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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提供 了 1 0 5 2年 1 2月
、 }

2 9 5 3年 5 月在景洪 东犯先后 发 生 的 s
,
8

、

5
.

3
、

5
.

7级地震及 1 9 8 3年 6 月莱州 7
.

0级地震的中期
、

短期
、

临震预报的实况和主要

依据
。

中期预报是通过 E 侧 f 释放速率 变化 出现异常
,

确 定本区处于 释 放加

速段
,

用最优分钊等周期分析法处理得该 区活动段将延退到 1 9 8 3年 6 月底
。

利

角地震活动位直演 变确定活动地点在景洪一江城 以 南地 区
。

短期预报主要根据
`

孕震过程 中依次 出现的三个兀 东向地震条带
,

b值从 1
.

3下降到 。
.

55
,

并 参考

了省 内大 范 围狡
n位突变异常

,

推算 出未来主震将 大于。
.

5级
。

按 文 献〔 1 〕广义
一 月

调制模式思路
,

确定震源体处于受调状态
,

进而外推称 莱州 7
.

0级地震 作 出临

震预报
。 一

·
`

-

引 言

睡 地震预报是人们很关心的间题
、
特别是短临预报更为人们所关心 6 由于间题钓复杂性

,

因之 目前所谓成功的预报也仅是针对复杂类型中的某些简单类型而言的
。

这些简单类型的预

报将会给我们以信心去研究复杂类型的地震业逐步实现预报
。

本文将我们对云南景洪和莱州

地区地震的预报过程和依据作一介绍
,

·

尽管这是简单类型的
,

但它对今后的地震预报工作也

还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

云南景洪三次中强地震和莱州 7 级地震的参数介绍

少
:

从 19 8 2年 12 月至 19 83 年 6月在滇西南及境外莱州先后发生了三次 M s ) 5
.

0级
`

和M : 二 7
.

0

级地震
。

它们的参数见表 1
。

震 中分布与地质构造关系示于图 1
。

一
“ …

二

用全国基准 台网和云南区域台网 P波初动解得莱州 7
.

0级地震机制参数如表 2
、

图 2
,

其

M 。》 4
.

0级余震分布见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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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级一sM
八ù̀一L一ù石内。7

一、”
ù
一户舀óó一勺

发震时 间 发震地点

宏观盈中
年 月 日 北纬 东经

甲.月才.1

…
ó勺pa叮̀1 9 8 2 1 2 2 8

1 9 8 3 6 2 6

1 9 8 3 5 2 8

19 8 3 6 2 4

2 2
0

1 9
, 10 1

0

0 0
,

22
0

2 6
, 1 0 1

0
10

,

2 2
0

2 2 , 10 1
0

0 7
,

2 1
0

4 1 , 10 3
0

1 9
,

景洪东 北

景洪东 北

景洪东 北

越 南莱州

弃

玻勃拉用

图 1 景洪 莱州地震震 中分布 图

F 19
.

1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e p i e e n t r e s o f

t h e J i n g h o n g ,
L a i z h o u e a r t h g u a k e s .

表 2

节面 人 节面 B X 轴 Y 轴 T 轴

走向
一

倾向 倾角

1 1 8
0

N E 6 6。

走向 倾向 倾角

2 4
0

N W 7 3
.

5
。

方件
30 “

仰角

3 3
0

方位

3 0 1
0

仰角

15
0

方位

34 0
0

仰角

2 7
0

方位

7 1
.

5
。

仰角

5
。

方位

1 7 0
0

仰角

6 1
.

礴

之

气

0 4 0一 4
.

,

O
,

,

“ 一 `
·

, \

一 0 3
.
1 2

`
.

, 8 2 0 2今 2目 粼
p 初 动向上

P 初动向 下

图 2 莱州 7
.

0级地震 P波初动解

F 19
.

2 T h e m e e h a n i s m o f t h e

L a i z h o u e a r t h q u a k e
( M = 7

.

0 )
.

图 3 莱州 7
.

