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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东北及邻区重力三维正
、

反演的初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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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地质和区域重力资杆
,

利用重 力三维正
、

反演方法研究得到了晋

东北地区地壳深部构造
。

通过三维正演
,

得到 了不同深度的剩余重力异常 , 用

一个 已知的莫霍界 面的深度值
,

反演 出了全区地壳厚度 的平 面分布
。

在此基础

上
,

对一些 活动断裂和构造的深度以 及地震和 第四纪 火山 活动的地壳深部构造

背景进行 了探讨
。

研究还 发现
,
沿 湘纬 40
。

线可能存在一 条深 部剪切构造带
。

一
、

研究区范围
、

地质概况及布格重力异常分布

研究区范围西起大同
、

繁峙
,

东到宣 化
、

望 都
,

即北 纬 40
.

7
。

一 3 8
.

6
。 ,

东经 11 3
.

2
。

一
115

.

2
。 。

怀来一西安裂谷系北端也包括在内
。

太古界及下元古界的深变质岩系组成了研究区的结晶基底 , 中
、

上元古界
、

古生 界 和

中
、

新生界组成盖层
。

山脉和盆地的走向为北东东和北东向
。

在新第三纪和第四纪
,

该区发

生了大规模的构造运动
,

一系列断陷盆地在古老基底上沿着北东东和北东方向呈左行雁式排

列
,

地震和新生代的火 山活动都分布在盆地之中
。

全区布格异常皆为负值
。

由东南隅完县一带的 一 10
·

1 0
一 `

m /
s “
向西北递减至大同
、

阳高

地区的 一 1 3 5
·

1。 “ 6 m s/
“ 。

这 种 区域性变化反映了莫氏面起伏总的趋势
。

布格重力等值线的

走向大致以北纬 40
“

稍偏南的浑源
、

广灵
、

蔚县
、

小五台山一线为界分南北两部分
。

( 1 ) 北部主要为东西走向
。

基本格架由大同以南重力低
、

阳高天镇重力低和阳原以北

重力高组成
。

等值线均呈长垣状或短轴椭圆状
,

走向近东西
。

桑干河地堑和阳高 地 堑 1 ) 为

两个重力低
,

异常值达 一 1 3 5
·

10
一 s

m s/
“ 。

大同南和大同
、

阳原一带的重力等值线梯度 较大
。

阳原以北至大同一带的上新世到更新世的玄武岩分 布 区 为 重 力 高 区
,

异 常值 为 一 1 05 至

一 10 0
·

10
“ “

m s/
“ 。
大同以北有北北东走向的重力梯度带

,

是 晋 北 云 岗 一 平 鲁 重 力 高 的 北 半

部

。

怀 安 和 宣 化 之 间

,

异 常 等 值 线 呈 北 西 走 向

,

异 常 值 升 至
一 10 5 到

一 8 5
·

10
一̀

m /
s , 。

上 述

两 处 插 入 了 东 西 走 向 的 布 格 重 力 异 常 高 值 带

,

这 可 能 反 映 了 该 区 的 深 部 背 景

。

1 ) 国家地 震局地球物理勘探大队

2 ) 海南省地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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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东 北 及 邻 区 布 格 重 力 异 常 图

(根据山西省地犷局物探 队
,

1 9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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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南部重力等值线主要为北东到北

北东走向
,

大 致 可 包 括 三 部 分

:

反 映 太 古 界

结 晶 基 底 ( 浑源 ) 和簿沱河地堑 ( 繁峙 ) 的

重力低
,

幅 值 为
一 1 20 到 1 35
·

1 0
“ “

m s/
“ ;

