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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地电台映震能力讨论
’

杜学彬

( 国家地衰局 兰州地震研究所
,

兰 州 73 00 00 )

摘要 本 文研究 了武成地电台周 围 1 5 0 k m 范围内发生的景秦 6
.

2
、

门源

6
.

4
、

天祝西 4
.

7
、

旦马 5
.

6
、

稚布赖 4
.

7 级地衰和共和 7
.

0 级地哀 (△ ~ 2 70 k m ) 该

台地电阻率 ( .P ) 变化
,

结果显示
:

对于前 4 次地衷
,

该 台 E W 道 浏值 出现 10 一 l

一

10
一 ,

量级的 .P 短临异常
,

共和 和锥布赖地震前后观浏到 10
一 `
童级的 sP 短期下降异

常
。

作者研究认为
,

.P 异常可能是该台 E W 道探 浏范围内介质不 完整
,

孕襄后期襄

源 力学过程 引起地下水沿测区 内次级断层
、

裂隙或 裂缝活动造成的
。

最后本文指

出
,

该 台 E W 道测值对其周 围特定位兰发生的 中强 以上地襄
,

在短临阶段映震能

力较强
。

主题词
:

河西走廊地展构造带 青海 强展 地电阻率 映展能力 临展异常

1 引言

1 9 8 4 年一 1 9 9 0 年甘肃武威地电台周围 1 50 k m 范围内发生了景泰 6
.

2
、

门源 6
.

4
、

天祝

西 4
.

7
、

旦马 5
.

6 和雅布赖 4
.

7 级地震
,

1 9 9 0 年青海省共和发生一次 7
.

0 级地震
。

上述 6 次

地震前武威地电台 E w 道 .P 测值出现了异常变化
。

这些变化是否与地震有关
,

产生异常变

化的原因是什么
,

这是本文要研究和讨论的间题
。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讨论
,

对武威地电

台的映震能力提出认识
,

同时为该台周围发生的中强地震和强震的短临预报提供依据
。

2 武威地电台基本观测条件

武威台地理位置为北纬 37
’

55
’ ,

东经 1 02
`

36
` 。

该台位于北祁连地槽 山间凹陷盆地内
。

武威一天祝 N N W 向隐伏断层和民勤一武威 N E 向隐伏断层在该台附近交汇
。

1 9 2 7 年古浪

8 级大震距该台约 40 k m
,

本次地震两个主要形变带之一的 N N W 向磨咀子一中坝地震形变

带就发育在武威一天祝 N N W 向隐伏断层上
。

该台处于古浪 8 级大震的高烈度区 (8 度区 )

内
,

周围小构造发育
,

小震活动很频繁
。

因此
,

从构造条件看
,

该台位于地壳薄弱部位 (图 1 )
。

武威台设 4 极对称装置
,

布设 E W 和 N S 两个方 向测道
。

自 1 9 8 3 年起供 电 极距为

1 2 0 0 m
,

测量极距为 6 00 m
,

供电极使用 1
.

2 X I
.

2 m 的铅板
,

测量极用 o
.

s x o
.

s m 的铅板
。

供电
、

测量极埋深 3 m
。

N S 道高差约 20 m
,

地下水埋深由南向北为 30 一 s m
。

南供电极距铁

路仅 20 m 左右
。

E W 道基本无高差
。

测区内 3 口机井距 E W 向测量极约 2 00 m
。

自来水管

道与东供电线路平行
,

相距约 2 00 m
,

距离东供电极仅 Z m
。

该台使用 D优一 ZA 仪器观测
,

.

国家地展局兰州地展研究所青年基金和甘肃省自然基金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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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上述观测条件看
,

影响该台观测

资料内在质量的不利因素比较多
。

从另外的角度看
,

该台位于地壳薄弱部位
,

根

据文献「1〕和 [ 2〕
,

这有利 于该台对地震的监测
。

1 9 8 3一 1 9 9 0 年该台观测资料连续
,

几次地震前异

常幅度大
,

变化形态清晰
,

有一定的持续时间
。

此

外周 围地 电台密集
,

有利于对比分析
。

吕卜尧气
O

1

. 2

-
3

一
4

0

▲
兰州 会

( 峨 ) 山临更 定西 `

图 1 地电台
、

震中和构造分布 图

1
.

