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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区量规函数
、

台基较正值的分析计算

魂

1
。

引言

现在使用的 R ( △ ) 是在原始震级基础上
,

由李善邦
、

郭履灿分别用我国的资料 进 行过

两次修正后得到的
。

但是
,
由于地区的差异

,

R (△ )还不能完全适合各个地区
。

本文的 主 要

工作是参照文献 ( 1 〕与 ( 2 〕的方法
,

用统计方法对现使用的R : ( △ ) 进行修正
,

以得到

尽可能代表新疆地区区域特征的量规函数 R
: ( △ )

。

此外
,

为 了减小地壳横向非均匀性的影

响
,
还求得了各台校正值

。

2
.

计算方法

本文在联合测定地震震级和量规函数的基础上
,

分析讨论区域性的校正函数及台站校正

值
。

根据观测到的振幅 A得到 l go A
, ,

由近震震级公式〔“ 〕

M L 宁 l o g A , + R
: ( △ ) ( 1 )

异 求得第 j个台记录到的第`个地震的震级M ; . , ,

然后根据所有各台的记录求第 `个地震 的震级

平均值和标准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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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地震的标准误差平均值为
:

N
e

s n
( M : ) =

乙 s 。 ( M : .
) / N

.

( 4 )

1 . 1

进一步求各台与平均震级M ; :
的残差值

乙M ` 。 j “ M : ; , 一 M L : ( i = 1 , 2 , … ,
N

. ,

j = 1 , 2 , … ,
N

。

) ( 5 )

如果量规函数正确的话
,

则乙M : j随震中距的变化就应在零线附近摆动
,

否 则 就 有 一 个趋

势变化
,

这个趋势变化反映了地震波记录最大地动位移的区域衰减特性
。

我们按 土 20 公里的

震 中距间隔进行平滑
,

经过离散数据的平滑处理
,

得到了一条平滑曲线 乙M
L 。 j ,

这条曲线就

是对量规函数R
:

( △ ) 的修正值
,

这样就可以得到经过修正后的量规函数 R 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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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和结果分析

我们选用了新疆地区台网的 2 8个台站 1 9 8 2年 11 月一 1 9 8 3年 11 月记录 的新 疆 境内 1 8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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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台站及震中分布

ML
>1

.

8级的地震 ( 图 1 )
。

台网使用的仪器均为短周期仪
,
从 1 9 8 2

年以来台网的仪器采用了统一标定法
,

这样

可以消除仪器型号不一
,

标定方法不统一的

误差
。

各台仪器和台基概况见表 1
。

选取的

1 80 个地震尽量考虑了震中分布情况
,

但新疆

大多数地震都发生在天山南北
。

选取资料时

删去了一些不太可靠的数据
,

为了避免较大

地震的限幅情况
,

震级上限取在 M : 5
.

0级以

下
。

每个地震平均有 7 个台记录到
,
每次地

震至少有四个台的记录
,

大约 1 2 60组数据
。

根据前面介绍的方法
,

由公式 ( 5 ) 得到了

震级残差随震中距的变化曲线 ( 图 2 )
。

样

L8
JqoM.0.0△

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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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

8

图 2 震级残差随震中距 的变化图

由图 2 看到
,

震中距小于 1 00 公里时震级残差为负
,

说明定出的震级侃小 ; 在震 中距介

于 2 50 一 50 0公里之间时残差为正
,

说明定出的震级偏大
。

在实际资料处理
,
户是存在这种现象

的
,

表 2 给出的几个地震就反映了这种趋势
。

当震中距大于 6 00 公里时残 差 在 零 线
。

附 近摆

动
。

表 3 给出了经过修正后的 R 3
( △ ) 值

。

图 3 是 R 3 ( △ ) 和 R
:

( △ ) 两条曲 线的 比较
,

R :
( △ ) 反映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地震波衰减特性

。

两条 曲线 形态 大体 相同
,

只是在

10 。公里以内变化较大
,

这可能反映了新疆地区区 域 性的构造特性
。

必
另外在图 3 中给出了一条 lo g A = 5 一 R 3

( △ ) 曲线
,

代表了该区记录最大地 动 位移随

震中距衰减的平均形态
。

不 同地区的地壳厚度不同
,

记录最大振幅所属波的类型随震中距的

变化也是不 同的
。

新疆地区地壳厚度约 55 公里
,

所 以衰减曲线的形态与我 }习西南
、

湖北地区

略有差异
。

用新量规 函数 R 3
( △ ) 求出的 S

D
( M

L 3
)为 0

.

