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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江 宁地电 台使用 Z D
一

8 数字地 电仅观刚 以后
,

记录到 了地电阻平 测

值每 日呈 准
“
一峰一 谷

”
的 方波形周期变化

。

本文描述 了 日周期变化形 态
,

使用时距

平方法研究分析 了 日变化的 季节特征和 时间特征
。

在 1 9 9 1 年 9 月 12 日江宁小丹

阳 3
.

1 级地震 (△ = 3 4 k m ) 和 1 9 9 2 年 1 0 月 2 2 日射阳 4
.

6 级地震 (△ = 2 4 4 k m ) 前
,

地电阻率 日变形态消失
,

地 震 10 多天 后 日变又恢复
,

出现明显 的短临前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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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江宁地 电台在使用 Z D
一

8 数字地电仪观测以后
,

精确记录 了地 电阻率 日周期变化现象
,

经过几次环境状况的调查以及 自然电位在相应时间段并没有变化的现象
,

尚未找出明显的

干扰来源
。

引人注 目的是在两次地震前地 电阻率出现 日变形态消失震后又恢复的异常现象
。

本文介绍 了江宁台地电阻率 日变形态特征
,

以期与同行共同深入研究
。

2 观测台站概况

江宁地电台位于南京市江宁县东山镇 (东经 n s
’

50
` ,

北纬 31
’

57
,
)

。

该台自 1 9 8 0年 l

月 1 日开始观测记录
,

至今已积累了 14 年连续可靠的资料
。

1 9 8 3 年以来
,

在江宁台周围 2 6 o k m 范围内
,

曾发生了 7 次 4
.

5 级以上 的地震
,

50 km 范

围内发生 3
.

1级地震 1 次
。

在这 8 次地震前
,

江宁台地电阻率均显示了有一定规律的中短期

前兆异常
。

笔者据这些异常变化
,

曾对几次地震提出过预测意见
,

并建立了单台预报回归方

程
安 。

这似乎表明江宁地电台是一个映震灵敏点
。

尽管如此
,

使用 D D C
一

ZA ( B ) 仪器无法取得高精度的时均值资料
,

难以捕捉到地震前的

短临前兆信息
。

自 1 9 9 1 年 4 月开始
,

江宁台使用了高精度的 Z D
一

8 数字地电仪
,

使得该台的

观测资料精度提高了 1一 2 个数量级
。

3 江宁台地电阻率 日变形态及短临异常特征

.

杨建军
,

江宁台地电阻率震例的中短期预报回归方程的建立
,

地震
,

待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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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析研究江宁台地电阻率日变形态
,

笔者使用时距平分析来表述其形态特征
。

以 1 个月为时间段
,

将每天的同一整点时的观测值相加后取平均值作为该整点时的值
,

将其称为时距平值
。

这样我们便取得了每月 。一 2 3 时的时距平值
。

为了探讨时距平值的季

节变化
,

笔者分别取 1 9 9 3年 1 月 (冬 )
、

4 月 (春 )
、

8 月 (夏 )
、

10 月 (秋 )作时距平计算
。

计算结

果见表 1和图 l
。

从表 1 和图 1 可以看 出
,

江宁台地电阻率 日变化呈现出白天高
,

夜晚低的有规律 的准
“

一峰一谷
”

的形态
。

在 4一 8 时地电阻率值由小变大
,

极大值出现的时间在春夏季为 16 时
,

在秋冬季为 9 时
;
在 17 一 20 时的时间段

,

地电阻率 由大变小
,

其极小值 出现在 21 一 2 3 时
。

三

个方向测道中 E W 和 N W 道 日变明显
,

N S 道变化不明显
。

表 1 江宁台地电阻率 1 9 9 3 年时距平值

狱狱狱
0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11

11111 冬冬 11 7
.

7 5 1 17
.

9 3 1 1 7
.

8 8 1 1 7
.

8 7 1 1 7
.

