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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姑咱水氰突跳是临震异常吗 ?

李 有 才

(四川省 j也震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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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7 6年 8 月 16 日松潘 7
.

2级地震前 6 天
,

姑咱水氛出现了引人注 目的单点突跳 异 常
,
四

川省地震局据此对松潘 7
.

2级地震作出了较好的临震预报〔 1 〕 ; 因此
,

姑咱台水氛 的 观 测 成

果
,

引起了国内外地震界的关注
。

不少人以姑咱水氦单点突跳异常为依据发表了文章
。

笔者

经过对原始观测数据的分析处理
,

认为姑咱水氛单点突跳变化不 是地震前的临震前兆异常
,

而是观测中的一种随机误差
。

一
、

仪 器 误 差

姑咱水氛自1 9 7 2年 3 月到 1 9 8 3年底近十二年的时间里
,

使用的仪器是 F D 一 1 05 型 静 电

计 ; 这种
.

仪器影响观测精度的因素较多
,

初步估计
,

姑咱台水氧均方误差 为土 0
.

93 一 1
.

3 埃

曼
,

相对误差可达 10 一 15 %
。

但实际最大均方误差为 士 1
.

09 埃曼
,

相对误差为 1 1
.

4% ; 最小

均方误差为士 。
.

34 埃曼
,

相对误差为 4 %
,

一般均方吴差为士 0
.

4一 0
.

7埃曼
,

其相对误差为
4 一 7 % ; 比估计的精度要高

,

这可能是实际取数中
,

一些可能产生的误差未予出现
。

二
、

关于单点突跳异常的讨论

我们把某 日某次的单点观测值与此日前的旬均值的差值超过了三倍均方 误差的变化值
,

统称单点突跳性异常变化值 (均方误差取 0
.

93 埃曼
,

是最低估计值 )
。

然后对姑咱水氛十余

年双测资料进行了统一的评定
,

发现
:

从 1盯 2至 1 9 8 3年
,

四 \\j 共发生M s
) 6

.

0级地震九次
,

’

M s ) 5
.

0级地震四十八次
,

其中1 9 7 3年 6 月 29
、

30 日马边 5
.

5级地震群
、

1 9 7 6年 8 月 16 日 松

播 7
.

2级地震和 1 9 7 3年 2 月 6 日炉霍 7
.

9级地震前出现有单点突跳性异常变化
,

但值得提出的

是
,

姑咱水氛出现过多次明显地突跳异常并未发生地震
,

或省内有大地震而未 出现突跳异常

变化
。

笔者认为
,

这种单点突跳是属于仪器观测中的一种随机误差变化
,

不是临震异常
,

依

据是
:

1
.

据 1 9 7 2年至 1 9 8 3年近十二年内 8 0 6了个观测数据的整理统计表明
,

单 汽突跳变化值超

过三倍均方误差的共 13 个点
,

占总观测数的 1
.

6 0%
。

其中对应六级以 上地震的仅二次
,

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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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点数的万分之 2
.

4 ,

对应 5
.

。级以上地震仅有 3 次
,

占总观测点数的万分之 3
.

7
。

其 中 还

有 7 次 6
.

0级以上和四十三次 5
.

。级以上地震震前没有突跳变化未统计
,

否则
,

它的对应地震

的概率还要低 (表 1 )
。

据误差理论
,

在大量同精度观测的一组误差中
,

绝对值大于三倍均方

误差的极限误差
,

其出现的可能性仅有千分之三〔 8 〕 ,

而姑咱水氦 8 0 6 1个观测点中
,

大 于 三

倍均方误差的极限误差仅为千分之 1
.

6 0 ,

比误差理论确定的千分之 3
.

。还要小 1
.

4 0
。

显 然
,

对于这种比极限误差还要小的概率不能认为是与有地震有关
。

表 1 姑咱水氧丝点突跳变化值统计表

一其军2
.

超过三倍均方误差的单点突跳数
,

有随观测条件的改善而明显减小的现象
。

如
:

观

测条件较差
,

观测精度较低的 1 9 72 年至 19 7 3年二年时间内
,

单点突跳 值为九 次
,

平 均 每 年

为 4
.

5次
,

占当年 总观测数的千分之 6
.

2
。

而 1 9 7 4年后近十年中测试水平和观测条件有明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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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姑地区地质剖面 图

善
,

观测精度较高
。

单点突跳值仅出现有四次
,

平

均每年为 0
.

4次
,

占当年总观测数的万分之 5
.

5 ; 其中

4 次都是发生在 1 9 7 5年和 1 9 7 6年的两年时间里
,

并

且从 1 9 7 7年以后长达七年的时间
,

单点突跳一次也

未出现 ; 在这时期
,

四川地区却发生了二次 M s
) 6

.

0

级地震
,

十二次M
s ) 5

.

0级地震
,

可见单点突跳与

地震关系不大
,

而是与随机误差 密切有关的正常变

化
。

3
.

姑咱水氛点泉水属浅层地下水
,

难以反映

地下深部地震前兆信息
,

理由是
:

( 1 ) 从地质资料查明 〔” 未见有大断裂 构 造

通过姑咱地区
,

表明姑咱水氛点附近地 下 通 道 不

畅
,

水氛点泉水不是来自地下深部 (图 1 )
。

( 2 ) 从川西北地区气温
、

水温和海拔高程关系的统计结果
,

发现泉水水温具有明显的

垂直分带性〔 1。〕 ,

且二者有较好的相关变化
,

如
:

标高在 3 5 0 0一 4 00 。米间
,

水温在 2一 6℃ ;标高

在 3 0 0 0一 5 0 0米 l’of ,

水温在 6 一 l o oC
:

标高在 15 0 0一 3 0 0 0米间
,

水温在 1 0一 1 4℃
。

区 内 各地气

温差异较大
,

气温的变化主要是随高程的增高而降低
; 严格受气温控制

,

充分反映了泉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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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姑咱水氛突跳是临震异常吗 9 3

来自浅部的地下水 ;而且
,

循环深度不大
。

姑咱水氛点泉水标高约为 2 0 0 0米
,

水温约 10 ℃
。

与前面情况是一致的
。

( 3 ) 据水 电部成勘院〔 n 〕 、

中国人 民解放军 0 0 93 1部队 〔 1幻的取样分析
,

姑咱水氛泉水属

重碳酸钙镁型
,

矿化度小于 0
.

58 克 /升
。

是典型的表层地下水类型
。

这说明
,

地下水径流短
,

循环深度不大 , 而地下水的来源主要是大气降水
,

或高山
“
海

子 ” ,

或雪融水
。

由于重力作用
,

它们经斜坡表层岩 (土 ) 层中的裂隙通道
,

从地势低洼地

带流出
,

即地下水受补于地表水
,

又转化为地下水补给地表河水
,

给人以
“ 上升泉水

” 的假

象
。

综上所述
,

姑咱水氛单点突跳变化不是临震异常变化
,

而应属于水氛 F D 一 105 仪 器 观

测中的一种随机误差变化
,

是仪器观测中出现的一种正常变化现象
; 对于研究地震前兆异常

意义不大
。

( 1 9 8 4年 1 月 2 8日收到初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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