2 9 1 ,

用旧的 R
:

( △ ) 求出的 S 。
( M L Z

)为

0
.

33 2
,

可见 0
.

2 91 < 0
.

3 32
,

说明新量规函数更适合于新疆地区
。

.4 台基校正
·

一 ·
, ·

”

台站所处的地质构造部位及台基岩性不同对地震波的影响也不同
。

忽略其它因素
,

对每

个台记录到的不同震中距和不 同方位的地震震级定值进行统计分析
,

业由 ( 7 ) 式得出了新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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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编号
}

台 站

新疆地区地展台站概况

仪 器 台 基 岩 性 S吕 S口

喃

乡

丫

l

鑫

11111 水磨沟沟 D D一 111 三迭 纪砂岩
}}}

。 · 。 , 8

{{{
0
。

0 2 666

22222 红 山山 ,,, “ 迭 纪砂页岩

{{{
_ 0

.

; 5 7

111
一 0

。
22 111

33333 庙尔沟沟 ,,, 沙 岩岩 _ 。 . 。。

}}}
一 0

。
0 3 4 999

44444 后峡峡 5 7 333 ,’’ 。· 。 4

{{{
0
。

0 2 1 666

66666 甘河子子 ,,, 侏罗 纪沙岩岩
_ 。

.

1。

}}}
一 0

。
14 888

66666 库尔勒勒 ,,, 前震旦纪花岗岩岩
_ 。 .

, 。

}}}
一 0

。
13 888

77777 石场场 ,,, 侏罗纪砂岩岩 0
。

0 999 0
。

1 1333

88888 木垒垒 ,,, 石炭纪火山磷灰岩岩 0
。

0 666 0
。

16 666

99999 高崖子子 ,,, 二迭纪凝灰质砂砾岩岩 0
。

0 555 0
。

0 9 666

111 000 乌苏苏 D D 一 111 第 四纪松散沉积积 一 0
。

4 555 一 0
。

4 7 444

111111 克拉玛依依 5 7 333 三迭 纪砂岩岩 0
。

1 777 0
。

2 1 111

111222 新源源 ,,, 石炭纪火 山砾岩岩 一 0
。

1 111 一 0
。

1 1 222

111333 温泉泉 ,,, 泥盆 纪花 岗岩岩 一 O
。

0 8
...

一 0
。

0 0 777

111444 独 山子子 D D 一 111 第 四纪沉积积 000 一 0
。

0 0 777

111 555 巴 里坤坤 5 7333 泥盆纪花岗岩岩 一 0
。

2 333 一 0
。

2 1 111

111 666 富蕴蕴 ,’’ 石英岩岩 0
。

5 000 0
。

5 0 777

111 777 阿勒泰泰 ,,, 矽质变质岩岩 一 0
。

0 999 一 0
。

0 8 999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2 8 444111 888 依 矿矿 III 第三纪砂岩岩 0
。

3 77777

111 999 拜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 0
。

0 5 999,,,,,, 沙岩岩 0
。

0 99999

222 000 库车车 ,,, 第 四纪松 散沉积积 一 0
。

0 444 一 0
。

1 8 888

222 111 阿克苏苏 ,,, 第 四纪松 散沉积积 一 0
。

0 333 一 0
。

1 1 444

222 222 乌什什 4 7 333 石炭纪砂岩岩 0
。

0 222 0
。

0 2 9 888

222 333 阿合奇奇 B 7333 石炭纪灰岩岩 0
。

0 888 0
。

1 0 444

222 444 巴楚楚 5 7 333 二迭纪沙岩岩 0
。

4 222 0
。

3 4 555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0
。

5 111 一 0
。

4 3 666222 555 和 田田 4 7333 第四纪松散沉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0 9222 666 555塔什库尔千千 5 7333 第 四纪冰堆积积 0
。

0 66666

222 777 乌恰恰 ,,,
第三纪砂砾岩岩

一 0
。

4 000 一 0
。

3 7 333

222 888 喀什什 I,, 第四纪砂卵石层层
一 0

。
2 999

}
一 0

·
3 3 555

疆地区各台的台基校正值 ( 表 1 )
。

从表中明显看到
,

台基岩性不 同
,

台基校正值 5 2
差别较

大
。

例如乌苏与和田台台基属第四纪松散沉积
,

则台基校正值的绝对值较大 , 依矿和 巴楚同

属砂岩台基
,

但位于覆盖层坳陷地区
,

所以台基校正的绝对值较大
。

富蕴台和乌恰台校正值

较大
,

这可能是因为放大倍数测得不准所致
。

最后用新的量规函数计算出了新的台基校正值

5 3 ,

使用新的量规函数及 5
3

后
,

平均标准差减小到 0
.