7 9 1 18
.

0 4 1 1 7
.

6 8 1 18
.

9 1 1 2 0
.

3 1 1 2 0
.

3 5 1 2 0
.

2 1 12 0
.

2 888

44444 春春 11 7
.

8 8 1 17
.

8 2 1 1 7
.

8 1 1 1 7
.

9 9 1 18
.

0 9 1 17
.

9 7 1 1 9
.

1 9 1 19
.

4 8 1 1 9
.

5 2 1 1 9
.

5 4 1 1 9
.

5 5 11 9
.

5333

88888 夏夏 1 1 9
.

8 4 1 19
.

7 3 1 1 9
.

8 1 1 1 9
.

7 2 1 1 9
.

5 0 1 1 9
.

7 2 1 2 0
.

4 4 1 20
.

5 8 1 2 0
.

5 1 1 20
.

3 0 1 20
.

4 6 1 2 0
.

4乏乏

111000 秋秋 1 1 9
.

6 3 1 1 9
.

6 4 1 1 9
.

6 2 1 1 9
.

7 5 1 19
.

6 5 1 1 9
.

7 4 1 1 9
.

8 5 12 0
.

4 0 1 2 0
.

4 1 1 20
.

4 4 1 20
.

3 8 12 0
.

4 222

狱狱狱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2 1 2 2 2 333

11111 冬冬 1 20
.

2 9 1 2 0
.

3 5 1 2 0
.

2 7 12 0
.

2 5 1 20
.

3 0 1 2 0
.

1 3 1 18
.

6 9 1 1 7
.

78 1 1 7
.

6 7 1 1 7
.

6 5 1 1 7
.

6 3 1 1 7
.

6 000

44444 春春 1 19
.

4 3 1 1 9
.

5 8 1 1 9
.

6 3 1 1 9
.

58 1 1 9
.

6 7 1 1 9
.

5 8 1 19
.

4 8 1 1 8
.

4 6 1 1 7
.

65 11 7
.

6 3 1 17
.

5 1 1 1 7
.

6 CCC

88888 夏夏 1 20
.

4 6 1 2 0
.

5 6 1 2 0
.

5 8 1 20
.

58 1 2 0
.

5 9 1 2 0
.

5 2 12 0
.

4 8 1 2 0
.

18 1 19
.

4 1 1 1 9
.

3 6 1 19
.

4 3 1 1 9
.

5 888

lll OOO 秋秋 12 0
.

3 9 1 2 0
.

4 2 1 2 0
.

3 7 1 20
.

3 9 1 2 0
.

3 9 1 20
.

37 1 1 9
.

8 6 1 1 9
.

57 11 9
.

4 0 1 1 8
.

6 7 11 9
.

5 0 1 1 9
.

4 888

从升降时间的变化分析
,

春夏季地 电阻率升值时间早 ( 6 时 )
,

降值时间晚 ( 20 时 ) ;
秋冬

季地 电阻率升值时间晚 ( 7一 s 时 )
,

降值时间早 ( 1 9一 2 0 时 )
。

从变化的幅度来看
,

表现为冬季大 ( 2
.

3 % )
,

夏季小 (1
.

8 % )
。

对江宁地电台自 1 9 9 1 年 4 月使用 Z D
一

8 数字地 电仪观测以来的记录资料
,

用 U J
一

2 5 ( .0

01 级 )电位差计每月进行标定
,

误差 a 均为 。
,

观测资料精度在 。
.

6%以内
,

表明观测资料可

信度较高
。

1 9 9 1 年 9 月 1 2 日江宁小丹 阳 3
.

1 级地震 (△ = 3 4 km ) 和 1 9 9 2 年 1 0 月 2 2 日射阳 4
.

6

级地震 (△ 二 2 4 4k m )前该台地电阻率日变形态出现异常
。

本文仅给出射阳 4
.

6 级地震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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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图 2 为射阳 4
.

