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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前地磁垂直分量变化特征

及其成因的讨论

赵志新 王仕明 吴德珍
( 兰州地 震研 究所 )

本文分析 了1 9 7 6年 7 月 2 8 日唐山 7
.

8级地震和 1 9 8 2年 4 月 14 日海原5
,

5级地

震前的地磁 变化
。

指 出地震前地磁垂直 分量减小 的变化 可能是 高电导带附近的

地震地磁 前兆 的一种特征
。

同时认为
,

这种地磁 变化 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地慢物

质时流导致居 里等温 面的 变化所引起 的
。

一
、

引 言

长期以来人们在对地磁与地震关系的研究方面
,

无论是野外观测还是理论都 已积累了大

量的资料和许多有指导意义的见解 〔 1 〕〔即〔 3 〕
。

这些对我们认识
“
震磁效应
”
的规律 具 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

众所周知
,

构成地磁场成份多
,

各种现象纷繁复杂
,

而且 出现的随机性强
,

地震前地磁

变化的增加或减少特征也不尽一致
。

这除了要求我们必须把研究和观测的时间尺度扩大
,

频

带增宽〔 4 〕以外
,

本文认为结合孕震过程给各种不同变化现象以确切的物理解释是逐步 加 深

对
,

“
震磁关系
”
认识的不可缺少的一步

。

在早年的地磁研究中指出
,

地核物质对流是产生地

磁场的原因
。

近年来
,

地球内部物理学和地球动力学的研究指出
,

地慢物质的对流运动不仅

是造成板块构造和大陆漂移的原因而且实际上也是所有地质活动的根源
。

这就启发我们在探

索
“
震磁效应
”
关系时

,

既要注意到震源区附近的构造应力场的变化
,

也必须注意到地下物

质的运动
,

两者应该结合起来一起研究
。

本文根据 1 9 7 6年 7 月 28 日唐山 7
.

8级地震和 工9 8 2年
4 月 1 4日海原 5

.

5级地震前局部磁场变化 的实际资料
,

结合孕震过程及地下物质的 运 动过程

来讨论地震前的一些地磁变化
。

二
、

地震前地磁垂直分量减小的变化特征

本文所讨论的两个地震在其震中附近都存在高导异常带 〔刹〔们
,

地震前的地磁变化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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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分量减小的现象为主要特征
,

表 1 给出两个地震的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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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6年 7 月 28 日唐山地震前地磁的异常变化
唐山地震发生在唐山一昌

蔡送
一构造性磁异常带的附近

。

周 围 有 密 集 的 京 津 地 磁 观 测

国

·网
。

图
l a

是 其 周 围 部 分 观 测

「

台 的
分 布 图

,

图 l b和 图 I c
是 京 津 及 其 外 围 地 区 部

」

分 台

站 地 磁 垂 直 分
量
随
时
问 变

化

油

线 和

部
分 台

组

之
间 的

差
值 变 化 曲 线

〔 7 〕
。

根 据 文 献 〔7〕的 看

法
, 1 9 7 4年 到 1 9 7 5年 7 月 各 台 Z分量 变 化 的

一致 性较 好
, △Z曲 线基 本稳 定

,

未 出 现 明

显 异 常

。

1 9 7 5年 7 月 后
,

昌 黎 台 相 对 外 围 的

红 山 台 呈 趋 势 性 下 降

,

持 续 时 间 达 一 年 左

右

,

至 唐 山 地 震 前 下 降 幅 度 达
1。伽 马 以 上

。

北 京 台 相 对 红 山 台 也 有 下 降 显 示

,

但 变 化 幅

度 较 小

,

地 震 后 异 常 稍 有 回 升

,

但 未 恢 复 原

值

,

而 在 新 的 水 平 上 保 持 相 对 稳 定

。

在 对 唐 山 周 围 一 些 台 站 进 行 长 期 年 变 校

正 后

,

所 得 地 震 前 各 台 地 磁 垂 直 分 量 的 异 常

量

,

列 于 表
2
。

由 表
2 可见 大 部 分 异 常 为 负 值 异 常

,

其

中 昌 黎 台 异 常 幅 度 最 大 为
一 1 1

.

