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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原地震前地倾斜趋势性异常

和短临突变的认识

马
`

桂 芳
( 内蒙古地震局 )

1 9 7 9年 8 月 25 日
,

内蒙古五原县发生了 6
.

0级地震
。

震前测震学指标和 某 些地球物理场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异常反应
。

其中地倾斜异常是比较明显的
。

大致可分为
,

缓慢而稳定的趋

势性异常和激烈而突变的短临异常
。

1
.

长趋势异常

距震中 1 7 0 k m左右的包头台地倾斜趋势异常是 比较明显和完整的
。

N一 S向倾斜异常不明

显
,

E一W向则异常突出
。

异常从 1 9 7 7年初开始出现
,

历时两年半
,

累积 幅 值 达 5 “

左右
。

(见 图 1 )
。

由于观测条件较差
,

仪器受气温
、

地面热倾斜等因素的千扰
,

曲线呈锯齿状周期

性变化 ( 年变 )
。

但只要细心分析便不难看出
,

年变曲线是叠加在一个大的背景性异常之上

的
。

这个异常缓慢而稳定地向东倾斜
,

至 1 9 7 9年初达到极大值
,

随后反向变化达半年之久发

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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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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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 台地倾斜趋势异常

实线 为年变曲线
,

虚线为趋势异常

我们认为
,

这个趋势性异常是由于震前应变能的聚集
,

使震中区地面隆起而引起的
。

它

是实际反映地境形变与地震孕育密切相关的真异常
,

而决不是干扰因素造成的假异常
。

这种

具有初始一加强一反向一发震一恢复特点鲜明的异常形态
,

与 “ 近源区型
”
的形变理论曲线

相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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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仙梦福喳势胜异常是进行币长期顶报的重要依据
、 也是进行短临预引乏的必备条件乳应给以足够

两董视七
、

过去有大只住意曲
一

线木身的变化特征
,

着眼午短临异常诱分析研究安
:

浙端
、
地倾斜只

不拉是友映短临异常
一

的渝兆手段
, 一不能用来班行中长期预报护看来这种观点平娜定暴秘墙当

愈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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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台地倾斜加速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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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临
;

异肴攀赵产上、权
一 . r

兴般来锐笋搔餐柑爆发之
巧

、

前江段例麟勺封间内
, 、

地形梭

是比较激烈的
,

这是岩石在强

大应变看百的作用午氛丈油稳态膨

胀向非{稳态蠕裂过
,

渡…所具有的

鲜明特点矛
`

娜 诉价屯
一

;

苏妇水 小

` _

沙 这次五原地震前盯
找宁月活1

日
,

在相距 4叭布 协乌拟特前

旗发生了一个 4
.

4 级地震
。

这

两次地震相隔26 天
,

异常分明

但却具有相同的特点
。

从呼和

一 浩特台倾斜矢量图上着 ;
;前旗

4
.

4级地震前异常从岁月含7日开

护
’

始到玄红日结束奋经…过 1妞夫之后
、

到
·

、后月
、

n 冬日 义出
一

现了新的异
扛常 ,ul 弓甘绪束 ;平静 感天后发生
:

五原: 6
、 .

衣级地震
。 少震后

·

由于应
;

为的董新调壑
,

继续异常1D 天

到 9月 5日结束
。

从两个地震的
`

异常形态上看
,

.

都表现为突然
一

转伺落
. ·

又大幅度向东南冲击的

特点 ( 见 图 2 )
。

由于这两个

地震距离近
,

时间间隔短
,

表

现为异常特点一致
,

以及根据

气: 侧震罕指称
·

,
`

:

故推测前孟旗 4
.

4

级地震很可能是五原 6
.

0级地

震的信号震
。

从呼和浩特
、

包头
、

乌海

( 距震中 1 8 o k m ) 三个台的倾

斜加速度来分析
,

两个地震的

异常也是截然分开的
。

但值得

注意的是
,

异常时间相当同步

( 见图 3 )
,

异常表现为时间

短而强烈
,

呈大幅度脉冲式突跳
。
这种临震前所具有的强烈而又词步的异常

,

说明在极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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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定范围内
,

地壳形变受着统一应力场的控制
,

这是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

虽然观测条件的优

劣
,

对异常形态可能会有影响
。

但无论如何
,

强震前在震源区及周围几个地震台的地形变观

测表现出强烈的同步突跳式的加速异常
,

可以有充分理由议为这是临震信息
,

这一点作为临

震的重要指标
,

是应当加以肯定的
。

·

通过这次五原地震
,

我们认识到
,

一个 6
.

0级左右的中强震
,

不一定 只 是提前半年左右

才能观测到它的前兆信息
。

在靠近震中的一定区域内
, : 在构造条件良好的部位上 ( 同一构造

带上 )
,

对该震反映的敏感点上
,

利用地倾斜有可能提前 l 一 2 年观测到 地 震 的 趋势性异

常
。

所谓地震的敏感点和盲区
,

不是固定不变的
,

对于不同的地震有不 同的前兆敏感点和盲

区
,

这可能主要受观测点所处的构造部位
、

地质条件
、

深部断层等因素的控 制
。

这 次前 旗

4
.

4级和五原 6
.

0级地震前几天 内
,

远隔 20 0公里的呼
、

包地区
,

在观 测 条件不甚理想的情况

下
,

皆能观测到较强烈的形变加速同步异常
,

可能与震区一包头一呼和浩特都处于 同一巨型

纬向构
.

遭带有关
。

( 本文 1 9 8 0年 4 月 1 5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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