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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级地震前兆异常

及有关问题的讨论

李 有 才
( 四川省地震局 )

摘 婆

本丈介绍 了一九八二年六 月十六 日甘孜地震的有关情况
,
并叙述 了这次地

震的中期
、

短 临前兆异常特点
, 就这次地震的预报成功

,

时 “ 晾合预报
” “ 异

常背景 ” 、 “
教感点 ” 等问题进行 了讨论

.

撰火

一
、

概 况

1 9 8 2年 6月 1 6日0 7点 2 4分
,
在四川省甘

孜县西北发生了M : = 6
.

0级地震
。

宏观震中

位于扎科公社麦玉弄与瑞达之间的扎科断裂

上
。

地理座标为北纬 3 1
0

5 2 , ,

东经 9 9
0

4 2 , 。

震

中平均烈度为 7度
。

震源深度 17 公里左右
。

这次地震属主震余震型 ( 图 1 )
。

这次地震前
,

由于观测到突出的前兆异

常变化
,

四川省地震局作出了较好的预报
,

预报三要素基本准确
。

预报的主要依据是甘

孜台视电阻率
,

其次是地震活动性
、

地下水

等异常
。

笔者根据震区现场的考察和资料核实
,

就这次地震的前兆异常
、

观侧和预报等方面

间题进行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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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兆异常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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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继 19 81 年四川西部地震活动增强的背景之上
,

1 9 8 2年 l 一 5月继续出
一

现增强的异常

变化
。

空间上
,

主要在四川的西北部地 区
,

_
_ _

_

_

一,.’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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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J川-00气匆

并且在绵竹
、

坟川
、

金川
、

马尔康
、

壤塘至

甘孜一带形成一条北西西向小震活动条带
。

小震活动呈现有向震甲甘孜~ 带迁移的趋势

(图 2 )
。

( 2 )甘孜单台资料表明
, 1甘82年 互月以

来
,

发生M `
> 1

.

5级地震的次 数明显 地 增

加
。

( 3 )甘孜单台资料表明
,
自1 9 8 1年 1 月

道孚 6
.

9级地震后
,

b值仍处于 0
.

5 , 。
.

6的低
.

值异常之中
。

2
。

地电

( l )距震中 30公里的甘孜台视电阻率
,

自道孚 6
.

9级地震后
,

于 1 9 8 1年 5月出现大幅

度下降的异常变化
,

1 9 8 2年4月中旬又出现加

速下降绮 4月底转折回升
, 6月 2日转平

,
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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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川西部地区地震震中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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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发生地震
,
震后 6月 26 日恢复正常

。

异常时间为14 个月
,

变幅达 2
.

4 Q M ,
相对 变幅达

丫%
,
超过月均方误差 34 倍

,
超过正常年变幅 3 倍以上

,

异常十分突出
。

与玉 树 6
.

6级地震

和道孚 .6 9级地震变化相类似 . ( 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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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 9 8 2年甘孜台视电阵率 日均值
、

月均值 图 ( 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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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距震中20 公里的 62 道班观测到地电流出现有变幅为 7微安
,

时间达 40 天以上的异常

变化 ( 图 4 )
。

距震中 25 公里的甘孜县地办地电流 自记仪
,

从 6月 6 日开始
,

记录到 30 余次

·

李有才
,

甘玫合视电阻串异常特征的讨论
,

四川地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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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级地震前兆异常及有关同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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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频脉冲异常变化 ( 图 扮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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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甘孜地办地电流 自记曲线 图 ( N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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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临震前 1 天
,

甘孜
、

道孚
、

巴塘等台地磁垂直分量日变幅出现明显变小的异常
,
与往

年同季度磁静日相比较
,

日变幅要小加伽马左右
,
其中以甘孜台的变化最为突出

。

据国家地

震局地球所提供的资料
,

6月 15 日仅出现有 K = 4 的磁情指数
,

未发现有磁暴 ( 图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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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震中15 公里的生康区土应力两个方向同时出现大幅度下降的异 常变化
,
变幅分别

为10
、

20 微安
,

异常时间达 70 夭
,
震后迅速恢复正常 ( 图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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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甘获县生康公社土应 力日均值曲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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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距震中 30 0公里的康定台水平摆地倾斜
,
临震前的 6月 14

、

15 日
,
东西和 南 北向出现

日变形态拉平
,
或振幅加大几倍的异常变化

。

与炉霍7
.

9级地震
、

道孚 6
.

9级地震前异常情况

相类似 ( 图 8 )
。

6
.

