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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级地震前天津地区的一些

地形变特征

郑 熙 铭
( 天津市地震局

摘 要

本文认为潘庄流动水 准测量和张道 口短水准资料是唐 山地震的中短期异常
,

其量值比震

中区的形 变异常量 大
,

具有 盆调整单元
” 的特征

。

1 9 7 6年唐山 7
.

8级地震以后
,

发表了许多地形变方面的资料
,

但是绝大多数都没有深 入

研究天津地区的地形变特征
。

通过我们近两年来的工作发现
,

在唐山地震前天津地 区一些地

形变资料确实反映了这个地区在震前的一些地形变特征
,
值得研究

。

一
、

潘庄地区的流动水准资料

横跨天津北断裂的潘庄流动水准测线
,

位于天津市东北约 30 公里 (图 1 )
,

测线全长 3 公

里左右
,

自19 6 8年开始
,

按国家一等水准测量要求进行作业
,

端点为 7 09 点和 68 2点
, 、

19 7 9年

以后
,

测线 向前延伸 2 公里
,

·

联测 B M 3
点

。

全线高差数据 ( 图 2 ) 表明
:

t 9 7 6年唐山 7
.

8 级

地震前
,

高差连续下 降约 3。毫米
,

.

震后除 1 9 8 1年一个点以外
,

一直保持平稳
。

在此期间
,

水

准测线附近的外界环境变化不大
,

难以从外界因素来解释唐山震前的高差下降
。

天津地区的

地面沉降漏斗中心位于市中心
,

近 年 来 沉 降量 比前几年有增无减
,

难以解释唐山震后的高

差平稳
。

根据天津市地质局提供的城市沉降观测资料可知
,

天津市沉降漏斗 中心的大直沽沉

降区在 1 9 5 9年到 1 9 7 8年间
,

平均每年下沉 0
.

08 8米
,

而 1 9 7 8年以后则平均每年下沉 。
.

1 14 米
。

另外
,

在测线附近有一 口地震水位观测井 ( 偎口 井 )
,

其水位自 19 7 1年开始到 1 9 73年平均下

降 1
.

5 9米
,

自1 9 7 4年开始转平
,

从 19 8 1年开始又下降
,

到 1 9 8 3年
,

又下降 2
.

35 米 ( 图 3 )
。

潘庄水位观测井 自19 8 0年正式工作以来
,

到 19 8 3年已下降2
.

21 米
。

对 比这些资料
,

可以看出

潘庄水准测线高差变化和地面沉降
、

地下水变化在时间上业不 同步
。

从天津地震 目录可知
,

东堤头一潘庄地区是天津东北方向三个震区之
一

( 另两个是宝抵

东南黑狼 口地区和宁河地区 )
,

在唐山地震前后有明显的地震活动 ( 表 1 )
,

说明经越此地

的天津北断裂是一个活动断裂 ( 图 1 )
。

这个地区的地震活动特点是
:

次故多
,

震级小
,

说

明这个断裂在此不 易积累能量
,

它受到一定的力的作用
,

就会释放能量
,

这正是郭增建等同



第 1 期 郑熙铭
:

唐山7
.

8级地震前天津地区的一些地形变特征 雀5

000℃
。

二é
。

、气
0 0

叩

O

0
气

z
碑,

hù

O

图 1 水准测 线和震中位置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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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潘庄水 准测 线 的 高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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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仪 口 井的水位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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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提出的调整单元所具有的特点之一
。

在这样的地区
,

主震前后的地面形变也具有明显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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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庄流动水准资料反映了唐山地震前的中长期趋势背景和天津北断裂的活动性质
。

二
、

张道 口短水准资料

张道 口短水准测线位于天津南部梨白公路上
,

全长 1 0 7 0米
,

共 16 站
,

横跨白墉口西断裂
,

走向为北西 75
“

( 图 1 )
。

测线路面是沙石公 路
,

两旁树荫稠密
,

观测条件良好
。

测线 端 点

为埋深 2 米的大型混凝土标石
,

各中间点均为埋深 1 米的水泥椿
。

观测工作自1 9了。年开始
,

每 日往返作业
,

全部成果符合台站规范 ( 草案 ) 要求
。

测线高差变化自1习了。年到 1 9 7 3年
,

相

邻年均值之差在 0
.