展中
, 2

,

地电台门
.

主要活动断裂
; 4
一般

活动断裂
;

(1 )龙首山南缘断裂
. (2 )祁连山

北缘断裂
; ( 3) 海原一六盘山断裂

; ( 4) 西秦

岭北缘断裂
.

3 地震前地电阻率异常分析

武威地电台 N S 道测值在 1 9 8 3一 1 9 8 8 年季

节性变化达 7 %左右
,

1 9 8 9一 1 9 9 0 年季节性变化

消失
。

从观测资料不能确认震前 .P 短临异常
。

故

本文仅讨论 E W 道的 P
.

观测资料
。

图 2是 6 次地

震前该台 E W 道 .P 日均值曲线
。

由图 2 可见
,

天祝西 4
.

7
、

门源 6
.

4
、

景泰 6
.

2

和旦马 5
.

6 级地震前
,

武威台 E W 道 马测值均出

珑
·

I n 阮石bu iot
n of g

eoe 】仪切 c 。at iot 朋
,

明d ac it v e af ul ts

叩 ice nt er 。

现 了异常变 化
,

其共同特点是
:

异常分为两个阶

段
,

即持续 5 个月左右 的线性上升变化和震前

1。一 52 天在线性上 升背景上 的突

降变化
。

雅布赖 4
.

7 和共和 7
.

。 级

地震发生在该台 .P 测值持续 了 4一

5个月的下降背景上
。

震后 .P 测值

大幅度回升
。

表 1给出了除共和地

震以外其它 5 次地震的异常参数
。

这些异常究竟是地震引起的还是偶

然的干扰因素引起的
,

以下分别进

行讨论
。

3
.

1 景泰 6
.

2 级地展

该次地震前武威地 电台 .P 异

常变化 (图 ZA )与邻近的山丹台 (△

一 2 8 5 k m )
、

定西台 (△ 一 1 9 2 k m )

短临变化同步〔3〕。

文献「3 ]指出这 3

个台 凡 异常是本次地震引起的
。

3
.

2 r l 源 6
.

4 级地震

该次地震发生在祁连山北缘断

裂以 南
。

据 文 献 [ 4〕该次地震 是

N w w 向引张作用为主造成的
。

武

威 台基本上位于监测该次地震 .P

E

舒卜尹厂峨绝5
.

o r ` J
·

m _
~ 一二户了

= 6
.

2
= 1 3 0 k m

1 0 1 1 12 月

纳纳纳时吩屿
矿矿

粼 一犷气
M

, 二 4
.

一七二
0

l叨 3年 6 9 10 11 1 2月 19创

图 2 武威地电台 E W 道地 电阻率 日均值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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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震异常的有利位置 〔’水〕 。

震前武威台 p
.

测值呈线性上升变化
,

持续约 5个月
。

震前 52 天 .P

测值开始下降 ( 图 Z B )
。

其短临变化与景泰 6
.

2 级地震 凡 异常形态相同
。

作者认为武威台观

测的 .P 异常与该次地震有关
。

表 1 八测值异常参数

地地展展 时间间 展中距距 突 降 异 常常 短 期异 常常

((( M 3 ))))) ( k m )))))))))))))))))))))))))))))))))))))))))))))))))))))))))))))))))))
△△△△△卜 /` 一 111 △卜 /卜卜 超前时间间 △外 /外外 变化形态描述述

(((((((((((((天 )))))))

景景泰 6
.

222 19 90一 10一 2 000 1 3 000 2 7
.

444 一 4
.

4 %%% l 000 + 6
.

0 %%% 线性上升持续 5 个月月

门门源 6
.

444 19 8 6一 0 8一 2 666 1 0 555 4
.

777 一 4
.

