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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地震预测预报研究文献与情报分析的几点浅解 

一、地震预测研究动态 

 

二、关于参考文献 

 

三、情报分析的重要性 



                                                 
研究所的《工作信息》分为
四个板块： 

一、重要活动 

二、会议与活动 

三、综合信息 

四、地震预测研究动态 

      地震预测研究动态 



    《工作信息》目前已经发布
了30期，其中地震预测研究动态
共计53条。 

         预测方法：20 
          地震学：12 
          诱发地震：5         
          地震活动性：2 
          风险评估：1 
          震源物理：1 
          其他：12 
    绝大多数的文章都是由吴忠
良所长亲自从网上下载或者从各
类科学期刊杂志上找到后交给办
公室，再经办公室给相关专业的
研究室的科研人员进行编辑整理。 

      地震预测研究动态 



其中预测方法中又包含了一些新方法： 

Earthquake Science在2018年第1期刊登一篇文章中，通过对原有地表中子和带电粒子探测装
置进行升级改造，提出一种通过地表中子及带电粒子多方位探测进行地震预测的新方法，
该方法在2016年7月27日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M4.0级地震及2016年8月21日发生在日本的
M5.2级地震中得到验证。 

Nature在2018年8月30日第560卷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介绍运用机器学习方法识别出了一种
基于应力的定律，这种定律能预测大地震后会出现余震地点的模式。 

诱发地震中有的文章提到： 

自2009年以来，由于废水注入地下，俄克拉荷马州的地震活动显著上升。相对于结晶基底
的注入深度与地震矩释放强相关。 
对荷兰Groningen的气田的诱发地震活动性进行了讨论，认为地震由液体的回收而非注入引
起。另外诱发地震的频率-震幅关系满足Gutenberg–Richter关系，并在临近预报做出了尝试。 

      地震预测研究动态 



    每一篇文章都是由业务部
门的科研人员对文章的内容总
结出主要的发现或结论，形成
一条地震预测研究动态的简讯。
再由办公室对科研人员提供的
文献索引的格式进行统一修改
后，汇编在一起，以便大家查
阅。 

    每一条地震预测研究动态
和文献索引的内容都是由吴忠
良所长亲自审核修改，逐字逐
句，严谨到每一个标点符号。
包括对《工作信息》里的每一
条信息都严格把关。 

      地震预测研究动态 



      地震预测研究动态 



        关于参考文献在各位研究员和专家面前我学识浅薄，有点班门弄斧了。下面谈
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研究所是以地震预测的理论和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发表文章
都会阅读、参考大量的科技文献。对于一篇学术论文来说，无疑论文的内容是最主
要的，从科研的规律来看，任何研究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学术
论文引用、参考、借鉴他人的科研成果，都是很正常的，而且是必需的。但是如果
没有一定的阅读量，就不能反映作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动态的把握。前面提到地震预
测研究动态里的文章交由科研人员来进行归纳总结的意义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可以反映论文作者的科学态度和论文具有真实、广泛的科学依据,也反
映出该论文的起点和深度。可以把论文作者的成果与前人的成果区别开来。更可以
起到情报检索与文献计量研究的作用。 
         引用参考文献是连接过去一个重要环节，不仅仅是出于与过去的责任，更是科
学的一种继承。 
 

   关于参考文献：科研活动本身就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 

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三、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3） 

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五、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 

六、牢牢把握科技进步大方向 

七、牢牢把握产业革命大趋势 

八、牢牢把握集聚人才大举措——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 

 

   关于参考文献：很多文件法规中有丰富的知识内容 

 



    2004年以来，研究所专家以第一署名单位共发表论文1007篇，
其中SCI检索289篇，EI检索120篇。 

 

   关于参考文献：研究所 



        美国《国防部军事与相关术语字典》认为:情报分析是通过对
全源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分析和解读，将处理过的信息转化为
情报以满足已知或预期用户需求的过程。 
        知识性、传递性、价值性、秘密性和时效性是情报信息的主
要特点。 
        文献和情报有着密切的关系，文献是情报的载体，情报主要
通过文献进行交流传递。文献工作是情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是情报工作的基础，而且渗透到情报工作的各个环节中。         
        对于研究所来说，如何利用准确、权威的科技情报为科研服
务，是接下来应该加强的一项工作。 

   情报分析的含义 



        在科学探索中，无论是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还是对于训练有素的行家里手，最关注的莫

过于在自己从事的知识领域，从海量的文献数据中了解到最感兴趣的主题及其科学文献，找到其
中最为重要、关键的有效信息，弄清其过去与现在的发展历程，识别最活跃的研究前沿和发展趋
势。 

       这些都是科学探索面临的首要难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信息可视化技术相继应运而生，为

尝试解决这些难题进行了可贵的探测，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其中，由国际著名的信息可视化专家
陈超美教授开发的、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引文空间），就是可以解决

上述一系列难题的一种工具与技术。其突出特征在于把一个知识领域浩如烟海的文献数据，以一
种多元、分时、动态的引文分析可视化语言，通过巧妙的空间布局，将该领域的演进历程集中展
现在一副引文网络的知识图谱上；并把图谱作为知识基础的引文节点文献和共引聚类所表征的研
究前沿自动标识出来，显示出图片本身的可解读性。 

         目前国内有很多人都使用过这个软件，并根据该软件的分析结果发表了论文。 

 

       情报分析的可视化 



谢  谢 
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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