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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磁
“

特 征 线 法
”

在

地 震 短 期 预 报 中 的 应 用

吴 德 珍
( 国家地震局 兰州地震研究所

前 言

地磁特征线法又称为地磁斜率法
,

是兰州地震台徐文耀
、

王宗洪等同志在七十年代初步

试用业在以后实践中逐渐改进的一种以磁报震方法
。

该方法不仅分析使用简便
,

而且物理意

义清楚〔 ”
,

是值得在地震短期予报中推广试用以使其得到研究改进的方法
。

本文初步总结了近十年来兰州地磁台特征线异常与地震的经验性关系及在地震短期予报

中应用的效果检验
,

同时介绍 了近年来国内一些强震前靠近震中地磁台的
.

特 征 线异 常的震

例
.

最后讨论了该方法的一些 问题
。

一
、

特征线法在地瓜短期予报中的应用

所谓地磁特征线
,

系指下述方程表示的直线
:

Z = k H + b ( 1 )

式中 Z
,

H分别为地磁场垂直分量和水平分量
,

由 ( 1 ) 式得
:

△ Z
八 二 一不一亨下

乙、 r l

( 2 )

K 称为特征线斜率

由地磁资料 H和 Z分量的目均值
,

用最小二乘法公式即

K =
艺H

·

叉 z 一 n 艺 H
·

Z

( 艺 H )
2 一 n 艺H

“ ( 3 )

算出逐月的 K 值
。

在实际工作中
,

为计算简便
,

( 3 ) 式中的 日均值也可用每天世界时 19 点

的绝对值来代替
,

由图 1 可见
,

它们二者的起伏变化有很强的相关性
.

我们取兰州地磁台自1 9 7 0年以来的资料按 (
一

3 ) 式上机计算
,

得出了逐月的 K 值
,

然后

与兰州周围发生的中强以上地震进行分析
,

发现当

K ( 一 0
.

16

时
,

其后 1 一 2 月内在距兰州台 36 0公里范围内几乎都有M》 4
.

5级的地震发生
,

这是一个能

用于地震短期予报的经验性指标

根据文献〔 2 〕介绍的方法
,

可对上述经验性指标进行检验
,

即
:



10 2西龙匕地震学报

4 25 70

3 208 0

9 1点他

图 1兰州地磁台 H
、

Z分量的日均值和 9 1点绝对值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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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式中的 S称为准确率 (异常对应地震率 )
、

R称为有效 率 (地震对应异常 率 )
、

T称为可靠率
。

按上述经验性指标
,

近十年来
,

出现 K 簇 一 0
.

16 的异常共 23 次
,

其中有 17 次异常后 于二个

月内在 3 60 公里以内发生 4
.

5级以上地震 ( 在此期间
,

共发生 20 次 4
.

5级以上地 震 )
,

亦即有

3 次属漏报
, 6 次属虚报

。

按 ( 4 ) 式可估算特征线法予报地震的准确率 S
、

有 效 率 R和可

靠率 T分别为
:

3一36一

件才ù001工一,自

S 二 = 6 6 %

= 了O%
6
一39一卫20R 二

T 二
S + R

2
= 6 8 %

由此可见
,

它们都接近于 70 %
。

震例如表一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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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7 9年 资料采用手算
,
K = 一 O

。

20 为异常值
。

以上结果表明
,

虽然地磁特

征线法在短期予报地震三要素方

面尚不确切
,

而仅给出一定的范

围
,

但就 目前地震予报的现状而

论
,

仍不失为一种有实际意义的

短期予报方法
。

在我们予报地震的实践中
,

特别是对甘川交界地区发生的一

系列中强 以上地震
,

利用地磁特

征线法的予报效果较好
,

如 1 9 7 4

年 9 月玛 曲一若尔盖 5
.

7级地震
、

同年 1 1月南坪 5
.

6级 地 震
、

1 9 7 6

年 8 月松潘一平试 7
.

2 级地震以

及 1 9 7 9年 5 月南坪 4
.

6级等地震

前
,

都 曾根据地磁特征线异常提

出了较好的短期予报意见
,

其 K

值异常的震例如图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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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它地区 的初步工作表明
,

近年来一些强震前位于其附近的地磁台的特征线 K 值也有

不同程度的异常显示
,

图 3 给出了 1 9 7 6年唐山 7
.

8级大震
、

同年云南龙陵 7
,

4级大震和 1 9 7 9年

内蒙五原 6
.

0 级强震等震例的地磁 K 值异常变化
。

由图 2 和图 3 中的松潘和唐山 震 例 还 表

明
,

离震中较近的地磁台
,

K 值异常似有幅度较大
、

时间出现亦较早的特征
,

但这是否具有

普遍性尚须进一步研究
。

二
、

问题讨论

1
.

本文初步小结了兰州台近十年来地磁特征线异常与本区中强地震的对应关系
,

该方法

是否适用于外区
,

仅作了初步的试探性工作
.

这些初步工作表明
,

作为短期地震 予 报方法
,

地磁特征线法是有一定实际意义的
。

2
.

目前地磁特征线法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

特别是在固定地震危险区方面盲 目性较大
,

这

是由于目前仅限于应用单台资料
,

如果能进一步应用多台资料掌握面上 K 值的分布及 变化
,

可期望对予报地点方面有所裨益
。

3
.

文献〔 1 〕对地磁特征线法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探
.

这是很有意义的
。

实际上
,

K 值和磁

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

随看磁暴与地震关系的深入研究
、

也就为地磁特征线法带来了良好

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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