转所导致的一系列的变化情况就是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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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地内爆炸 

地内爆炸导致地震的说法主要是认为地球岩石圈层内部或者层下物质，通过相互作用和反作用，温

度升高，触发爆炸，这种由内部因素变化所产生的爆炸发生在地球内结构层。地球北部结构爆炸的能量

较大时，爆炸会产生巨大的撑力和压力，这种力量发散开来，使地壳的岩石圈层的发生炸裂或破碎，岩

石圈层裂开而引发地震。由于爆炸物质、方式的存在不同，我们将它分为以下五种理论体系： 

5.3.1. 雷电爆炸理论 
雷电爆炸是一种地壳活动导致地球内部能量产生雷电活动现象，由于地壳内部积累的地能静电荷载

过大，又遇到板块运动从而引发地壳中导电物质电能释放，即雷电活动。雷爆的电力冲击波冲击力很强

大，导致岩石圈层的连续破裂，进而引发地震的发生。 
雷电爆炸来源于自然电场与地电场。自然中的电场由导电介质的岩石圈层物质的电力作用和地下水

中的电力作用。比如火山爆发产生的熔岩电场、雷雨放电产生的电场。地电场是地表产生的电流电场，

电场有地下水氧化还原电、过滤电、地壳压电、热电、太阳活动产生的电。太阳系星体活动，比如太阳

风发射出的耀斑、黑子等产生的带电粒子、射电辐射等能量，也是太阳电能，通过太阳光的辐射到达地

球上空，辐射到地表，渗透到地下岩石圈层形成能量蓄积，转换大成电能。雷电爆炸会随着爆炸能量产

生不同频率的电磁波，这种波可能被地表部分生物感应到。 

5.3.2. 热能冗聚理论 
地核内部冗余热能过多聚集，多余的热能产生热能旋涡涡流，涡流的强大压力引发地震。地球吸收

能源大量能量，地球的内部能量多于地球地表输出的能量，所以地球内部能量不断聚集，地球地核内的

能量压力逐渐增高，当能量达到压力顶峰值，大于地壳岩石圈层承受的范围后，地表就会瞬间输出能量。

强大的能量达到燃点，发生爆炸，冗余的能量旋涡涡流通过地表脆弱区，旋转涡流喷发而出，向外喷涌

热能涡流，造成火山灾害，这个破坏和喷涌的活动过程就是地震活动。旋涡涡流是会随着压力发生改变

的，是时时变化的，跳跃性很大，所以加大了地震的预测难度，单纯的物理测量较难判断其变化，需大

密度的布点测量。而地球海洋面积大于陆地面积，陆地上可以布点测量。 
地球内核大量热能产生主要有三方面：一方面地质结构层内部摩擦转换成热能。通过能量转换运动

热鲁会在地球内部产生电流，地球一边自转的同时一边输出到地核深处的内部，形成地热能；另一方面，

太阳光的辐射形成的地热能。太阳光辐射到地球上的热量，一部分被海平面反射折射到空中，一部分被

地球地表吸收，传输渗透到地球地表层，再通过地表转换发热，聚集在地下特殊的构造空间内，形成热

涡流能量；还有一方面，地球地表生物的活动(动物与人类)，排放的热能被地表植物吸收，还有植物的光

合作用产生的热能。前两点是根本原因。所以有学者提出，只要在地热较丰富的薄弱处，释放转换地下

热能量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所用，这样既可以人为的干预，减少形成地震的可能性，降低大震风险[4]。 

5.3.3. 天然气爆炸 
所谓天然气爆炸就是地壳活动使埋在地下的动植物经过高温、高压、挤压等在地下空间形成的气体

空洞区，气体不断聚集，不断增加，当温度达到顶峰值时就会燃烧，大量的气体燃烧从而产生爆炸。地

下空洞区空间有限，气体在封闭的地壳内膨胀受压，压力积累到超出峰值时会撑爆地下空间，气体沿断

层薄弱的裂缝爆破开裂，大量释放输出，引发大地抖动，从而发生地震。地壳内部气体一阵一阵的释放，

就是余震；地震前后会突然降温，这是因为气体大的膨胀会吸收大量地表热量。 

5.3.4. 核爆炸 
地球核爆炸是指地球内部的核能在地壳上的爆炸产生的一系列地壳运动。地球上的海水、空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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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石油、地下煤炭等也会吸收热量，在特定的地质构造空间中沉淀生发为燃点低的易燃气体，氢气、

氦气、氧气等。岩石圈层的对流会造成核聚变和裂变，引发核能并爆炸。岩石圈层在极短时间内释放出

极大的核能量，核能在高温、高压、膨胀的同时，岩石圈层因这种压力而产生断裂和破碎，导致地震发生。 
震级大小和核能量多少、气压大小有关。核能越多能量就越大，震动级别就越大，核能较少则震动

