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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花莲 7
.

6级地屁前地下水位短临异常

1 9 8 6年 n 月 1 5日在我国台湾省花莲海域发生了一次 7
.

6级强烈地震及其随后的一系列余

展
。

这是台湾经历了 8年 ( 1 9 7 9一 1 9 8 6年 )地震相对平静期后
,

发生的一次强震
。

除 台 湾 省台

北
、

花莲
、

宜兰等地遭受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外
,

福建
、

广东和浙江三省的沿海地区也受到

波及
,

有感半径达 6 00 一 700 公里
。

这次地震前闽赣水位观测网的深井水位异常特征明显
。

本

文对此进行了讨论
。

1
.

地班的签本今橄

花莲地震主震发震时刻为 2 9 5 6年 2 1月 2 5日 5 时 2 0分
,

震中 位 于 2 4
0 .

I N
,

1 2 1
0 .

7 E
,

展级为M
.

7
.

6
,

震源深度 10 公里
。

据福建省地震台网测定
,

n 月 1 4 日 2 0时和 15 日 4 时展中附

近发生的两次 3
.

4级地震 ( M ; ) 为该地震序列的狭义前震
。

该地震主震后一个月内记到展中

附近M :
> 3

.

0级余震共 196 次
,

而主震释放能量占序列总能量的 9 4
.

2 %
,

表明该地展序 列 的

类型属于主震型 〔 1〕
。

其震源机制解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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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井孔签本条件

闽枝地区内分布有三条规模巨大的 N N E一 N E向新华夏系构造带
,

即 长 乐一诏 安
、

政

和一海丰
、

邵武一河源断裂带
,

它们与 N W向断裂带相互交切
,

使该地区形成大小不等的断

块
。

由于闽赣水网的井孔大多位于断陷盆地内
,

况且井孔的含水层系统具 有 承 压 性
、

封闭

性
、

富水性较强的特点
,

台湾花莲 7
.

6级地震前 10 口观测井中有 4 口井水位出现明显异常 (图

1 )
。

其井孔基本条件如表 2 所示
。

a
.

花莲 7
.

6级地 , 前兆异常特征

( 1 )福建汤坑 12 井

福建南靖县汤坑村共有 7 口单井
,

即 2号
、

3 号
、

7 号
、

1 0号
、

1 1号
、

1 2号
、

1 4号井
。

井距 8 一 40 0米不等
,

除 10 号井自流溢出外
,

其余皆观测静水位
。

该井群对花莲 7
.

6级地展均

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

其中以 12 井反应最为强烈
。

汤坑 12 井历年水位动态比较稳定
,

进入 10 月份以后
,

该井水位逐渐下降
,

自1 9 8 6年 11 月

1 日至 n 日
,

在井区无降雨情况下
,

水位以2
.

s m m /天速率下降
,

12 日水 位 突升 8 m m 后紧

接着又下降
,

曲线中多次出现 1 一 2 毫米幅度的跳动
,

至 14 日降幅达21 m m 业 出现 峰 谷 拉

平
、

凸状突起等畸变
。

15 日地震发生后井区下大雨
,

导致水位直线上升
,

至 16 日上升幅度达

17 7 m m
,

随后急剧下降 ( 图 2 )
。

二彭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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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级地震前汤坑 12 井水位异常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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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花莲 7

.

6级地震前地下水位短临异常

( 2) 福建永安冷冻厂井

该井是一口千米井
,

水位动态相当稳定
,

年变幅仅 0
.

6 m
。

枯水熟 水位呈趋势性下降
,

n 月 1 日至 10 日平均下降速率为

自1 0月下旬开 始
,

由 于进入

1 1 tn m / 天
。

从 1 1日起
,

在无

雨的情况下
,

水位变化趋势由下降转平并上升
,

到 1 4日上升幅度达 10 m m
,

15 日发震时井区

降雨量达 4 4
.