5伽 马
,

其 它

台 的 异 常 量 都 较 小

,

所 以 经 长 期 变 化 校 正

后

,

唐 山 地 震 前 的 地 磁 异 常 主 要 在 昌 黎 地

区

。

总 的 异 常 范 围 大 约 有
2 00 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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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唐 山 地 震 前 地 磁 垂 直 分 量 的 变 化

a 。
地 磁 观 测 点 的 分 布

,

b
.

各 测 点 Z分址观测曲线 ,

c .

主 要 台 站 △Z变化曲线
。

F 19
.

1 V a r i a t i o n o f m a g n e t i e

V e r t i e a l e o m p o n e n t b e f o r e

T a n g s h a n e a r t h q u a k e
.

经
长 期 年 变 校

正 后
唐

山
震 前

异
常 量

( 伽 马 )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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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2年 4 月 14 日海原地震前的地磁异常

与唐山地震相仿
,

海 原 位 于 兰 州 一 天 水 之 间 的 东 西 向 高 导 异 常 带 附 近

,

图
Z a

是 海 原 周

围 地 磁 台 分 站 布 图

。

为 了 避 免 资 料 受 仪 器 零 漂 影 响

,

本 文 选 取 日 变 幅 度 作 为 这 次 地 震 前

“
空 间

相 关
”
分 析 参 量

。

将 距 海 原 38 0公 里 的 河 西 堡 台 作 为 参 考 点
,

与 海 原 周 围 的 兰 州

、

景 泰

、

银

川

、

固 原 和 天 水 进 行 幅 度 比 相 关 分 析

,
分 析 结 果 见 图

Z b
。

由 图
Z b可见

,
从 1 9 8 1年

1
月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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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
.

海 原 地
区

周 围 地 磁 台 站 分 布 图

b
.

海 原 地 震 前
日

变 幅
之 比

变 化 曲 线

F i g
.

Z a
.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口 o f 亡h e

g e o m a g n e t i e o b s e r v a t o r i e s

n e a r H a i y u a n
.

b
.

S q a m p l i t u d e r a t e e h a n g e

b e f o r e t h e H a i y u a n e a r t h
-

q u a k e
.

到
10 月份各台与河西堡 日变幅之比曲线变化基本稳定

,

自
1 9 8 1年 10 月份后景泰

、

兰 州

、

固 原

和 银 川 四 台 与 河 西 堡 的 幅 值 比 相 继 出 现 负 的 异 常

,

银 川

、

固 原 的 异 常 变 化 大 约 从
1 9 8 1年 底 开

始
,

兰 州

、

景 泰 的 异 常 变 化 稍 晚 些

,

到 震 前 异 常 幅 度 达 到 15 %左右
,

震 后 到
1 9 8 2年 5
、

6 月

份 异 常 恢 复
。

唯 天 水 台 是 在
1 9 8 1年 10 月份先开始出现负的异常变化

,

到
1 9 8 2年 元 月 又 转 为 正

的 异 常 变 化
,

而 且 震 后 没 有 恢 复 到 原 来 的 变 化 水 平

,

在 一 个 新 的 基 础 值 上 保 持 相 对 稳 定

。

这

次 地 震 的 异 常 范 围 也 达
200 公里左右

。

为 了 进 一 步 分 析 伴 随 这 次 地 震 的 地 磁 变 化

,

我 们 又 分 析 了 在 震 前 具 有 多 年 绝 对 观 测 的 兰

州 地 磁 台 的 垂 直 分 量 的 长 期 变 化

。

由 图
3 a

可 见

,

震 前 几 年

,

垂 直 分 量 一 直 处 于 逐 年 上 升 的

状 态

。

然 而

,

图 3 b中的逐 日变化 曲线 却 自 19 8 1年 5 月 份 以来
,

垂 直 分 量 改 变 了 原 来 逐 步 上

图
3 a

.

兰
州 台 长 期 变 曲 线

b
,

海
原 地 震 前 兰 州 台 地 磁 垂 直 分

量
的 变 化

F i g
.

3 a
.

V e r t i e a l e o m p o n e n t s e e u
t

a r e
h

a n g e i n
L

a n : h o u o b s e r v a t o r y
.

b
.

V e r t i e a l e o m p o n e n 士 e h a n g e i n L a n z h o u b e f o r e H a i y u a n e a r t h
-

q u a k e
.