级别低；较冷的区域地下冻结层中的核能，通过外部气温升高也会逐渐解冻，转化为能量，受冷热聚变

而发生震动，形成规模不等的大小级别的震动。大的震动产生大震，小的震动在大震后逐渐释放能量，

形成余震，地下核能爆炸结束，余震消失，地质构造进入相对平稳期[5]。 

5.3.5. 地球排气 
地球是有生命的综合生命体，就会有地球气场的产生，地球气场的形成因素是地球地表活动，掩埋

了大量的动物、植物、水等有生命的物体。这些物体在腐烂变质是会产生气体，被压迫涌入地球岩石圈

层，致使最薄弱地带裂开，巨大的气体压力是地表开裂，急速崩塌，强度很大时，就会发生破坏性大地

震，强度小时就是小震或者余震。地球也有气场、有经络、有穴位的，地球通过内部缝隙系统排出多余

气体，就是气体爆炸。地球排气观点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记载研究历史，不算新理论，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相关学者开始研究才形成规模、系统的理论体系[6]。 
笔者认为地球地质构造内部有巨大空间，空间内有气流、水流、熔岩流。杜乐天教授认为地球内部

至少还存在 4 个规模比较大的大气圈，它们由深至浅依次是：一是外地核氢气圈；二是上地幔大气圈；

三是中地壳大气圈；四是上地壳大气圈。地球内部空间拥有的巨大压力，使气体向上运动，向外大量排

气，这种排气也是旱涝灾害、地震、地磁紊乱、火灾、泥石流、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 

5.4. 流体 

地球内部含有各种流体，火山熔岩流、地下水流、地下气流、龙卷风流、石油流等。流体的剧烈活

动导地球内部的流体在高温、高压等物理变化作用下，各种流体导致了地壳岩石的炸裂、破碎，撕裂活

动，这种地下活动产生地球构造变化，发生地震[7]。流体物质因种类不同，发生的自然灾害也不同。流

体活动有流体上升和流体沉降。 

5.4.1. 流体上升 
地球地表的水渗透到地下涵水层，地下水通过岩缝渗透到深层地下，根据地质结构的不同，不同深

度的地质结构层内的流体物质的温度受内压力和外压力作用，会致使流体产生上升或下降的活动，活动

中的流体侵入地壳薄弱的构造部位，通过挤压、破裂产生断层，断层的破裂就会导致地震。当地球的地

壳或岩石圈层薄弱部位承受力过大，大量的流体挤压，就会产生大级别的地震，当流体压力相对较小就

会产生余震或小级别地震，岩石圈层或者地壳薄弱区不能承受流体的不断冲撞时，地壳岩石圈层或地壳

就不断的破裂，形成级别大小不等的地震。 

5.4.2. 刚柔转化 
刚柔转化是地球地质构造层与地下流体的能量转化，是刚性地质构造层与其下方的柔性软流层发生

剧烈运动变化时产生的能量变化[8]。因地质构造层是相对刚性稳定结构，而软流层是柔性流动结构。当

柔性软流层变化的同时，带动软流层上方的刚性地质构造层，受软流层变化的也影响，刚性构造层也发

生变化。刚性地质构造层的重力使得其本身随软流层而发生上升或沉降运动，上升或沉降的过程中会发

生错位、撕裂、塌陷、变形，从而引发地震。软流层对刚性地质构造的改变主要有高温高压和外力影响

有关。地壳的岩石层从脆性向柔性变形转变，所以地震通常发生在地下流体较多，地质构造较脆薄性的

区域；软流层的柔性会降低和减少岩体断层力度，产生塌陷型地震，比如海底空洞区和天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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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星体引力 

星体引力是指宇宙或太阳系内星体的变化吸引力，外围有大的宇宙星体活动，内有太阳系内的星体

运动。由于太阳系内星体距离地球较近，影响力也较大，本质上太阳系内星体之间就有一种磁性引力，

使各个星体保持平衡，各个星体之间产生相对稳定的运行轨道和安全距离。星体之间有相互的引力和斥

力，还有太阳对各个星体的引力和斥力。太阳、地球和月亮之间的稳定运行也存在这两种力。所以，太

阳和月亮的变化也会导致地球引力相对变化，这种变化会让地球产生震动。地球震动，内部结构就会整

体发生变化，这变化会是地球部分区域构造发生改变，就会产生地震。自古以来，人类古代祖先就有根

据太阳、月亮的天象变化来预测天灾地震的方法，这也是长期观察积累的经验。地外陨石坠落到地球也

会引发地表受撞击而产生的外力震动型地震。我们将星体引力划分为以下几部分。 

5.5.1. 流体漩涡 
流体漩涡是软流层中流体受外力影响螺旋运动产生的漩涡流。地下软流层的流体受星体引力影响，

也发生内部震动，震动的同时产生压力、摩擦，这种内力震动也会是地球内部构造层发生断裂、开裂、

撕裂，地球内流体以漩涡的形式在地球内部有规律的升降，这种运动会致使地球局部剧烈抖动[9]。流体

漩涡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流体漩涡由内而外螺旋上升。漩涡流因内部摩擦热能像旋风一样运动，同时形成巨大的冲击力，

