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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磁多项异常指标及其在地震

预报中的应用

吴德珍 王仕明 赵志新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

本文在近几年 用地磁特征 线法预报地震的基础上进而探讨 了地磁
“
Z分 量

和向量 T 的 27 日滑动差 ” 异常时 间 跨 越 式预报地震的两种方法及相应的 预报

指标
。

在一般情况下
,

地磁 Z分量和向量 T的 27 日滑动差△Z与△T 在基 线 值 附

近 无 规 则 地跳动
。

但在南祀地震带的南坪至吴忠地段的中强 地震前
,

兰州地

磁 台的△Z与△T 出现异 常
,

其 异 常 幅度分别为
, △Z > O

.

ZN T , △ T < 一 0
.

1
。

异常时间△ t > 14 天
。

据此可按异常时间跨越 式法预测未来 4
.

5级 以上地 震的发

震 日期 ; t = n x △ t 士 1 天
,

(
n = 1

,
2 )

。

在近 两年地震监视预报 中应用上 述方法 的预报指标对 19 8 4年 灵武5
.

2级 地

震和 1 9 8 5年宕昌 5
.

0级地震作 了较好的短 $l1 预报
。

一
、

预报方法及其指标

1
.

地磁特征线参数法

在近年来的地震监视预报中
,

我们对该方法进行了清理业加以改进
。

地磁特征线参数主

要指地磁特征线斜率 K
,

特征线相关系数 C和或然误差
r ,

各参数的表达式为
:

K 二
艺H

, 艺Z一
n 艺H

, 艺 :

(芝 H ,
)
“ 一 n 艺 H 贾

c =
.

丝旦生
口 z

( 1 )

( 2 )

r = 0
。

6 7 X a
:

上式中
, 口 H , a : 为地磁 H和 Z的标准误差

。

我们用该方法对我国近十年内所发生的 20 次强震进行了分析和验证 1 )
。

其经验性 的 预

报指标分别为
: K < 一 0

.

16
,

C > 0
.

75
。

一般情况下
,

在异常出现后两叁个月 内
,

距 观测点

l ) 吴德珍 , 中弧地展前地截特征线参数的变化
,

1 9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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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0公里范围内发生 M
.

> 4
.

5级的中强地震
。

在近两年内
,

我们用该方法的预 报 指 标对甘肃

省及邻区的 3个 5 级左右的地震作了短期预报
。

2
. “ Z分量和向量 T的 27 日滑动差

”
异常时间跨越式预报法

。

众所周知
,

地磁场有一个 27 天的变化周期
,

此周期与太阳自转周期有着一定的联系 〔 1 〕。

为了消除它的影响
,

突出地震前的地磁场异常变化
,

我们采用地磁垂直分量 Z的日均值 和向

量 T的 27 日滑动差滤波法
,

按下列公式分析地磁资料
。

N
J产z

、
、..产

△Z 二 Z : = N = 2 7

m
= 卜N + 1

(乙
.

汤

( 2

么T = T一 ( ( 3 )

t 二 n x △ t 土 1 ( 天 ) ( △ t 》 1 4
,

( 4

式中
: △Z为 Z分量的 27 日滑动差值

,
Z
。

为 Z分量北京时日均值
,

Z :
与11 :

为世界时 18 点至

20 点的时均值
, △ T为地磁向量 T的 2 7 日滑和均差

, △t 为异常持续时间
,

.

t为预测地震的发震

日期
。

在正常情况下
,

兰州地磁台么分量 27 日滑均差值△ Z和向量△T在基线上下跳动
,

但 在 地

震前则出现△Z > O
`
ZN T

, △T < 一 0
.

1的异常
。

如果△Z和△T的异常时间都持续 到 半个太阳

周期 ( 即14 天 ) 以上
,

就可按照异常时间增倍的跨越式法预报监视区未来 5 级左右地震的发

震时间
,

这两种方法的预指标曾对应了 19 8 2年 4 月 14 日海原 5
.

5级地震
,

如图 1 所示
。

今海原

△ 2 ( N T )

198 2 1 0 20 3公 9 19 2 9 ro 20 ’
3 0 3 19 29 日

1
` ’

卫 3
.

