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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磁
“

低点位移
”

预报方法与天祝`
.

2

级等地震前的区域异常
’

黄雪香 丁鉴海 张淑兰

( 国家地震局分析 预报 中心 )

摘 要

本文时地磁垂直分量 日 变 “
低点 位移

” 预 报方法 及 “
低点位移

” 异 常与强

震的对应情况进行 了系统的总结
,

韭 着重介绍 了 19 9。年天祝 6
.

2级等地 震 前的

地磁
“
低

.

氛位移 ” 异常与短期趋势 .yl 断情况
。

事实表明
,

该预报方法 不仅能时

6 级 以上强 震作 出短临预报
,

还可衬重点监视 区内的一些 中强地衷作 出较好的

短临预报
。

_ 日 l 飞全
、 J ! 碑习

地磁垂直分量 Z 日变化极小值出现 的时间 ( 简称低点时间 )
,

震前在空间分布上 出现的

异常特征可表现在幅度或相位上的变化
,

即出现 t’4 氏点位移 ”
现象

。

这种现象是少见的地磁

异常现象
。

尽管
“
低点位移

”
的物理 机制仍在探讨

,

有待深入研究
,

但预报实践证明
,

这种

少见的地磁异常现象确实与较大地震的发生有一定的相关性
。

目前
,

地磁
“
低点位移

” 已成

为一种预报地震的实用化方法
,

在短临预报中起到一定作用
。

作者利用该方法与其他方法相

配合
,

对 19 9 0年 内 发生的几次中强地震作了短期趋势判断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本 文 对该

预报方法进行了总结业介绍了对天祝 6
.

2级等地震的预报情况
。

二
、

地磁 “ 低点位移
”
预报方法与强震预报

1
。

地磁
“
低点位移

”
现象及强震预报指标

全国各地磁台地磁垂直分量 Z 日变低点时间的空间分布主要随经度变 化
,

经 度 差 15 度

低点时间 ( 北京时 ) 相差 1 小时
。

如果按地方时统计
,

则各台低 点 时 间 均 出 现 在 中午前

后 c l 〕。

“
低点位移

”
指的是一个大区域的台站的地磁日变低点时间明显地与另一个大区域的台

. 本文为地 胜科学 联合非金资助课题 89 一 1能成果 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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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磁伞直分童 日变低点位移分布图 ( 1 9 7 6年 7月 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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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级地震前的地磁低点位移异常 ( 29 5 9年 8 月 2 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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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磁
“
低点位移

”
预报方法与天祝 6

.

2级等地震前的区域异常 始

站不同
,

突变分界线两侧低点时间相差两小时 以上
,

这种现象属地磁学中少见的异常现象
。

如果某一天 ( 或几夭 ) 低点时间的空间分布规律被破坏
,

全国地磁台低点时间只分为两

大区域 (如果有两个以上地震的迭加可以分为三个大区域 )
,

在两大区域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突

衰 1 “
低点位移

”
异常与地 , ( 6级以上 )对应裹

、

( 1 5 8 3年前 )

异常 日期 K指散
对 应 地 震

发展 日期 震级 中

异常 11与发展
日相隔天致

务 注

震

1 9 6 6年 2 月 2 1 11 1 1 2 2 1 1 0 1

1 9职年 6月 2 0日

1 9 69 年 1 1月 2 4日

1 9 7 1年 1 2月 8 日

1 9 7 2年 3 月 28 11

19 7 2年 1 2月 23日

1 9 73年 6月 1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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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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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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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19 7 2` r 4 月 2 4日 } 7
.

只

资料少
.

仅供参考

资料 少
,

仅供参考

资料少
,

仪供粤考

资料少
,

仅供参考

1 9 7 4年 8 月 3 0 日

1 9科年 1 2月 1 9日

19 7 6年 8 月 8 日

19 7 6年 5 月 2 日

1 9 7 6年 6 月 1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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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 4 5

2 2 3 2

3 4 4二弋

34 3 8

2 1 3 3

5 3盛4

胜砧

艺1 1 2

3 2 2 2

t g角年 2 月 e 日

19 73年 7 )」1 4 日

19 73年 e 月 1 1 日

1 9招年 S J J 16 {刁

1 9 7 4年 6 月 1 1 日

1 9 75年 2 月 4 }1

19 7 6年 4 J1 0 日

] 9 7 6年 6 月 2 9 日

1 9 7 6年 7 月 2 1 日

19 7 6年 7 月名8 日

1 9 7 6年 8 月 1 6 日

1 9 7 6年 8 月 3 2 日

7
_

9

7
.

5

6
.