五

台 山
、

恒 山

、

广 灵 和 灵 丘 一 带 的 重 力 低 背 景

上 出 现 局 部 重 力 高 和 重 力 低 异 常

,

异 常 值 为

一 ] 3 0到
一 1 0 0
·

1 0
一6

m 八
“ ,

反 映 了 燕 山 期 酸

性

、

中 酸 性 及 超 基 性 侵 入 岩 体 的 分 布
;
研 究

区 东 南 部 阜 平

、

沫 源

、

小 五 台
山 一 线 以 南

,

布 格 异 常 稳 定

,

幅 值 由
一 100
·

1 0
一̀

m /
s “
稳

步 升 至
一 10
·

10
“ s

m s/
“ 。

局 部 的 沫 源 重 力 低

反 映 了 阜 平 育 隆 ( 马杏垣等
,

1 9 6 3 ) 和燕山

期花岗岩体的分布 ( 图 1 )
。

二

、

三 维 正

、

反 演 方 法

及 反 演 结 果

研 究 区 内 出 露 的 前 寒 武 纪 的 变 质 杂 岩

、

古 生 代 沉 积 岩 和 煤 系 地 层 以 及 中

、

新 生 代 的

沉 积 岩 和 基 性 火 山 岩 等

,

它 们 不 仅 反 映 了 地

质 构 造 史

,

也 说 明 了 地 表 和 地 壳 浅 层 介 质 密

ō.一
.

汗5

图iF

度 的频 谱 成分 是很 复杂 的
,

不 仅 范 围 大

,

低 频 成 分 丰 富

,

而 且 有 大 量 的 高 频 成 分 混 迹 其 间

。

对 此

,

用 任 何 单 一 通 频 带 的 滤 波 方 法 都 难 以 把 布 格 异 常 中 的 浅 部 和 深 部 信 息 分 开

。

为 了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

我 们 采 用 了 一 种 新 的

“
剥 皮
”
方 法

。

正 演 计 算 时 选 用 了 精 度 较 高 的
K a p a T a e B

三 维 模 型
〔 1 〕
。

计 算 的 步 骤 如 下

:

1
.

建 立 浅 层 地 质 体 的 密 度 模 型

按 不 同 时 代 不 同 密 度 的 地 层 和 岩 浆 岩 及 其 出 露 或 隐 伏 情 况

,

分 别 编 出 可 供 数 字 化 采 样 的

等 厚 度 和 等 深 度 图 27 幅
。

为 节 省 篇 幅

,

现 仅 列 出 第 四 系 厚 度 图 ( 图 2 )
。

采 样 间 距 为
2

.

5 x

2
.

5公 里
,

累 计 处 理 数 据 27
.

5万 个
。

密 度 值 采 用 山 西

、

河 北 两 省 物 探 队 的 实 测 数 据

。

对 具 有 复

杂 岩 性 的 地 层 单 位

,

则 根 据 文 献 〔 2 〕
、

〔 3 〕所 提 供 的 典 型 剖 面 经 过 加 权 计 算 求 得
。

主 要 地 层

及 岩 浆 的 密 度 见 表
1
。

2
.

进 行 重 力 三 维 正 演 计 算

计 算 出 每 一 密 度 层 的 重 力 值

,

并 将 其 从 布 格 异 常 中 减 去

,

得 出 该 层 以 下 的 剩 余 重 力 异

常

。

依 此 类 推

,

一 直 计 算 到 研 究 区 内 最 老 的 一 层

,

即 太 古 界

,

得 出 深 部 剩 余 重 力 异 常

。

分 析

不 同 层 次 的 剩 余 重 力 异 常 等 值 线 的 平 面 变 化

,

探 求 主 要 地 震 构 造 带 或 断 裂 带 由 浅 而 深 的 变 化

规 律

。

3 `反 演 地 壳 厚 度
- - · - _

选 用 物 探 大 队 太 原 一
宣

化 人
工

地 震 测 深 剖 面 上 的 大 营 村 测 点 的
地

壳 厚 度 值
( 44公 里 ) 为

1 ) 山西省地质局
,

山 西 省 地 质 图 ( 1 .
50 万 )

,
19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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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晋 东 北 及 邻 区 第 四 系等 厚 度 图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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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层和 岩 浆 的密度值 ( 公斤 /米
“ )

地 层
}
密度

}
地 偿 }

密度
!

:

地 层

}
密度

,1
` 一

岩

汕 !
密度_

一 一
一

.`

里 竺
止

一 -
.

-
卜
竺旦-

卜
一 些坚 一

卜
塑生 J
止){二兰三竺星

ee

J̀哩兰 卜翌塑` }里塑一一一一全竺里一-
卜

一
里三竺卫

一一

卜

-
兰 竺 三 全 1卜里塑一卜̀ 互竺兰一 !止竺

一
卜

~

竺
色

一

}尘竺生
一

一̀ 竺 经 里
一 卜
兰竺 一 }一二竺二一卜燮兰

目.