0级地震 余震震中分布图

F 19
.

3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e p i e e n t r e s

0 f a f t e r s h o e k s o f t h e
L

a i z h o u

e a r t h q u a k e
( M

= 7
.

0 )
. 少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滇西南有几组 N W向构造向东南方向延伸并在越南莱州附近有出露
。

图 2 中的节面 A的走向
、

倾向
、

旋性与前述 N W向构造一致
,

与图 3 中余震区长轴方 向也非

常一致
,

初步确定节面 A 为 7
.

0级地震的真实破裂面
。

二
、

中期预报

中期预报主要依据是地震应变释放速率
、

活动分期
、

空间位置的演变
。

1
,

应变释放加速

根据本区 1 9 6 5年以来地震活动特点
,

当中小地震的能量释放速率加大时
,

后面可能有较

大地震
。

定义本区应变释放速率小于 0
.

4 只 10
“
焦耳

` / ’

/月为积累释放段
,

大 于 。
.

4 x 10 e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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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 /’

/月为异常释放段
。

图 4 所示从 19 8 1年 9 月到 1 9 8 2年 6 月释放速率为 1
.

9 5x10 .
焦耳

’ z ’

/

月
,

异常显著
。

据此外推 19 83 年上半年就有发生 6
.

1级地震危险
。

如果目前只是预 释 放段
,

未来就有可能发生大于 6
.

8级地震
。

辱
3 0 0

2 0 0

10 0

! 8 7 , . 0 日它 8 2

图 4 淇 西 南艺讶 E 一 t 图

F i g
.

4 T h e m a P o f 习记 E 一 t

i n s o u t h w e s t e r n a r e a o f

t h e Y u n n a n P r o v i n e e .

心

2
.

处于活动期内

取 M s
) 5

.

0级地震为下限讨论本区活动与平静的分

期
。

定义 23 个月内本 区无 M
s 》 5

.

0级地震为平静段
。

经过

处理可得表 3
,

从表中可 以算出活动期平均时间为 22
.

5

个月
,

平静期平均时间为 26 个月
。

从 1 9 8 1年 9 月起至今

才 活动近 1 4个月
,

估计本活动期将延续到 19 8 3年上半年
。

对M s 》 5
.

0级地震间隔序列用最优分割法作进一步

处理
,

结果与前一致
。

3
.

地震空间演变

根据过去经验
,
若有中小地震条带出现则可能有较

大地震
。

在表 3 中的 4 个活动段中均有一个相对集中的

释放地点
。

唯有 1 9 7 9年 3 月磨黑 6
.

8 级地震前全区均有

活动
。

根据文献〔 5〕
,

孕震体的大小与主震震级 有 关
,

1 9 8 2年本区地震 活动紧缩在一条 N E向构 造带上
。

按照本区过去前震活动范围与主震位置关

系类比未来地震地点在景洪一江城一线以南地 区可能性更大些 ( 见图 5 )
。

表 3

活动时间段 ( 月 ) 平静时 间段 ( 月 )

O

O

4
.

0一 4
.

8

5
.

0一 5
.

日

1
仆̀已七、 ,J产

自O尸月J、乞

19 6 5

19 69

19 7 5

1 9 7 8

19 8 1

7 一 19 6 6

2 一 19 7 3

10一 19 7 6

8 一 1 9 7 9

9 一 1 9 8 3

9 1 5

8 5 5

9 1 2

8 8

6

1 9 6 6 1 0一1 9 6 9 1 2 8

1 9 7 3 9 一 19 75 9 2 5

丁气 7 6 1 0一 19 7 8 8 2 3

9 4 一 19 8 1 8 2 9

了
. 8 3

.

`
.

`

O O
10 0 1 0 2 1 0 4

唾 三
、

短期预报 图 5

中期预报意见提交后
,

于 19 82 年 12 月 28 iF g
.

5

日在预报地区的景洪东北发生了5
.

8级地震
。

同期在境外老挝境内发生了5
.