升 的 变 化 趋 势

,

直 到
1 9 8 2年 2 月 份 都 一 直 保 持 在 同 一 水 平 的 平 直 变 化

,

到
1 9 8 2年 4 月 份 后 又

以 和 原 来 差 不 多 的 速 率 上 升
,

我 们 认 为 自 81 年 5 月 份 到 82 年 2 月 份 这 一 期 间 垂 直 分 量 的 减 少

与 海 原 地 震 有 关
。

图 4 是 地 磁 谱 中 暴 时 变 化 D 二
,

磁 暴 急 始
S C和磁 湾 B a y三 种 不 同 周 期 变 化

现 象 的 有 关 参 量 的 震 前 变 化
。

它 们 的 共 同 特 征 是 异 常 变 化 差 不 多 于
工 9 8 1年 8
、

9月 份 开 始
,

而

又 大 约 于 82 年 2 月 份 或 稍 晚 一 点 结 束
,

其 变 化 的 实 质 都 体 现 出 地 磁 场 垂 直 分 量 减 少 的 变 化

。

综 上 所 述

,

在 这 两 次 地 震 前 数 月 到 一 年 的 时 间 内 都 伴 随 有 地 磁 场 垂 直 分 量 减 少 的 前 兆 现

象

,

持 续 时 问 也 在 数 月 之 久

,

而 且 异 常 范 围 都 在
200 公里左右

。

具 有 这 种 特 征 的 地 磁 前 兆 变

化

,

其 它 文 献 也 曾 报 道 过
〔 3 〕
。

上 面 所 观 测 到 的 垂 直 分 力 减 少 的 现 象 不 能 由 表
1 中 的 震 源 机 制 解 得 到 园 满 的 解 释

。

根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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叨伽叨

日玉. 亏S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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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图 4 海 原 地 震 前 兰 州 台 不 同 周 期
`

事 件 幅 值
比
变 化

图

a
.

1 K l 变化曲线

b
.

S C △H / △Z 变化 曲线

亡。 b a y △H / △Z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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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 m p l i t
u d e r a t e v a r i a t i o n s o n

d i f f e r
已

n t p e r i o d i e a l e v e n t s

i n L a n z h o u b e f o r e H a i y u a n

e a r t h q u a k e
.

压
磁 学 说 所 导 出 的 震 磁 效 应 如 图

5 所 示
。

由

表
1 可 知 这 两 次 地 震 的 主 压 应 力 P 轴 倾 角 不

大 于 20
。 ,

近 似 认 为 受 水 平 力 作 用

,

那 末 如

图
5 那 样 沿

’

。 p 方 向 有 磁 场 的 减 少 变 化
,

而

垂 直 于
p 。
方 向 的

0 2
方 向 应 有 磁 场 的 增 加

,

这 与 前 面 提 及 的 观 测 结 果 相 矛 盾

。

,

p 主 压 应 刀物 万向

/ 竿
” “

…
万问
观.lJ ’ 。
盯

“ `“ 诬 ” ’ 万 同

于 陇 比 早 t’ 加 万 问
Z

图
5 压 磁 效 应 各 向 异 性 示 意 图

F 19
.

5 S k e t e
h m a p o f a n i s o t r o p i e

。 o m P o n e 五 t o n P i心z o m a 已n e t i c
`

e f f e 七 t
.