卜

一

生 主 直 竺 一

卜

竺

兰

一

}
.

`

全 竺 赴

~

}二竺匕
一

白翌系 } 2 4 3 0 } 寒武系 1 2 6 6 0 ! T太古界 } 2 7 0 0 }超墓性岩 !
3 0 6 0

控 制 点
2 )反 演 全 区 的 地 壳 厚 度
。

反 演 计 算 采 用 了 正 演 计 算 结 果

,

即 逐 步 通 近 拟 合 正 演 剩 余

异 常 曲 面 的 多 次 迭 代 方 法

,

给 出 最 佳 地 壳 厚 度 分 布

。

在 计 算 中 用 残 差 值 修 改 反 演 界 面 各 点 深

度 时

,

使 控 制 点 的 深 度 始 终 保 持 给 定 的 数 值

。

( 1 ) 消除第 四系
、

上 第 三 系

、

中 生 界 重 力 值 对 布 格 异 常 的 影 响 ( 下称
“
剥 去
” )

,

结

果 见 图
3 a 。
由 图 可 看 出

,

剥 去 第 四 系 及 第 三 系 后

,

研 究 区 北 部 和 南 部 西 侧 的 布 格 重 力 值 普

遍 增 加 到
5
·

1 0
一“

m /
s “ 。
大 同

、

阳 高 两 个 重 力 低 皆 以
一 13 0
·

10
一“

m /
s ,

线 为 中 心
。

阳 原 重 力 高

; ) 杜官恒
、

刘 昌 性

,

19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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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变

。

大 同 市 北 出 现
一 1 00
·

1 0
“ “

m / s
“
重 力 高 圈 闭 线

。

怀 安

、

宣 化 的 北 西 向 等 值 线 不 变

。

当

剥 去 中 生 界 后 (图 3b)
,

一 1 0 .0 1 0
~ “

m /
s “
等 值 线 开 始 向 南 西 扩 展 到 蔚

、

广 地 区

。

五 台

山

、

灵 丘

、

广 灵 一 带

,

原 在 布 格 异 常 重 力 低 背 景 上 的 局 部 重 力 高 和 重 力 低

,

在 新 生 界

、

中 生

界 以 下 被 简 化 成 一 个 向 南 西 突 出 的 宽 缓 的 鼻 状 构 造

。

而 广 灵 一 带

,
一 1 1 0
·

10
~ 6 m /

s “
等 值 线

则 圈 闭 成 了 一 个 北 西 走 向 的 椭 圆

。

五 台 山

、

恒 山 地 区

,

以
一 1 20 和 一 130
·

1 0
“ s

m /
s “
等 值 线 自

成 重 力 低 体 系
。

南 部 东 侧 的 太 行 山 重 力 梯 度 带 不 变

。

O
M , , ,
·

“
0

6 0
.

。

凉 更 新 世 火 山 口

0 5 5
.

9 0 4
·

峨

.

9

单位
:
之 伽 ( a x l o
· , m s/ ,

,
O M : 7一7

.

,
O
。一6, ,

* 理断世火山
口

0 5` 。 。 0 4
一召.

5

单 位
:
奄 伽 ( l x 一。
一, m s/

,
)

图 3 季J余重力异常 图
a

.

第 四 系 及 上 第 三 系 以 下 b
.

中 生 界 以
卞

F i g
.

3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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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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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剥去古生界后
,