1级地震
。

中强

地震迅速由一个北东向断裂带向南 扩 {展 近

1 0 0公里
,

整个活动图象与 19 7 9年磨黑 6
.

8级

地震孕震范围极为相似
,

只是地 点 偏 东 偏

南
,

按围空长轴与震级关系算得震级在 6
.

9一 7
.

6之间
。

19 6 5一 19 8 2
.

10淇西 南M
; 》 4

.

0

级地震震中分布图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e P i e e n t r e s

0 f e a r t h q u a k e s
( M : 》 4

.

0 )

i n s o u t h w e s t e r n a r e a o f

Y u n n 蕊n P r o v i n e e i n 1 9 6 5一

O e t
.

19 8 2
.

`”” 3年 “ 一 4 月份`
,

”级左右小震在澜仓一思茅? 带又形叮
一个

’

)匕东 向涤 带 `见 图

6
’

)
。

这样
,

’

从 1 9 8 2年召 月 20 日越南地震开始
,

由南 向北先后形成了三个北东向地震活动条

带
,
这预示着一个大震震源体的存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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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东卜礴,.

另外
,

按照新的孕震范 围取 样
’

计
`

算 b

值
,

发现 b值从 1 9 8 0年 的 1
.

3一 1
、
4 下 降 到

。
.

6 ,

其异常幅度比 6
.

8级地震前还大 ( 见图

7 )
。

再者 19 8 3年 1 月 17日一 2 9日云南多个

高温温泉氛含量突变
,

这些突变点主要集中

在红河断裂和小江断裂带上 ( 见表 4 )
。

表 4

方

同季度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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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 9 8 1
.

9一 19 8 3
.

6滇 西 南及邻 区

M : 》 4
.

0级地震震中分布图

F 19
.

6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e P i e e n t r e s o f

e a r t h q u a k e s
( M L

) 4
.

0 ) i n

5 0 u t h w e s t e r n a r e a o
f t h e Y u n n a n

p r o v i n e e i n S e p t
.

1 9 8 1一 J u n e 19 8 3
.

澜仓

下关

洱玩

南涧

汤池

会泽

动遮

普洱

四
、

临震预报 ! , 7 8 , 3 8 0 8 1 8注

调制模式对莱州 7
.

0级地震的临震 预 报

起决定性作用
。

1
.

19 8 3年 4 月 2 9日思茅东南 4
.

2级 地 震

是在一个平静段后发生的
,

照过去经验它是

一个信号地震
。

2
.

出现了一个快速
、

反向迁移过程
。

图 7 19 7 8一 19 8 3
.

4滇西 南及邻 区 b值 变化

F g i
.

7 C h a n g e o f v a l u e o f b i n s o u t h
-

w e s t e r n a r e a o f t五 e

a n d i t s v i e i n i t jr i n

1 9 8 3
.

Y u n n a n p r o v i n e e

1 9 7 8一 A P r i l

在前述三个北东向条带形成以后
,

本区出现 了一个 20 天的极其平静的阶段
。

5月 21 日位

于该区帚状构造帚部的南润发生 了4
.

7级震群
,

接着 5月 23 日在景谷附近发生了 4
`

9级地震
,

随后于 5月 2 6
、

2 8日在景洪发生了5
.

3
、

5
.

7级地震
。

这一个近南北向地震迁移条带强
、

度愈来

愈大
,

速度越来越快
。

平均迁移速度约 39 公里 / 日
,

是向外扩展速度 的 84 倍
。

根据过 去 经验

这一过程标志着震 源体进入失稳状态
。

3
.

氧值两次突变

与地震活动突增现象同步
, 5月 20 一 6月 20 日云南多个高温泉氛含量 再 次 突变 ( 见表

5 )
。

.

4
.

、

确定震源处于受调状态
,

按照短临震阶段的调制模式进行外推预报
。

`

与前述多次中强地震不同
, 4 月 2 9日4

.

2级地震出现在望 日附近
, 5月 23 一 28 日几个 5

.

