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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级地震前重力固体潮的异常形态

睡

重力预报地震的数据虽有多种
,

但它们的物理实质是一样的〔 1 〕 。

因此
,

我们 日常 工 作

中只使用 日均值和潮汐因子 6值
。

日均值能反映震前地壳的快速蠕滑过程 i ) ,

乙值反映了震

前趋势的变化 2 )
。

我们将 日均值作为短临预报指标
,

将乙值作为中长期预报指标
。

】
.

双前日均值和乙值变化的基本形态
:

( 1 ) 岩石的压力试验表明岩石的变形过程是
:
一今体积压缩` 一》 体积膨胀一叫卜弹性变

塑性
. . 州卜岩石破裂

。

根据地壳中岩层在强大应力场作用下经历的这一过程
,

可以推算出震中附近的相应的重
力场变化模型

d r p ( r )
。 g =

石
.

J 一丁一
d V = 2 几 G△ p ( d + a 一 亿 d Z + a :

根据弹性力学理论又可推出△。 = 。 (卜一
2 一 )

孚
,

式中△g为重力值 变 化 , p为

1) 国家地展局武汉地震大队重力一组
,

观测重力场变化预报地震可能性间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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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密度 ; r 、

d
、

a 震源体积参数 ; v
为波松比 ; E 为弹性模量 ; a x

为X 方向压应力
。

当给定

有关参数时
,

就可以根据以上两式计算出震中附近地震孕育过程中重力值的变化过程
。

我们取 E == 5 x i o “ 达因 /
e m

“ ,
V = 0

.

2 5 , a x = :Lo o巴 /
e m

Z , p == 2
.

7克 /
e m “ ,

d = a 二

ZOk 口
,

根据地震的扩容理论
,

在震源附近重力异常值应是
:

( 1 )
1 0 0 一 2 0 0卜g a

l

压缩阶段
( 2 )

一 5 0一 一 1 0 0协g a l

膨
、

胀
( 3 )

1 0协g a l

扩散

。

异常曲

彗
线具有如图 1 所示的形态

:

( 2 ) 色称为潮汐因子
,

是固体潮实测振幅和理论振幅之比
,

反映了地壳变形的弹性 特

征
。

它是 L
o v e
数 h和 K 的线性组合

,

即 乙= 1
3

, r ,

~
_ . , _ h

一
、 , , 、

+ n 一

丁八 ` 取二附坏图取 , h是经向 变 形

的参数
,

它代表地壳的实际隆起与水准面隆起之比
,

比值越大
,

表示该地在相同引潮力作用

下
,

将发生较大的径向弹性变形
。

K也是一个相似的参数
,

它代表变形后实际产生的附加位

与引潮力位之比
。

因此
,

当地壳上升时
,

乙增大
,

当地壳下降时
,
色应减小

。

那么
,

根
「

据地震的扩容理论
,

在压缩 , 膨胀、 扩散过程中
,
乙就应有如图 2 所示的异常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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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重 力 日均值的理论异常模型 图 2 潮汐 因子各的震前异常图象

这种异常形态与波速异常基本形态〔幻同位反相
,

这因为 p 二 1 +
g R

4 g R + s s V : 取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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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 7 6 V s ` , ;

g R 7 6V s 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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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84 年
.

元月 6 日旦马 5
.

5级地震前重力日均值和乙值的异常

地震前
,

重力固体潮 日均值和乙值呈现 出了与上述基本形态相一致的震前异常图 象 ( 图

3
,

图 4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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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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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旦马地震前重
一

力固
一

体潮 日
.

均位图

由图 3可以看出
,

1 9 8 3年 12 月 16 日以前
,

固体潮 日均值曲线比较平滑
: ,

自19 8 3年 1 2月
:

17 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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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始类然上升
,

一直维持到 1 9 8 4年元月 4 日又有所下降
,

然后于元月 6日早晨 7 点发生地震
。

观测中使用的 G S : :
型重力仪的观测精度在 6 件g al 以下

,

那么仪器观测到的 日均 值 ( 漂

移值 ) 每天不应相差 20 协g al 以上
,

如超过这个数量应视为异常
。

这次地震前日均 值 在 1 9 8 3

年 12 月 17 日一天内上升了 70 微伽
,

超过每 日最大限差的 3
.

5倍
。

因此应视为震前异常石

一般重力漂移值有一正常的年变
,

曲线有一光滑的上升或下降
。

地震后曲线上升属正常

修 漂移
,

但速率每天应小于 2 0卜ga lo

l亏日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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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旦马地震前乙值 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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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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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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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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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系统误差的正常情况下考 < ` %
。

观测中为保证观测值乙准确情况下
,

考应小于 1%
,

否则就是异常
。

由图 4 可以看出自 1 9 8 3年 9 月份以来
,

潮因子乙值相应减小
,
幅度约 3 一 4 %

,

然后 于

1明底又有所回升 : 到移月底还没有完全恢复
,

元月
·

6 日地震后恢复到正常水平
,

异常时间

为 4 个月 ( 其中 5一 6月份各值有 1 一 2 % 的下降趋势
,

主要因为仪器倾斜灵敏度改 变
,

.

并

非异常
。

加改正后为正常水平 )
。

按郭增建等〔 ” 〕人的研究结果
,

日均值的突然上升反映了震前的震源处突然 蠕 滑
。

异常

时间从 1 9 83年 12 月 18 日到 19 8 4年元月 6 日是 20 天
,

近似为九的两倍
,
符合倍九规律

。

按天体

运行规律
,

地震多发生在塑望附近
。

海洋潮汐最大常在塑望后的一
、

二天
。

1 9 8 4年元月 启 日

旦马5
.

5级地震正是农历初四
,

为塑后的第三天
,

也是海洋潮汐最大的一天
。

.

( 兰州地震研究所 郭大庆 田少柏 )

( 本文 1 9 8 4年 2 月 1 9日收到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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