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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前动物异常的序列

特征及其分析

马京生 蒋锦昌
( 青海省地震局 ) (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完所 )

摘 要

本文根据我 国近十 多年所 发生的多次强烈地震的调查资料和某些 实际观察

结 果
,

分析讨论 了地震前一些常见动物异常的序列特征
。

地震前动物异常的序列特点

大量的震例调查资料和某些实际观察结果都表明
,

地震前所出现的大量动物行为异常现

象
,

确是一种临震前兆
。

目前 已有一些报告分析讨论了地震前动物异常现象的时空特征
,

但

对其序列特征仅是一般地论及
,

未能进行专门性分析研究
。

,

由目前所收集的资料来看
,

地震前 出现行为异常现象的动物约有八十余种
。

但反应最为

普遍和较为确实的
,

有狗
、

鸡
、

鼠
、

蛇
、

鸟
、

猫
、

猪和大牲畜等九种动物 〔。
。

这 九 种动物

由其基本生态类型可分为野生型和驯养型二大类
。

前者又可分为穴居型 ( 蛇
、

鼠等 ) 和水生

型 ( 鱼等 )
。

由其个体大小可基本上分为三类
,

即小型
,

如蛇
、

鼠
、

.

鸟类 ( 鸽
、

鹦鹉等 ) 和

鱼类等 ; 中型
,

如鸡
、

猫等
;
大型

,

如狗
、

猪
、

大牲畜等
。

.

这九种动物的震前异常的时间分布
,

都呈现出震前一天内达到峰值 的 特 点
,

其 中蛇例

外
,

可见它们的异常反应确是一种临震前兆现象〔 3 〕
。

但是它们 的震前异常明显 出现至 发 震

的前兆时间△ T
。

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 图 1 )
。

图 1 表明
,

蛇
、

鼠和鱼的前兆时间基本相同
,

记作△ T
O

c l ; 鸡和狗的前兆时间基 本相

同
,

记作△T
O

c l
。

猪和大牲畜的前兆时间基本相同
,

记作△T
o c 。 。

同时
,

由 图 1 一 A
、

B

、

C
、

D可分别得到各类动物的平均前兆时间的近似 比
:

A
.

△ T
O

c l : △T
“ c 卜 △T

o
c 皿

B
.

△T
” e l : △ T

”
e l : △T

“ e n

C
.

△ T
“

c l : △ T
。

c n : △T
“ c 皿

D
.

△T
“ e x : △T

” e 兀 : △T
“

e 皿

= 1 0
: 2 : 1 ,

= 3 4
:

2 : 2
,

二 3 : 2 : 1 ,

= 3 :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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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前不同种类动物异常的前兆时间

由此可见
,

蛇
、

鼠
、

鱼等动物的平均前兆时间要比鸡
、

狗
、

猪
、

大牲畜等家养动物长 2

天左右 ( 见 C
、

D )
,

甚至长达 10 天至 1 个月左右 ( 见 A
、

B
.

) 鸡和狗的平均前兆时 间比猪

和大牲畜略长
,

可以认为基本相似
。

这表明
,

地震前动物异常现象具有明显的序列特征
,

即

蛇一鼠一鱼令鸡一狗今猪一大牲畜今发震
。

图 1 表明
,

不同地震的动物异常序列中
, △ T

O c : 和△T
O

c ,是基本相一致的
,

近似为 1

至 2 天
,

即表明
,

这些常见家养动物的震前行为异常现象确是一种临震前兆
。

但 是 △T
O

c l

的差异性很大
,

唐山地震和龙陵地震的△T
O

c l 基本相似
,

但比海城地 震 约小 10 倍 左 右
。

1 9 7 6年 8 月 1 6日四川松播地震前小动物异常的前兆时间约比大动物大 10 倍左右〔 “ 〕
。

根据 有

关报告的分析表明
,

不同地震前动物异常的△T
O c 的差异性

,

不仅主要取决于不同地 震前的

事

拳

10ē曰日川川川州卜|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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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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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震

日寸 宙司

地球物理一化学因素前兆异常背景
,

同时也与地震预

报消息相联系的人们心理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 6 〕
。

近年来
,

有关地震前动物异常行为的某些实际观

察结果
,

也同样可看到这种相类似的 序 列 特 征 ( 图

2 ) 〔 7一 1 0〕 。

图 2 表 明
,

地鼠 ( K a n g a r o v r a t s )和鱼类 ( 泥

鳅
、

鳝 ) 的前兆时间约 比 黑 猩 猩
、

鸟类 ( 鸽
、

鹦鹉

等 )
、

狗和驯养动物 (河马
、

小熊猫
、

梅花鹿
、

猴等 )

