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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地区地磁长期变化及其特征

1
.

前官

地球基本磁场随时
、

空有一个周期性的
、

长期缓慢的变化
。

尸般认为
,

这种变化来源于

地核内部或核慢边界
,

因此
,

利用地磁场的这种长期变化的规律
,

可以研究地球内部物质的

运动
。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
,

研究中国大陆地 区地磁场长期变化
,

可以作为了解和研究世界地

磁场长期变化的一个窗 口
。

2
.

资料

本文使用中国八个地磁基准台 1 9 5 9一 1 9 8 3年的地磁观测报告
。

以 1 9 5 9年为起始年代
,

主

要是由于除佘山台外
,

绝大部分台先后建于 50 年代末期
,

而兰州台则是 1 9 5 9年正式开始观测

的
。

除拉萨台外
,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均归算至国际标准值
。

图 1 及表 1 列出了地磁台位置及

其各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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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地区地磁场的长期变化和特征

( 1 ) 水平强度的长期变化特征

图 Z a
绘出了中国八个地区地磁水平强度年均值

。

从图中可以 看 出
,

水平强度从低纬度

的广州向高纬度的乌鲁木齐逐渐减弱
,

中纬度地 区水平强度 日变化较强
,

这种变化符合全球

地磁场水平强度的变化规律
。

从长期变化上考虑
, 1 9 5 9年水平强度 已开始逐渐增强

,

其峰值大

致在 1 9 6 4年
,

其后开始大幅度下降
,

年变率约在 20n T左右
。

乌鲁木齐
、

长春
、

北京
、

兰州
、

武汉
、

拉萨六个地区 目前仍在继续下降
,

但兰州地区下降幅度较大
,

这是否因为亚洲大陆磁

场的中心近年来向甘肃境内西飘的影响
,

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

佘山
、

广州两地区的地

磁长期变化与上述地区有明显差异
,

表现在 1 9 7 4年佘山地区水平强度转平八年后又开始缓慢

下降
,
而广州地区则从 1 9 7 4年开始转折

,

总趋势是缓慢上升
,

这也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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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虽 然 佘
山 台 附 近 近 年 来 炸 山 挖 洞