北 部 重 力 低 仍 以 大 同

、

阳 高 和 阳 高 西 为 中 心

,

幅 值 为
一 13 .0 1 0
“ “

m /
s “ ,

重 力 高 以 阳 原 ( 一 1 0 0
·

1 0一” m八
“
)
、

怀 安 西 (
一 1 1 0
·

1 0
一“

m八
“ ) 和宣化 ( 一 8 0
·

1 0
一“

m /
s “

) 为 中心
,

走 向 东 西

。

大 同 市 出 现 了 以
一 9 0
·

1 0
一“

m s/
“
为 中 心 的 北 北 东 向 重 力 高

;
怀

安

、

宣 化 之 间 则 出 现 北 西 走 向 的 重 力 陡 变 带

,

其 中
一 1 00
·

10
“ s

m /
s “
等 值 线 经 北 纬 40
。

折 向 蔚

县

、

广 灵 并 显 示 出 了 盆 地 基 底 轮 廓

。

五 台 山 重 力 低 仍 自 成 体 系

。

太 行 山 梯 度 带 无 变 化

。

东 南

隅 河 北 平 原 望 都 一 带 剩 余 重 力 升 至
十 1.0 1 0
“ s

m /
s “ ( 图 4 a )
。

元 古

、

太 古 界 之 下

,

等 值 线

的 形 态 和 量 值 与 图

`

4 a
差 别 不 大 ( 图 4 b
、 。 )
。

至 此 正 演 剥 皮 所 达 到 的 深 度 大 致 相 当 于 地 壳

的 中

、

下 层

。

( 3 ) 消除太古界底面到莫霍面之间的重力值
。

根 据 W
o ol la r d ( 1 9 6 5年 ) 的资 料

,

我 们

.

展 中 位 置 据 孟 宪 东

,
1 9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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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这 一 层 的 密 度 定 为 2 7 5 o k g / m 3

重 力 异 常 值 增 加 10
·

10
一“

m 八
“ 。 l

。

图
5 为 研 究 区 深 部 剩 余 重 力 异 常 图
。

由 图
5 可 见

,

全 区

除 太 行 山 外

,

北 部 大 同

、

阳
高 两 个 重 力 低 的
一 1 2 0
·

1 0
~ 6

m /
s “

1 14
。

1 15

1 1 4 1 15
。

0
M s 7

一
:

.

0
0

6
一

6
.

,
0 5

一
5

.

9

单 位
:
毫 伽

b

0 4
一

4 9

冲 更新 世 火山 口 ( 1 x 10
一, m 怡 ,

0
M s 7

一
7
·

9 0 6
一
6

.

0 0 5
一
`
·

,

*
更 新 世 火 山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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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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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单 位
: km

图 5 深部 剩 余重 力异 常 图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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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地 壳 厚 度 图

F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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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值 线 圈 闭

。

阳 原 重 力 高 为
一 10 0
·

10
“ “

m/
s “ 。

大 同 市
以 南 深 部 剩 余 重 力 高 达
一 8 0
·

10
~ 6 m/

: “ ,

为 东 经
1 1 4
“

以 西 的 最 高 值

, 犷

并 与 阳 原 构 成 一 个 不 规 则 的

“

马 鞍 形

” 。

宣 化 重 力 值 升 至
一 70
·

10
` “

m 八
“ 。 一 80 和 一90 等值线仍为北西走 向

。

蔚 县 出 现 一 个 北 东 走 向
一 80
·

1 0
“ 6 m八

3
的 局 部 重

力 高

。
一 90
、
一 1 00 和一 n .o 1 0

一“
m s/
“
三 条 等 值 线 在 蔚

、

广

、

灵 以 及 五 台 山

、

恒 山 地 区 形 成

几 个 有 规 律 的 弯 曲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广 灵 北 西 向 圈 闭 区 重 力 值 由
一 1 1 0
·

1。一“ m /
s “
升 至

一 10 0
·

1 0
“ 。

m s/
“ 。
也 就 是 说

,

蔚

、

广 盆 地 基 底 介 质 的 密 度 在 深 部 出 现 了 差 异

。

五 台 山 区

一 12 .0 1 0
“ “

m 八
“
等 值 线 呈
“
肾 状 圈 闭
” ,

是 南 部 地 区 的 最 低 值

。

太 行 山 重 力 值 从
一 90 到

+ 2。
·

1 0
一“

m s/
“
依 次 递 增

,

保 持 稳 定

。

深 部 剩 余 重 力 异 常 大 致 反 映 地 壳 下 层 的 介 质 质 量 的 三

维 状 态

。

我 们 根 据 宣 化 一 太 原 人 工 地 震 测 深 剖 面 上 大 营 村 炮 点 的 地 壳 厚 度 ( 44 公 里 ) 3 ) ,

反 演

出 全 区 的 地 壳 厚 度 ( 图 6 )
。

由 图
6 可 以 看 出 地 壳 厚 度 由 东 南 部 的 3 5

.