平均约长 2一 10 天左 右
。

2 3

图 2 』:地震前实际观察到动物

异常的前兆时间
( z

。

地鼠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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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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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狗
,

1 1 0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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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震前动物异常序列特征的原因探讨

根据有关动物感觉功能的研究和地球物理的某些

实际观察结果
,

看来震前动物异常行为主要与震前声

发射
,

自然电场的异常和化学因素异常等三大类地震

前兆有关 (表 1 ) [ 。 ’ ` 二 ]
。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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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马京生等
:

地震前动物异常的序列特征及其分析

亏声
, - 动物的敏感性与有关的地震前兆

高频声 ( 1 ) 低频声 地面 振动 } 水 质 地气味 场 1空气离子 ` . )

巨卜一

|
物类

十+++

.

ō+

十++++
.

+
.

十+一十
.

+ē一+
ù

.

+
.

十+惫

+
.

十

十十

++

蛇

鼠

鱼类

+ +

+ +

+ +

+ +

+ + ` 3 》

+ +狗猫鸽

大牲畜 有关感官的 功能缺 乏实际研究

落

峪

( 1 )岩石样 品破裂实验 表明
,

在破裂前观测到高频声发射
,

但野外观测尚未 有结果 [ 1 2 〕。

( 2 ) 尚未有野外的直接观测结采
,

但是地震前氛含量变化和静 电场异常等可产生空气离子 t 立 3 ]
。

( 3 )鲍鱼等具有 电感受器官的鱼类
。

+ + :

动物的敏感性高于人
, + :

动物具有一定的敏 感性
,

但缺乏与人的比 较
, + ?

:

对 鼠行为异 常 有 明 显作 用
,

缺乏与其 他动物 和人的 比较 t 工 3 ] ,

空 白 : 缺少实际的观察数据
,

或数据有争论
。

表 1 可见
,

蛇
、

鼠
、

鱼类等动物的穴居和水生的特定生态环境
,

有利于其他动物对低频

声
、

地面振动和气味等地震前兆刺激的接收
。

蒋锦昌等人的报告表明
,

三级 左 右地 震震中

附近所观测到前兆地声
,

其优势频段 1 50 ~ 2 50 赫芝的声波
,

水中的声压要 比基岩面上约高三

个数量级
,

同时 比某些骨缥鱼类相应的听觉域值约高 40 分贝
。

可见这些鱼类完全有可能优先

于其他陆生动物觉察到水中的前兆地声
。

在距震中约 1 50 公里的五级左右地震前所观测到的前

兆地声
,

在水中的声压级同样可为这些鱼类觉察到
,

但其他陆生动物都几乎不可能听到〔1。 。

根据 S t i e r m a m的报告
,

用模仿雷声的低频声刺激埋在 30 厘米下的 蟾蛛
,

能 引 诱 它出

洞
,

并据此推测某些其他穴居动物 ( 如蛇等 ) 的震前异常反应
,

可能是接收到地震前的某种

低频振动刺激而引起的〔 1 5〕
。

由H il l等人的观测和分析结果表明
,

地震声和前兆地声 主 要是

由主震和主震前微破裂事件的 P一波所激起的地面垂直振动所至 〔16 〕 。 、

由此可 见
,

地 表 空气

层所接收到的地震声和前兆地声是 由震前弹性波由地下传至地表
,

引起地表的垂直振动所激

起的
。

可见
,

某些穴居动物不仅可能优先于其他地面上生活的动物而接收到震前弹性波
,

同时

洞穴可起到混响腔和谐振腔共鸣效应的作用
,

进而增强其接收敏感性
。

某些具有电感觉器官的鱼类
,

如鳃鱼等
,

对外周 自然电场的敏感性要 比其他陆生动物敏

感得多
,

其敏感性可达到微伏 /厘米量级的自然电场的变化
,
要 比猴

、

鸟类等 灵 敏 2 至 4 个

数量级 〔 “ 〕 。

烟井新喜司和他的小组观察到
,

当存放鳃鱼的水缸与地绝缘时
,

鳃鱼的 震 前异

常反应就不再出现
。

同时还发现
,

所记录到的大地电流的 V形变化
,

与鳃鱼活动和地震发生

都是相关的 〔17 〕。

由此可见
,

地震前动物异常的序列特征
,

主要与动物本身所处的特定生态环境和对其环

境中所出现的某些地球物理一化学前兆刺激的感觉能密切相关的
。

纷 三
、

震前动物异常的序列特征是判断
“ 真假 ” 异常的重要标志

在临震预报中对动物异常行为现象的识别
,

不仅是常遇到的重要问题
,

同时也是一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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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复杂的问题
。

