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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前发生在金县水准异常是可靠

的,但是否可联系预测1975年海城地震和1976年唐山地震

有争议。争议的焦点之一是金县距两个震中的距离较远。

本文用“震兆共迁法”讨论了可用于海城和唐山地震的预测

的相关联系问题。

金县水准异常对1975年海城7.3级大震的预测是起非

常关键的前兆异常手段之一。有关异常的情况在国内文献

上已介绍很多了。至于金县水准异常与1976年唐山大震的

关系,在国内还未见有人提及有何联系。2006年加拿大自

然资源 部 地 质 调 查 局 的 两 位 学 者 和 国 内 两 位 学 者 联 合

(Wang,Keiln,ChenQi-fu,SunShihong,andAWang,后文称

四学者),在美国地震学会学报(BSSA)上发表长篇文章[1]对

金县水准异常的真实性是承认的,但他们指出,金县水准异

常能否用于预测海城地震是很难说的一个问题。原因是金

县离海城还有一定的距离,若是远的地方发生显著前兆,那

近距离应当发生更显著的异常,但是未见到有这样的事实

出现。

本文拟用1985年由郭增建[2]提出的方法与思路(称为

震兆共迁法的思路方法)进行了一系列震例验证总结,试图

对这个问题作个启迪性的讨论与解答。

1 震兆共迁法介绍

震兆共迁法的含义是:在昔日震中迁移的始发区如果现

今观测到前兆异常,则可有两个预测地震的方案,一个是异

常台站附近有破坏性地震,一个是昔日震中迁移所至地区有

破坏性地震。后一预测方案因观测台距所预测地震的震中

较远,一般震级较大。下面我们用此思路讨论金县水准异常

与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有关联性问题及预报可能,以期积累

震例后能依此形成新的预测思路。

2 海城地震与金县水准异常的震兆共迁法联系与预测

根据历史地震资料,金县于1855年12月11日发生5⅟
级地震,1856年4月10日又发生5⅟级地震,随后1859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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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1日震中迁至营口(M=5⅟),老营口在大石桥,属海城

大震极震区范围。

考虑到东北地区破坏性地震稀少,故认为这是一次震中

迁移,其始发区在金县,迁至区在营口。这样按照“震兆共迁

法”则可预测金县附近可能有破坏性地震,又可预测营口地

区有破坏性地震。因金县距营口较远,故震级可能较大。

3 唐山地震与金县水准异常的震兆共迁法联系与预测

由于1976年唐山大震与金县水准的关系过去国内专家

未曾提及,所以在这里把四学者的意见介绍如下:四学者指

出,“金县东西测线东端相对于西端的高程在1974年6月以

后持续上升,海城地震前不久开始快速下降,直至唐山地震。

海城地震发生于从上升到下降突然转变之后,所以不是造成

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1975年海城地震最终在金县测

线东北约200km处发生……,1976年唐山地震在金县测线

的西面发生,距测线大约也是200km,……尽管物理机制不

明,金县水准变化的时间图像显示这些变化与海城和唐山地

震有关。真正的挑战是这种关系能否用于预报。”

四学者在这里一方面说“金县水准变化的时间图象显示

这些变化与海城和唐山地震有关”,另一方面又说“真正的挑

战是这种关系能否用于预报。”下面我们用“震兆共迁法”讨
论用金县水准预测唐山大震。

根据历史地震资料,1934年2月18日金县发生4级

地震。1935年1月19日唐山发生4级地震(这是唐山有

史以来至此时的唯一一次地震,有Ⅵ度破坏)。这是一次震

中迁移,金县是该震中迁移的始发区,唐山是震中迁移的迁

至区。椐此我们可用“震兆共迁法”由金县水准异常预测唐

山地区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由于观测台距唐山较远,所以

震级可能较大。

4 讨论

大连距金县甚近,故大连的地磁异常(原有争议,后地磁

专家蒋邦本认为异常是可靠的)亦可按上述的“震兆共迁法”

预测营口附近可能有较大地震。对于敖汉旗震群(可视为前

兆异常),四学者认为它在海城西北方向距海城地震震中已

有300km之遥,不相信与海城地震相关。如按“震兆共迁

法”,则距敖汉旗约80km的奈曼旗附近于1940年1月19

日发 生6级 地 震。1940年8月5日 震 中 迁 至 距 老 营 口

60km的熊岳(5级),于是也可用“震兆共迁法”预测营口

地区可能有较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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