,

对 环 境 干 扰 较 大

,

广 州 台 也 因 城 市 发 展

,

观 测 环 境 大

不 如 前

,

但 也 不 能 排 除 在 局 部 范 围 内 磁 场 在 时 空 分 布 上 有 不 同 的 变 化

。

对 于 分 析 地 磁 资 料 的

长 期 变 化

,

25 年资料还嫌太短
,

其 变 化 周 期 究 竟 多 长

,

有 待 今 后 更 多 的 资 料 来 说 明

。

另 外

,

地 磁 水 平 强 度 的 变 化 也 大 致 显 示 出 一 定 的 季 节 性

。

( 2 ) 垂直强度的长期变化特征

图 Z b绘 出了 中 国八个 地 区地磁 垂直 强度年 均 值
。

从 图 中 可 以 看 出

,

垂 直 强 度 从 低 纬 度

的 广 州 向 高 纬 度 的 乌 鲁 木 齐 逐 渐 增 强

,

日 变 化 不 大

,

符 合 全 球 地 球 磁 场 垂 直 强 度 变 化 规 律

。

长 春

、

北 京

、

兰 州 三 个 地 区 的 图 象 极 为 相 似

,

长 春 幅 度 较 大

,

依 次 为 北 京

、

兰 州

。

从 兰 州 台

的 资 料 可 以 看 出

,

地 磁 垂 直 强 度 的 变 化 可 能 有 20 年左右的周期
。

佘 山

、

武 汉

、

广 州 三 个 地 区

的 长 期 变 化 图 象 也 很 相 似

,

其 中 广 州 幅 度 较 大

。

拉 萨 台 变 化 有 些 特 殊

,

该 地 区 地 处 喜 马 拉 雅

山 边 缘

,

海 拔 为
3 6 5 5米

,

地 下 构 造 比 较 复 杂

,

而 地 磁 垂 直 强 度 变 化 反 映

一

r 地下的物质 运动
。

( 3 ) 磁偏角年变曲线和特征

图 c2 是中国八个地区地磁磁偏角年均值变化曲线
。

除 乌 鲁 木 齐 资 料 较 短 外

,

其 余 七 个 地

区 大 致 可 分 为 两 部 分

:
其 中 兰 州 地 区 的 曲 线 很 像 一 条 正 弦 曲 线

,

其 周 期 约 为 20 年
。

长 春

、

北

京 与 兰 州 也 大 致 相 同

,

但 斜 率 较 大

。

可 以 说 这 三 个 地 区 的 磁 偏 角 变 化 图 像 和 周 期 大 致 是 一 致

的
;
佘 山
、

武 汉

、

广 州 磁 偏 角 年 变 曲 线 斜 率 较 大

,

其 纵 座 标 的 选 取 比 前 述 台 站 小

,

这 三 个 地 区 的

磁 偏 角 年 变 趋 势 呈 单 向 偏 西 增 大

,

而 且 年 变 率 在 25 年内变化了 30
`

一 4 0
` 。

上 述 地 区 是 否 在 高

空 存 在 一 个 单 向 较 大 的 电 流 体 系

,

很 值 得 研 究

。

也 许 上 述 地 区 磁 偏 角 变 化 周 期 较 长

,

这 有 待

今 后 更 多 的 资 料 来 说 明

。

拉 萨 地 区 只 有 16 年资料
,

其 磁 偏 角 变 化 很 可 能 也 是 一 条 正 弦 曲 线

。

( 4 ) 地磁总强度年变曲线和特征

图 Z d是 中国八 个地 区地 磁 总强度 年 均值 的变 化 曲线
。

由 于 大 约 自
1 9 7 4以来 各 台 垂 直 强

度 在 下 降 的 基 础 上 呈 现 上 升 的 趋 势 ( 强度增强 )
,

幅 度 有 快 有 慢

,

所 以 总 强 度
F 在水 平 强度

年 变 的基 础 上 以不 同 的速 率 回返 ( 强度在增强 )
,

其 中 广 州 速 率 最 快

。

( 5 ) 磁倾角年变化曲线和特征

图 Z e
是 中 国 八 个 地 区 磁 倾 角 年 变 化 曲 线

。

八 个 地 区 的 磁 倾 角 变 化 趋 势 基 本 一 致

,

年 变 率

从 高 纬 度 向 低 纬 度 逐 渐 增 大

,

其 中 广 州 的 年 变 率 最 大

,

长 春 最 小

。

倾 角 从 低 纬 度 的 广 州 向 高

纬 度 的 长 春 逐 渐 增 大

,

这 种 变 化 特 征 明 显 地 符 合 全 球 磁 倾 角 的 变 化 特 征 (极 区 I 二 士 90
。

)
。

拉 萨 台
1 9 6 9一 1 9 7 4年 的 垂 直 强 度 资 料 可 靠 性 较 差

,

直 接 影 响 了 I值
。

4
.

中 国 大 陆 地 区 地 磁 七 要 素 的 季 节 变 化

图
3 是 中 国 八 个 地 区 地 磁 七 要 素 季 节 性 变 化 曲 线

。

由 图 可 以 看 出

:

( 1 ) 长春
、

乌 鲁 木 齐

、

北 京

、

兰 州

、

佘 山 春 季 磁 偏 角 ( D ) 较 大
,

而 且 纬 度 越 高 越 明

显

。

武 汉

、

拉 萨

、

广 州 则 冬 季 较 大

。

( 2 ) 春秋 季磁 倾 角 ( I ) 大
,

夏 季 最 小

,

纬 度 越 高 越 明 显

,

广 州 地 区 几 乎 是 一 条 直

线

,

但 季 节 性 仍 然 明 显

。

( 3 ) 总强度 ( F ) 在春秋季较弱
,

夏 季 明 显 较 强

。

( 4 ) 水平强度 ( H ) 在 春秋 季最 弱
,

夏 季 明 显 增 强

。

这 与 太 阳 活 动 有 很 大 关 系

,

业 且

纬 度 高 的 地 区 比 纬 度 低 的 地 区 明 显

。

( 5 ) 长春
、

佘 山

、

武 汉

、

拉 萨

、

广 州 五 个 地 区 春 秋 季 垂 直 强 度 ( Z ) 较弱
,

冬 夏 季 差

异 不 大

。

北 京

、

兰 州 两 地 区 则 冬 季 强 度 较 弱

,

夏 季 略 强

。

总 的 来 说 纬 度 高 的 地 区 的 差 异 比 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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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低 的 地 区 略 为 明 显

。

( 6 ) 除拉萨地 区外
,

春 秋 季 北 向 分 量 ( x ) 强度较弱
,

夏 季 明 显 地 增 强

。

( 7 ) 东 向分量 ( Y ) 的季节性变化各地区不一致
,

低 纬 度 地 区 季 节 性 变 化 最 为 突 出

,

北 京 地 区 似 乎 是 一 条 直 线

。

5
.

中 国 大 陆 地 区 地 磁 三 要 素
O
、

日

、

Z幅 差 月均 值变 化特 点和 季节 性

图 4 是 中 国 八 个 地 区 地 磁 三 要 素 D
、

H
、

Z幅 差 月均值 变 化 曲线
。

从 图 中 可 以 看 出 它 们

的 年 变 化 是 很 明 显 的

,
H由于 受 高空磁 场 的干 扰

,

叠 加 在 正 常 场 上

。

从 图
4
、

5 可 以 看 出
,

地 磁 三 要 素 的 变 化 有 一 个 n 年的变化周期
,

这 可 能 与 太 阳 黑 子 活 动 周 期 有 密 切 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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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 国 大 陆 地 区 地 磁 三 要 素 幅 差 年 均 值 变化 曲 线

a
.

磁 偏 角 b
.

水 平 强 度

c
.

