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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兰州地磁
“

低点位移
”

与

地震关系的一些看法

朱忠杰 马桃源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

地球表面上某一点的磁场强度是随时间而变化的
,

而且颇为复杂
。

有长期变化
,
也有短

期变化
,

还有突然变化
。

因此
,

掌握某点地磁场正常变化的时间分布规律
,

以便提供该点区

域孕震异常的正常背景
,

是十分必要的
。

地磁 日变化是一种以太阳日为周期的变化
。

可分为静 日变化 5 9和扰 日变化 S d 两 种基本

变化
。

平静变化是连续 出现而叠加在基本磁场之上的
,

起源于 电离层的一类周期性变化
, 干

次
适

2 0 0 乙

扰变化是偶然出现而叠加在基

本磁场和平静变化之上的
,

主

要起源于太阳粒子辐射的一类

复杂变化
。

本文仅用一般 统 计 的 方

法
,

利用兰州地磁台一九七 一

年至一九七八年垂直分量北京

时整点值资料
,

对垂直分量极

小值出现时间的通 日变化 5
、

静 日变化 5 9和扰 日变化 S d 频

次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季节变化

作了初步分析
。

所得到统计平

均的背景场
,

对震磁关系的研

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

一
、

通 日变化 S
、

静 日变

化 5 9和扰日变化 S d 极 小值出

现时间随时间的变化
。

图 1 是一九七一年至一九

七八年通 日变化 S 极小值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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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时间频次随时间的变化
。

从图 1 可见
,

八条曲线基本重合
,

八年中极小值出现时间多数在 12

时 30 分至 13 时 3 0分时段内
,

其次分布在两侧的 n 时 30 分至 12 时 30 分和 13 时 30 分至 4] 时 30 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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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内
,

但不是所有的极小值时间都出现在这些时段内
。

八年期间共统计了2 9 0 5天
,

n 时至 15 时

时段为 2 7 6 1天
,

在n 时之前和 15 时之后为 1 44 天
,

这样
,

在每年中仍有近 10 次出现在 n 时之

前和近 10 次出现在 15 时之后如表 1
。

八年期间极小值出现时间频次随时间变化的规律表明
:

通 日变化 S极小值出现时间频次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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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固定的时段内
,

极小值出现频次较为集中
,

并达到极大值
,

向两侧迅速减小
,

曲线逐

渐平缓
。

这是一种统计平均的正态分布
。

陈英方等 同志在
“ 中国地区地磁场 日变 形 态 的 分

析
”
一文中

,

有系统的研究结果
。

八年期间静日变化 5 9极小值出现时间频次随时间的变化如表 2 ,

八年期间共 统计了4盯

天
,

n 时至 1 5时时段为 4 50 天
,

在 11 时之前和 15 时之后为 17 天
,

这样
,

八年期间 在 n 时 之前

共 10 次
,

在 15 时之后共 7 次
。

静 日变化 5 9极小值出现时间频次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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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期间扰 日变化 S d极小值出现时间频次随时间的变化如表 3 ,

从表 中可知
,

它比静 日

变化 5 9出现的次数约多一倍
。

八年期间共统计了 47 3天
,

n 时至 15 时时段 为44 1天
,

在 n 时之

前和 15 时之后为 32 天
。

八年期间在 n 时之前共 14 次
,

在巧时之后共 18 次
。

二
、

垂直分 t 极小值出现时间频次的季节性变化
。

垂直分量极小值出现时间次数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

由八年的极小值出现时间次数统计

结果表明
:
通 日变化 S

、

静日变化 5 9和扰日变化 S d极小值出现时间次数都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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拢 日变化 S d极小值出现时间频次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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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规律如图 2 ,

它们具有冬季出现次数最多
,

夏季

次之和春秋季最少的特点
。

从上述统计结果可知
,

日

变曲线极小值出现时间比其正常的出现时间段 ( 12 一

14 点 ) 提前或推迟 2 一 3 小时以上
,

这就是人们认为

相位变化的
“
低点位移

” 现象
。

三
、

讨论

一般认为极小值 ( 低点 ) 偏离正常出 现 的 时 间

( 中午 ) 在二小时以上的现象
,

称为
“
低点位移

” 异

常
。

从上述可知
,

若将 13 时前后二小时视为正常
,

那

末 n 时之前和 15 时之后即称为
“
低点位移

”
异常

。

这

样
,

若以通 日变化 S而言
,

则每年有近 20 次 t’{ 氏点 位

移
”
异常出现

。

是否可以将上述期间在兰州附近 ( 《 25 0公里 )
,

无五级以上地震发生的情况
,

以及一九七一年至一九

七八年极小值出现时间频次随时间的变化
,

认为是兰

州附近地 区地震相对平静时期 ,’{ 氏点位移 ” 出现时间

的正常规律 ? 我们若用小于五级以下地震的多寡来作

对应统计的话
,

则可以得到若干个不同的正常和异常

时段的范围
。

时段的选择可宽可窄
,

因此
,

这里就有一个
“
低氛位移

” 时段的选择间题
,

也

就是
“

低点位移
”

频次和时段的正常时间段的标准
。

所 以深入研究地磁场正常 日变化形态的规

律
,

是深入探讨 “ 低点位移 ” 予报地震的基础
。

因此
,

对震磁效应的提取
,

重要的工作之 -

就是要对地磁场正常场的深入研究
,

以便区分与地震有关的地磁异常
,

这是震磁关系的一项

基础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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