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期 王修琼等
:

河西地区速度异常分布

T E HVE LO CT Y I AO NM L AYD TS IR B TU10 I N I NE X I H AR E A

G N AS U PR O V I N CE

W an gX iu q io n g,
Y a o Z h e n g s h e n g ,

Z h a n g C h e n g

( E a r t h口u a k o R e s e a 了 c h l 作 s t i t u t e o
f L a 称 z h o u ,

S S B
,

G a 九 s u ,
C h i ” a )

Ab s t r a c t

U s i n g t h e m e t h o d o f s e i s m i e t o m o g r a p h i e i m a g e o f j o i n t i n v e r s i o n

a n d r a p i d t w o 一 P o i n t r a y 一
t r a e i n g m e t h o d t o p r o e e s s t h e a r r i v a l

一 t i m e

d a t a o f n a t u r a
l

e a r t h q u a k e s r e e o r d e d b y r e g i o n a l H
e x i s e i s m i e n e t w o r k ,

w e o b t a i n e d t h e 3
一

D
v e l o e i t y a n o m a l y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t h e u P P e r a n d

m 1d d l e e r u s t i n
H e x i a r e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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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q u a k e r i s k i n
H

e x i a r e a i s d i s e u s s e d
。

水在地及前兆中的惫义

在地震预报过程中
,

发现有二种地震类型
。

一种是地震前前兆特别丰富
,

另一种地展是

地展前兆很少
。

很显然第一种地震类型较易于预报
,

而第二种类型
,

预报相当困难
。

为什么

同样的浅源地震
,
其前兆的差异如此大呢 ? 我们认为这与震源顶部及其外围地壳浅层中水的

丰富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

前者
,

震源顶部层内水
、

汽比较丰富
,

而后者
,

水汽很不丰富
。

在临近地震前
,

震源区及其外围的介质变形将传递到震源顶部
,

致使震源顶层 ( 一般为沉积

层 ) 发生变形
。

如果沉积层含水丰富时
,

它将使沉积层的变形发展 , 从而使其中的水汽发生

剧烈变化
,

业相应引起井
、

泉水位及各种化学元素的异常变化
。

对于穴居动物来说
,

地下水的

上升以及上升后加剧了洞穴的变形都可迫使动物大规模的迁居而造成动物的宏观异常行为
。

对于沉积层中水缺少
,

或水汽埋深较深的情况来说
,

虽然在地震前也存在地层的变形
,

但由

于变形量很小
、

深部水的运移范围比较小
,

它们上升到浅层被人们观测到则就更少了
。

这样

人们放置在浅层
,

或勘探深度较浅的前兆手段将不能观测到水汽的前兆变化
。

对于穴居功物

来说
,

由于深部水未能上升到动物穴居的位置
,

所以洞穴未显著变形业危及动物的安全
。

因

而不出现动物的宏观行为异常
,

或出现数量极少
。

此外
,

从震前震群的发育程度来说
,

它们也与水有着密切的关联
。

我国大展前有不少展

群发生在 O
一

5 K M范围内
,

在多水环境中
,

震群相当发育
,

其特点类似于水库地震
,

这可称

为天然水库地震
。

在水不丰富的地区
,

则这种类型的展群几乎没有
。

天然水库地震最典型的

例子是参窝水库震群和长岛震群
,

前者发生在参窝水库区
,

后者发生在渤海湾内
。

综上所述
,
水在地展前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丰水地区是前兆显著的物质基础
,

无

水地区则前兆将很不显著
。

据此对丰水区和对缺水区应采用不同的观测手段和不同的观侧裸

度才能获取前兆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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