三

、

讨 论

以 上 震 前 地 磁 垂 直 分 量 减 少 变 化 的 特 征 是 否 会 由 外 空 场 变 化 所 致 呢 ? 我们 的 回答是 否 定

的
。

因 为 在 分 析 上 述 两 震 例 时 所 采 用 的 差 值 法

、

幅 值 比 法 从 原 理 上 讲 都 能 消 除 部 分 外 空 场 的

影 响

,

而 在 分 析 唐 山 地 震 前 地 磁 变 化 时 进 行 长 期 变 改 正 后 仍 然 存 在 异 常 变 化

。

特 别 是 海 原 地

震 前 兰 州 台 三 种 不 同 变 化 周 期 事 件 都 有 垂 直 分 量 减 少 变 化

,

而 这 些 变 化 中 磁 暴 和 磁 湾 变 化 是

成 因 不 同 的 两 种 地 磁 现 象

。

磁 暴 主 要 是 由 于 太 阳 风 所 形 成 的

,

而 磁 湾 变 化 不 仅 由 于 大 气 层 中

的 电 流 变 化 而 且 还 由 于 地 球 内 部 的 感 应 电 流 作 用 所 形 成 的

,

而 且 后 一 部 分 的 作 用 几 乎 占 了 全

部 变 化 的 40 %
。

就 出 现 的 时 间 来 讲

,

磁 暴 和 磁 湾 也 没 有 什 么 必 然 的 联 系

。

所 以 图
4 中 三 者 的

同 时 变 化 可 能 是 在 震 前 受 到 一 个 共 同 的 地 下 物 理 因 素所 引 起 的
。

近 年 来

,

人 们 根 据 深 震 和 浅

震 在 地 理 分 布 上 的 密 切 相 关 性

,

指 出 浅 震 和 深 震 受 着 同 样 的 深 部 作 用 过 程 的 控 制

。

而 我 们 观

测 到 水 平 运 动 占 显 著 优 势 的 地 震 现 象 使 得 地 下 机 制 被 掩 盖 了

。

目 前 认 为 这 种 机 制 是 起 因 于 地

球 的 ( 固体 ) 地鳗中物质对流 〔 8 〕
。

本 文 所 列 举 的 两 个 地 震 都 处 于 高 导 带 附 近

,

而 高 导 带 又

与 地 下 深 部 物 质 的 热 运 动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

。

这 就 要 求 我 们 在 探 索 震 磁 效 应 时 必 须 考 虑 和 研 究

深 部 物 质 的 运 动 和 变 化

。

正 如 文 献 〔 8 〕所 指 出 的 那 样
,

地 馒 物 质 对 流 运 动 的 基 本 特 征 是 相 对 垂 直 运 动

。

众 所 周 知

地 球 内 部 温 度 随 深 度 而 增 加

,

来 自 深 部 高 温 物 质 上 涌 的 过 程 中

,

有 可 能 改 变 所 历 各 层 的 温 度

分 布

,

使 温 度 上 升

。

地 磁 研 究 表 明

,

地 球 内 部 电 导 率 变 化 范 围 很 大

,

特 别 与 温 度 紧 密 相 关

。

那 末 由 于 温 度 的 增 高 变 化

,

有 可 能 引 起 地 下 介 质 的 电 导 率 增 大

,

使 整 个 上 地 鳗 的 电 性 分 布 发

生 变 化

;
另 一 方 面

,

对 流 物 质 接 近 地 球 刚 性 层 时 ( 该层厚度大约有 70 一 2 00 公里 )
,

就 会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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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地 慢 顶 层 和 地 壳 的 温 度
,

使 地 球 内 部 的 居 里 等 温 面 发 生 升 高 变 化

,

从 而 使 地 下 岩 层 的 电 导

率 上 升

,

使 地 球 内 部 感 应 能 力 增 高

。

这 种 变 化 在 我 们 观 测 到 的 某
些
频 段 范 围 内 的

地 磁 变 化 现

象 会 反 映 出 来 的

。

依 据

“
响 应 函 数
”
的 理 论

c
的

,

磁 暴 急 始 和 磁 湾 的 响 应 函 数 值 的 变 化 反 映

了 地 壳 和 上 地 慢 介 质 的 电 性 变 化

,
而 } K !的变化则主要反映了地下 40 0公 里 深 度 处 的 电 性 变

化 〔
8 〕 。
所 以 本 文 中 图

4 的 变 化 可 能 显 示 了 海 原 地 震 前 的 地 下 介 质 的 电性 特 征 变 化
。

一 般 而

言

,

我 们 观 测 到 的 各 种 频 率 的 地 磁 变 化 现 象 都 由 内 场 和 外 场 两 部 分 组 成

。

如 果 把 上 述 的 震 磁

效 应 的 变 化 源 视 为 一 个 地 下 的 磁 偶 极 子 的

话

,

则 它 也 属 于 内 源 场 部 分

。

按 照 球 谐 分 析

理 论

,

有

△H 二一 g r a d ( U
。

+ U , )

其 中 △H为地磁变化场
,

U
。

和 U :
分 别 表 示

外 源 变 化 场 和 内 源 变 化 场 的 磁 位

。

对 垂 直 分

量 而 言

妥

圈

知

`
, 一 O U
`

凸 乙 ` = 一一气二; 于 -
`

=
O乙

` , 一 O U
.

