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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青海7．0级地震命名与地震前兆 

杨明德 江志萍 

(青海 ．西宁 810001) 

郭永霞 
(国家地震局兰州．舞耀： 磊‘ 兰州 730000) 

文有才 

(青海省地震局，西宁 810001) 

摘要 较详尽地阐述了共和7．0级地震应更名为兴海地震的缘由 介绍了这次地 

震前出现的地下水、形变、地震活动性、气象及动物习性等地震前兆异常 最后就震时 

极震区出现的现象等问题阐明了作者的见解 

主题词： 青海 地震预报 地震前兆 兴海 

一 )一 )一  

1 1990年 7．0级地震的命名问题 

名 

1990年4月26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河卡乡(36。O1 N，100。05 E)发生了Ms 

7 0地震．由于极震区人烟稀少，损失不很严重，但位于其北7 km处的塘格木农场成了一片废 

墟，损失极为惨重．地震后的几年来，几乎所有的地震文献均将这次地震称为共和地震，这是由 

于极震区人烟稀少，震后的现场考察未找到实际宏观震中．根据受损最重的塘格木农场的破坏 

情况圈出九度等烈度线 J，将九度区的几何中心(36’05 N，100‘05 E)确定为本次地震的宏观 

震中(图1)，塘格木位于共和县与兴海县交界处的共和县一侧，因此称这次地震为共和地震． 

实际宏观震中在兴海县河卡乡红旗村牧业点，位于共和地震震中之南约7 km处 该宏观 

震中与发震断层在1994年1月3日兴海Ms 6．0地震考察中才被发现．野外现场考察结果与 

等震线展布形态、地裂缝带分布等均表明 ，6．0级地震与7 0级地震均发生在共和盆地南缘 

隐伏断层的同一构造部位，两次地震震中几乎重合，但地裂缝规模差异甚大．7 0级地震裂缝 

宽30-50 LTfl，而6．0级地震裂缝仅宽数厘米；两次地震的裂缝新旧程度不同，能完全区分开． 

共和盆地南缘断裂西起茶卡盐湖南，经塘格木盆地边缘，终止于茫拉河谷，走向310。左右，南 

升北降．显示左旋走滑性质．7．0级与6．0级地震均发生于该断裂与北北西向隆起构造带的复 

合部位 全新世以来北北西向隆起构造强烈挤压，造成该断裂左旋走滑运动在复合部位受 

阻 1 J，这是上述两次地震发生的主要构造特征 

据对6．0级地震的考察结果，最高烈度Ⅷ度区位于兴海县境内，发震断裂附近十余户民房 

是7 0级地震后重建的砖柱土坯房，地震时遭到毁坏或严重破坏，而塘格木地区同类民房在 

本文 1997年2月 17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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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级地震时的破坏则显得轻一些．另外，两次地震的等烈度线除最高的两度外，其余基本相 

似，表明烈度的衰减相似．6．0级地震震中距兴海县城49 km，而距共和县城56 km，按照我国 

地震的命名原则应定名为兴海地震 7．0级地震与6 0级地震震中重台，故 1990年青海7．0 

级地震的命名应由共和地震更名为兴海地震 

2 兴海7．0级地震前兆②[ ] 

1990年兴海 7 0级地震之前，震中区及附近地区出现了大量微观和宏观前兆异常．由于 

震中西南人烟稀少，且前兆监测台站集中分布于震中东北人 口稠密区，故大部分前兆分布于该 

区(图 1)． 

图1 兴海7．0级地震等烈度图(虚线)与地震前兆分布图 

(实线为6．0级地震等烈度线) 
g．1 Seismic[ntensky and 。seis c l e of t Xinghai M s 7 0~rthquahe 

