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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3月 13日福建顺昌4．9、4．7级地震前 

福建流动地磁观测资料异常分析 

李 华，黄莉菁，许仪西 
(福建省地震局 ，福建 福州 350003) 

摘 要：利用地磁差值年同期差值法计算分析得出2006年 4月福建西部的流磁观测结果出现异常， 

认为可能与福建顺昌4．9级、4．7级地震前的区域应力场增强有关；震前沿断裂走向分布的流磁测 

点同步出现异常，可能与断裂构造部位应力比较集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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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Anomalies in Mobile Geomagnetic Survey before Shunchang 

M4．9、4．7 Earthquakes on March 13，2007 in Fuj ian Province 

LI Hua。HUANG Li-jing，XU Yi—xi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oJ Fujian Province。Fuzhou 350003，China) 

Abstract：Using the method of geomagnetic annual difference，the anomalies in data of mobile geo- 

magnetic survey in April，2006，in west area of Fujian province are ideatified．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anomalies are relate to the increasing of the regional stress field before M 4．9 and M 4．7 earth— 

quakes in Shunchang county。Fujian province．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anomalies synchronistical— 

ly occurred in the stations which distribute along a fault before the earthquakes．It is possible that 

the phenomena is relate to the stress centralizing in some structure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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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众所周知在许多地震前都观测到局部磁异常。 

由于定点地磁观测台站布设密度较低，如福建省仅 

建有 5个定点地磁观测 台站 ，最近的两个地磁台相 

距也达 100多公里 ，对研究本 区地磁场 的空 间分布 

和时间变化特征明显不足。而流动地磁观测网内测 

点分布较稠密，可较好地从 面上反 映出局部地区的 

地磁场变化情况，是对区域定点地磁观测台网的有 

益补充。2007年 3月 13日 10时 22分和 23分 ，在 

历史 上 属少 震 、弱 震 区 的 福建 省顺 昌 县郑 坊 乡 

(N26．72。，E117．75。)接连发生了 ML4．9、4．7双震 

型地震。经实地调查研究认为这次地震属于构造地 

震，发生在福建省 NE向政和一海丰断裂带旁侧的 

次一级断裂带上。这次地震是继 1997年 5月 31日 

福建永安西南 5．3级地震后近十年来发生在福建内 

陆地区的最大地震 ，从 而引起 了大家 的广泛关注。 

本文采用地磁差值年同期差值法对福建省流动地磁 

观测资料进行处理分析后认为 ，在地震前一年福建 

省流动地磁观测资料结果就显示福建西部区域地磁 

场出现异常变化 ，并 就该异 常变化 与福建顺 昌地震 

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 

1 福建流动地磁测点概况和资料处理 

方法 

1．1 流动地磁测点分布概况 

福建流动地磁观测 网于 1975年开始 主要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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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震磁前兆的 6年 中有 3年被判定为测区出现磁 

异常，误判率高达 5O ；如把异常的指标提高到 _厂 

≥3。5 nT和 N≥3，则这 6年均判定为测区无明显 

磁异常，误判率为 0 。故本文采用 厂≥3．5 nT及 

测区异常点数 N≥3作为判定福建西部磁异常的异 

常指标 。 

表 1 福建西部 正常年份 6，变化 情况表 (单位 ：nT) 

*注 表中缺数是由于测点及周边观测环境遭到破坏重新改点所致 

2 顺昌地震前流磁观测资料异常分析 

1991—2002年福建西部 内陆地区发生了两次 

中强地震，1992年 11月 26日福建龙岩 5。2级地震 

和 1997年 5月 31日永安西南 5。3级地震。震前均 

出现超出指标的异常(见表 2，表中超指标值和年份 

用黑体表示)。 

表 2 福建西部两次中强震前后 6，变 化情 况表 (单位 ：nT) 

*注；表 中缺数是 由于测点及周边观测环境遭到破坏重新改点所致 。 

如表 2所示 ，1992年 4月龙 岩、永定、瑞金、寻 

乌 4个测点 厂超出该 区异 常指标 ，同年 11月福建 

龙岩发生 5。2级地震。据考查认为 NE向政和一海 

丰断裂带附近次一级 断裂为该地震 的主要发震构 

造。在震前出现异常的龙岩、永定测点就紧邻政和 

一 海丰断裂带布设，测点连线与断裂 { ’ 本一致， 

见图 2中的连线① 。同时位于邵武一河源断袭 鄹付 

近的瑞金 、寻乌测点震前也出现磁异常，如图 2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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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福建西部 中强震前异常流磁测点分布图 

Fig 2 Distribution of the station with anomalies before moderate-strong earthquakes in 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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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②。4个出现磁异常的磁测点均位于政和一海 