22 8 ,

可见台基校正大 大提高了 M :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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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随屁中距的变化 表 2

发发展 83年基月 9 日日 展小
:

43
.

:1ooo 发胜 83年 4月 8日日 盆小
: 4 2

。
2

’’

发晨 吕 3年 4月 4日日 展小
. 40

。
4

...

时时刻 。 8一 3 5一 4333中入
: 87

。
5

。。

时刻 1 3一 6 5一 5111 中入
. 吕 4

。 ` ...

时刻 1 5一 5 8一玉 333中人
. 7昌

。
0

...

合合站站 △ ( km ))) MLLL 台站站 △ ( km ))) M`̀ 台站站 △ ( km ))) MLLL

后后侠侠 3 222 2
。

555依矿矿 4 444 2
。

999 阿合奇奇 999 3 8
。

444

庙庙儿沟沟 7 000 2
。

555新浑浑 1 333 3 5
一

222巴楚楚 9 222 2
。

777

水水磨沟沟 9 222 2
。

777 库尔勒勒 1 5 5553
。

000 乌什什 1 3 5222
。

666

甘甘河子子 1 3444 2
。

666 石场场 999 3 3 2
。

444喀什什 3 2 222 2
。

777

石石场场 1日 888 2
。

777 后峡峡 999 3 2 5
一

444乌恰
...

6 2了了 4
。

111

库库尔勒勒 1 9 444 3
。

111 乌苏
---

444 2 83
。

888和田田 0 4 4 222
。

111

乌乌苏苏 2 8111 3
。

333333333333333

梦

新且规函数R
: ( △ )表 3

△ ( km )R . ( △ )△ ( km )R 吕 ( △ )△ ( km R ). ( △ )

111 000 2
。

5 555

111 555 2
。

6 333

222000 2
。

6 777

222 555 2
。

111 8

000 333 2
。

9 333

333 3 555
。

0 444

444000 3
。

1 222

444 3 555
。

000 2

555000 3
。

2 888

555 SSS3
。

3 444

666 5553
.

3666

777 5553
。

3 888

3
。

7 50 3 2

1 1 0 3
。

6 40 3 8

0 0 4

嘴

一

、
’

1 0 23
.

6 9

生生 R甲甲 1 只 nnn只 , 叹叹 通久 nnn
场场场场碑

二
口口口口

333 000 2
。

9 333 1 5 000 3
。

7 444 5 0 000 4
。

8 666

333 555 3
。

0 444 1 6 000 3
。

7 888 5 5 000 4
。

9 555

4 7 0

2 0 0

333
。

0 444 1 6 000 3
.

7 888 5 5 000

333
。

1 222 1 8 000 3
。

8 555 6 0 000

444
。

4 000

444
。

4 888

444
。

6 000

444
。

7 444

444
。

8 666

444
。

9 555

555
。

0 555

555
。

0 777

2 2 0 4
。

0 2 7 0 0

24 0 4。
0 6 7 5 Q

2 6 0

2 8 0

3 0 0

…

一
…

一卜
一一兰兰一-

.

卜一一塑一一一
1 4 ·

2 4 } 9 5 0

555
。

1 000

555
。

2 000

555
。

2 000

555
。

2 000

`

级的测定精度
。

经过 R : ( △ ) 的修正 以及台基校正
,
提高了新疆地区各台站震级测定均匀性

。

但是
,
修

正 R ( △ ) 的工作是在现有 R
Z ( △ ) 的基础上进行的

,

新 的R : (
,

△ ) 并 不完全独立地反映新

疆地区地下介质结构特征
。

今后应该创造条件
,
一方面要研究地壳结构

,

另一方面还应研究

地震波横向衰减特征
,

建立起地震波衰减方程
,

这样震级测定工作才能建立在比较科学的基

础上
。

味



第 1 期 高国英
:
新疆地区量规函数

、

台基较正值的分析计算 10 7

`才嘴",

J了沪今
。

`

/洲
介

.

/产
产少

R (心 )

龟

R

一
x口沪户

声
·

尹

o乡 A
。 二 5 一 R, (占 )

展 中距

(公员 )

”护

图 3 各种量规 函数及地震波随震中距的衰减

王桂岭
、

黄克强参加了本文的部分工作
,

朱令人
、

陈培善
、

张诚等同志对工作给予了有

益的帮助
,

谨表谢意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 高国英 艾尼瓦尔 )

( 本文 1 9 8 5年 8 月 5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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