(d~sh line)and d吲 bu6otl I锄 k pr~uzsors． 

2．1 水氡异常 】 

在震中周围250 km范围内共有8个水氡测点，它们是共和、湟源、西宁、长宁、贵德、互助、 

乐都及民和．兴海7．0级地震前这些测点氡值分别出现 1～5年的趋势性上升异常，震前数月 

到1年半氡值下降，部分测点l临震前氡值略有回升．其中湟源水氡异常形态最完整(图2)． 

湟源水氡测点位于震中东北 122 km处，取样水点为波航乡泉湾裂隙水下降泉，水温 

@ 扬明德．中国兴海 7．o级地震前兆 第三届中国一晗萨克斯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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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C，流量 1升／秒左右，正常氡含量为6O Bq／L左右．该测点氡值在 1983年底以前出现过一 

次高值异常，1983年底至1984年初氡值下降到66 Bq／L左右，略有回升时在距湟源台128 km 

处发生了1984年2月17日祁连默勒Ms 5．1地震．此后氡值继续上升，1986年2月月均值达 

81 Bq／L，然后出现下降趋势，1986年8月26日发生了门源 Ms 6．4地震(A：120 km)．此后 

氡值并未下降到正常水平，而是在75 Bq／L左右较高水平持续一年以后又继续上升，1988年8 
～ 9月上升到极大值 83 Bq／L(月均值)，然后出现下降恢复趋势，1989年 l1月基本恢复正常， 

在兴海地震临震前略有回升，1992年以后恢复正常 该测点是湟水流域氡测点最早出现异 

常0、最先上升到极大值以及首先下降恢复正常的水氡测点 但由于门源 6．4级地震与兴海 

7．O级地震的异常迭加，使得 7，0级地震的异常起始时间难以确定 

图2 湟源、乐都、共和及民和测点水氡月均值曲线 
Fig 2 Monthly⋯ values s ofRadoain ∞dm t口 at Huang3rumu．1 du，Go~ghe∞dMinhe stations． 

乐都温泉水氡测点位于乐都县城北7 km处王家庄温泉，该泉属裂隙上升泉，1985年8月 

始测氡值为555 Bq／L，1986年1月上升到575 Bq／L，此后出现下降趋势．门源6 4级地震后的 

两年之内该测点氡值在484～506 Bq／L之间变化．1988年9月以后又出现显著上升，1989年 

4月达 570 Bq／L．此后氧值大幅度下降，1990年8月下降到最低值 357 Bq／L，7 0级地震发生 

在氡值下降过程之中 

共和水氡测点距震中56 km，1987年7月投人观测．始测氡值为23 Bq／L从 1989年5月 

起氧值升高，特别是 1989年 l1月28日以后氧值大幅度上升，达3O Bq／Ll并持续高值达4个 

月之久．兴海地震前三天才下降到23 Bq／L 1990年6月以后，由于泉点水头下降，从而更换了 

取样水点 

民和水氡测点位于震中东偏北248 km处，水样点为川口镇第四系冲洪积物中的潜水天 

然露头，其补给源主要为巴州沟河水，故泉水流量年变幅度大．流量为0．4～1．9升／秒．其氡值 

亦出现显著年变．我们采用距平方法消除年变影响．可以看出民和水氡在这次7．0级地震前的 

趋势性上升是显著的 1995年7月22日甘肃永登5 8级地震(A=30 km)前该测点氡值出现 

@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 1989年度中国地震趋势预铡研究．P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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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背景异常，临震前数月出现下降过程 

