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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寺湖水氛异常的判别指标与地震

山丹红寺湖泉点位于龙首山北麓的红寺湖附近
,

`

在构造上处于龙首山北西西向断裂与北

北东向断裂的交汇部位
,

系断裂上升泉
。

降雨和浅层地下水对该泉影响 甚 微
,

外界 干扰较

少
。

该泉点干扰因素可分为二种类型
:
即脱气水温因受气温的控制

,
具有一定的规律

,
属非

随机干扰 , 采样
、

鼓泡及观测过程中的误差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

属随机干扰
。

对于这两种不

同类型的干扰
,

可采取相应的数学方法处理
,

排除主要干扰因素
,

压低噪声
,

突出和提取地

震前兆信息
。

要突出地震信息
,

应扣除实测值中温度影响的部分
,

即依次 与 实 测值相减
,

求得其余

差
。

此时的余差曲线就基本排除了脱气水温的影响
,

但仍包含有采样
、

鼓泡和观测过程中的

随机误差
,

使余差曲线上下波动
。

余差曲线的特点是余差的平均值为零或趋近于零 ( 实际结果为。
.

O J )
,

余差数据在以零

为基线的上下两侧波动
。

余差曲线上下波动的原因主要是随机因素和偶然误差所引起的
,

因

而它服从正态分布
,

可用剩余标准差 ( S ) 来描述这种波动的特征
。

根据误差理论
,

余 差数

据点落在不伺置信区间的概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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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在正常情况下

,

余差数据超出 2 5的概率为 4
.

6%
,
超出 2

.

58 5 的只有 1 % ,
超 出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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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开统等曾用中国和朝鲜发生的地震对两类仪器的测定结果进行了检验和比较 ,’ 结果也

表明
,

两类仪器的测定结果较为一致 1 )
。

(

( 本文 19 8 7年 7 月 15 日收到 )

国家地 震 局 科 技监则司 修济用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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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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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们以 2 5作为判别异常的噪声水平
。

凡超出噪声水平的数据
,

原则上视为异

常
。

若连续二个以上的数据超出噪声水平或单个数据超出2
.

585 或 3 5
,

则将其判定为异常的

可靠性更大
。

1 9 8 3年 9 月一 1 9 8 5年 8 月剩余标准差的统计结果见表 1
。

根据上述指标判定的异常从 1 9 8 3年 9月至 19 85 年 9 月共有 9 次
,

在此时段内
,
距该泉点

2 5k0 nr 以内的范围内共发生 3 级以上地震 8 次 ( 表 2 )
。

、

有 7 次异常对应了地震
,
占总数的

7 7
.

8%
,
有 2 次有异常无地震

,
占22

.

2%
。

红寺湖泉点的观测资料在排除干扰成分后
,

其异常与地震对应较好
,

这很可能与泉点所

处的特殊构造部位有关
,

该泉点可能是一个敏感点
。

加强对红寺湖泉点的观测工作
,

对监视

民乐盆地的震情是有一定意义的
。

( 张掖地区地震办公室 朱子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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