7 %%% 5 222 + 3
.

1 %%% 线性上升持续 5 个月月

天天祝西 4
.

777 19 8 4一 12一 0 777 7 000 1 3
.

000 一 4
.

0 %%% 4 555 3
.

1%%% 线性上升持续 4
.

5 个月月

旦旦马 5
.

666 1 9 8 4一 0 1一 0 666 4 222 5
.

555 一 2
.

5 %%% 4 000 + 1
.

3 %%% 线性上升持续 5 个月月

雅雅布赖 4
.

777 1 9 8 4一 0 9一 0 444 1 5 000000000 一 3
.

5 %%% 下降异常持续 4 个月月

注
:

表中异常参数的计算是粗略的
。

距震中 1 20 k m 的山丹地 电台未观测到 p
.

异常 (图 3 A )
。

据文献 [ 1〕和 [幻
,

这是祁连山

北缘断裂对山丹台观测 .P 异常起了阻隔作用
。

祁连山北缘断裂向 S E 方 向延伸到古浪 8 级大震震中附近
。

门源 6
.

4 级地震发生在该

断裂以南的冷龙岭断层上
,

据文献「1〕和「幻和该次地震的发震机制
,

北缘断裂对武威台观测

门源地震引起的 .P 临震异常有阻隔作用
。

但门源地震的震中已接近该断裂末端 (图 1 )
,

其阻

隔作用不强
。

因此
,

武威 台在该次地震前观测到了 .P 短临异常
。

反过来由该台在该次地震前

.P 变化
、

该次地震发震机制和该台与该次地震的相对位置也可说明
,

北缘断裂 S E 末端处于

文献 1) 所示的位置
,

而再未向 S E 方向连续 延伸
。

3
.

3 天祝西 4
.

7 级地震

本次地震发生在海原一六盘山 N W 向断裂带北侧
。

据文献「lj 和 [ 2〕
,

武威和 山丹地电

台位于监测该次地震 凡 临震异常的有利位置
。

该次地震前这两个台 凡 突降异常都很突出

(图 ZC
,

图 3 B )
。

武威台 民短期异常呈线性上升
,

持续约 4
.

5 个月
。

临震异常是在短期上升背

景上 明显突降
。

短期异常和临震异常形态与景泰 6
.

2
、

门源 6
.

4级地震异常形态相同
。

3
.

4 旦马 5
.

6 级地震

该次地震前 28 天一40 天
,

武威台 .P 测值为 1 9 8 3 年 6 月一 1 9 8 4 年 5 月的最低值 (其中

3 天停电 )
。

震前 30 天 aP 测值开始 回升
,

震前一天 出现突跳
,

幅度达 7
.

2 % (图 ZD )
。

文献

[ 1〕给出了 1 9 8 4 年 1 月 l 日一 7 日的时值曲线
。

该次地震发生在武威地电台以西 42 k m 处
,

武威台位于监测该次地震临震异常有利位置 lj[ 图
。

地震当天笔者随兰州地震研究所考察队

赴震区考察
,

武威台观测人员在震前一天发现了 E W 道 .P 测值出现突变
。

总的看来
,

该次地

震的 aP 短期和突降异常与前 3 次地震的短临异常有共同的特点
,

同时也有不同之处
。

3
.

5 雅布赖 4
.

7 级地展和共和 7
.

0 级地震

1 98 9 年雅布赖 4
.

7 级地震发生在武威台 .P 下降异常期间
,

没有出现突降异常
。

其变化

形态与前 4次地震不同
。

1 9 8 7 年 12 月一 1 9 8 9 年 4 月 17 个月中
,

除少数几天外
,

.P 测值稳定

” 兰州地展研究所
,

中国南北地展带现今活动断裂图 ( 1
:

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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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2
.

0 0
·

m左右
,

下限不超过 4 1
.

s n
·

m
。

而在 1 9 8 9 年 5 月不到 20 天时间内 凡测值急剧

下降
,

出现 1 9 8 7 年 12 月一 1 9 8 9 年 12 月 25 个月 中的最低值
,

变幅达一 3
.