2 m m
,

水位反而下降 27 m m
,

震 后水位回升
,

( 图 3 )
。

直至月底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 3 ) 福建平潭北雾里井
该井距花莲只有 255 公里

。

由于季节性变化
,

该井水位自10 月份以来呈趋势性下 降
。

自

1 1月 1 日至 1 3日以 1 6m m /天的速率下降
,

1 4 日水位上升 3 1 8m m
,

1 5日又上 升 T 1 8 m m (均在

无雨状态下 )
。

其中在 13 日从11 时05 分开始水位变化曲线出现有 1
.

5一 2
.

Om m 的台 阶 状 形

态
,

同时出现小的波动
。

震后下大雨 ( 1 6日雨量为 7 5
.

8 m m )
,

水位突 升 ( 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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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台湾花莲 7
。

6级地震前永安冷冻厂

井水位异常变化

( 4 ) 江西南昌井

198 6年 11月

图 4 台湾花莲7
.

6级地衷前平潭能雾里

井水位异常变化

该井虽然距离震中 76 5公里
,

同时水位固体潮潮差只有50 一 60 m m
,

但也 出现了 异 常现

象
。

该井水位在缓慢的趋势下降中
,

自n 月 1 日至 10 日以 4
.

l m m /天的速率递 降
,

从 11 日起

水位开始转平
,

1 4日水位突升 5 m m后即转为突降型异常
,

同时出现 2 m m的 台阶状形态
。

1 5日发震后 1 小时内水位突降2 45 m m
,

至 16 日降幅达 312 m m
,

随后缓慢回升
,

但未能 恢 复

到原水位
,

形成阶变 ( 图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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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级地震前南昌台

井水位异常变化

综上所述
,

花莲 7
.

6 级地震前
,

闽鞍水

网的 4 口井的水位有明显的异常
。

其中永安

冷冻厂井
、

汤坑12 井是在水位上升后又下降

的过程中发震
,

而平潭北雾里井
、

南昌台井

则是在趋势下降背景上水位变化转平业上升

的过程中发震
。

水位日均值异常 幅 度 超 过
ZOm m左右

,

其量值随震中距的增加而减少
,

但由于构造及井孔一含水层系统的差别而不

呈现明显的函数关系
。

上述水位异常在时间

上均属短临异常
,

异常起始期为展前 2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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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
似乎有随震中距加大异常发生得越早的特点

。

4
.

给 语

从花莲 7
.

6级地震的震相分析中发现
,

在主震的第一个尖锐振幅 ( 记为P
.

) 到来之 前
,

普退记到一组幅度很小 (均为 P
二

幅度的 1 / 1 9 )
,

周期与P
.

相近
,

波形不光滑有毛刺 现象但

清晰可辨的震相 (记为X )
。

在福建
、

江西 1 7个地震台中
,

除南平
、

邵武
、

南 昌
、

九江 4 个台

外 ( 均为 D D
一

1 微 震 仪
,

业很有规律地分布在震中的 N W方向上 )
,

其余的 13 个台站 (配 D
-

7 3和 D D
一

1 微震仪 ) 的地震记录图上均记到这个X震相
。

X震相与 P
。

震相的到时差业不随这

些台站的展中距 ( 震中距相差近 40 。公里 ) 的大小而改变
,

而是保持在 3
.

7秒至 4
.

1 秒之间
。

例如
,

展中距最小的平潭台 ( △ = 2 5 0k m )
,

两震相到时差为 4
.

1秒
,

而震中距 较 大 的会昌

台 ( △ 二 61 Ok m )
,

其两震相到时差为 3
.

9秒
。

据此可以认为
,

X震相不是主震相的一部分
,

而可能是临近主展前约 4秒在震源区发生的一次小破裂或称预破裂
。

据有关报导
,

1 9 8 5年 9

月墨西哥 8
.

2级地震也观测到类似现象 〔 1 〕
。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据
,

即在孕震过程中即

然可能存在展源的预破裂
,

则在预破裂前也就必然存在震前能量的预释放
。

花莲 7
.

6级地震

的地下水位前兆异常信息正是震源应力场能量的预释放的反映
,

通过区域应力场 的 力 的 传

递
,

加上良好的井孔一含水层系统的放大作用
,

从而有可能使我们获得地震预报指标
。

( 本文 1 9 9 0年 2 月 12日收到 )

( 福建省地震局 庄光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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