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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地区地磁低点位移异常和磁暴与中强地震的关系

1 资料的选取

选取 1 9 9。年至 1 9 9 4年 3月陕西
、

甘肃
、

宁夏
、

青海
、

四川和西藏自治区发生的 5级以上的地

震
,

1 9 90年到 1 9 9 4年 2月在上述范围内地磁台站记录的 K ) 6的磁暴
,

1 9 9 3年 12 月 n 日
、

1 9 9 4

年 1月 22 日
、

1 9 9 4年 1月23 日甘肃及邻近地区地磁台站地磁垂直分量极小值出现的时间
,

分析

磁暴及低点位移异常与地震的关系
。

2 震例分析

2
.

1 低点位移异常

兰州及邻近地 区地磁垂直分量的极小值出现的时间平时一般在 12 h一 13 h 左右
。

在中

纬度地区
,

经度相近的地磁台站
,

其垂直 日变化极小值出现时间应相近
,

因此
,

在分析中以上

述时间为标准
。

1 9 9 3年 1 2月 n 日
,

青藏高原北部地 区出现如 图 1所示的地磁垂直分量低点位移异常
。

1 9 9 4年 1月 3 日青海共和发生 M
s 6

.

o级地震
。

发震时间距低点位移异常开始的时间为 23 天
。

图

2
、

图 3分别为 1 9 9 4年 1月 22 日和 1 9 9 4年 1月 23 日青藏高原北部地区地磁垂直分量的低点位移

异常分布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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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9 9 3年 12月 1 1 日甘肃省

及都近地区地磁台站 z

值的低点位移图

1 9 9 4年 2月 16 日青海共和发生 M
s s

.

8级地震
,

发震时

间距低点位移异常开始的时间为 25 天
。

在 1 9 9 4年元月兰

州地震研究所的例行会商会上
,

作者根据图 2和 图3所示

的情况曾指出
,

1 9 9 4年 2月在地磁低点位移突变线附近
,

即青藏块体东北部地 区有可能发生中强 以上地震
,

预报

的时 间和地 震强度与实际情况大致符合
,

但预报 的范围

较大
,

这是
“

低点位移法
”

的缺陷之一
。

.2 2 磁暴倍九法

表 1列出了兰州台1 9 90年至 1 9 9 3年发生的 K ) 6磁暴

和陕
、

甘
、

宁
、

青
、

新
、

川及西藏自治区 1 9 9。年至 1 9 9 3年 5级

以上地震倍九关系的统计结果
,

误差为 士 2天
。

从表 1可以看出
,

多数 5级以上地震的发震时间与磁

暴发生 时间具有倍九关系
,

说明中
、

强烈磁暴对地震的发生确有一定的调制和触发作用
,

尤

其是强烈磁暴
,

它是诱发地震的主要外因之一
。

根据磁暴与地震发生的时间的倍九关系
,

可

以对发震时 间做出较准确的预报
。

如 1 9 9 。年 n 月 26 日发生 K 一 7的 S C 型磁暴
,

依照倍九关

系和某些前兆异常突发性变化
,

兰州地震研究所综合预报研究室前兆组曾对 1 9 9 1年 1月2日

青海祁连 M
S S

.

1级地震做出过较准确的时间预报
,

预报的发震时间是 1 9 9 1年 1月 2日士 1天 (4

x g )
。

另外
,

1 9 9 3年 12 月 7日发生 K 一 6的 s c 型磁暴
,

1 9 9 4年 1月 3日青海共和发生 M s6
.

o级

地震
,

其间隔为 27 天
; 1 9 9 4年 1月 n 日发生 K 一 6的 s c 型磁暴

,

1 9 9 4年 2月 16 日青海共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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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s s

.

8级地震
,

两者相距 36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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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 9 94年 l月 2 3日甘肃省

及都近地区地磁台站

z值的低
,

点位移图

图 3 1 9 9 4年 1月 2 3 日甘肃邻

近地区地磁 台站 : 值的

低点位移图

表 1

MMM
s ) 5地展展 与 K ) 6磁暴的对应关系系

时时间间 地展个数数 磁基与地展的间隔时间间 对应地展个数数 占总数百分 比比

IIIIIII X 999 2 X 999 3 X 999 4 X 9999999

111 9 9 0年年 l 555 222 111 222 444 999 6 0 %%%

111 9 9 1年年 1 777 333 111 444 444 1 222 7 1%%%

111 9 9 2年年 1 lll 222 222 lll 111 666 54 %%%

111 9 9 3年年 l 222 222 555 222 000 999 7 5%%%

合合计计 5 555 999 999 999 999 3 666 65 %%%

3 结语

作者对
“
低点位移法

”
预报地震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

对现有的震例研究表 明
,

中
、

强 以上

地震往往发生在
“
地磁低点位移

”
突变线附近

,

说明该方法对于确定未来地震地点
、

时间有一

定意义
,

因此
,

今后还需要加强研究
。

本文研究结果还表 明
,

中国西部地 区发生的 5级地震中

有 65 %的地震的发生时间与中
、

强磁暴发生时 间呈倍九关系
。

因此
,

磁暴出现的时间对发震

时间的预测有参考价值
。

(本文 1 9 9 4年 3月 2 5 日收到 )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张苏平 郑卫平 郭新铎 李晓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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