瞬间将地质构造层钻破，地质构造层隆起并上升断裂，产生上冲型地震。上冲型地震的震源距离地表较

浅即浅源地震。其二，流体漩涡流受外力由外而内螺旋下沉。漩涡流像旋风一样向内运动，同时形成巨

大的冲击力，螺旋下沉，瞬间将软流层下地质构造层钻破，形成震源较深的陷落型的地震，即深源地震。 

5.5.2. 潮汐 
月亮运行到一定的位置，就会产生潮汐，潮汐这些潮汐活有大有小，当潮汐较大时，强大的潮汐产

生时地球表面的海水会发生大规模、强烈的变化，变化会引发海平面的剧烈波动，波动引起海底地下流

体共振，流体的共振破坏地表结构，引发海洋地震。 
宇宙星体引发海水变化导致海洋地震有两个方面：海水的潮汐发生时，海水晃动，使海水离开的区

域内的压力变小，地壳受到地下流体的冲击而抬升，达到一种平衡。能量平衡的前提是在地下流体与海

水压力互相能量转换，地质构造薄弱地带就会断裂或者热熔流体剧烈喷发形成地震或火山；随着强潮汐

的转移，地质构造重力区挤压其下面的软流层的流体，软流层流体向两侧流动，使两侧的流体集聚增多，

中间形成凹陷，凹陷区受到回流的冲压力，导致岩石圈层地壳挤压破裂，引发海洋形成海底地震和海底

火山喷发。 
星体运行产生的潮汐是因素之一，也是形成海洋地震和海底火山喷发的重要因素。  

5.5.3. 星体引力和陨石坠落 
星体引力和陨石坠落也是地震形成灾害的重要因素。星体引力可触发地震，可加快地震发生的时间。

星体引力触发地震发生，会伴有天象、气象等自然现象。古代，人们通过天象变化预测灾难，他们通过

天空星体变化，如：太阳、月亮、云层的变化观察天象，积累观天象预测天气，为了更好的农耕种植和仓

储，为了满足基本的生产生活需求。这些古老的经验也有助于我们学习，深入研究和预测地震和自然灾害。

近代地震云观测爱好者层出不穷，这种良好的观察现象是人类的进步，也是地震预测学者的重要环节。 
地球地外较大陨石坠落到地球，质量大的陨石进入到地球大气层经过摩擦生热燃烧后虽然质量变小

了很多，但是一定质量的陨石坠落在地球的陆地或者海洋里，也会产生极大的震动，陨石越大产生的震

动和波动就越大，陨石越小产生的波动和震动就会相对较小，这就是陨石坠落导致的大地震和小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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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研究地震的初衷是更好提前预测地震，目的是避免大的地震带来的伤亡和损失，减

少生命损失和生活影响。坚持初心不变，努力研究，认真钻研，为了防灾减灾，为了更稳定的美好生活。 

6. 结论 

我国强震多，灾难大。反过来这也是地震区位优势，为中国科学家探索地震规律和成因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中国地震机理和地震预测完全可以走在世界前列，关键是各相关部门的协调攻关、综合集

成和资料共享。探索地震机理，不仅能解决地震预测问题，还有助于创立地学新理论。 
人体感应分析地震可以自动感应震前次声波，并且可以早于仪器的观察数据。但要发挥最大的效能

必须与卫星云图、地电磁场、众多的研究人员共同分析，可以基本确认地震发生的具体震级、地点、大

致时间、经纬度、震中区裂度、震源深度。人体感应预测，预防灾难，降灾减灾必不可少，人体感应可

做到人与科学的互补，人体感应将开创新的学科之路，探索之路，会备受瞩目。用学科发展、科技进步

告慰逝者，愿这人间，虽有大灾，再无大难！人体感应将成为一种新的预测灾难的手段，人体感应将为

国家的防灾减灾事业增添新理论、新方法、新思路。防灾减灾，科学预防，以人为本。世界地震预测工

作将呈现一个新的科研方向，这不仅是我国的进步，更是全世界人类的进步。当然人体感应还不是十分

精确，还需要和最新的科技设备相结合，多元化防震减灾，减少生命损失和经济损失。但愿人体感应预

测地震有更加好的发展，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 
全球地震显示大尺度、深层次的线、环相关性和震级关联性，完全不同于无结构的沙堆自组织临界

模型，因此，地震可以预测。地震预测的关键是创立地震成因理论、理顺预测思路、整合监测手段、实

施强震预测系统工程，建立有效的监测网络体系已刻不容缓。当务之急是在已有长期和中期预测的基础

上，组织跨部门、多学科、多手段的队伍解决强震潜在地区的短临预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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