5毫米以内
,

1 9 7 4年到 1 9 7 7年相邻年均值之差 为 1 毫 米 左 右 ( 图 4 )
,

1 9 7 8年以后
,

则大于 2 毫米
。

图 4 张道 口短水准测线的高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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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 o r t l e v e l l i n g l i n e
.

引起高差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干扰 因素
,

我们采用了近似

曲线与整个观测高差曲线相拟合
,

然后再考察离差的程度
。

具体做法是
,

用高差的年均值变

化曲线作为拟合曲线
,

以此为基值
,

以 土 Z M 站 ( 按台站规范计算张道 口测 线 的 M 站平均数

为 0
.

1毫米 ) 为宽度
,

定为高差月均值的正常变化范围 ( 图 4 )
。

图 4 中 {适示
,

高差观测曲

线在 1 9 7 6年 7月 28 日唐山 7
.

8级地震和 1 9 7 6年 1 1月 15 日宁河 6
.

9级地震前有明显的离差
,

其余

部份则没有出现
。

为验证 1 9 75 年 1 1月一 19 76 年 6 月这一段高差观测曲线出现的离差现象
,

是否是唐山地震

的前兆
,

我们从以下几方面作进一步的分析
;

1
.

该时间段内
,

仪器
、

标尺
、

作业程序
、

观测精度等方面与以往相比
,

都没有改变
。

2
.

外界条件方面
,

主要是在西端点附近于 1 9 7 5年 8月打成一 口基岩热水 井
,

抽 用 基 岩

水
。

众所周知
,

抽用基岩水引起的地面沉降
,

比抽用地表水 引起的地面沉降所需要的时间长

得多
。

而即使引起地面沉降
,

应该是造成测线西倾
,

高差增大
,

而不是图 4 所示 的 高 差 在

1 9 7 5年 1 1月后变小
,

出现坝哦东倾
,

3
.

进一步分析 1 9 75 年 1 1月甲 1夕76 年 6 月全线高差变化情 况 可 看 到
:

1 9 7 5年 1 1月一 1 9 7 6

年 2 月 lmJ 线高差剖面与 1 9 7 6年 2月一 1 9 7 6年 6 月测线高差剖面
,

,
`

显示了断层两侧地表经历了

一个相反的运动 ( 图 5 )
。

这样的全测线高差相反变化
,

不是端点或个别中间点的变化
,

而

是突出表现了断层两侧地形的相反变化
,

这是无法从局部的干扰加以解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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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地震前一天和震后第一天两次张道 口水准测线的高差剖面 ( 图 6 ) 表明
,

地震时

变化明显的地方与图 5 表现的震前异常地段相一致
,

这也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
’

而是反映

了唐山地震前白塘 口西断裂的活动特点
。

张道 口短水准测线 自1 9 7 5年 n 月到 1 9 7 6年 6 月的高

差变化是唐山7
.

8级地震的短期前兆
,

异常量为 1
.

4毫米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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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张道 口 水准测线剖面 图 (

一 1 9 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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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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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天津地区虽然由于大城市开采地下水较多
,

第四纪覆盖较厚
,

各种非地震因

素也较复杂
,

但业不能因此而否认它是唐山地震的应力调整单元
。

在这个地区
,

断层易于蠕

动
,

震前出现的异常情况
,

不是能够简单地归结为干扰的
。

本文提出的天津地区一些地形变

资料
,

正符合调整单元的特点
,

其次
,

天津地区地形变异常量比唐山震中区更为明显
,

这是

调整单元区别于积累单元的又一特征
,

对地震预报有实际应用价值
。

( 本文 198 4年 3 月 1 0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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