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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自然电位日变形态与临震前兆的关系的初步研究

;

1
、

前言

自然电位 ysP 作为地 电台站的正式观测项 目
,

一直与地 电阻率 同时观测
。

尽管各地 电台都

积累了大量的 自然 电位资料
,

但对这些资料作
`

认真地分析研究却很少
.

这不仅 由于 自然电位

的复杂多变
,

也与 人
.

工观测的时间间隔及数据处理不当有关
.

从 自然电位的变化特征和常见的干扰图象可知
· ,

它与地电阻率是大不相同的
,

不宜采取

同样的观测分析方法
。

对 以 x 二一 Z A 仪器来说
,

现行规定的观测 间隔太长
,

分布也不合理
,

未

能反映 自然 电位的 日变化形态
。

而取 日均值恰好滤去了 自然 电位变化的高频成分
,

使人们很

难从其 日变形态的畸变中提取与地震有关的临震信息
,

不能发挥其临震前兆作用
。

本文对 自

然电位的观测及前 兆特征进行了初步讨论
。

2
、

自然电位观测值的日变形态特征

( 1) 自然
卜

电位的正常 日变化特征

密集观测和连续记录表 明
,

自然电位是由许多不同周期的交变电场 (从几秒至几年 ) 复合

而成的
。

其中最有规律的是 以一夭为周期的 日变化
,

一般 日出前后变化大
,

8 点左右为最高

值
,

1 2 点左右为最低值
,

晚间相对平静
,

如图 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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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食然 电位的 日变形 态

在有磁暴和磁扰时
,

在 日变曲线上

盈加了短周期变化
,

图形波动很大
。

对比同一地点
.

的地磁 和 自然电位记

录图
,

可见在短周期部分二者有良

好的对应关系
。

说明自然电位即受

大范围的外空磁场影响
,

也可能反

映局部地磁场的变化
,

而太阳活动

则对它起了主导作用
。

图 2 是有强磁暴时的磁照图 ( H

分量 ) 及当 日自然电位人工点测值
,

可见 日变形态变化很大
,

而长间隔的自然电位观测不能反映其 日变特征
。

( 2 ) 常见的干扰类型

图 3 示 出了 自然电位观测中常见的干扰类型
。

主要干扰有
:

。 、

新埋 电极有相当长时间的稳定过程
,

极化电位显示几个月大速率的上升或下降
,

有时

还出现短期系统性升降
。

b
、

电极泡水后极化电位急剧变化
,

排水后几天恢复
,

地下水的变化对 自然 电位测值的影

响也有相应的过程
,

但要缓慢而复杂得多
。

c 、

由于查外线时未谕开
一

电极或雷击所致
,

造成电极充电
,

使测值发生突变
,

在几 小时至

几天 内恢复
,

如作反向充电可加速恢复过程
。

d
、

测量线漏 电时
,

增加了接地点
,

附加了新的极化电位和 自然 电位
,

引起观测值突变
,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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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后可立即恢复
。

)
。 、

测量回路 电阻的较大变化
,

尤其是接触不 良时
,

会使测值发生很大突跳
。

f
、

有风时架空测量线摆动
,

切割地磁场产生感应电流
,

周期在几秒 以下
,

强度可达几毫

琢好她磁台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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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磁照 图和 自然 电位观 浏值

伏
,

这种干扰明显而常见
。

g
、

测点附近各类用 电器泄漏 电流产生随机干扰
,

干扰频率高且比较弱
,

可以滤去
。

( 3 ) 自然电位 日变形态畸变与临震预报

邢 台地震发生后 ; 我们在地震现场作过连续三年的 自然电位密集观测
,

间隔为半小时
,

及

时作图当天分析
,

曾发现邢 台震 区某些强余震前有 自然电位 日变形态畸变现象
,

参考地电阻

率异常提出过较好的临震预报
。

图 4 是牛桥 台自然 电位 日变 图形
。

1 9 7 0 年 1 月 1 4 日 6 时 4 0

分
,

在河北 隆尧牛桥发生 4
.

1 级强有感地震
,

在其前一天 1 2 点开始
,

牛桥地电台 Ew 向 自

然电位产生异乎寻常的显著变化
,

测值迅速呈趋势性上升
,

其连续性很好
,

当时干扰电场又

士分平静
,

一直到晚 10 点到达最高值
,

接着迅速下降
。

这种 日变图形与往 日很不相同
。

由图

4 可见
,

异常开始于震前 1 8 小时
,

止于震后 4 小时 l( 4 日 8 点的高值也没出现 )
,

幅度达

8 ` ”

八二
,

与 日均值 3 , 。

k/ fn 相 比较还是相 当大的
。

由于地震就在台站附近
,

震 中距不足

I km
,

这可能是测值变化大 的重要原因
。

此外
,

1 9 6 9 年 8 月 1 2 日隆尧红山 4
.

1 级 (震中距 2 5 公里 )
,

9 月 3 日莲子镇 3
.

9 级

( 展中距 8 公里 )
,

1 2 月 6 日牛桥一毛儿寨 4
.

2 级 ( 震中距 4 公里 )
,

1 9 6 9 年 1 2 月 9 日 柏

乡 3
.

8 级 ( △ = 3 0 公里 ) 地震前
,

自然电位测值 日变形态都有明显的畸变
。

4
、

结论和建议
丫

自然电位观测简便易行
,

在前兆观测中有一定的长处
·

但是干扰因素也是 比较多而邓显
的

,

为 了有效地反映出自然 电位的正常日变化
,

便于及时地识别各类短期干扰
,

突出其前兆

信息
,

使用 D Dc 一 Z A 仪器观测时
,

适当加密 自然
.

电位观测间隔是很有必要的
,

实施低精度连

续可见记录则更适应 自然电位的变化特点
。

对于 自然 电位人工读数台站
,

由于人手少
,

作密集观测往往不 能坚持太久
,

为了弥补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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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自然 电位观 ..J 中常见 的 干扰 图象

牛桥 台自然 电
`

位半小 时

值 显示 的临震前 )色

缺陷
,

可将观测时间作以下改动
:

在 自然电位旧 变拐点 ( 6
“ ,

砂
,

1 ,
,

1 6 “
,

2少 ) 观测
。

并

以 日变 图和 2护 值作对 比分析
,

改变取 日均值的方法
。

数字地 电仪的出现
,

为 自然电位密集观测提供 了高效率的装备
,

再配上 电脑绘图仪
,

更 有

利于对 自然电位资料作一些定量分析和 日变形态比较
。

zD 一 9 大地电流仪的研制成功
,

为进行多测道 多极距的 自然 电位连续可见记录提供 了有

利条件
,

有可能更好地显示其临震变化特征
`

导 电环氧树脂对子消除极化电位干扰是有利的
,

可作为不极化电极
,

代替传统的电极
。

`

( 本文 1 9 9 0 年 1 0 月 8 日收到 )

(河北省地震局 陈开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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