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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霍山震群与华东地区强震关系的初步研究

近年来
,

不少专家
、

学者都在探讨震群与大地震的关系
。

有人认为霍山震群是预报华北

强震的
“
窗口

” 。

但是作者研究认为
,

霍山震群活动与华东地区发生的强震有较好的对应关

系
。

本文介绍了这一研究结果
。

本文所指的华东地 区的范围是北纬 3 1
。

一 36
。 ,

东经 1 1 5
“

1 5
`

一 1 2 1
0

30
` 。

在这个范围内自

1 9 7 4年以来共发生 6 次中强地震 ( 表 1 )
。

它们距霍山地区不超过 5 00 公里
。

将 这 几次地震

的发生时间与霍山震群的发生时间对 比
,

发现在这几次强震 ( 山东荷泽地震除外 ) 前数月
,

霍山地 区小震活动都明显增多
。

然后经过一个相对平静时期后发生强震
。

在 1 9 7 5年 8 月 2 日

郎家沙 5
.

3级地震和 1 9 7 9年 7 月 g 日深阳 6
.

0级地震之前
,

在霍山地区还出 现 了 临震前兆震

群
。

另外还发现 ]
.

97 6年 7 月 28 日唐山7
.

8级地震前
,

霍山地区小震活动水平增高
,

而且持 续

时间也比较长
。

朱传镇
、

姜秀娥认为〔 “ 、
3 〕 ,

一个近 8 级的大地震
,

在其孕育过程中通过震

群活动反映出来的应力变化
,

其空间尺度可达近千公
.

里
。

由此可以认为
,

报山震群是华东地

区的应力
“
窗仁l,,

,

霍山地 区应力状态受大范围构造应力场的制约
。

当然也不排除霍山地区

今后发生中强震的可能性
。

该区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中强震
,

因此
,

如果该民有 中 强 震 发

生
,

也可能有早期前兆震群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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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霍山地区地震活动情况
,

作者认为满足以下两个指标的才属于早期前兆震群
:

( 1 ) 地震集中发生在某一时间段里
,

其中发生 M s 》 0
.

5级地震在 15 次以上
,

地震频次

N与时间 t的比值大于 0
.

3
。

( 2 ) 地震活跃期内所释放的能量 E与时间 T的比值大于 4 x lo “
尔格 /天

。

华东地区几次强震前霍山地区前兆震群活动都满足以上两个指标
。

另外 强 震 离霍山越

近
,

震群活动越明显
。

总之
,

霍山震群活动与华东地 区强震的对应关系可以归纳为早期前兆

震群一相对平静一主震 ( 有的强震发生前有临震前兆震群 ) 三个阶段
。

上述震群之后出现相对平静期几个月至一年的时间内
,

我国华东地区有可能发生 5 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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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中强震的情况
,

与力武常次根据世界不同地震活动区的前兆资料统计的前兆持续时间与震

级关系式所给出的相应的中等地震的异常时间相吻合
。

综上所述
,

监测霍山震群的意义不仅在于为预报该区强震提供可靠依据
,
而且还能为预

报华东地区强震提供参考依据
。

厂
( 本文 19 5 9年 1 1月 5 日收到 )

( 安徽省六安地区地震局 张光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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