2

和漂阳地姚 异常迭加

Qó,10’J

…
八t0l甲
.

6
,

3

7
.

公

两个地震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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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2 “
低点位移

”
异常与地 , ( 6级以上 )对应衰 ( 1幼e4 年后 )

二

竺上呼 地盈日期

应 地 展

可
一

孟矿厂奋
-

异常 日与发展
日相隔夭数

一中

邵即25四加23邓14盯9四触朔42加盯38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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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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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分界线 ( 或闭合圈 )
,

低点时间相差在两小时以上
,

而在每个区域内部低点时间差在两小

时之内 ( 这是考虑到经度差和 目前地磁台的量图误差 )
,

就把该现象作为 7 级左右的地震异

冬 如图 ’
,

所示
。

若在约半个中国的范围内低点时间分为两大区域
,
中间有一条明确的突变

分界线或闭合圈
,

则为 6 级左右地震的异常
,

如图 2 所示
。

2
。 “
低点位移

”
异常与 6 级以上地震的对应情况

“ 低点位移
万
异常对应 6 级以上地震效果较好

。

从 1 9 6 6 年 至 1 9 9 0年 共 出 现 异常 73 次

( 汪9 7。年以前资料较少 仅供参考 )
,

对应 42 次 6级以上地震
,

见表 1 和表 2
。

其中有 16 次 6

级以上地震在震前提出过不 同程度的预报
。

该方法对预报 6 级以上地震有一定效果
,

特别是预报发震时间较准
,

但预报范围较大
,

有一定的虚报和漏报〔 2
,

” 〕。

三
、

地磁 “ 低点位移
”
异常与天祝 6

。

2级等地震前的

短期趋势判断

利用地磁
“
低点位移

”
异常预报 6 级以上强震有一定效果

,

这是多年震例统计的结果
。

在

地震活动高年是这样
,

在地震活动相对低的年份也收到较好的效果
。

例如
,

近几年来在地展活

动担对较低的 1 9 8 2年对甘孜 6
.

。级地震
,

19 8 4年对南黄海勿南沙 6
.

2级地震都作了 较好的预



第 呜期 黄雪香等
:
地磁

“
低点位移

,
预报方法与天祝 6

.

2级等地震前的区域异常 药

报 c ` 、 在地健活动相对活跃的 1 9 8 9年对巴塘两个 6
.

7级
、

小金 6
。

6级
、

’

大同
、

阳高 6
。

l级及巴

塘 5
.

8级地震都作了不同程度的预报 〔 “ 〕 。

19 9 0年我国地震活动水平相对较低
。

然而我们用地磁
“
低点位移

”
法和幅 相 法 等 相配

合
,
对 1 990 年内我国发生的几次中强地震在震前均作了某种程度的短期趋势判断

,

取得了较

好效果
。

1
。

1 9 9 0年 1 0月 2 2日天祝 6
。

2级地震

地震前 9 月 1旧我国出现了较大范围的
“
低点位移

”
异常

。

异常分界线自拉萨以东经格

尔木北
、

银川北
、

呼和浩特北至东北的德都以南
,

异常范围虽较大
,

但分界线不十分清楚
,

属

中强地震异常
。

接着在 9 月 16 日一 9 月 28 日出现了天水至银川组 13 天的幅相法异常段
。

这盛

从全国台网中选出 22 个台作排列组合计算的结果中唯一出现异常的一组
,

也是距震中最近的

一组
。

根据对异常情况的分析
,

认为可能发震的危险时间在 10 月 22 日前后 3 天
。

从
“
低点位

移
”
异常分界线经过的地带以及幅相法异常出现的地区判断

,

发震的危险地区可能在甘南
、

川北以及甘宁交界的地区
。

以上情况曾在研究室的月
、

周会商会上介绍
,

并提出了我们的判断

意见
。

绪果于 10 月 22 日在距地磁
“
低点位移

”
异常分界线不远的景泰和天祝之间 发 生了 6

.

2

级地震
,

见图 3
。

这是 1 9 9。年国家地震局能在震前作出一定中期趋势估计的地震之一
。 “

低

点位移
,
作为一种前兆方法为这次地震的综合判断提供了重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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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卫9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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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奉之
.

司
1级地瓜

10月 2 1日长春南 4
.

8级地展 l

叼 2吞0 5?0 7乒o k m 。

图 3 天祝 6
.

2级地震前的地磁低点位移异常 ( 1 9 9 0年 9 月11 日 )

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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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S e p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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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90 b e f o r e t h e

M 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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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 ia n z h u e a r t h q u a k e

2
.

