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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地震的中期预

报和震前短临异常

胡连英
( 江 苏省地衷局

摘 要

本文介绍 了 1 9 8 7年 2 月17 日江 苏针 阳 5
.

1级地襄的基本参数 及 中期预报
。

通过对升 阳 5
。

1级地震前短 临异常的初 步总结
,
发现短 临异 常在时间分布上具

有阶段性
、

同步性和相关性
,

空间分布呈现
“
多源

”
前兆 场特征

。

据此
,

探讨 了

预报江苏及南黄海的中强地震的可能性
。

...

1 9 7 4一 1 9 8 7年
,

在江苏及南黄海地区共发生中强地震 5次
,

其中 4 次地震前都作了不同

程度的中期预报〔 1 一 4 〕 ,

特别是对 1 9 8 7年射阳 5
.

1级地震
,
在 1 9 8 1年度江苏省地震 趋 势会商

会上有明确的中期预报意见
,
震前少数同志发现有短临异常业提出了短期预报意见

。

笔者试

图从总结射阳 5 , 1级地震入手
,

探讨预报江苏及南黄海发生的中强地震的可能性
。

一
、

地震的基本参数

1 9 8 7年 2 月 17 日在江苏射阳发生了 5
.

1级地震
,

微观 震 中为 北纬 33
O

34
.

7’ ,
东经 12 0

。

32
.

1,
,

震源深度 18 k m
,

震源机制参数见表 1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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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预报

1 9 7 9年漂阳 6
.

。级地震发生后
,

笔者根据地球物理资料
、

地质构造
,

特别是地 展活动特

) 据江苏省地震局测震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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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等 ( 图 l )提出茅山断裂带可向北延伸
,

过射阳而延入海中 , 一 8)
、

〔 4一 吞〕
。

射阳一茅山断

裂带是新华夏系晚期的次级断裂带
,

沿该带已发生 13 次中强地震
,

其中最大地震的震级为 6
.

0

级 4 )
。

由于中国东部强旋多分布在新华夏系晚期的一级断裂带上
,

因此
,

该带 发 生 7 级以

上强畏的可能性不大
。

鉴于江苏及南黄海正处于中强地震的活跃时段
,

因此认为
,
今后仍有

可能发生 5一 6 级地震
。

又据射阳一茅山断裂带上的中强地震活动 有 南
.

化跳迁的特征 ( 图

2 ) 及深阳 6
.

0级地震后微震活动 “ ) 向断裂带两端迁移 ( 图 3 ) 等现象
,

作者认为在现今应

力场不变的前提下
,

薛埠一上沛一带仍然是未米地震活动的主要地段
,

此外
,

建湖一盐城一

射阳等地应予以注意
,

要加强监视 2 )
。

,

在 1 9 8 7年度江苏省地震趋势会商会上
,

徐元跃对 1 9 8 5年 1 月一 1 9 8 6年1 0月近两年的小震

活动图象分析指出
,

盐城市以东的近黄海海 域存在 2 一 3 级 地 震 的 围 空 区 ( 图 4 a )
,

1 9 8 7年该空区有发生 5
。

。级左右地震 的可能 。 )
。

笔者根据 19 0 0年以来江苏及南黄海地 区中强

地震迁移路线的相似性
,

两次地震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1 一 5 年
,

1 9 8 4年 5 月一 19 8 6年 10 月在

南黄海老震区北 2
.

0级 以上地版正在围成北北东向的地震空区
,

指出该空区是 1 9 8 7年可能发生
`
卜强地震的地区

,

应加强监视 〔 7 〕
。

1 9 8 7年 2 月 17 日射阳 5
.

1级地震发生 在 该空区边 缘附 近

( 图 4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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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胡连英
,

茅 山断穿廷带韭延与地展趋势
,

·

江苏地脆工作通讯
,

3 ) 胡连英
,

射 阳一茅 山活功断裂 表
,

中国活动断裂表 , 1 9 87
.

4 ) 第三 代烈度区划巴地瑕 目录 ( 朱书俊提供
.

)
.