此外，除长宁水氡测值在兴海 7．0级地震前仅出现上升外，西宁、互助及贵德测点水氡均 

有较显著的上升过程和临震前的下降恢复过程 

2．2 地下水位异常 

1986年8～9月(门源地震前后)，青海乐都、西宁地区出现大面积地下水位上升数米的异 

常 乐都县城南岗沟乡七里店、马家台一带地下水位上升造成灾害，不少民房地基下沉，迫使部 

分居民搬迁，还出现正常使用 60多年的菜窖被淹的现象．西宁火车站北侧一带地下水上升，造 

成菜窖进水，不少低洼处地表积水 1～2 111，部分房层倒塌． ． 

1989年夏秋季节地下水位异常出现在震中东北约 130 km处的湟中县坡家乡．该乡政府 

所在地的地下水位上升近 10 m，水位接近地表．1990年 1月上旬该乡隆士干村南侧涌出一股 

碗121粗的泉水，用其浇地几十亩，2月中旬泉水消失 

1990年 1月 12～13日距震中56 km处的共和县畜产品加工厂机井水质发黄 该井深 l0 

m，属第四系潜水，已成井使用3O多年，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 

I临震前地下水异常加剧．共和县青海第二毛纺厂的位于河滩的井，其井水于 1990年4月 

23日变成泥浆，此现象持续一天后消失 震前 1～2小时，畜产品厂机井水变成黄泥浆，根本无 

法用于生产 

地下水位异常似有从外围向震中区收缩的现象，临震前逼近震中附近地区． 

2．3 湟源泉水流量异常 

湟源泉湾泉水流量始测于1986年 1月 1日，测量误差小于0 1升／秒，始测时的流量为 

1．0升／秒左右．1986年门源 6 4级地震前后该泉流量无异常显示．1988年 7月其流量出现近 

1个月的升高异常，无地震对应．1989年 9月以后该泉流量猛增至 2．0～3．0升／秒，最大流量 

出现在 1989年 11月 3日，流量达 3．1升／秒 此后泉水流量逐渐下降，7．0级地震发生在此下 

降过程之中 震前2O天还出现过一次显著突跳，即4月5日流量为1．9升／秒，6日突增到2 9 

升／秒，次日又恢复到前日水平(图3)． 

图3 湟源县泉湾泉水流量目测值曲线(1986年 1月～1991年l2月) 
F 3 Dady㈣ values of~tflOW ofQ啪 Ⅷ ‘s Springin Huangyuan county(Jan．1986~Dec 1991) 

2，4 地表垂直形变异常 

兴海7．0级地震后一个半月内，国家地震局第二地形变监测中心对经过震中附近的两条 

水准测线进行复测后发现，在极震区东北方向形成一长轴约 30 km，短轴约25 km的Nww 向 

隆起区，最大隆起幅度达345 nlrn(含同震最大形变量247 mm)，见图4 

2．5 地震活动性异常 

海地震震中附近区域是历史上的少震区，本世纪 50--60年代震中附近仅有一些 M【3 
～ 4地震活动，70年代以来震中附近中等地震活动趋于平静，而外围地区地震活动明显增强， 

形成南北长约480 kin地震背景空区 7O年代以来，震中区附近ML≥2．0地震活动频繁，1986 

年沿兴海～湟源小震活动增强，1987年 lO月～1989年 12月形成一长约 400 km的 NE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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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括动条带，稍晚一些又沿兴海～乌兰形成NW 向的小震括动条带，长约350 ．兴海7．0级 

地震发生在两条带交汇部位的 NE向条带之上(图略，详见文献[3])． 

2．6 气象异常 

2．6 1 降水异常 

1989年青海省南部地区有14个气象站均记录到年降水量超过历年的极大值．河卡站尤 

为突出 河卡气象站位于兴海地震震中西南 16．5 kra处，该站记录的多年平均降水量为376．0 

mm，1989年降水量竟达760．7 n2nl(图5)．1989年8月3日河卡日降水量达106．5rain，其中 

降水最集中的1小时内降水量达102．0mm，这些均属青海自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2．6 2 地温异常 