丰断裂西侧，异常为“同向”磁异常，即磁场强度同为 

下降，而不在断裂带附近的测点其af变化量均<3． 

5 nT，震后 1993年 4月复测磁异常基本消失。在 

1996年4月的磁测中，永定、长汀、寻乌 3个测点同 

步出现>3．5 nT的磁异常，1997年 5月 31日发生 

永安西南 5．3级地震。遗憾的是当时位于震中附近 

的永安、连城、小陶三个测点 尚未布设。 

2006年 4月福建流磁测量结果显示，福建西部 

(含闽赣测区)正常观测的流磁测点中除瑞金测点外 

其余测点均同步下降，其 中永安测点下降一4．6 

nT、连城测点下降一4．1 nT、新泉测点下降一4．5 

nT(见图 3)。而同期观测的长一诏带测网内各测点 

af却无明显异常，说明该异常只是位于福建西部内 

陆地区的局部磁异常。由历年的观测结果看，该区 

各测点的 是随时间起伏变化而非稳定不变的，因 

此认为该区局部磁异常并非由稳定的场源产生，可 

能是由地震等构造运动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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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永安、连城 、新泉测点 af异常变化图 

(2003—2006) 

Fig．3 Variation of af in Yongan、Lianchen、 

Xinquan stations(2003——2006)． 

有关研究表明，地震前与震源有关的震磁效应 

的范围可达数百公里。地震前除了在孕震区出现地 

下介质特征和应力应变的变化外，在孕震区所处区 

域构造块体边缘及其他特殊构造部位也会产生应力 

和电磁参数的大幅度变化 ，这种变化 同样会引起地 

磁异常[4]。所 以在 2006年 4月 的流磁观 测 中距 

2007年 3月 13日顺 昌地震震 中 100 km 左右的永 

安(约 93 km)、连城(约 150 km)以及新泉(约 180 

kin)三个流磁测点的磁测结果同步下降超过 3．5 

nT，可能与震前孕震区的区域应力场变化有关。另 

据调查研究 ，顺 昌地震 的发震构造为北东向政和一 

海丰断裂的次一级断裂，而震前位于该断裂西侧的 

福建西部流磁测网内除永安、连城、新泉三个流磁测 

点外，其余测点 af异常变化不明显。这一现象除了 

由于这三个测点距震 中较近外 ，还可能因为这三个 

测点震中同位于政和一海丰断裂带西侧，三个测点 

沿 NE向分布 ，测点连线 与政和 一海丰断裂带走 向 

基本一致。如果说震前这三个测点的磁异常是由测 

点附近的应力大幅变化引起 的，是否可推断有一条 

NE向政和 一海丰次 一级 隐伏 断裂从顺 昌延伸至 

此，有待于作进一步调查研究。 

3 结论与讨论 

(1)以上研究表明福建西部内陆地区中强地震 

前一年左右，受区域应力场的作用会出现局部磁异 

常，异常超出 ≥3．5 nT及异常点数 N≥3为测区 

异常指标。 

(2)2006年 4月福建西部(闽赣交界地区)流磁 

观测结果异常可能与 2007的 3月 13日福建顺昌 

4．9、4．7级地震前 区域应力场的增强有关。 

(3)在福建内陆中强震前，沿断裂构造部位分 

布的流磁测点往往同步出现异常，是否表明震前这 

些断裂构造部位处是应力比较集中的部位值得进一 

步探讨。 

2005年江西瑞 昌 5．7级地震到顺 昌 4．7级地 

震都发生在历史上的少震地区，故少震地区的地震 

观测研究工作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由于种种原 

因，布设高密度的地磁观测台网以监视区域地磁场 

的异常变化 目前难以实现，但流动地磁观测不失为 

是对定点地磁观测台站的有益补充。就福建的流磁 

观测现状来看如果能在福建中、北部地区再增加流 

磁测点并缩短流磁观测 的测期 ，对福建省的震磁观 

测研究将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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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的烈度区分为V、Ⅵ、Ⅶ度三个区(图 4)。 

由图 4可见 ，穿越 玉树地震 V、Ⅵ、Ⅶ度 区的构 

造带为乌兰乌拉湖至玉树构造带。该构造带西起青 

海省乌兰乌拉湖，往东经风火山、治多至玉树后延入 

四川I，青海境内长约 800 km，倾角 4O。～7O。，总体呈 

Nww 展布 ]。V、Ⅵ、Ⅶ度 区的长轴方向与该构造 

带的走向基本一致。 

2．4 发震构造讨论 

由以上的余震分布图表明余震的总体分布走向 

为NW 向；震源机制解的第 Ⅱ节面的走向为 NW 

向；现场考察的宏观烈度区的长轴方向为Nw 向； 

穿越玉树地区的区域构造带(乌兰乌拉湖至玉树构 

造带)也是呈 NW 向分布；四者基本一致。由此分 

析玉树地震的主破裂面应为 NW 向，其发震构造为 

乌兰乌拉湖至玉树构造带。 

3 结论 

(1)在 2006年 7月 18 13 04时41分在青海玉 

树发生了 5．0级地震，19日 17时 53分 又发生 了 

5．6、s．4级地震 ，2 13内共发生 了 3次 5级地震 ，最 

大地震 与次地震的震级 之差小于 0．6，属于震群性 

地震。 

(2)余震分布、震源机制解、宏观烈度区的长轴 

方向表明玉树地震 的主破裂面为 NW 向，走向为 

291。～292。，与穿越震区的乌兰乌拉湖至玉树构造 

带方向一致，由此分析认为玉树地震的发震构造为 

乌兰乌拉湖至玉树构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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