凸 乙
: = -二节弓

一
-
`

二

d 乙

己U
。

口
r

己 U
l

己
r

100 0 2 C0 0 3 0 0 0

深 度 ( Km )

图
6 地 慢 的 温 度 分 布 图

F 19
.

6 T e m p e r a t u r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i n

m a n t l e
.

其

中 “
。

和
△乙 分 别 表 示 外

、 、

内 源 引
参 帅
垂 直 分

量
变 化 部 分

, r
为 球 坐 标 矢 径

。

可 见 垂 直 分 量

变 化 场 中 的 内

、

外 源 部 分 有 着 反 向 的 变 化

,

所 以 当 震 前 球 内 电 导 率 升 高

,

内 部 感 应 场 强 增 大

时

,

就 会 引 起 实 际 上 观 测 到 的 变 化 磁 场 的 垂 直 分 量 减 少

;
同 时 由 于 居 里 等 温 而 的 升 高 引 起 岩

石 的 退 磁 现 象
,

无 疑 地 也 会 引 起 地 磁 垂 直 分 量 的 减 少

。

这 也 就 是 地 球 内 部 上 地 慢 物 质 对 流 在

震 前 引 起 各 种 现 象 垂 直 分 量 减 少 的 原 因

。

四

、

上 地 慢 物 质 对 流 也 会 造 成 地 面 上 其 它

地 球 物 理 现 象 的 震 前 异 常

以 力 学 原 理 为 出 发 点 的

“
压 磁 学 说
” ,

很 难 解 释 地 震 前 在 数 百 公 里 大 范 围 内 观 测 到 的 地

磁 单 一 变 化 异 常

。

本 文 涉 及 的 两 个 地 震 的 观 测 表 明

,

一 个 大 震 的 异 常 范 围 往 往 都 有 二

、

三 百

公 里

,

且 异 常 分 布 与 构 造 无 明 显 关 系

,

而 形 成 一 个 类 似

“
红 肿 区
” 〔 1。〕
的 异 常 区
。

美 国 学 者

J o n e s t o n e
的 研 究 也 表 明

,

在 断 层 两 边 近 距 离 观 测 震 磁 效 应 似 乎 得 不 到 相 反 的 变 化
〔 1`〕 。
而

居 里 等 温 面 的 变 化 很 容 易 解 释 大 范 围 内 观 测 到 的 震 前 垂 直 分 力 减 少 的 变 化

。

地 下 深 部 物 质 的 对 流 除 了 能 够 引 起 地 下 电 导 率 和 介 质 磁 化 率 的 变 化

,

从 而 引 起 地 磁 场 的

变 化 外

,

同 时 由 于 地 下 高 温 物 质 的 运 动 必 然 伴 之 以 地 热 流 的 异 常

。

这 与 许 多 学 者 所 指 出 的 高

电 导 区

、

热 流 高 值 区

、

波 速 异 常 区 在 地 理 位 置

_

L往往吻合的结论一致
。

当 地 慢 物 质 的 这 种 相

刘

`

垂 直
运
动 施 加

于 地
壳
时

,

除 上 述 的 热 力 学 效 应 外

,

还 同 时 对 地 壳 施 加 一 垂 直 力 作 用

,

形 成

孕 震 力 源 之 一

,

会 引 起 和 促 使 地 震 的 发 生

。

文 献
〔1 2〕〔1 3〕已 经 详 细 地 讨 论 了 这 种 力 的 作 用 过

程 和 对 地 震 的 作 用
,

伴 之 以 这 种 力 的 作 用 过 程 会 使 地 壳 产 生 形 变 和 重 力 异 常 变 化

,

上 述 地 震

前 出 现 的 这 些 异 常
现

象 的 原 因 及 其 范 围 之 大 也 都 可 从 地 下 物 质 对 流 这 一 过 程 得 到 解 释

。



3 期 赵 志 新 等
:

地 震 前 地 磁 垂 直 分 量 变 化 特 征 及 其 成 因 的 讨 论

结 束 语

由 震 源 体 破 裂 而 引 起 发 生 的 地 震 主 要 表 现 为 一 种 力 学 过 程

。

所 以 研 究 力 学 效
应 的 各 种 前

兆 现 象 的 机 制 无 疑 是 很 重 要 的

,

然 而 要 解 释 孕 震 过 程 的 许 多 前 兆 现 象

,

包 括 它 们 的 能 量 转 换

过 程 有 必 要 借 助 于 物 理 学

、

化 学 等 其 它 学 科 的 知 识

。

致 力 于 这 些 效 应 的 研 究 可 能 会 对 震 磁 关

系 的 研 究 起 到 了 一 定 有 益 作 用

。

虽 然 本 文 例 举 的 两 个 地 震 都 位 于 高 导 带 附
近

,

然 而 这 种
垂

直 分 量 减 少 的 特 征 变 化 能 否 成

为 高 导 区 附 近 地 震 前 的 普 遍 现 象 仍 有 待 在 今 后 预 报 实 践 中 的 进 一 步 检 验

。

本 文 不 足 之 处 是

,

由 于 我 国 另 外 其 它 几 次
7 级 以上 大 震 前

,

震 中 附 近 连 续 的 观 测 资 料 较 少

,

尤 其 是 连 续 的 绝 对

观 测 资 料 较 少

,

故 未 能 作 出 同 样 的 分 析

。

所 以 本 文 根 据 有 限 资 料 得 出 的 认 识 也 仅 仅 是 一 种 尝

试 性 的

,

所 有 这 些 都 有 待 于 今 后 工 作 中 资 料 的 进 一 步 积 累 和 认 识 的 不 断 深 化

。

参 考 文 献

〔 1 〕 T
.

N a g a { a ,
A p p l i e a t i o n o f t e e t o n o m a g n e t i s m t o e a r t h q u a k e p h e n o m e n a ,

T e e t o n o p h y s i e s , 1 4
,

1 9 7 2
.

〔 2 〕祁 贵 仲
,

膨 胀 磁 效 应

,

地 球 物 理 学 报

,
V o l

;

2 1
,

N o
.

1
, 1 9 7 8

.

〔 3 〕徐 文 耀
、

王 仕 明 等

,

地 球 深 部 电 性 变 化 及 相 变 机 制

,

西 北 地 震 学 报

,
V ol
、

2
,

饨

,

3 、

1 9 8 0

…
; 一 :

.

火

:
甘

, : 认
找

一
户

…
`

二

从

〔 4 〕中 国 科 学 院 地 球 物 理 研 究 所 第 十 研 究 室 第 一 组
,

地 磁 场 的 空
向 相 关 性 及 其 在 地 震 预 报 中

的 应 用

,

地 球 物 理 学 报

,
V o l

.

Z i ,

灿

.

3 , 1 9 7 5
.

〔 5 〕陈 伯 舫
,

渤 海 西 岸 的 电 导 率 异 常

,

地 球 物 理 学 报

,
V o l

.

17
,

沁

.

3
,

1 9 7 4
.

〔 6 〕徐 文 耀 等
,

甘 肃 东 部 地 区 地 磁 变 化 异 常 及 其 与 地 震 的 关 系

,

地 球 物 理 学 报

,

V ol
.

21
,

沁

.

3
,

1 9 7 8
.

〔 7 〕马 宗 晋 等
, 1 9 6 6一 工9 7 6年 中 国 九 大 地 震

,

地 震 出 版 社

, 1 9 82
.

〔 8 〕 ( 澳 ) F r a n k D
.

o t a ce y ,

地 球 物 理 学

,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地 球 物 理 教 研 室 译

,

地 震

出 版 社

, 1 9 5 2
.

〔 9 〕K
·

Y a n a g i l a r a a n d T
.

N a g a t a ,
T i m o e h a n g e o f t r a n s f e r f u n e t i o n i n t h e

e e n t r a l J a p a n a n o m a l y o f e o n d u e t i v i t y w i t h s p e e i a l r e f e r e n e e t o e a r t h
二

q u a k e o e e u r r e n e e s ,

J G e o m a g G e o e l e e t r ,
2 8

, 1 5 7一 1 6 3
, 1 9 7 6

.