5 ) 江苏劣地连局
,

江 苏省速报地足 目录
,

1 9 7.9

“ ) 胡连英
,

茅 山断裂带北延 特地没趋势
,

江苏地咫工作 通讯
,

7 ) 徐元跃
,

5
.

1级地展活功特征及预报过程的讨论
,

妈 8 7
.

6 ) 吮连英
,

江 苏及南黄海热灯年成怕趋势意见
,

1 9 8 6
.

Z O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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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9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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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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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地震空 区
a

.

盐城地 区 小展 空区 ( 1 9 8 5
.

1 一 1 9 8 6
.

1 0 ) b
.

南黄海老展 区的地展空 区

F i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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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短临异常

射阳 5
.

1 级 地震前主要 的短临异常有 6 类
,

其中部分异常是震 前发现 的
,

业据此提出过

短临预报意见 8 )
、 “ )

。

1
.

前兆性震群

射阳 5
.

1级地震前
,

在 1
.

9 86 年 10 月 2 日至 22 日的 21 天 内
,

在阜宁附近 共 发生小震 24 次
,

其中最大地震震级为 3
.

9级 ( M ; ) ` 此次震群具有低 b值
、

高U值
、

震源机制一致 性 好和具

有逼近地震等特点
,

表明这次震群是一 次前兆性震群工。 认
。

5
.

1级地 震 发 生 在震群东约 80 公

9 ) 常熟地震 台
,

地嫂 顶报呈报报告
,

1 98 7
.

10 ) 陈 德来
,

响水地服办公室短临 预报意见
,

1 9 8 7
.

1 1 ) 杨彩艘
,

5
.

」级地震 的一次前兆性展群一阜 宁展群 的若
少「特点

,
19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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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礴协。

里处
。

2
.

地倾斜异常

地震前
,

自1 9 8 6年 1 1月 1 7日2 3时开始
,
常熟地震台石英丝水平摆倾斜仪东西分量连续两

天东倾
,
幅值为 o

.

1 7’, ; 12 月 28 一 3 1日东西分量连续 4天快速东倾
,

幅值达 0
.

3 8 7
“ , 1 9 8 7 年

1 月 2 5一 3旧 东西分量又连续 6 天急剧东倾
,

幅值为 1
.

8
“ 。

三 次 东倾 异常总 量为 2
.

4/’ ( 图

5 )
。

东倾达到高值后于 2 月 1一 8 日 东 西 分 量 反 向 西倾
,

幅值为 0
.

8 1“ ,

继 后恢复正

常n )
。

该异常特征与南黄海 6
.

2级地震前出现的异常特征相似
。

此外
,

临震 前 连 云 港锦屏

和南通地震台分别观测到固体潮东西和南北分量出现畸变和小锯齿状的临震异常
。

以上各台

地倾斜异常如表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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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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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射阳 5
.

1级地震前地倾斜异常表

二 …
建台时 ·

距震 中距离 垂直覆盖

厚度 k m

距洞 口距离
异常时 间 异 常 情 况

óUnU17
.

1880

山

.

....

.毛

1
.毛....................甘...

we
八UCUnéO口山O几O

ǎ
“八“O曰心口夕úó 1常熟 19 8 2

19 8 6

士〕 8 6年 n 月 17 日一】1
.

单 分量年变规律改变 2
.

日差倾斜

1
.

9 8 7年 2 月 8 日 速度超限 3
.

矢量图变化规律改变

锦屏 扮 87 年 2 月 10 日一! 1
.

固体 潮曲线崎变 (东西向 )
,

在原有

南通

1了日

19 8 7年 9 月 16 日

的固体 潮曲线上出现一些小的锯齿状

1
.

南北向固体潮曲线 嘴变

3
.

直接前震

位于 5
.

1级地震震中西南35 公里处的盐城井下摆在 1 9 8 7年 2 月
`

6一 17 日共记录前震 n 次
,

S
一

P 二 3
.

8一 5
.

4秒
,

多数为 4
.

3一 4
.

8秒
。

其中 2 月 7jL 日 8时和 9 时发生 两 次最大地震 ( 2
.

