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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城堡一老军地区地壳偶极电测深法的观测研究

祁连山北缘的甘肃民乐盆地及其附近地区是我国重点监视的地震危险区之一
。

1 9 8 5年我

们在民乐盆地东侧山丹县丰城堡一老军 ( 大黄山北麓 ) 地区进行了地壳偶极电测深法的长期

定点观测和研究工作
。

1 9 8 5年至 1 9 8 6年 5 月偶极电 测深为 轴向 装置
,

方 位为 N 2 6
O

E
,

供电 偶极 在丰城堡
,

A B = 1 0 0 0米
,

供电回路 电阻为 16 一 23 Q ; 测量偶 极在 王家 墩 ( M
,

N , = 9 50 米 ) 和祝家庄

( M : N : = 1。。 0米 )
,

它们与供电偶极相距 5 1 0 0米和 71 00 米
。

供电和测量 都用铅板作电极
。

用

40 K W和 60 K W两台柴油发电机作电源
,

经可控硅整流后向地下供电
,

其强度为 30 一约 A
,

每天测量一次
,

一次测量 30 一 40 组数据
。

P z 40 型数字地电仪和 P z 40 型 数据处 理器配合记录

人工电位差
, △v , 二 1 4 m v , △v : “ 8 m v ,

信噪比为 3 0一 4 0分贝
。

1 9 8 6年 6 月后对该项工作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改进
,

第一
,

我们利用当地水文钻孔套管作

供电极
:

农 5 号井套管直径 1 0 8 m m
,

长 2 0 7
.

5 9米
,

9 号井套管直径 1 2 7 m m
,

长 1 2 4
.

6 3米
,

10 号井套管直径 1 91 m m
,

长 1 1 9
.

73 米
。

它们组成三种不同极距的供电偶极
,

呈三角形
,

农

5 号井与 9 号井为 N 5 6
“

W向
,

极距 A B为 1 2 8 0米
,

农 5号井与 1 0号井为 N 7 6
O

E向
,

A B为 7 5 0

米 ; 9号井与1 0号井为 N 2 3
O

W向
,

A B约为1 0 0 0米
。

原M , N ,
和M : N

:

仍为 N 2 3
O

W和 N 7 6
O

E

向供电偶极的接收装置
,

由于 M ; N ,
和M : N :

与 N 5 6
“

W向供电偶极夹角为 82
。 ,

而且它们又几

乎垂直 N 56
“

W 向的中心
,

因此
,

它们接收到的人工电位差很小
。

第二
,

使用 jS 3 型 50 K W

变压器弓【来当地工业电 ( 6 0 0 0伏 ) 代替柴油发电机
。

这样不仅方便经济
,

而且功率大
,

扩大

了检测范围
,

供电回路 电阻为 2 一 3 9
,

供电电流强度在 80 一 1 00 A
,

检 测 到有用人工 电位

差的范围为 1 5一 20 公里
。

测区海拔高度一般都在 2 0 0 0米 以上
,

供 电偶极区为 2 1 2 8一 21 5 0米 ; M
,

N
,

为 2 2 8 0一 2 3 2 5

米
,

M : N
Z

为 2 3 8。一 2 41 5 米
,

测区地貌属于大黄山和王家滩山之间的冲积扇地带
。

供电偶极

区外 20 。一 30 0 米的北
、

东面有三条不同规模的电法推断断层
。

测区第四纪沉积物厚度在 30 0

米以内
,

由供电区向接收偶极区方向第四纪沉积物厚度逐渐变薄至几米
,

其成分为黄土
,

卵

石
、

砾石和亚粘土等
。

它下面为 25 一 60 米 厚 的第三纪甘肃统红层
,

基底为下寒武纪的变质

岩
。

接收偶极处表层为变质岩和花岗岩的砾石组成的冲积扇
。

测区承压水位于大黄山北麓新

生代凹陷内
,

两层承压水区分别距地面 1 50 米和 2 33 米
。

偶极距 中心 7 3 6 0 米的偶极电测深表

明
,

测区地电断面为 K Q H 型
,

第一
、

二层为不含水的第四纪黄土和砾石层
,

第三层为第四

纪含水砾石层
, p : = 1 50 一 20 O Q

·

m ; 第四层为隔水的第三纪红层
,

第五层 电阻率无 限大
,

为基底寒武纪变质岩
。

( 下转 第86 页 )

.

参加本项工作的还有蜚永德
、

侯康明
、

张和全
、

姜忠贤和安福禄 等同志
.



8 6 西 北 地 震 学 报 第 8 卷

裂点在震源断层段中间某点
。

该点位置往往符合黄金分割数
。

例如1 9 7 5年海 城 大震 就是如

此
。

以上只是列举了黄金分割数在灾害科学中的意义
。

作者认为
,

在其他学科领域中黄金分

割数也会有较广泛的应用
。

例如现代物理学
、

生物学和医学中对混沌问题正进行着热烈的讨

论
,

且已得出走向混沌最普遍的临界指数 A = 4
.

66 92
,

它与黄金分割数 C 二 0
.

6 18 有 一定关

系
: Z e 一 A + Z C 二 2

,

式中
e
为自然对数的底

,

其值为 2
.

7 1 8
。

该式可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三

位
。

在地震预报问题上
,

我们应当用东方统一观和西方分科观两手来研究
。

本文对黄金分割

的应用就是按统一观考虑的
,

另外穴位论也是统一观的体现
,

它适用于人畜
,

也适用于地球

和太阳
。

在地球上我们曾发现垂直运动特强的地区和新生代以来玄武岩喷发地区 ( 包括附近

百公里以内地区 ) 是 6 级以上地震迁移的始发区
,

它相当于地球上的穴位
。

我们对穴位曾总

结出七个特征
,

即内通性
、

外敏性
、

公度性
、

遥联性
、

放大性
、

重复性和选择性
。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郭增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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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地 电阻率资料的精度稳定在 1 一 3 %
。

这些资料表明
,

( 1 ) 地电阻率无季节性

变化
,

两个测点的地电阻率值都围绕在 1 63 和 23 o Q
·

m附近波动 ; ( 2 ) 在测区某些方位 1 00

公里以内的 2
.

5级以上地震前都伴随有地电阻率的变化
。

1 9 8 5 年 7 月 1 4日离测区 90 公里的甘

肃九条岭 4
.

1 级地震前半个月
,

地电阻率呈现明显的变化
,

其幅度为 6 一 9 %
,

探测深度大

的装置地电阻率前兆幅度大一些
。

这两个现象可解释为此处偶极法勘探深度大
,

不受表层 电

性变化的影响
,

能检测到较大范围内地震孕育过程造成的岩体电阻率变化
。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陈有发 康云生

杜学彬 梁戈谏 陈宝智 梁戈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