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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级地震前两水应力站压容应变的异常变化

两水应力站的概况

两水应力站位于武都县西北两水村 (海拔

铡

拍扩加

9 9 2年 2月8日M
s 4

. 两水
口 o

1 1 0 0m )
,

地理位置为北纬 3 3
’

2 5` 4 0 , ` ,

东经 1 0 4
’

48
,

20 “
,

在构造上
,

属于武都弧形构造带前弧西翼
。

区内多组构造交汇复合
,

主要分布有武都弧形构造

带
、

东西向构造带
、

北北东向
、

北东向及北西向构造

带
,

如图 1 所示
。

该站建于 1 9 7 1 年
,

使用 4 1 0 3 型压磁应力仪观

测
。

1 9 8 9 年在该站建立了新孔
,

孔深 83
.

82 m
,

岩性

为灰黑色厚层灰岩
。

在孔底安装 5个元件
,

其方向为

东西 向
、

北 45
’

东
、

南北 向
、

北 45
’

西和悬空元件
。

同

时在孔 中安装了水位观测探头
,

用来观测水位的变

化
。

图 1 两水应力 站
、

构造及襄中分布图 2 观测仪器及其主要性能和技术指标

自 1 9 8 9 年以来
,

使用 R z B一 I 型微机化压容应变仪观测
。

该仪器主要优点是灵敏度高
,

测量

精度高
,

测量应变范围宽
。

该仪器具有定时测量
,

定时打印
,

定时录音
,

定时绘图的功能
,

也能利用

P C
一

1 5 0 0 微机较系统地处理数据
,

还可以测量钻孔周围不同方向的形变
。

其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

测量系统的分辩率为 Z x l o 一 ’ “ ;
量程大于士 Z x lo

一

3 ;
线性优于 1% ;可测深度为 50 m 到 20 o m ;

能测量 3 个以上应变分量
;
交直流两用

,

并能 自动切换
;
工作温度范围为 。一 40 ℃ ; 湿度小于 30 %

。

该仪器自投 入观测 以来
,

性能

稳定
,

观测资料连续可靠
,

能记录到

固体潮的变化
。

3 宕 昌 4
.

1 级地震前的压容应变

异常

1 9 9 2 年 2 月 s 日在 宕昌县 附

近发生 了 4
.

1 级地震
,

震中距两水

站 1 2 o km
。

震前两水应力站的应变

观测资料 出现 明显的异常变化
,

现

介绍如下
:

从 1 9 9 2 年 l 月 1 1 日开始 E W

向和 N 4 5
.

W 向元件的测值 出现 了

明显的异常变化
,

见图 2
。

从图 2 可 以看 出
,

两个方 向元

件的测值缓慢下降
,

反应了主应力

慢 松弛变化
,

N 45
’

W 方 向元件测

值还出现了应变阶跃
。

在图 2 中还

l 月一1日一6 1 8 2 0 2 2 1 2 月 1 0 1 2 ( 小时 )

图 2 1 9 9 1 年 l 月 1 1 日一 1 2 日两水
应 变整点值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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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出 了水位变化 曲线
,

可 以看 出 N 45
’

w 和

E W 方向元件的测值明显偏离水位曲线
,

因此
,

两道元件的阶跃变化不是水位变化引起的
。

从 2 月 4 日 08 点开始
,

N 45
’

W 方向元件

测值发生较大幅度的应变阶跃
,

EW 方 向元件

继续呈现慢松弛变化
,

见图 3
。

对 比图 2 和图 3 可以看出
,

上述两个时段
L9 9 2年 2月 8 1[ `) 2 (、 、 tl 6 `)只 1 0 1 2 飞洛 16 18 20 2 2 9日

的主应力变化方向一致
。

2 月 8 日 0 2 时至 0 4 图 3 1 9 9 2 年 2 月 4 日一 5 日两水

时 N 45
’

W 元件测值发生突跳变化
,

21 时至 22 应变整点值 曲线

时再次发生突跳变化
,

在测值突跳过程中发生了宕昌 4
.

1 级地震
。

1 9 9 2 年 2 月 4 日两水应力站观测人员在认真分析资料后
,

曾向兰州地震研究所综合预报室作

出了书面预报
。

意见是
: 1 9 9 2 年 2 月 5 日至 25 日在两水应力站以北至 N 45

’

W 方向所夹的 s o ok m

扇形 区域内
,

可能发生 M s s
.

。 级左右地震
。

在 2 月 8 日 22 点 n 分 27
.

5 秒两水应力站西北方向距

该站 1 2 Ok m 左右的宕昌发生了 4
.

1级地震
。

可

以认为
,

这次预报基本上是准确的
。

应变

!
1

)
!

19 9 2年 2月 4日 8时 1 2 16 2 0 5日 12 1 6 阳 `小时 )

图 4 1 9 9 2 年 2 月 8 日两水应变整点值 曲线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
,

可以认为
,

宕昌 4
.

1 级地震前两

水应力站的压容应变异常是明显的
。

由于资料

所限
,

本文未能给出更长时间的压容应变测值

的趋势变化情况
。

但从本文的资料可以看出
,

将

压容应变观测的资料用于地震预报是可行的
,

因此
,

应加强研究
,

使该项工作更加深入
。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胡启昌 高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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