5 %
。

出现下降异

常 3 个多月以后发震
,

震后不久测值大幅度 回升 (图 Z E
,

1 9 8 7一 1 9 8 8年曲线未绘 )
。

1 9 9 0 年共和 7
.

0 级地震也发生在武威台 .P 测值下降异常期间
。

尽管震中距 已达 27 0

k m
,

但该台位于监测短临异常的有利位置
。

震前下降异常持续时间与雅布赖地震前异常持

续时间接近
,

震后不久 凡 测值也大幅度回升 (图 ZA
、

E )
。

上述 6 次地震中
,

景泰 6
.

2
、

天祝西 4
.

7 和门源 6
.

4 级地震发生在海原一六盘山 N W 向

断裂带上或其西延部份— 冷龙岭断层上
。

3 次地震前 .P 异常形态极为相似
。

旦马 5
.

6级地

震发生在武威台以西
,

其 .P 短临异常形态与前 3 次地震有相似之处
,

也有不同之处
。

雅布赖

4
.

7 级地震发生在该台以北
,

共和 7
.

0 级地震发生在该台以南 (海原一六盘山断裂以南 )
,

异

常形态与上述 4 次地震前异常形态大不相 同
,

但这两次地震短期异常形态十分相似
,

震前和

震后持续时间相接近
,

震后即回升
。

显示 出武威台 E W 道 .P 异常形态与发震构造和地震发

生的具体地点有关
。

M 、 二 6
.

丢

八 { 2 {kJ m

2 6
.

主

2 6
.

(j

19 8 6年

二 1 3 0 k m

、 、

~ 氟产一尸嗜
;

7

k m

1 9 8 4年

图
_

3 山丹地电台地电队率 日均值 曲线

F地
.

3 C

~
of ear

t h
一

~
it 讨 yt at bS an 山坦 g仪目仪七交 sat t沁n

1 9 8 5 年 5 月该台 .P 测值出现上升变化
,

9 月 12 日突然下降
。

此变化与景泰
、

门源和天祝

西地震前 aP 短期和突降异常形态相似
; 1 9 8 7 年 4 月该台 p

.

突降也与上述 3 次地震前突降相

似
。

上述异常期间内该台附近均发生了 M
L

> 3
.

0 的小震活动
,

但未发生中强以上地震
,

周 围

其它台站也未观测到 同步异常
。

笔者认为断层活动不一定都以中强以上地震形式
。

测区周

围断层发生
“

蠕滑
”

或小震活动也会影响介质原电性条件
。

不过这类断层活动影响范 围小
。

因

此
,

相距较远 的地电台观测不到由此 引起的 aP 异常
。

而中强以上地震断层活动影响范围大
,

远距离位于特定位置的地电台可能观测到 由此引起的 氏 异常
。

门源 6
.

4 级和天祝西 4
.

7级地震的突降异常起始时间分别是震前 52 天和 45 天
,

大于

文献 〔5〕统计的临震异常超前时间
。

但突降是在持续了 5 个月的线性上升背景上突然下降

的
,

属于临震异常
。

4 问题讨论

(1 ) 图 4 是武二井柱状剖面图
” 。

该井位于武威地 电台东南 5 k m
。

低阻层埋深 37 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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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2 m
,

平均电阻率 l o n
·

m 左右
。

7 2 5 m 以下电

阻率增大
,

平均为 80 n
·

m
。 地

由图 4 可见
,

6 42 m 以上是第四
、

第三系沉积

层
,

其 中第 四 系厚 3 70 m
,

主 要是砾 石 (孔 隙度

2 0
.

2一 3 7
.

7 % )
、

砂 ( 1 5
.

0一 6 3
.

2 % )
、

砂岩 ( 2
.

0一

1 8
.

4 % )
、

粘土 ( 1 0
.

1一 6 2
.