4

级
、

2
.

2级 )
,

其 S
一

P分别为 4
.

8
、

4
.

6秒
,

均在主震震源 区内
。

此前震序列
,
卜地震的发生表现

出越逼近主震发生的时刻地震频度越大
,

同时强度也增大的趋势 ( 图 6 )
。

此外
,

前震序列

b 值低 ( 0
.

38 )
,

振幅比方差比较稳定
,

初动向下的优势明显
,

震源机制和地震波形有较好

的一致性
,

符合前震序列特征
, )

。

1 1 ) 韩广英等
,

一次黄海地没前的地倾斜异常现象
,

形变台站通讯
,

N
o

.

2
,

1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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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以三
b

a
.

, 胜序列图

图 6

b
.

前展组度变化 图

4
.

电磁波信息异常

这次地震前
,

距震中 1 14 公里的响水电磁波观测点于 19 8 7年 2 月 8 日 17 时 21 分至 23 时07

分
,

接收到以随机波动为主的异常电磁波 ( A道 )
,

9 日至 14 日每天都出现与 8 日相似的异

常波形
,

15 日较平静
,

16 日12 时 17 分一27 分
,

A
、

B 两接收道出现同步异常
,

其幅度达 27 毫

米左右
,
周期为 2 秒

。

异常结束后
,

平静2 2
.

5小时后发震 1 2 ) 。

此外
, ,

在射阳一茅 山断裂带

南段的安徽省径县地震台 ( 震中距 3 80 公里 ) 于 2 月 6 日出现了电磁波 异 常
,

2 月 12 一 13 日

异常更加明显 1 3 )
。

5
.

鹦鹉习性异常

距 .5 1级地震震中约 90 公里的弦港农场动物观测点
,

在 2月 10 日鹦鹉出现了习性异常珑 ) ,

其特征如表 3所示
。

表 3 鹅 鹉 习 性 异 常 表

…
一卜巨|汽曰IWW

10 日至 12 日 加 日至 1 6 日
1 6日至 17日 ( 夜间 )

起止时间 备 注
( 夜间 ) ( 夜间 ) 1 8 : 0 0一 2 1 . 0 0 2 1 * 00一次日 6 : 0 0…

一引川习

序 列

持坎时间

鸣叫次数

第一次异常

两 夜

10 雀94

第一次平

四 夜

12 4

第二次异常

8 小时

第二次平静

9 小时

14 日晚有数小时六

级台风千扰 己排除

6
.

氯离子含量异常

距 5
·

1级地震震中约 180 公里的无拐惠 山农药厂
,

自1 9 8 6年 9 月 2 日以来
,

两 口生产井氯

离子测值一直稳定在 5
.

88 m g / L
。

震前 2 月 14 日
、

15 日氯离子 测值高达 2 5
.

2 m g / L 和 10
.

92

m g / L
,

其异常幅度达 3 2
.

9 %和 86 %
。

而 14 日 12 时和 15 日 14 时重新取样复测
,

氯 离子含量均

系正常值巧 ) ,

故前两次测值可能为临震脉冲和突跳异常变化
。

气

综上所述
,

射阳 5
.

1级地震前出现的短
、

临异常在时间和 空间分布上具有如下特征
:

( 1 ) 短临异常时间分布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12 ) 电磁波研究组
,

射阳 5
.

1级地展 前的电磁波信息
,

1 9 8 7
.

1 3 ) 洪英豢 函告
,

19 87
.

13 ) 徐生山
,

属诱鹅鹉异常反应
,

10 87
.

J

14 ) 江苏省地展局水化组
,

对 19 8 6年水化异常的再认识
,

19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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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阳5
.