垂 直 强 度

图

6 是 使 用 25 年幅差资料整理出来的地磁三要素幅差季节性模式
。

图 中 显 示

,

D
、

2
幅

差 冬 季最 小
,

夏 季 最 大

,

春 秋 次 之

。

H幅 差冬 季最 小
,

春 秋 最 大

,

夏 季 次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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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 国 大 险 地 区 地 磁 三 要 素 幅 差 季 节 模 式

6
.

小 结 与 讨 论

综 上 所 述

,

可 以 得 出 如 下 结 论

:

( 1 ) 中 国大 陆地 区地磁 场 的长 期变 化 和特征 可 以部分 反映 全球磁 场 的变 化情 况
。

( 2 ) 研 究 地磁 场 主要 是研 究地 磁 三要 素 D
、

H
、

Z
,

就 中 国 大 陆 地 区 而 言

,

高 纬 度 地

区 一 般 比 低 纬 度 地 区 活 动 强

,

幅 度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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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地磁场的活动与太 阳黑子的活动有密切关系
。

( 4 ) 就 中国大陆地 区而言
,

各 地 区 地 磁 场 的 长 期 变 化 虽 大 体 相 同

,

但 也 存 在 一 些 小

的 差 异

,

这 种 局 部 差 异 是 使 用 该 地 区 资 料 时 应 考 虑 的 一 个 因 素

。

( 5 ) 地磁场 的变化有 明显的季节性
,

这 对 于 研 究 地 球 物 理 场 及 地 震 预 报 有 着 重 要 的 意

义

。

(
.

6 ) H分量 变 化较 强
,

Z分量 变 化较弱
,

这 是 中 纬 度 地 区 地 磁 场 变 化 的 一 般 规 律

。

;

研
究 地 磁 场 的 长 期 变 化

,

25 年资料还嫌太短
,

因 此

,

有 的 较 长 周 期 的 变 化 还 不 能 显 示 出

来

。

有 待 今 后 积 累 更 多 的 资 料 进 一 步 进 行 研 究

。

另 外

,

中 国 大 陆 地 区 地 磁 水 平 强 度 H的变 化从 南 向北逐 渐 增强
。

按 我 国 现 用 的 n 年太阳

黑子周平均的 S q 十 L 变 化 曲线 的非 K 变化来 测量 K 指 数
,

在 低
K 指 数段 的 K 二 o
、

1有 严 重 缺 失

现 象
,

例 如 低 纬 度 的 广 州 台 K = 0 这 一 级 是 虚 设 的
,

这 是 不 合 理 的

。

应 当 改 变 我 国 地 磁 台 站

现 用 的 K 指 数测量 中的非 K 变 化标 准
。

( 本文 1 9 8 8年 4 月 1 2 日收 到 )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王仕明 )

参 考 文 献

〔 1 〕长 春 地 磁 台
,

长 春 地 磁 合 地 磁 观 测 报 告

,

V ol
.

8 一 2 7
,

地 震 出 版 社

,
1 9 5 9一 1 983

.

〔 2 〕乌 鲁 木 齐 地 磁 台
,

乌 鲁 木 齐 地 磁 台 地 磁 观 测 报 告

,

V ol
.

1 一 6
,

地 震 出 版 社

,
1 978 一1 9 83

.

〔 8 〕北 京 地 磁 台
,

北 京 地 磁 台 地 磁 观 测 报 告

,

V ol
.

3 一 2 7
,

地 震 出 版 社

,
1 9 5 9一 1 9 8 3

.

〔 4 〕兰 州 地 磁 台
,

兰 州 地 磁 台 地 磁 观 测 报 告

,

V ol
.

1 一 25
,

地 震 出 版 社

,
1 9 6 9一 1 9 8 3

.

〔 5 〕佘 山 地 磁 台
,

佘 山 地 磁 台 地 磁 观 测 报 告

,

V ol
.

3 6一 印
,

地 震 出 版 社

,
1 9的 一 1 9 63

.

〔 6 〕武 汉 地 磁 台
,

武 汉 地 磁 台 地 磁 观 测 报 告

,

V ol
.

1 一 25
,

地 震 出 版 社

,
1 959 一 1 9 83

.

〔 7 〕拉 萨 地 磁 台
,

拉 萨 地 磁 台 地 磁 观 测 报 告

,

V ol
.

8 一 1 6
,

地 震 出 版 社

,
1 9 5 9一 1 9 74
、

1 9 83
.

〔 8 〕广 州 地 磁 台
,

广 州 地 磁 台 地 磁 观 测 报 告

,

V ol
.

2 一 26
,

地 震 出 版 社

,
1 9 5 9一 19 8 3

.

T HE LO N G P E R ! O D M A G N E T ! C C H A N G E ! N

C H IN E S E C O N T ! N E N T

W
a n g S h i m i n g

( E a , t h q“ a ke R e : e a : e h I n s t f才。 亡 e o
f L a ” z h o 。

S SB
,

G a n s u ,
C h i九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