1 9 9 0年 7 月2 1日大海沱山4
.

5级地震

地展前 1” 。年
_

6 月 13 日在我国出现了从华北到西南云南边境的较大范围 的
“
低点位移”

异常
·

我们分衡认为 :
.

:
详

r

竺低点位移
”

气

异常分界线不太清楚扣该异常只属于参考性异常
,

估

计在发震危险时间 ( 7 月 24 日前后三天 ) 前后不会有较强地震发生
,

但中强地震活动不能排

除
。

由于异常分界线还经过华北重点监视区
,

因此我们仍把它作为重要情况在会商会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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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供对屁情作综合判断时参考
。

结果于 7 月 2 1日在大海沱山发生了 4
。

5级地震
,

北 京大部

分地区有感
,

这是一次影响较大的地震
,

见图 4
。

3
。

1 9 9 0年 9 月 2 2日北京沙河 4
.

0级地震

地展前 1 9 9 0年 8 月 15 日地磁
“
低点位移

,
出现了小范围异常

。

异常分界线正好在首都圈

10心 11幻 又浮0 14 0

.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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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大海沱 山 4
.

5级地襄前的地磁低点位移异常 ( 199 0年 6 月1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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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级地装前的低点位移异常 ( 19 9 0年 8 月 1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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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期 黄雪香等
:
地磁

“
低点位移分 预报方法与天祝 6

.

2级等地震前的区域异常
’

4护

附近形成了一个闭合圈
。

根据异常推算可能发震的危险时间是在 9月 25日前后三天
。

异常范

围虽不大
,

但它所处的地区以及危险时间都十分重要
,

因此
,

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
。

我们严

格按照预报程序提出了预报意见
。

结果于 9 月 22 日在北京市东北的沙河东发生了 4
。

。级地展
,

见图 5
。

这次地震震级虽然不大
,

但北京有感范围较大
,

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地震
。

地磁
“
低点位

移
”
对这次地震的预报作出了贡献

。

四
、

说明和讨论

1
.

地磁垂直分量 Z 日变
“
低点位移

”
预报地震的方法经过实用化攻关研 究

,

更加 实用

化
、

程序化
,

是目前地磁方法预报地震的较有效的方法之一
。

经多年预报实践证明
,

它对 6

级以上强震预报较好
,

对 6 级以下的中强地震虚报相对增多
。

在应用该方法时应根据异常的

具体情况综合分析判断
,

尽可能地减少虚报
。

2
.

按伊希巴希 ( I , h i b a s ih )的观点
,

地震前兆可分为物理前 兆和构造前兆两大 类
。

物理

前兆指的是与地震孕育
、

发生过程有着密切物理联系的前兆现象 , 而构造前兆则是与地展孕

震区之外构造运动或局部构造特征有关的前兆现象
。

构造前兆的空间展布范围较大
,

可能与

地壳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乃至板块之间相互作用
、

特殊构造以及局部应力场有关〔 ` 〕
。

地磁
“
低点位移

”
异常的分界线分布范围很广

,

它不仅仅局限在某个震中区附近
。

一个

6 级以上强震前的地磁
“
低点位移

”
异常分界线往往可穿越整个中国大陆

,

甚至更大范围
。

许多震例还说明
,

一个
“
位移

”
现象有时不仅仅是一个强震发生前的异常

,

而是多个 ( 或一

组 ) 可沿
“
低点位移

”
异常分界线附近分布的地震异常

。

这组地震的震中可能 相 隔 数千公

里
,

我们曾把这种现象叫做大尺度构造微动态的地震活动
。

如 1 9 8 9年 8 月 14 日的地磁
“
低点

位移
”
异常把同年 9 月 22 日四川小金 6

.

6级
、

9 月 22 日云南篙明 5
.

1级和 9月 21 日甘肃昌马 5

级地震联系起来 ( 图 2 )
。

还有 1 9 8 6年 7 月 2 9 日的地磁

天 6
.

7级和 8 月 31 日门源 6
.

7级地震联系起来 ( 图略 )
。

“
低点位移

”
异常把 8 月 21 日青海克

这种短时间 ( 同一天
,

异常分界线两

侧只相差 2 一 4 小时 )
、

大幅度
、

大范围的异常很难用震源区区域应力场的各种磁效应来解

释
。

因此
,

地磁
“
低点位移

” 现象可能是地震的构造前兆的一种表现之一
。

地磁
“
低点位移

”
异常机制仍在研究探索中

,

从 目前的研究结果看
,

应从地球内部和外

部两方面进行探讨
。

( 本文 1 9 9 1年 4 月 1 0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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