兴海 7．0级地震 

前青海省 中东部地 区 

出现大面 积地温上升 

异常(图6)． 

塘格 术气象 站位 

于震 中以北 7 km 处． 

该站多年 3．2 m 地温 

平均值为 6．2。C 1972 

年该站地温出现高值， 

但是仅在兴海发生 了 

4．6级震群．震前数年 

地温增 高，1988年达 

7．2。c·兴海地震前一 图4 兴海地震前地表垂直形变异常 

年下降到6 2C． Fig．4 AnomalyofⅢti d~ormstion be／~retheXmghal eⅢhquake 

共和气象站位于震中东北56 km处．该站3．2121地温始测于1982年．从1987年开始地温 

显著升高，1988年上升到极大值，1988年底到1989年初大幅度下降，兴海地震前后未能完全 

恢复正常．这有可能是1991～1994年在距该站30～60 km处发生多次5～6级地震，多次地震 

异常迭加干扰所致．该站地温异常在1992-1993年才恢复正常． 

兴海气象站距震中49 ．该站0．2m地温始测于1961年．从 1987年开始该站0．2m地 

温出现上升异常，1988年达极大值，震前一年显著下降． 

门源气象站位于兴海地震震中东北210 km处．该站3．2ill地温始测于1982年，兴海地震 

前该站地温上升明显，但地震发生时仍处于高值异常阶段，震后又出现数年的高值异常． 

图5 河卡气象站年降水量曲线图 

Fig 5 The curve of~nual prec~Ntation札Heka 

raeteomlc~ical observatory 

震前三天，震中附近区域刮了两天黑风(沙尘 

暴)，同时出现高温和低压等气象异常． 

2．7 动物习性异常 

兴海地震前两个月至震前几分钟，震中区及 

邻区出现大量动物习性异常，主要有： 

狗在震前狂叫，尤其是位于极震区附近的狗 

在震前 1～2天都出现反常现象．25日夜里狗狂 

吠、哭嚎．共和县城不少狗在震前两个月开始挖 

洞，现场调查发现大多数狗挖洞时头朝向震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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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塘格木、共和、兴海和门源气象站地温异常曲线 
Fig 6 Anor~liea of ground一 mpera ㈣ tTanggeanu

，Gonghe．Xinghai 

and Meny~an meteorological obse~'vatory 

震前1--2小时塘格木气象站一职工回家，狗堵在门口不让进屋，他强行进屋时狗站立起来往 

他身上扑． 

鸡在震前几天晚上不进窝．震前5～6分钟门源县种鸡场1200多只鸡惊飞，饲养员意识到 

是地震异常，急找人开车去州政府报告，车未发动就地震了 每年 4～5月是鸡产蛋旺季，可是 

震前 1～2天和震后 1--2天塘格木地区几乎所有产蛋鸡都停止生蛋．杀鸡时发现鸡的腹 内有 

两只硬蛋 

老鼠震前发呆．震前两个月塘格木地区老鼠增多，出现老鼠爬到人穿着的皮鞋上不动的现 

象 震前几小时，位于震中西北 52 km处的切吉供销社一空屋内许多老鼠发呆，用手就括捉了 

6只．震前几天河卡地区还出现成群老鼠向西南方向(背离震中)逃离 

兔子震前自杀．塘格木一职工养的两只兔子在地震当天上午至震前2O分钟左右，在屋内 

狂奔，均先后头撞水缸而死 

此外还出现猪不吃食，跳出猪圈；鱼往水面上跳，金鱼跳出鱼缸；猫惊恐不安，不让主人坐 

等现象．其他动物，如马、羊、虎、狐狸等均有一定异常． 

2．8 格尔木地磁与青海湖水位异常 

格尔木地磁台位于兴海地震震中西北473 km处．该台D分量自1987年6月正常观测以 

来，其长趋势变化与年变规律清楚，但1989年其正常年变突然消失，兴海7．0级地震后又恢复 

其年变， 

青海瑚位于兴海地震震中以北100 km处．该湖积水面积为4635 km2，近几十年来该湖水 

位有长趋势下降现象．将其年平均水位资料采用距平方法处理，可以看出该湖水位自1960年 

以来出现过两次高值，第一次是1967--1968年，对应了1968年12月17日化隆Ms 5．4地震 

(△ 160 km)；后一次是1989年，湖水位正距平为0．33 m，对应了兴海7．0级地震(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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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震时现象 

该次地震发生时正值当地农牧民在户外劳动期间，不少人 目睹了强震发生时极震区出现 

的现象 在极震区红旗村，人们突然感到地下发出比闷雷还沉闷的轰隆隆巨响，地表首先上下 

颤动，然后前后左右剧烈震动，倾刻间房屋全部倒塌 地表火光进溅，四周不时从地下发出“砰” 

“砰”闷炮声，声响处升起数米至 10余米高尘柱 人们受“地炮”冲击随之在地上跳跃，剧烈震荡 

持续时间不到 1分钟，瞬时天昏地暗，数步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极震区上空笼罩着的尘埃持续 

