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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应用地磁总强度资料
,

用两台差消除地磁场短周期 变化
,

同
·

时亦削弱

了长期 变影响
,

从而 使年 变呈 线性 变化
。

然后 采用趋势面法 求得剩余长期 变地

区性改正量
。

资抖处理后
,

显示唐山 大震前可能有一年半以 上的异常
,

变化幅

度约 10 伽 乌
,

时 台 网中其它 几个 6 级左右地震亦有较好的异常反应
。

引
`

言

”

地磁总强度F 观测方法简单
,

精度较高
,

河北省及其邻区的台站密度较大
,

资料连续性

较好
,

因此
,
为资料分析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

本文主要对地磁总强度资料处理 问题提出

“ 些办法
,

业用于震例中去检验
,

取得了初步效果
。

但由于观测误差
、

通化误 差以及长期变

化的消除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
,

本文对总强度资料的分析和处理只做为 探 讨
,

仅供 参

考
。

续

二
、

资料处理方法

我国东部地区的地磁场长期变化〔 1 〕以及其改正方法〔 2 〕 ,

已有著作加以介绍
,

在此不再

重复
。

作者仅取与华北地区有关的长春
、

北京
、

兰州三个台自1 9 6 0年以来的地磁总强度年变

化进行计算
。

这三个台的年变化在 1 9 7 4年前呈现 趋 势 下 降
,

长春台下降幅度平均为 一 2 5
.

7

丫 /年
,

北京台为 一 26
.

8丫 /年
,

兰州台为 一 24
.

3 Y /年
,

变化幅度基本一致
。

74 年后
,

变化转

缓或返向上升
。

年变化幅度显示 由西向东增大
。

据几年来的观测
,

总强度日值资料离散度较大
,

如 1 9 7 5年统计
,

北京台平均有 10
.

2 %的

日值偏离
,

当月月均值为 1 0
.

2一 49
.

7伽马
, 1 98 0年平均有 1 4

.

4 %的 日值偏离
,

当月月均值为

18
.

6一 68
.

1伽马
,

因此
,

本文采用月均值来分析
。

单台月均值呈现明显的周期变化
,

一般是

夏季高
,

冬季低
,

变化幅度通常为 10 一 20 伽马
。

在河北省及其邻区
,
这一变化有南大北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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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

1 9 7 9一 1 9 8 0年泰安台与呼和浩特 台地磁 F 月均值不仅具有上述特征
,

还显示 出季节变

化迭加在长期变背景上出现 ( 图 1 )
,

每月变化趋势仍显示有较好的一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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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泰安 台
、

呼和 浩特台地磁 F 月均值图

M o n t h l y m e a n v a l u e s o f b o t h T a i a n s t a t i o n

a n d H u h e h a o t e s t a t i o n
.

.

地磁总强度长期变化的地区性和季节变化的同步性为简化资料处理过程提供了可靠的条

件
。

本文以青光台为参考点
,

对部分台站进行通化处理
。

通化后
,

平原区的各台误差均不于

士 2
.

3 0伽马
,

山区误差有所增高
,

河北省境内最大误差不超过 士 2
.

60 伽马
。

于是选取了十四

个台作为控制点 ( 见表 1 )
。

在用二元线性回归算得各台年变的基础上
,

利用趋势 面 法
.
求

得年变量与地理经纬度的关系式
:

E = 1
.

3 8 + 0
.

5 5 0 8 2 8△入一 1
.

2 5 3 9 2△小一 0
.

0 1 4 5 2△入“ + 0
.

1 0 10 6△入△小+ 0
.

刀 6 7 7 8△小
名

式中 △入 == 入
。 一 入; , △小= 小

。 一 小
: ,
入

。 = 1 1 5
0

( E )
,

小
。 = 3 6

。

( N )
,
入。 ,

小
。
为台站所处

地理经纬度
。

该式相关系数丫 = 0
.

98 2
,

标准偏差 S 二 0
.

5 55 伽马
。

督卜
/

拼

表 1

资料 使用 时 hlJ ( 年 )

起 } 止

通化 后平

均误差 ( 丫 )

资料 使用时 间 ( 年 ) } 通化 后平

勇

1 9 7 7

1 9 7 8

1 9 7 9

19 7 5

1 9 7 6

1 9 7 5

19 7 5

19 82

19 82

19 3 2

19 82

19 82

19 82

19 82

士 2
.

5 8

土 2
.

35

士 2
.

0 8

士 1
.

86

士 2
.

17

士 2
.

2 7

二扁耳三耳三斗鹦竺
沧 塑 1

` 9 7 9

…
` 9 8 2

1 牛2
·

2 4

不
_ _

县 1
’ 9 79

1
` 9 82

1
士 `

·

9 4

黄 壁 压 } 19 7 7

1 ’ 9 82
一

1 土 1
·

6 5

红 山
{

’ 9 , 5 }
` 9 8 2

1
土 “ 7 9

一
}

’ 9 7 7

}
’ 9 8 2

}
士 2

·

” 6

泰 一 安 }
’ 9 7 6

{
’ 。 8 2

{
士 2

·

3 9

呼和浩特 } 19 7 6 } 1 9 8 2
1

士 3
·

“ 6

口原城京低光黎家张阳沙宝青北昌

.

张家 口台 8 0
.

7一 81
.