〔 1 0〕付 承 义
,

地 球 十 讲

,

科 学 出 版 社

, 1 9 7 6
.

.

〔1 1〕 J o n e s t o n e e t a l
.

,
P r e s e i s m i e a n d e o s e i s m i e m a g n e t i e f i e l d m o a s u r e m e n t s

I

n “ a r t h e C o y o t e l a k
e , e a l i f o r n i a ,

E a r t h q u a k e o f A u g u s t 6 , 1 9 7 9
.

,

J o -

u r n a l o f G
e o p圣l y s i e a l R

e s e a r e h
,

V o l
.

s 6 ,
1 9 5 1

.

〔1 2〕郭 增 建
、

秦 保 燕

,

由 地 震 时 震 中 区 的 显 著 下 沉 讨 论 震 源 的 底 部 条 件

,

西 北 地 震 学 报

,

V o l
.

1 ,

从

.

1 , 1 9 7 9
.

一

〔1 3〕秦 保 燕
,

论 地 震 孕 育 的 层 bIJ 解缚模式与我国某些大地震的余震机制
,

西 北 地 震 学 报

,

V ol
.

4 ,

沁

.

3 ,
1 9 8 2

.
_

外
二

.



4 2 西 北 地 震 学 报 第 5 卷

A P R E S E I S M ! C D E C R E A S E V A R! A T I O N O F T H E G E O M AG N E T ! C

V E R T I C A L C OM P O N E N T A H E T N D D I S C U S S ! O N A B O U T IT S C AU S E

Z h a o Z h i
一x i n

W
a n g S h i

一
m i n g W

u D e 一 z h e n

( L a 作之h o u S e i s m o l og i e a l l 九s t i t u t e )

A b s t r a c t

I n t li i : p a P e r , t h e g e o m a g n e t i e v a r i a t i o n s o n t h e e a r t h q u a k e o f m a g n i
-

t u d e M , 7
.

8 o e e u r r e d n e a r T a n g , h a n o n J u l y 2 8
,

1 9 7 6
, a n d t h e e a r t h q u a k e o f

m a g n i t u d e
M

s s
.

5 o e e u r r e d n e a r H a i y u a n w e r e a n a ly s e d
.

T h e n i t 1 5 p o i n t e d

o u t t h a t t h e p r e s e i , m i e d e e r e a s e v a r i a t i o n o f t h e g e o m a g n e t i e v e r t i e a l e o m
-

p o n e n t m a y b e a e h a r a e t e r i , t i e o f th e s e i s m o nz a g n e t i e w a r n i n g , i g n o f

t h e e a r t il q u a k e o e e u r r e d
n e a r t h e h i g il e l e e t r i e a

l
e o n d u e t i丫i t y a r e a

.

M e a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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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至 一 西 安
凹
陷 地 震 趋 势 讨 论 会 在 周 至 举 行

1 9 8 2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 陕 西 周 至 县 境 内 发 生 了 76 次小震群
。

这 一 现 象 是 在 鄂 尔 多 斯

块 体 周 缘 中 强 地 震 活 动 增 强 的 背 景 上 发 生 的

,

为 此

,

咸 阳 地 区 地 震 办 公 室 邀 请 了 陕 西 省 地 震

局

、

国 家 地 震 局 兰 州 地 震 研 究 所 及 宝 鸡

、

渭 南

、

铜 川

、

商 洛

、

汉 中 的 地 震 工 作 者 共
3 6人

,

于

1 9 8 3年 7 月 9 日
到

3 日在 周 至 县 举 行 了
“
周 至 一 西 安 凹 陷 地 震 趋 势 讨 论 会

” 。

代 表 们 讨 论 了

该 地 区 今 后 的 地 震 趋 势 间 题

。

( 安 宁 )

宝 鸡 市 地 震 局 建 成 穴 居 动 物 实 验 站

在 中国 科 学 院生物物 理 所蒋 锦 昌和 陕西省 地震 局李 永善 同志 指导 下
,

宝 鸡 市 地 震 局 于

1 9 8 2年 10 月建成了一个穴居动物 ( 以蛇为 主 ) 地震前 兆 实验 站
,

主 要 实 验 地 震 前 的 温 度 变

化

、

地 气 味

、

声 波 振 动 对 这 类 动 物 的 影 响

。

( 周可 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