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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前兆综合追踪预报方法的研究

1 地艘前兆综合追踪预报方法的提出

地震三要素的预报是一个难题
,

关于时间的预报更难
。

近几年来推出的实用化攻关及多

种研究成果
,

使预报规范化了
,

但预报的准确率仍然很低
,

这就需要科技工作者进行多种学

科和多种方法的研究和探索
。

关于地震的孕育和发生
,

诸多学者提 出了不同的孕震模型和假设
,

对激发地震的因素也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认为最主要因素是震源和构造应力场的能量积累和释放过程
。

在此过程

中要引起物理和化学诸方面的宏观和微观变化
,

即引起地震的
“

源兆性
”

异常与场兆性异常

发生
。

异常的形态和特征虽然是错综复杂和多样的
,

但多种手段
、

多点
、

多项异常便构成一个

随时间发展的异常系列 lj[
,

其异常形态可归结 为一种最基本的前兆图象
,

即呈现
“

出现一转

折一结束
”

的变化过程
,

一般在异常结束后发震的居多数图
,

为此
,

作者依据此特征提出了根

据前兆异常综合预报震情的追踪模型
,

并试图用于地震预报研究中
。

具体方法是对地震前兆异常形态特征进行统计分析
,

即对前兆的多点多项异常
“

出现一

转折一结束
”

的月频次及结束的旬频次进行统计分析
,

并分别绘制出月频次及异常结束的旬

频次曲线图
,

用曲线的峰值作短期
、

短临及临震预报
。

2 应用

1 9 8 9年 10 月 19 日山西大同
一

阳高 M
s 6

.

1地震发生在首都圈重点监视 区的西部边缘
,

由于

首都圈地区的监测系统密集
,

观测手段全面
,

因此获得 了丰富可靠的各类前兆异常资料
。

本

文从文献「3 ]中选取地壳形变
、

地下水位
、

水化学
、

地 电阻率
、

地应变
、

地应力等手段中 70 多项

异常进行分析研究
,

简要介绍上述方法的实施步骤及对异常特征进行分析
、

判断
。

2
.

1 中期和短期异常特征

.2 L l 中期异常特征

作出地震前异常出现时间的月频次曲线
,

如图 l a
所示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1 9 8 8年 6月至

1 9 8 9年 3月为中期前兆时间
,

历时 9个月
。

异常出现 的平均月频次为 1
.

8次 /月
,

有两个月间断
,

无异常
,

曲线于平稳中有上升趋势
。

.2 .1 2 短期异常特征

从图 la 中可以看出
,

从 1 9 8 9年 4月至 8月
,

出现的异常较多
,

平均月频次是中期异常月频

次的 5
.

6倍
,

曲线有明显突升和较明显的突降变化
,

峰值很 明显
。

从 4月至 6月曲线上升速率明

显增大
,

平均月频次是中期异常月频次的 6
.

1倍
,

其中 6月份月频次最大
,

是中期月频次的

1 2
.

8倍
; 7月至 8月曲线由上升转为较明显的下降

。

该峰值出现时间距发震时间约 4个月
。

.2 2 短临异常和临震异常的特征

.2 .2 1 短临异常特征

作出异常转折时间的月频次曲线
,

如图 1b 所示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中期阶段异常无转折

现象
,

但短临阶段异常转折月频次逐渐增加
,

平均月频次为 3
.

4次 /月
,

曲线呈上升趋势
。

9月

份曲线明显突升至峰值
,

月频次是短期异常的 5
.

6倍
,

其后曲线由明显上升转为明显的下降
。

9月份的峰值出现的时间距发震时间为 1个月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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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震异常特征

作 出异常结束月频次 曲线
,

如

图 I c
所示

。

从图中可 以看 出
,

在短

期阶段异常结束的少
,

曲线基本处

于平稳状态
,

但有上升趋势
;短临阶

段时间短
,

但曲线明显上升
。

10 月份

曲线 由 明显上 升转为较 明显的 下

降
,

表明了 10 月份异常结束的多
。

作 出异常结束时间的旬频次曲

线
,

如图 2所示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曲

线上升的速率不断增大
,

10 月上旬

上升速率 出现峰值
,

10 月中旬转 为

下降
,

大同
一

阳高 M
S 6

.

1地震发生后

曲线下降较 明显
。

3 初步认识

通过对上述方法的初步分析和

介绍
,

结合对 1 9 8 9年 10 月 19 日大同
-

1 9 8 8年 19 8 9年

卜么 6 一 3 0 , N

1 J 8 9年 2 4 6 8 1 0 一2 月 2 飞 6 8 10 1 2月
1 9 8 9年

图 1 地襄前兆异常出现
、

转折
、

结束月频次图
a

.

异常出现
, b

.

异常转折
; C

.

异常结束

阳高 M
s 6

.

1地震前兆异常出现
、

转折
、

结束月频次及结束旬频次 曲线峰值的演变特征的分

析
,

可以看出 1 9 8 9年 6月
、

9月及 10 月上旬曲线的峰值是明显的
,

利用曲线的峰值可以对大同
-

阳高 M
S 6

.

1地震分别提出短期
、

短临及临震预报意见
。

由此 可见
,

采用本文提 出的研 究思路

和方法对震情进行追踪分析预报是

可行的
。

1 5 ,I N

1 9 8 9年

图 2 地震前兆异常结束 旬领次图

该方法是多层次逼近的组合式

震情追踪预报方法
,

对震情追踪预

报的物理意义和 指标也 比较 明确
,

但因是初步 的总结
,

对该方法 的内

容和具体作法以及发震地点的预报

万 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不断

的总结
。

(本文 1 9 9 4年 8月 2 0 日收到 )

(河北省地震局 马兴国 王勤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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