距震中 1 80 公里的理塘毛娅温泉水温
,

出现有变幅为 9 ℃
,

时间达 4 个月的异常变化

( 图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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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台水平摆地倾抖逐时值曲线图
0

f h o u r ly v a l u e s o f t i l t a t k a n g d i n g s t a t i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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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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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 h e d a i l y

理琦毛址温泉水温 日均值 曲线图
a v e r a g e v a l

u e o f t h e t e m p e r a t u r e o f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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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据震后现场调查
,
发现这次地震前 1一 2 天才 出 现 有 较 多 的宏 观 异 常

,
异 常 种

类有 14 种
,

共 59 起
。

主要是猪
、

牛
、

马
、

狗
、

鼠
、

猫
、
鸡

、

地声 和 地 下 水
。

但 数 量 最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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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狗
、

牛
、

乌
。

动物异常主要表现为
:
惊恐

、

烦燥
、

外逃和狂吠
。

地下水 异 常 主 要表现

为
:

井水位下降
、

泉水千枯
。

从空间上看
,
宏观异常主要是在 6 度区内出现

。

三
、

几个问题的讨论

睡 对甘孜 6
.

0级地震的预报是我省几年来预报地震三要素较好的 一 次
,

在 预 报 思 想
、

方

法
、

技术及理论研究上
,

与以往几次成功预报有许多不 同的地方
。

为了说明问题
,

现对如下

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

1
.

关于综合预报问题

如何进行综合预报
,
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 〕

。

甘孜 6
.

。级地震的预报成功说明在各单项

手段异常可靠的基础上是可以进行综合预报的
。

所谓可靠
,

就是指资料长
、

连续
,

物理意义

清楚
,

以往对应 ( 或预报 ) 地震效果好
。

在这种条件下
,

那怕是 i 一 2 种手段的少数观测资

料
,

对于某些地 区也是可以进行地震预报的
。

2
.

主要和次要问题

在我国地震科研和预报工作中
,

常把地形变
、

测震和地下水三种手段作为突破地震预报

的主要前兆手段
。

从这次甘孜 6
.

0 级地震的预报可 以看到
,

提供这次预报的主要依据不是三

大手段所给出的
,

而是 由一般认为是次要的甘孜台地电所给出的
。

看来
,

主要和次要是人为

的
,

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化的
。

因此
,

应该结合各地区具体的地质构造和各手段本身的

条件
,
总结出适合各地 区的主要前兆预报依据

。

3
.

关于异常背景间题

在海城
、

松潘地震的预报过程中
,

一般都遵循了
R
长中短临

”
的阶段性来实 现 的〔 , 〕 。

这次甘孜 6
.

0级地震
,

是在没有中长期趋势背景的情况下预报成功的
。

震前
,
甘 孜 台视电阻

率有 14 个月的趋势异常
, 1 9 8 1年 1 月道孚 6

.

9级地震后
,

甘孜单 台 b 值一直 处于。
.

5一。
.

6的
低值异常之中

,

异常时间也达 16 个月左右
。

震前
,

由于未考虑这些背景性异常
,

所 以在短期

预报中地震震级偏小
。

4
.

关于敏感点的间题

在分析观测资料中
,

发现甘孜台北西 60
。

视电阻率对 四川西部鲜水河断裂带 6
.

0级以上地

震都有较好的反映
,

因此
,

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敏感点
。

经多次现场考察
,

发现它具有如下几

个较突出的特点
:

( 1 )供电极距斜跨甘孜一马尼千戈大断裂
,
测量电极正好位于此断裂上

。

该断裂是一条

活动很强的断裂构造
。

( 2 )台址附近无工业游散电流或大的干扰源存在
。

( 3 )台址处浮土层不厚
,

经钻探证实
,
基岩埋深仅 30 多米

,
下伏岩石较破碎

。

( 4 )气候干燥
,

年降雨量不足 5 00 毫米
。

5
.

台网的疏与密问题

1 9 8 2年 6月甘孜 6
.

0级地震发生在我省台网边缘地区
。

1 30 公里范围内仅有一个综合性的

甘孜台
, 3 00 公里范围内仅有一个甘孜电阻率台

,

虽然地区宽广
,

台 点 稀少
,

但由于台址处

地质构造和地理条件较好
,

震前仍观测到突出的前兆异常变化
。

但是
,

在我国一些前兆台网

较密集地区发生较大的地震
,

仍未观测到令人信服的前兆异常变化
,

因而
,
出现了地震的漏

幼嘴

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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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作好一次较大地震的预报
,

不仅需要布置密集的前兆观测台网
,

但最为重

要的是
,

要选择环境干扰小
,

观测敏感的地区作为前兆观测台址
。

…
6

.

关于仪器间题

在探索地震预报中
,

采用了原物探观测中使用的各种仪器
,

如电阻率法的 D D C一 Z A
。

甘孜台也使用 D D C一 Z A 仪器
。

鲜水河断裂带上爱生的几次 6
。

O级以上地震
,
甘孜台视电阻

率都观测到较突出的前兆异常变化
。

看来
,

那种认为物探观测所使用的仪器精度低
、

陈旧
、

易受千扰
、

.

资料不可靠的观点
,

至少是不全面的
。

公

( 刁丈文 1 9 8 2年 1 1月 1 5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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