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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 河西走廊东部地区地壳下部

异常低阻层的发现
19 7 9一 1 9 8 1年我们完成了河西走廊东部张掖一武威一带的大地 电磁测深野外探测

。

经过

室内资料处理
,

发现走廊盆地下部地壳内普遍存在一异常低阻层
。

张掖一民乐盆地和武威盆

地内的五个测点对这一低阻层都有明显地显示
,

这些测点的位置及其编号如图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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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列 出了这五个测点下部地壳异常低阻层顶面埋藏深度 ( H )
、

电 阻率 ( p ) 和 层 厚

( h )
。

表 l 表明其顶面埋藏深度介于 45 一 55 公里之间
,

电阻率为 1
.

2一 5
.

8欧姗米
,

层厚则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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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
.

3公里之间
。

至今为止
,

兰州堆震研究所大地电磁测深组在我国西北地区已发现地壳
, 上地慢内存在

五类低阻层
。

在表 2 中
,

我们给出了这五类低阻层层参数的大致展布范围 (顶 面 埋 藏 深度

用梦
H

、

电阻率 p及厚度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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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地壳内低阻层 ( K D :
) 仅存在于很局部的地区

,

似乎仅在某些大震极 震区 内较为

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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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中部低阻层 ( K D
:

) 则普遍存在于地震带内
。

地壳下部低阻层 ( K D
3
) 目前还仅发现存在于张掖—

民乐盆地及武威盆地之 内
。

上地慢内第一个低阻层 ( M D , ) 在我们整个西北的工作测区内都有普 遍 显 示
,

其有限

的厚度说明它仅仅可能是软流层的一个特殊的顶层
。

上地慢内第二个低阻层 ( M D 。 ) 在西北地送目前已有三不侧点有所显示
。

( 兰州地震研究所 林长佑 张云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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