1级地展前短临异常综合表
’

介
出 ,

漏 厂六
种 ;

`

} 异 常时段
乒云常距主展时间

( 天 )
异常累积时间 (天 》

宁

熟

前兆性 艇群

地 倾 斜

直接前 履

{
1 9 8”匀三10月 含日一 1封」的 日

1 9 8 6年 1 1月 17日一 1 9 8 7年 艺月 8 日

」9 8 7年 2 月 6 日一 1 9 8 7年 2月 1
一

r日 1公

1113 888 艺222

999 111 3 444

阜一常一射

响

殊

水

港

一 _ _

皇竺到适
_

}扮缈
毛

_

“

几竺吐 {些
7`乒竺竺少

’

熟鹅 习于七 1 0吕7年 2 月 10 口一 1 9 8 7年 2月 16日

氯 离 子

地 倾 斜

地 倾 斜

一

{竺暨生垫旦二竺竖型垫i旦
}19 8 7年 2 月 1力日一 1 9 8 7年 2 月 1 7「l

1 0 }

8
}

4

8
一

一

锡一港无

一料一

南 短 }扮 37年 2 月 ] c日

表 4清楚地表明
,

短期异常有阜宁 前兆性震群和常熟台地倾斜异常
,

J尽异常时间为 3 一

5 个月
。

临震异常有射阳直接前震
、

响水电磁波异常
、

鹦鹉习性异常
、

无锡沉离子和连云港
、

南通地倾斜异常等
,

均在主震前 1一 12 天内出现
。

( 2 ) 多种临震异常在时间上具同步性

乙
叫 J 研

门州川|
l川引川川习

图 7 江 苏及南黄海地代断裂构造及舒

阳 5
.

1级地震短 临异常分布

1
.

活动断裂 2
.

地倾斜异常 ,
.

电磁 波信 息异常

4
.

低离子异常 5
.

鹅鹅 习性异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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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兆性震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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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接前难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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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二 5
.

1 )

/、 /

由表 4 可知
,

震中及其附近临震异常都是在 2 月 6 日一 2 月 17 日陆续出现的
,

有趣的是

主震震中区前震序列出现最 旱
,

即 2 月 6 日开始出现
,

然后在 2 月 8 日在其北西方向响水出

现电磁波异常
,

接着 2 月 10 {了连云港出现地倾斜异常
,

南东方向惊港发现鹅鹉习性异常
。

( 3 ) 短临异常空间分布具有
“
多源

”
前兆场特征

图 7 表明
,

短 临异常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
,

即北北东向射阳一茅山断裂带北段

和北西向射阳断裂附近的盐城地区及其邻近海域 ; 北北东向南通一苏州断裂带附近的太湖以

东地区
。

表现 了在 区域应力场发展过程中
,

同时出现儿个应力集中点
,

即呈现
“
多源

”
前兆

场〔 . 〕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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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苏射阳 5
.

1级地震的中期顶报和震前短临异常

四
、

认识和讨论

1
.

对此次地震的中期预报实践表明
,

在研究活断裂的展布及其活动性和区域地震时
、

空

特征的前题下
,

密切拄视小震活动动态研究
,

以确定中期监视区和值得注意地 区的思路和方

法是可行的
,

这与文献 〔 7 〕是一致的
。

2
.

地震前短临前兆异常在时间上表现出阶段性
、

同步性和相关性
,

空间分布上呈现
“
多

源
”
前兆场的事实表明

,

围绕中期监视区
,

正确识别确切的短临 前 兆 异 常 〔的
,

从 呈 现的
“
多源

”
前兆场中判断发震地点〔 7 〕

— 短期预报区是预报的关键
。

3
.

十多年来
,

笔者从江苏及南黄海地区中强地震预报经验和失败教训中
,

特别是通过对

射阳 5
.

1级地震预报过程的回顾和初步总结中认识到
,

多数地震前
,

前兆现 象 或多或少是能

够被观测到的
。

这不仅为实验结果 〔 8 〕所证实
,

更为大量麓例所征实
。

笔者认为 按照 上述的

思路和方法
,

不断学习和应用现代科学发展新理论
、

新成果和新技术
,

实现对江苏及南黄海

地 区中强地震的预报是可能的
。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郭扬
、

孙寿成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

韩广英
、

王静等同志提供

了资料
,

在此一并致谢
。

( 本文 一9 5 5年 9月1。「I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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