9 % ) 以及泥岩
。

6 4 2一

s o o m 左右属二迭系
,

主要以砂岩
、

泥岩为主
。

测

区 内地下水丰富
,

埋深约几米一 30 米
。

该台探测

范围内的大孔隙度介质应处于饱和状态或部分饱

和状态
。

日本学者是 Y
am az ak i 利用两相介质的麦克

斯韦电导率公式讨论 了干岩石
、

饱和岩石和部份

饱和岩石受压条件下电阻率变化与应变之 间的关

系
,

得到干岩石和饱和岩石 电阻率变化 (△ P /户与

体应变 (△ V / V ) 的比值和孔隙度 (? )成反比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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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黄色块状粉砂质泥岩与土黄色砂岩呈璐

等厚互层

土黄色璐状砂石为主
.

夹土蔺色砂岩与粉

砂质泥岩

棕红色
.

浅棕色泥岩为主
.

夹棕红色砂岩

与粉砂岩

系药习厢雨德丁而蔺丽邪落云厄丽碧
相互成层

△尸
,

△ V
_ _ 1

/
~

不于
~ ` 、 一二

F 甲
( l )

部份饱和 岩石 电阻率变化 (△ P / )P 与线应变

化 (△ L / L ) 的比值随介质含水量 (动 的增大而下

降
,

即

蝠蝠蝠
洲洲
菌菌

{井咚咚嚣盯盯1 岩 性 描描

困困困困困 巴里二二二二

断断断第第第 15 77777 20 000 灰色砾石层层

生生生四四四 3 7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界界界 不不不 42 00000 7 000 灰姆色
、

茂灰色砂哥石层及灰黄色中细砂砂
555555555 1 0000000000000000000 及粉砂层与黄色枯土粉砂质粘土呈略等等

.........

57 8888888 厚互层层

666666666 2 777777777777777777777

666666666 4 222222222

666666666 8 000000000000000000000

666666666朋朋 ,. 二二二二

777777777 1000000000000000000000

777777777 2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土黄色块状粉砂质泥岩与土黄色砂岩呈璐璐断断断 第第疏疏疏

国国口口
等厚互层层

生生生 系系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
界界界界 何何何何 l 222 土黄色璐状砂石为主

.

夹土蔺色砂岩与粉粉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砂质泥岩岩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一 一 . ,,,,

棕棕棕棕棕棕棕棕红色
.

浅棕色泥岩为主
.

夹棕红色砂岩岩

与与与与与与与与粉砂岩岩

目目目目目目目
999 棕红色块状砂岩

、

泥质砂岩与棕红色泥岩岩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互成层层
口口口口口口 ,

? !!! , 〕〕 ( l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暗债红色致密矽质砂岩写晤政 色犯 t部以以上上上 .......

曰曰门门
泥岩为主下部以砂岩为主主

古古古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生生生生生生 一一一一 1111111

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lllllllllll 二
一

111二二 111 ( 2 )))
lllllllllll , ` ,二二 III ,, ( 3 )))rrrrrrrrrrr州份 甲气气 8 00000

\\\\\\\\\\\\\\\ ( 屯 )))

萦萦萦萦萦萦萦萦灰色致密矽质砂岩夹个别暗紫红色泥岩岩

△ P /△ L
一二 一 / 一 于一

尸 l “
( 2 )

根据阿契定律也可推导出部份饱和岩石

守
/

等与 ; 的关系满足 ( , )式 6j[
。

图 4 武二井柱状剖 面图

( 1) 浅红色块状钙质角砾石
, (2 )暗紫红色疏松

砂岩
; (3 )暗紫红色致密矽质砂岩夹暗紫红色泥

岩
; (4 )暗紫红色致密矽砂岩

、

泥质互层

纯
.

4 S atr t蜷 , a p ih e e o l

umn
o f N o

·

2 w e ll in

W u w e i e i t y
.

l一田
戊

Y am az ak i测出部份饱和的多孔沉积岩钾 /等随岩石湿度增大而明显降低
。

当湿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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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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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增至 “ 5 %
,

比值节 /
节从 4 00 减小到 “ 5

。

, 二`

.
。 ` 二 二 * 二 `

,

。 。 二 、 一 。 *
` 、 国 , 曰 , 二 * * 二

.

