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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新型电磁波观测装置

一
深井垂直天线及初步观测结果 1 6

声

必

2
.

震前电磁波信号的频带很宽
,

且不同地区的地震其电磁波的频率范围亦不相同
。

五里

多粮库 1 年多的观测资料表明
:

有的地震 以 o 一 20 H Z频段的信号为主
,

有的 以 1
.

g K H Z频

段的信号为主
。

3
.

震前电磁信号具有不连续性和阵发性特征
。

在距观测点 3 00 公里以内的5
.

0级地震前
,

电磁信号中均有持续时间长达 2 小时以上的主信号出现
,

主信号具有延续时间长
、

振动幅度

大等特征
。

4
.

电磁信号密集群多开始于震前一个月左右 ( 土 10 天 )
,

其持续时间为三
、

四 十 天 不

等
。

临震前电磁信号群呈现两种状态
:

一为平静
,

一为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

直至地震发生
。

因此我们认为
,

震前电磁波观测是目前临震预报的较好手段之一
,

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

我们的深井天线震前电磁波观测仅有一年多的正式记录
。

由于资料积累有限
,

上述结论

的可靠性还有待于今后观测资料的进一步验证
。

本项工作是在冯竞教授
、

杨朝梁付教授支持和指导下进行的
,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 本文 1 9 8 6年 6 月 2 6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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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展学会历史地展专业委员会在 昆明成立

协

又

经中国地震学会批准
,

由云南省地震局 ( 历史地震专业委员会挂靠单位 ) 积极筹备
,

中

国地震学会历史地震专业委员会于 1 9 8 7年 11 月 3 日至 5 日在昆明召开成立大会
。

来自全国各

地的专业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

复旦大学及地震系统的代表共50 人出席了会议
。

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阂子群宣读了中国地震学会
“
关于成立地震专业委员会的通知

” ,

并就我

国历史地震研究概况和今后研究任务作重点发言
。

中国地震学会理事长陈运泰为历史地震专业委员会成立发了贺电
,

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室
、

云南省天文学会
、

云南省地震学会
、

云南省地球物理学会
、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

委员会
、

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委会总编室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史研究所
、

近代史研究所
、

云南省地震局等单位和学术组织的代表到会致词
,

热烈祝贺历史

地震专业委员会成立
。

会议研究了历史地震专业委员的今后活动安排和计划
,

业决定于 1 9 8 8年召开一次历史地

震学术交流会议
,

集中研究两方面的间题
:

一是有关历史地震学研究的范畴
、

内容和方法 ,

二是有关确定历史地震基本参数的方法研究
。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杨天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