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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震级差在较大地震前后的变化研究

1 引言

作者在台站的长期观测实践中发现
,

若同一次地震的两种震级差 占出现较大的变化时
,

其变化结束后该次地震附近地区就有较强地震发生
。

强震前两种震级差值可超出正常值的

一倍至数倍
。

本文对上述现象作了介绍
,

同时对资料处理方法进行了简要讨论
。

2 实例

以 1 9 8 7年 6月 28 日9时 16 分门源 4
.

7级地震为例
。

1 9 8 7年 1一 7月河西堡台记录到门源地区

地震的常规震级 M
。

与相应的持续时间震级 M ( F一 P )
的差值 占列于表 1和图 1中

。

河西堡台采用 64 型地震仪
,

固有周期为 2秒
,

光记录
,

放大倍率非常稳定
,

长期保持在

2 0 0 。。倍上下
。

M
。

震级以兰州地 震研究所地震报告为准
。

正常情况下该台两种震级差平均

为 0
.

2 5
。

从图 1中可明显看到
,

在门源 4
.

7级地震前有数个地震的两种震级差 合值几乎高出平

均值一倍以上
。

从图 2中可以看出
,

该次地震前 M
F _ P

和 M
L

差 合值有正
、

负变化
。

地震后 a值

基本上为正值
。

图 1 1 9 8 7年门源 4
.

7级地襄前后 门源地区地襄

的持续时间襄级与 M
l

衷级差位 占变化

3 讨论

我国的近震体波震级 (M
L
)公式 为

:

M
:
= lg A

,

+ R (△ ) + S
,

( l )

式中 A
,

为以 仁为单位的最大地动位移
,

R (△ ) 为量规函数
,

5
1

为台站校正值
。

( l) 式中震级的

大小主要依赖于地动位移大小
。

在各台站地震仪器放大倍数等参数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

各台记录到 的振动持续时间也

比较稳定
。

地震越大
,

振动的持续时 间越长
;
地震越小

,

振动的持续时 间越短
。

振动的持续时

间与震中距无关
。

在上述前提下而建立的持续时间震级的经验公式为
:

M
( , 一尸 ) = a 十 b 19 ( F 一 P ) + r (乙 ) (2 )

式 中 F 一 P 表示从 P 波 ( P或 P )n 起始
,

至地震波衰减到与干扰背景相当时 (用 F 表示 )的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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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持续时间
; a 、

b 是待定系数
; r (△ )是待定函数

。

在震中距 (△ )不太大时
, r (△ ) 比前两项小得

多
,

则 ( 2) 式可写为

M
( , 一 尸 ) = a + b 19 ( F 一 p ) ( 3 )

一 0
.

4 一 0
.

2

图 2

(J
.

2 0
.

2

门源 4
.

7级地襄前后两种震级差 a 直方图
a

.

震前
; b

.

展后

表 1 1 9 8 7年 1一 7月门源地区地展的两种展级及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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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地区台站的干扰背景一般可取为 1 m m
,

据王周元计算
, a 一 一 1

M
( ; 一 尸) - 一 1

·

14 + 2
.

4 7 19 ( F 一 p )

.

1 4
,

b 一 2
.

47
,

则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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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放大倍数为 2 0 0 0。倍左右
,

对于震中距在 60 0 km 以内的地震可以不进行改正
。

从以上两种震级标度来看
,

持续时间震级 M ( F一 P )
与尾波的关系要更为密切

。

在强震前
,

震 中区及 附近地 区介质变 异直观地 反映为尾波持续 时间增 长
,

震级 M ( F一 P )
增大

,

因此
,

M 。F一 P )
的增大对强震有一定的预报意义

。

为了正确地反映 M ( F一 P )
的变化

,

关键的间题是要有

一个比较标准
,

因此我们考虑到震级 M
。 。

在通常的情况下
,

M ( F 一 P )
与 M

。

的差值 占基本上能

保持一定水平
,

北京台网为 。
.

21 〔’ 〕 ,

云南台网为 0
.

12一 0
.

2产〕 ,

河西堡台为 0
.

2 5
,

因此
,

以 M L

为比较标准是合适的
。

这样只需系统地考察两种震级差的变化就可以了
。

(本文 1 9 9 4年 9月2 1 日收到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孟繁琦 潘玉珍 张柏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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