,
.

` 二 ,
,小丫 山 * △ P ,

△ V
把地震地电阻率异常归因于岩石形变的思想是基于应变微小的条件下比值书

上 /号分` 目~ ~ ~ 卫 ~ 卞兀 甲 月 目
J

们
`

曰
/
护人

日 J `

沙
`。

’

` ~
“

~ 人
“久

’
J

’
曰 J

小 ” ’

~ 以 P
`

V

(或者钾 /等
)大

,

实验表明
,

随着应变增大
,

比值急剧减小、
。

但武威 台探测范围内介质恰
、

~
一

目 P
`

L
z / 、 ’

~ ~ ~
’

刀
’

一侧一 ~
一目

~
’

~ 以
`

即~
犷
俐

` J ’ 。 ’昌~ ~ 目 一训
’
目因

「 J Z ’

~
’ 目

恰由大孔隙度的沉积岩组成
。

其次武威台 N S 道在这几次地震前未记录到可以识别的 .P 短

期和突变异常
。

因此
,

对武威台的 aP 异常显然不能用介质形变来解释
。

武威台观测到的几次地震的 .P 突降异常和短期异常幅度均为 1 0 一 ’

一 1 0 一 ,
量级

,

并且突

降异常在短期异常背景上 3一 4 天就形成 了
。

因此该台 凡 震前异常可能是地震前短期内震

源区力学过程引起地下水沿 E W 道探测范围内的小断层
、

或裂隙
、

裂缝活动引起的
。

( 2) 武威地 电台测区内除了自来水井
、

管道外还有农田
、

树林
。

夏季雨量大或农灌时地

下水位
、

地表湿度随之变化
。

另外测区内居民用 电及工业用电都会对地电观测造成干扰
。

这

z) 武威地电台
.

地电观测报告
,

1 9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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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利因素对该台观测资料质量有一定影响
。

但是
,

上述 6 次地震前 aP 短期异常幅度大
,

形

态清晰 ;
短期异常持续 了一定时间

,

几次地震持续时间接近
; 景泰

、

门源
、

天祝西地震前均在

短期异常背景上出现大幅度突降变化
,

共和
、

雅布赖地震短期下降变化形态相同
,

震前和震

后持续时间接近
。

因此
,

笔者认为虽然影响武威地 电台观测质量的不利因素多
,

但该台 E W

道测值对其周 围特定位置发生的中强以上地震
,

短临阶段映震能力强
。

5 结论

综上所述
,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

(1 ) 武威地 电台 E W 道在景泰 6
.

2
、

门源 6
.

4
、

天祝西 4
.

7 和旦 马 5
.

6 级地震前观测到

1 0一 `

一 1 0一 ,

量级的 .P 短临异常
。

异常形态表现为震前短期内线性上升
,

持续约 5 个月
,

临震

前 10 一 52 天开始突降
,

地震均发生在 突降期间
。

共和 7
.

0和雅布赖 4
.

7 级地震前 3
.

5一 5个

月开始出现 1。一
2

量级短期异常
,

震后即回升
。

(2 ) 武威地电台探测范围内介质是大孔隙度的含水沉积层
。

该台 E W 道对 6 次地震观

测到的 .P 短期异常
、

临震异常可能是 E W 道探测范围内介质不完整
,

孕震过程引起地下水

沿测区内次级断层或裂隙
、

裂缝活动造成的
。

( 3) 虽然影响武威台观测质量的不利因素多
,

但该台 E W 道对其周围特定位置发生的

中强以上地震
,

其短临阶段映震能力强
。

(本文 1 9 9 4 年 4 月 1 6 日收到 )

参考文献

杜学彬
.

临展 .P 突变活断层
一

应力场效应
,

地展
,

1 9 9 2
,

( l )
:

18 一 26

杜学彬
,

等
.

地电阻率临展突变与活断层
、

发震应力场
.

