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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台电磁波异常

1
.

现侧系统概况

蚌埠电磁波台始建于 1 9 8 4年 10 月
, 1 9 8 6年正式观测

,

目前已有近五年的连续资料
。

该台

地理坐标为东经 117
0

18 ` ,

北纬30
0

54
, ,

台基为花岗岩
。

记录器为 D J一 1 型地震记录仪
。

传

感器有半埋地框天线一道 ( 8 m x 15 m )
,

地下部分 1
.

5 m ,

垂直埋设
,

法 向 东 西
,

约30 匝

( 以下称 A
: , ) , 同时设有电感量为 3 00 H的超低频磁棒二道

,

按南北 ( L
, 。 )和东西 ( L

: , )

两个方向布设
。

为确保观测系统正常工作
,

对观测仪器作定期检查标定
。

图 1 为观测系统框

图
。

图 2 是该台各类干扰的典型形态
。

对于不同的传感器
,

其干扰形态也有差别
。

如雷电干

扰
,
均呈尖脉冲状

,

三道记录均有 , 风扰主要在框天线上出现
,

波型为正弦波状 , 开启通讯

电台
、

开关电视机
、

深井泵抽水等均能产生干扰
,

但其形态固定
,

较易识别 ; 人在传感器附

丰科咖
近做剧烈活动

,

对观测也有一定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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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标定

自 1 9 8 6年以来
,

台站附近共发生两次 5 级以上地震
,

即 1 9 8 7年 2 月 17 日 江 苏射阳5
.

1级

地展和 1 9 9。年 2 月 10 日江苏常熟 5
.

1级地震
。

这两次地震前蚌埠台均观 测 到了电磁波异常
。

1 9 8 7年 2 月 17 日射阳5
.

1级地震距蚌埠台 300 公里
。

第一次异 常 发 生在 2 月 7 日21 时
,

A
: , 出现持续时间为 2 00 分钟的断续性异常

,

每组异常时间约 1 0一 15 秒
,

周 期约 为 4
.

。秒
,

最大幅度为 5毫米 , 第二次异常始于 2 月 1 4日06 时
,

持续时间为30 分
,

周期 为 1
.

5秒
,

最大

幅度为 10 毫米 ; 第三次异常 ( L N : ) 发生在 2 月 14 日10 时
,

为持续 36 0分钟的断 续 性异常
,

每组异常持续时间为 10 秒左右
,

时间间隔由几秒到几十秒不等 , L : w
在 2 月 14 日 14 时出现持

续 2 40 分钟
,

最大幅度为 5 毫米
,

周期为 0
.

5秒的异常
。

震前 2 月 17 日 7 时 A : , 出现持续时间

为 2 0分钟的异常
。

图 3是江苏射阳 5
.

1级地震前 2 月 14 日06 时 30 分的异常图
。

19 9 0年 2 月 10 日01 时 57 分常熟 5
.

1级地震 ( △ 二 345 公里 ) 前
,

第一次异常 始于 2 月 4 日

10 时 3 0分 ( A : , )
,

持续时 间为 15 分
,

周期为 1
.

。秒
,

最大异常幅度为 4毫米 , 第二 次 异

常始于 2 月 7 日 19 时 15 分
,

持续 2 5分
,

周期为 5 秒
,

最大幅度为 15 毫米
。

类似信号在 2 月 8

日
、

9 日也有出现
。

图 4为 2月 7 日19 时的异常图形
。

不仅较大地震
,

对于震级较小
、

震中距较近的地震
,
蚌埠台也能记到电磁波辐射异常

。

表 i 为统计结果
。

由表 1不难看出
,

大部分地震震前有电磁波辐射异常出现
。

但异常形态有

较大差别
,

一般框夭线异常幅度和异常周期 大于超低频磁棒
,
对于蚌埠台东边的地震

,

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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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前异常记录图

EW向的传感器能记到较大幅度异常 , 框夭线接收到的异常总数要多于超低频 磁棒
。

造成上

述差异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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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为蚌埠台电磁波异常序列 与 3
.

5级

以上地震关系图
。

由图可见
,

S 级地震前出

现的电磁波异常次数多 于 3
.

5 级 左 右 的地

震
,

而无震异常分布一般较为零星
、

分散
。

据此
,

我们确定下述 3 条作为异常的判别标

准
:

( 1 ) 异常持续时间大于 10 分钟
,

其时

间间隔不超过 2 小时
。

( 2 ) 有两次以上的异常出现
,

它们的

开始时间的间隔小于 7 天
,

大于 2 小时
。

( 3 ) 异常发生后一周内无符合第一条

的异常
,

则该组异常已结束
。

由图 5 可知
,

地震可以发生在某组异常

时段内
,

也可以发生在异常结束后
。

统计近

5 年内所有异常
,

符合上述 3 条标准的异常

共 18 组
,

对应 3
.

5级以上地震共 5组
。

由图 5 还可以看出
,

两次 5 级以上地震

前异常次数在 4 次以上
。

如果把 7 天内发生

4 次以上异常作为预报 5级以 上 地 展 的指

标
,

那么 5 年中该类异常出现了 3 次
,

其中

两次对应了地震
,

业于震前作了预报
。

由此看来
,

异常次数越多
,

对应的震级越大
,

这也许

是利用电磁波预报地震的一个重要指标
。

经过 6 年多观测实践
,

我们认为震前存在电磁辐射异常
,

这是一种很有希望的短临预报

手段
。

( 本文 1 9 9 0年 1 0月 1 4日收到 )

( 安徽省地震局 李志平 吴培稚 荆开先 程尚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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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

, 大主应力和 . 小主应力仰角平均值

关 中地 区 晋南一关中地区

P抽仰角

T轴仰角

晋有均区

36: 2土 2()

2 3: 2土 1 9

盛 6: 8士 1 9 4 1: 2士 2 0

11: 2士 1 3

映南地区

2 7: 0生 1 5

4 1: 5土 2 0 1 7: 4士即

上述两个分区的震源机制特点与华北地区 P轴
、

T轴均接近水平
,

断层 以 走滑运动为主

有很大差别
。

这说明上述地区除受到水平应力作用外
,

还可能受到地壳下部上地慢运动所提

供的垂直力
。

同时小震震源机制的研究还揭示了陕西南北分区构造运动的差异
。

研究这些分

区特征
,

无疑对地震灾害预测
、

灾害分区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

( 本文 1 9 9 0年 10月 14日收到 )

( 陕西省地震局 典家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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