4 曰

图 1 海原地震前兰州地磁 台△Z和△T异常图

F i g
.

1 A n o m a l o u s v a r i a
,

t i o n s o f △2 a n d △ T i n L a , l z h o u

g e o m a g n e t i e s t a s i的 b e f o r e H a i y u a n e a r t h g u a k e

二
、

三种方法在地震预报中的应用

在近两年的地震监视预报中
,

根据三种以磁报震方法的预报指标对甘万漆省及邻区随束强

地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预报
。

1 9 8 4年 5 月 23 日
’

在内蒙古雅布赖盐池发生了材钻已 5扩识汲地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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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测点3 8 O km)
。

该次地震前
,

兰州地磁台的△Z从 3 月 28 日至 4 月 16 日出现了 19 天 的 异

常
,

按异常时间跨倍法预测未来地震的发震 日期为 5 月 5 日和 5 月 24 日
,

见图 2
。

1 9 8 4年 9 月兰州地磁台出现地磁特征线参数异常
,

K = 一 0
.

22
,

C = 0
.

77
,

见 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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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地磁 台地磁特征 线参数异常图

F 19
。

3 A n o m a l o u s v a r i a t i o n s o f g e o m e g n e t i e m e t h o d o f

1i
n e a m e n t p a r a m e t e r s i 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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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 u g e o m e g n e t i e s t a t i o n

据此预报 10 一 11 月在本省或邻区将有 5 级左右的地震发生
。

结果于 n 月 23 日在距兰 州 3 00 多

公里的灵武发生了M s s
.

2级的地震
。

从表 1 所列的地磁特征线参数中可以看出 1 9 8 4年至 1 9 8 5年逐月的 K
,

C参数只出现了 两

次异常
。

1 9 8 4年 9 月份异常对应 了灵武地震
。

另一次异常是 1 9 8 5年 4 月份出现的
,

特征线斜

率K = 0
.

23
,

相关系数 C 二 0
.

89
。

与此同时
,

兰州地磁台的向量 T 和 Z分量的 27 日滑 动 均 差

△ T 和△Z都从 4 月 18 日开始
,

分别出现 22 天和 20 天的异常
,

如图 4 所示

我们根据三种方法的异常结果
,

预报西海固至吴忠地区
,

或者甘川交界地区将在 5 月 27

日或 6 月 16 日至 2 3日发生 5
.

0级左右地震
。

结果于 6 月 2 4 日 0 8点在宕 昌 ( 3 5
“
5 8 `

N
, 1 0 4

0 1 8 ,

E ) 发生 M
.

5
.

0级的地震
。

兰州地磁特征线 K
、

C参数值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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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小结与讨论

通过近几年内对监视区内己发生的中强地震震前地磁异常的分析和预报实践
,

我们初步

认为
,

运用多种方法分析同一测点的地磁要素
。

如本文用地磁特征线法
, “ Z分量 和 向量 T

的 2 7日滑动差
”
异常时间的跨越式法综合分析处理兰州台

’

的地磁资料
,

另外要求所使用的地

磁资料要连续可靠
,

观测点与预测地震处于同一构造带上
。

这样可 以进一步提高判断异常的

能力
,

提高地磁特征线法预报地 震 的 准 确性
。

另外利用△T与△Z异常时间跨越式预报法预

报未来地震的发震日期
,

可以从原来的几个月缩短到 3 一 7 天
。

但不足的是该方法对判定未

来地震的震中尚有困难
。

就方法的物理意义
,

我们初步认为
:
地磁特征线斜K反映了地下介质结构和电导率变 化

的物理过程 〔 2 〕。 而 Z分量和向量 T的 27 日滑动均差除了消除了外空主要是太阳周期 的影响
,

突出了深部的作用
,

至于跨越式方法可能有某种
“
韵律

”
现象在起作用〔 8 〕

。

这些都 还 处于

初步探索之中
。

〔 1 〕师恩琦等
,

1 9 8 3
。

〔 会 〕徐文耀等
,

〔 3 〕郭增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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