0

级以上地震又集中于望日附近
,
同期思茅台气压出现大幅度下降

,

幅度近 10 毫巴 ( 低纬度地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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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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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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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 0
.

0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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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2
.

19

6 月 1 0日 2
.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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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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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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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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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0 1 3 1 17

6 1孚 1 1
_

7 8

8 , 2

8 6 8 \.i’了 \ {

尸
“ ’

}}
写

8日4

介J月任J组nU
`.上ù .ō J

q11内n
,1

.

…
`

八U八“,ùonó内了n”内Q
,iJ“,̀,̀月了,曰九幻

..

.

.-

勺̀.峪n.ǐ吕几」

,曰
,l

;
”

{
。

图 8 触 发 因素变化图

F 19
.

8 m o d u l a t i o n a n d t r i g g e r f a e t o r s
.

区这种变化是少见的 )
。

这几个地震均发生在触发 因素集合时段
,

标志着震源体处于受调状

态
。

根据文献〔 1 〕的理论
,

未来主震应 出现在下一个触发因素集合时段
,

即 6 月 23 一28 日
。

临震时间预报提出后
,

6 月 13 日又出现了 K 二 9 的罕见大磁暴
。

倍九法外推第一个发震时段

应在 6月 22 日前后 ; 6 月 15 日后思茅台又出现一次大幅度降压过程
,

就在这一过程结束时即

6月 2 4日发生 了莱州 7
.

0级地震 ( 见图 8 )
。

唇

多
附录

:

预报情况

发 报时 间
、

方式

19 82年 11 月向省中期会商会提 出 书 面 预报

意见

中期 预报部分

1 9 8 3年 2 月 2 日在省中期补充会商会上发言
( 见纪要 )

19 83 年 6 月 2 4 日省局大会商 ( 局主要领导
、

各中心室主任及 各单位预 报人员 参 加 ) 书 而
意见

唾
短期预报部分

结 论

时间
: 1 9 83年底前 ( 主要是 上半 年 )

地点
:

景洪一 江城 以 南地区 可能性大些
,

普洱
北面

、

东北面也值得往愈

震级 : 6 一 6 级

时间
: 1 9 8 3年上半 年

地点
:

在滇西南中越
、

中老交界 一带 ( 与79 年
6

.

8级地爬相比
,

地 点偏东偏 南 )

震级 : 大于 6
.

5级

结论意见 :

1
.

1 9 82年 12 月景洪 5
.

8级履后
,

小 震 形 成 北
东条带

,

地震过程 由扩 张变 为收 缩

2
.

能量释放出现异常指标

3
.

最近思普区或景洪一江城 以南地区可能发
生 5 一 6 级地震

结论 :

交以老级中.5
6

越生替提惕到发中面要前仍除)

1 9 8 3年 6 月 2 6
、

2 8 日 ( 景洪 5
.

3
、

5
.

7 级
·

震
后 ) 省局大会商书面预报意见 二 个月内滇 西南 (

界一带 还包括 思普区

上地震

1 9 83年 6 月 4 日省局会商会发言

临震 预报部分 1 98 3年 6 月 25 日 ( 越 南莱州 7
.

0级 震 后 ) 会
商会 发言

结 论 : 6 月 份 ( 指前 报地展 ) 发震时段 为 6

月 2 3 日一 2 8 日

结 论 :
·

1 98 3年 6 月 2 4 日莱 7
.

0级地 震 是 滇西
南二 年多异常结果

,

震后本 区将进入 调
,

整 阶
段

。

二个月 内本区或文山
、

金平一带注意有发
生 5

.

0级左右地 震 ( 与 实况塞 本相符 )

卜 存在问题
1 9 83 年 l 月 21 日正式预报意见一虚 报 结 论 : 1 98 3年 1 月下旬一 2 月上 旬 澳 西南

( 中老
、

中越交界一带 震 级 偏
`

高 6
.

5簇 M `
7

.

0 ) 要注意有 6
.

0级地震发生

( 本文 19 8 4年 3 月 2 0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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