近20分钟之久．塘格木地区略轻一些，人们首先昕到室外似汽车轰呜声，出门一看，昏天黑地， 

狂风大作，听到远处有如山洪爆发，轰地一下房屋就倒了，眼前腾起遮天盖地的尘埃，昏黑一 

片．由于极震区人烟稀少，它显示出震中区尘埃主要是大地“放气”和地表剧烈震荡所产生，当 

然也包括房屋倒塌灰尘．震时地表火光进溅现象，尚待进一步研究． 

海湖边50 km)多年平均降水量为404．9 mm，降 。 

水极大值出现在 1967年，达 614．4 mm，而 1989 

年降水量为563．8 mm，为次大值，1961年降水 

量为 562．9 mm，亦接近次大值，但唯有 1989年 一41 

水位上升幅度最大，它显示了水位异常除了有 

降水增多的影响外，还有地震的影响． 

前已述及，兴海地震前地下水位异常分布 图7 格尔木地磁D分量及 

有从外围向震中收缩的现象，但地震后却出现 青海湖水住异常图 

了相反的现象，1990年6月共和7号自流机井 Fig 7 A．omali 。f geomagnet JamD mp 

几乎停止 自流；1992年以后湟源泉水流量由 l Gee~u andwntrlevelin讪 Lake 

～ 3升／秒逐渐减小到0．1--0．2升／秒；从 1993年起乐都温泉冬春季节流量减小，以至于取不 

上水样而停测．震后地下水位的这种变化值得进一步研究 

(2)地温异常的某些问题：汤懋仓教授用震前3．2 m地温所作的全国降水孤报图中有4 

个降水中心，其中的西北降水中心与兴海地震震中重合，令人寻味． 

作者认为地温异常与“温室效应”无显著的相关关系，因为温室效应作用的范围相当大，而 

兴海地震前的地温异常仅出现在震中区及附近，青海境内的达日、玉树、格尔木等气象站地温 

并无显著异常出现． 

共和气象站3．2m地温在1994年中期以后又出现新的上升异常，加之兴海气象站0．2m 

地温异常在兴海地震后未恢复，接着又出现更显著的上升异常，作者认为对于兴海、共和及邻 

近地区应予以重视．此外，门源气象站地温在兴海地震后出现近4年的高值异常，1995年7月 

22日永登5 8级地震后并未完全恢复，加之民和水氡异常与之相似，因此，对祁连山东段及邻 

· 部分资料引自 (面对大地的震颤)一书 1990年 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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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也应予以注意 德令哈、刚察等气象站地温异常与门源类似．对这些异常有待进一步深人研 

究 ． 

(3)兴海 7．0级地震等烈度线问题：由于兴海地震的宏观震中南移与发震断层的重新认 

定，造成7．0级地震原震中远离发震断层，且其九度区与6．0级地震最高烈度Ⅷ度区重合很 

少，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对此应予以考虑． 

青海湖水位异常是经汪成民研究员提示后才发现的．涂德龙、邬树学、胡爱真等同志提供 

了部分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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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MING THE M s 7．0 EARTHQUAKE IN QINGHAI 

IN 1990 AND ITS PRECURSORY ANOMALIES 

YANG Mingde JIANG Zhiping 

(SeismologicalBureau ofQinghaiProvincetXining 810001) 

GUO Yongxia 

(＆ 棚  幽 Research Instituteo厂 ，SSB， tlZ~ZOU 730000) 

WEN Youcai 

(SeismologicalBureau of QinghaiProvince，Xining 810001) 

Abstraet 

Authors stated why the Ms 7．0 earthquake in Qinghai in 1990 is renamed as the Xinghai 

Ms 7．0 earthquake，introduced obviously precursory anomalies and recounted briefly the course of 

prediction before the earthquake．These precursors were underground water，vertical deformation， 

seismic activity，meteorological anomalies and anirna1 behavior，etc．．In the end of the article，au— 

thors stated their views about appearance of meizoseismal region duffng the earthquake 

Key words： Qinghai，Earthquake prediction，Earthquake precursor，Xi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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