由地震前所出现的种种动物异常行为现象的 自然属性来分析
,

仅仅是它们在

进化过程中由自然选择的方式所获得的适应性行为活动方式的一种反映
。

亦即在某些非地震

环境因素变化 时
,

如天气变化等
,

以及 自身机能状态变化时
,

也都同样可 出现类似于震前的

异常行为
。

事实上
,

动物机体并不具有检测地震前兆的专一性系统
。

也就是说
,

动物机体的

各种感官绝不是为检测地震前兆而长的〔 8 〕 。

因此
,

由各种环境因素的作用和动物本 身 的机

能状态等方面来识别非震异常是极其重要的〔 “ 〕
。

但是
,

`

从动物异常的时一空特点 和 序列特

征 上作进一步分析
:
就更可能把握住

。

对
·

于一个强烈地震来说
,

在孕震过程中
,

有关的地球物理场的前兆异常
,

’

在时间上和空

间上具有一定的发展过程
。

因此
,

与此有关的动物异常现象不可能只局限于 某 些 类 型的动

物
,

必然是涉及到一定地 区范围内的多种类型的动物
,

并在时一空分布方面也必然会呈现出

相应的发展过程
。

由此可见
,

动物异常的序列特征可作为判别动物异常现象是否 与发震有关

的重要标志之一
。

·

1 9 7 6年 1一 2 月山西晋中地区蛇大量出洞
,

似乎预示着大震就要来临
,

但是经当时的调

查研究
,

系与地震无关
。

从 当时蛇 出洞的情况来看
,

在居 民区等地方发现的约占 90 %以上
,

田野发现的只占少数
,

并基本都是在该期间的每天中午至下午四时左 右
,

即一天中的高温期发

现的
。

同时
,

蛇出现的发展过程由运城地 区至临汾地区
,

与暖流的运动过程相一致的
,

即暖

流期的 日均最高气温为 10 ℃左右
,

比往年同期约高 5 ℃左右
。

由此可见
,

当时这期间的蛇出洞

现象
,

系与当时局部地区的气候影响密切有关〔 8 〕。

另一方面
,

当时该期间的动物异常现象
,

仅以蛇为主
,

其他动物极少
,

如鼠等穴居动物的异常几乎没有出现
,

同时一般常见家养动物

的异常现象也很少
。

所 以未能构成震前动物异常的序列特征
。

1 9 7 8年 5 月 7 日凌晨四点左右西宁市一些地区的狗突然狂咬
、

哭泣
,

黄河路废品站的狗

哭声甚是悲切
,

其 原 因 难 以判断
。

但是调查了附近的家禽并无鸣啼
、

骚动等行为异常
,

在

这之前并未发现其他穴居动物的异常
。

由此可见
,

狗的这种异常行为的原因虽然一时难以识

别
,

但由震前动物异常序列特征上来分析
,

我们确很容易确定
,

这系与地震无关的非震异常

事件
。

李

委

结 语

由震前动物异常现象的序列特征可看到
,

一般常见的家养和其他驯养动物的震前异常现

象的发展过程
,

主要集中在震前 1一 2 天内
,

即可作为临震的一种指示性宏观前兆信号
。

但

是
,

蛇
、

鼠
、

鱼等穴居和水生的野生动物
,

其震前异常现象的发展过程要比家养和驯养动物

长达数天至数十天
。

因此它们不仅是家养和驯养动物的前趋性异常
,

同时可作为短临地震预

报的一种指示性宏观前兆信号
,

如海城和松潘地震
。

由震前动物异常的序列特征与地球物理前兆背景的关系上来看
,

蛇
、

鼠
、

鱼类等小型野

生动物作为地震前动物异常现象的观察研究对象
,

更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

不仅在孕震过程

中
,

它们的异常行为现象及其发展过程
,

可比一般家养和驯养动物的异常现象提供更有用的

短临前兆信息
。

从普遍性上来看
,

鼠类和鱼类比蛇普遍多见
,

并不比一般 家 养 和驯 养动物

差
。

同时
,

对揭示震前动物异常原因的研究
,

鼠类和鱼类等具有比较清楚的生物学研究基础

和地球物理学的观测基础
。

参

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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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目前大多数动物异常资料是震后调查 的
,

因此资料的精度受到一定的限制
。

这就给

研究震前动物异常的时间分布和序列特征带来了困难
。

所以本文所得到的震前动物异常现象

的序列特征
,

虽然反映了许多震
.

例的客观情况
,

但还必须有待于根据今后某些震前动物异常

现象的客观观察结果
,

作进一步的精确分析研究
。

( 本文 19 5 1年 3 月 i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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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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