地展学报
,

1 9 9 3
,

1 5 ( 3)
:

3 03 一3 12

杜学彬
,

等
.

地电阻率临展突变识别
.

西北地展学报
,

1 9 9 3
,

15 (3 )
:

50 一 56

徐纪人
,

等
.

19 8 6 年 8 月 26 日门源 6
.

4 级地展及其强余展的展浑机制解
.

西北地展学报
,

1 986
,

8 (3 )
:

83 一84

杜学彬
.

大陆中
、

强地展地电阻率临展突变及其时空分布讨论
·

地展
,

1 99 2
,

( 6)
:

51 一 60

钱家栋
,

等
.

地电阻率法在地展预报中的应用
.

北京
:

地展出版社
,

1 9 85
·

1 16 一 12 5



3 2西北地震学报 第7 1卷

R E S E A R C H O N T H E R E F L E C T 刃N G E A R T H Q U A K E A B IL I T Y

O F WU WE I G E O E L E C T R IC S T A T I O N

D u X u e b in

( E a rt h g ua ke 人毖s e a rc h I ns t 众ut
e o f 加nz h OU

,

S S B
,

aL nZ 爪测 7 3 0 0 0 0 )

A b s t r a e t

E ar t h
一 r e s i s t iv i t y ( .P ) e h an g e s o f W

u w e i g e oe l e e t r ie s t a t io n b e f o r e
an d af t e r e a r t h q u

ak
e s o f

M 6
.

2 in Jin g面
e o u n t y

,

M 6
.

4 i n M e n y u
an

,

M 4
.

7 in w
e s t o f T ian

z h u ,

M S
.

6 in D

amn
a

an 任M 4
.

7 i n Y a b u la i (△镇 1 5 0 k m )
, a s w e l l as M 7

.

0 i n G o n g h e
(△一 2 70 k m ) i n t h访 p a p e r

.

C o n e lus i o n s
ar

e f o ll o w s :
( 1 ) S h o r t

一

im p e n id n g 凡 a n o m al i e s u p t o 1 0 一 `

一 1 0 一 ’
m a g n i t u d e w e r e

r e e o r d e d in E W
o b se

r v a t io n d ir e e t io n a t t h e s t a t io n be fo r e t h e f o r m e r 4 e
ar t h q u

ak
e s , s h o r t

-

t e r
m .P a

no m a il e s u p ot 10 一 2
m a g in t u d e w h i e h w e r e d e e r e

ase d w e r e r e e o r d e d b e f o r e t h e G o n g h e

an d Y a b u l a e ar t h q u a k e s
.

( 2 ) T h e s h o r t
一

im p e n d in g .P an
o

anr il e s i n t h e d i r e e t io n w e r e p r o b a b l y

ca u se d b y t h e m o v e o f g r o u n d w a t e r al o n g se e o n d f a u l t s , r i f t s o r f is s u r e s i n t h e la t e p e r iod
o f

se is m o g e in e p r oc e s s , s i n e e e a r t h m e d i u m w i t h i n t h e r
an g e o f e x P l o r a t i o n i n t h e d i r e e t i o n w as

f r a g m e n t a 可
.

F in al y
, a u t h o r t h in k s ,

t h e r e f le e t i n g e
ar t h q u

ak
e a b i il t y o f s h o r t

一

而 p e n d in g P
.

e h an g e i n E W d i r e e t i o n o f t h e s t a t io n 15 h i g h e r f o r m od
e r a t e a n d s t r o n g e a rt h q u a k e s oc e u r r e d

in ce r t ia n r e g io n ar
o u n d t h e s t a t io n

.

K e y w o r d s :
H e x i co r r i d o r 即 is m o t e e t o n i e z o n e ,

Q in g h al
,

S t r o n g e a rt h q u a k e ,

G r o u n d

r es is t i v it y
,

R e f l e e t i n g e a r t h q u
ak

e a b i l三t y
,

mI ep n d i n g e a r t h q u a k e a n o m a l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