6的资料因仪器差不清未采用
。

根据上述资料处理的误差情况
,

经年变改正后
,

两台差超过 5伽马
,

就可以作为衡量前

兆异常的界限
。

如果在平原区
,

可信度会更高一些
。

三
、

分析结果

根据所用资料时间长短
,

采用地震前后三年或六年的年均值为起算点
,

算出了逐月改正

量进行年变改正
。

按上述方法对有关台站资料进行处理
, 以观测震前的总强度变化情况

,

结

.

中国科学院地质所 四室
,

地艇 顶报中的数据处理方法
,

1 9 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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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下
:

位于宁河一昌黎断裂东段的昌黎台
,

距 19 7 6年 7月 28 日唐山7
.

8级地震震中80 公 里
,

从

对该台资料处理结果中看出
,

地磁总强度从 19 7 5年起呈现显著的下降变化
,

因此
,
震前异常

时间可能超过一年半
,

变化幅度达 10 伽马左右 ( 见图 2 )
。

图中还显示出
,
在 1 9 7 6年 1 1月 15

日宁河 6
.

9级地震后
,

F值有所回升
,

接着再度下降
,

发生 19 7 7年 5月 1 2日 6
.

3级余震
,

变化

幅度达 8伽马左右
。

同年 n 月 27 日 5
.

5级余震 后
,

F值才恢复正常
。

对照波速比资料 可 以看

出
, 19 7 5年 3 月后

,

地磁场有个回升过程
,

与波速异常相呼应
。

因此
,

震前的地磁总强度变

化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

但是 1 9 7 5年的变化幅度仅 5 伽马左右
,

又 由于青光台资料限制
,

无法

往前延伸
。

唐山地震的异常起始时间仍是值得讨论的间题
。

1 9 8 1年 8月 13 日丰镇 5
.

8级地震震中周围 150 公里左右范围内
,

仅有阳原
、

沙城两台资料

较好
,
其中阳原台距震中 78 公里

。

该台资料处理后
,

显示于 1 9 8 1年 5 月出现异常
,

震前变化

达 7 伽马左右
。

而距震中 175 公里的沙城台无异常迹象
,

磁场显示平稳 ( 图 3 )
。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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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唐山 7
.

8级地震前后地磁总强 度 ( F ) 变化与波速异常时比图

( 波速资料据姜秀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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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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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级地震前后地磁总强度变化图

F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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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1。 8 1年 1 1月 。 日窿尧
5

` .

5级地震震中 3 5公里的红山台资料经过用上述方法处 理 后
,

震

前异常长达 13 个月
,

但变化幅度仅 6 伽马左右 ( 图 4 )
。

继 5
.

5级地震后
, 19 8 2年元月 26 日

牛家桥发生 5
.

1级地震
,

震中距红山台28 公里
,

图中显示 F值有再度下降的趋 势
。 `

震 后 8个

月才恢复正常
。

而距震中70 公里的深县台和 1 05 公里的黄壁庄台
,

`

震前磁场有所变化
,

均 未

构成异常
。

.

沙
红山台 ( “ 万5公里 )

“ l` , (自 , 题公 . )

二
庄台 ( 。 = 105公 . )

0。用。

.

1, 8 0
`

梦

图 4 隆 尧5
.

5级地震前后地磁 总强度 变化 图

F 19
.

4 D i a g r a m s h
o w i n g t h e e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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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 o 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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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e n s i t y o f t h e L o n g y a o e a r t h q u a k e o f M s 5
.

5
.

四
、

讨
一

论

睡

通过震例验证
,

本文提出的地磁总强度资料处理方法对消
气

除背景场
,
突出局部磁异常业

应用于震情趋势预报有一定效果
。

从有限的震例看出
,
磁异常幅度与地震强度呈现有一定关

系
,

但异常时间规律性较差
,

目前尚不能提出与三要素的定量关系
。

从异常反应来看
,

对中
、

强地震
,

在距震中 100 公里的范围内的地磁总强度是有反应的
,

对 5级左右的地震
,

地磁总强度异常仅控制在 50 公里范围内
。

由于震例尚少
,

还有待今后去

验证
。 ; 、:

从所列震例看出
,

地磁总强度变化在震前均系负异常
。

这可能与华北地区地 壳 应 力 场

( 近东西方向主压应力 ) 有关
。

据某些试验说明
,
磁化率在应力方向 ( 与磁化方向垂直 ) 上

减小
,

在应力垂直方向上增加〔 “ 〕 。

据有关论述
,

华北东部地区可能存在引张应 力 场
。

如邢

台
、

唐山等地震序列中
,

震源深度随时间有向深部发展的趋势等〔 ” ,

说明可能存在 东南一

西北方向拉伸现象
。

则岩石沿着与现代磁场相同方向磁化
,

在东南方向的拉伸下
,

地磁总强度

将变小 〔 “ 〕 。

由上述
,

不论前者或后者
,

都说明地磁总强度震前变小
,

是与岩石 受 力状态有

关
。

由此看来
,

震前地磁总强度呈负异常
,

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

各点值经年变改正后
,

还存

在着不同程度的周期变化
,

这可能与观测精度
、

通化距离
、

长期变的消除等间题有关
。

对这

一现象还需进一步探讨
。

本文所用总强度单台月均值申李玉锁
、

许智
、

谢美娟等同志计算
,

在此致谢
。

本文 19 8 3年 4 月 1 1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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