6 级地震前后 (8 一 n 月 )江宁台地电阻率 E w 向时均值图
。

从图中可以看

出
,

自 9 月 1 6 日开始日变形态出现畸变 (图 Zb )
,

一直持续到地震后 n 月 8 日止
,

n 月 9 日

恢复正常日变形态 (图 2。
、

d)
。

6 R

l四 :弓一月l 】
1 l o

.

6 L

1 18
.

5

1 17
.

5

l问 艺一时

:)…
,

:
卜不一毛巨

6

! 冬今9 3一笼夕8

- 一一~ 一丫
尹

} 卜

6 了 1了

4 几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

究的伺题

综上所述
,

1 9 9 2 年射阳 4
.

6级地

震前江宁台地电阻率的短临前兆异

常是明显的
。

其正常 日变形态及短临

前兆表现形式是非常特殊的
,

它们是

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

目前还不清楚
。

笔者通过实际观测研究认为有以下

几个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

( l) 该台地电阻率日变形态为一

峰一谷形
,

对此不能用固体潮解释
。

另外
,

唐山 7
.

8 级地震的地电阻率异

常幅度在震中区一般为 3一 5%
,

江宁

台观测的南黄海 6
.

2 级地震 (△ -

2 6 4k m )前兆异常幅度为 4
.

5%
。

一般

认为由应力因素造成的地电阻率的

日变化幅度达 2
.

3%
。

江宁台地电阻

率变化及上述观测事实均与此不符
,

因此
,

对于地电阻率日变成因的研究

需要考虑除应力变化之外的其他因

素
。

( 2) 已有的研究认为
,

地电阻率

的前兆异常是由于孕震过程中应力

变化所引起
,

而江宁台地电阻率 日变

ùóō

图 1 江宁台地电阻率 1 9 9 3 年 l 月
、

4 月
、

8

月
、

1 0 月时距平图

T i n l e 一 d i s r a n e e s q ua r e d i a s r a rn o f s r o u n d r e s is t i讨 r y

a t J i a n g n i n s s t a t io n i n aJ n
. , A P r il

, A u g此 r a n d o e t
·

o f 1 9 9 3
.

形态在震前到震后一段时间的消失与应力的作用不一致
,

因此
,

对于该台的短 11苛前兆的成因

还需进一步研究
。

(3 )鉴于江宁台的实际情况
,

从监测预报地震的角度来考虑
,

不论日变化的成因如何
,

即

便是由于某种干扰所致
,

也可以充分利用日变化特征来判断正常和异常
,

而不必去消除它
。

( 4 )距江宁台 30 k m 的南京地电台也使用 zD
一

8 仪器观测
,

但没有观测到类似江宁台的

地电阻率 日变现象
,

将江宁台的仪器移到南京台
,

也未观测到该类现象
,

再考虑到江宁台
N s 测道的日变形态不明显

,

表明地电阻率的变化有一定的分布空间和分布方位
,

可能是台

址范围的某种特殊现象
。

从深度分布来考虑
,

该现象是由浅部信息引起还是来自深部的信

息
,

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5) 目前不少观测手段对资料的分析采用五日均值
、

日均值
,

使得短临前兆信息难以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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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江宁台地电 阻率 E W 向 时均值图 ( 1 9 9 2 年 8 月一 n 月 )

F屯
·

2 H o u r ly m e a n 一 v a l u e d i a g r a m o f E W
一
e h a n n e l d a t a o f g r o u n d r e s i s r i

、 一
i t y a t

J
; a n g n i n g s r a r io n f r o m A u g u s t

t o n N o v .

o f 19 9 3
.

。

而地 电方法 目前使用时均值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条件在一些台站 已经成熟
,

据笔者体
,

这对于进行短临地震预报是有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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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钱家栋研究员
、

吴正太研究员和赵家骆副研究员的热情指导
,

在

此表示衷心感谢
。

(本文 1 9 9 3 年 12 月 14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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