5公 里 向 西 部 递 增 为 45

公里
,

同 上 述 布 格 重 力 异 常 的 分 析 完 全 一 致

。

北 纬 40
。

附 近 是 地 壳 厚 度 的 一 个 变 异 带

。

其 北

部 地 壳 厚 度 为 41 一 44 公里
,

南 部 为 35

— 44 公里
。

为 了 验 证 重 力 反 演 结 果 的 可 靠 性

,

我 们 利

用 两 条 斜 贯 研 究 区 的 人 工 地 震 测 深 剖 面 I 一 I, 和 l 一 亚` 4 ) 进 行 了 对 比
,

除 个 别 地 段 外

,

大 部 分 符 合 较 好 ( 图 7 )
。

据 此

,

我 们 得 出 研 究 区 地 壳 构 造 的 初 步 结 果 ( 表 2 )
。

大 营 厂
一
灵 蔚 县

表
2 地 壳 构 造 一 览 表

地 壳 构 造

凹陷区 警
黔 }
隆起区
…警黔 …斜坡区地壳厚度( km )

图 7 重 力反 演 地 壳 厚 度 与 人 工

地 震 结 果 衬 比

F 19
.

7 A
e o m p a r i s o n

b
e t w e e n e r u s t t h i

e k n e s 。

0
f g r a v i t y i几v e r s i o n a n

d o b s e
许

a t i o n

r e s u
l t

s o f a r t i f i
e ia l

e a r t h q u a k e

- 丁否
一一厂万于下藻露厂不下下彝= 一了一万厂一护、 l

一

性

一

~ 彻
》 ` . 】 伏

一

_
翎血娇写l 性 U

—
}

—
}

—
!

—
! - `
之巴哩

一

一 里 色
-

卜

一
竺 一 }哩星卜兰

一
{— }—二竺一}止生一}惶竺卜里̀ …— !—一竺竺- 卜 ~

竺 ` I二圣I一竺
一
l— }—五台山} 咨4 】徕源北! 4 0 } }

三
、

深 部 地 质 构 造 讨 论

1
一

些 断 裂 和 构 造 的 深 度

桑 干 河 地 堑 两 侧 断 裂
、

天 镇 一 阳 高 一 丰 镇 断 裂

、

代 县 一 灵 丘 断 裂 为 达 到 莫 霍 面 的 深 断

4 ) 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勘探大队
,

京 津 唐 地 展 预 报 试 验 场 地 壳 深 部 探 测 研 究 工 程 成 果

,
1 9盯

,

8 ) 刘 昌性
、
杜 官 恒

,
1 9尽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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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
。

它 们 在 布 格 重 力 异 常 图 上 表 现 为 重 力 梯 度 带

,

在 深 部 剩 余 异 常 图 ( 图 5 ) 上依然存在
。

特 别 是 桑 干 河 地 堑 两 侧 断 裂 深 度 可 能 达 到 上 地 慢

。

地 壳 厚 度 图 ( 图 6 ) 上也反映了它们的存

在
。

这 与 文 献 〔 4 〕的 研 究 结 果 是 一 致 的
。

大 同 市
口
泉 断 裂 在 布 格 异 常 图
上 反 映 为 很 强 的 重 力

梯 度 带

。

在 中 生 界 以 下 的 剩 余 重 力 异 常 图 ( 图 3 b ) 上反映就不明显了
,

代 之 以 弯 隆 状 的 剩

余 重 力 高 异 常

。

该 重 力 高 在 元 古

、

太 古 界 之 下 和 深 部 剩 余 异 常 图 上 一 直 清 晰 可 辨

。

这 可 能 说

明 口 泉 断 裂 切 割 地 壳 并 不 深

,

但 其 底 部 有 重 物 质 上 涌

。

另 外 从 图
5 可 看 出

,

怀 安

、

宣 化 都 可

能 有 北 西 走 向 深 及 下 地 壳 的 断 裂

。

蔚 广 盆 地 的 基 底 轮 廓 在 古 生 界 以 下 的 剩 余 重 力 异 常 图 上 才

显 示 出 来 ( 图 4 b
、 C )

,

说 明 盆 地 根 基 是 很 深 的

。

灵 丘

、

广 灵 和 五 台 山 地 表 有 众 多 北 西 向 断

裂
〔 5 〕 和 岩 脉
、

岩 体
1 )

,

在 太 古 界 之 下

,

广 灵 出 现
一 1 1D
·

10
~ s

m /
s “
等 位 线 的 北 西 向 椭 圆 圈

闭 区 及 五 台 山 区
一 1 30
·

1 0
“ ”

m s/
“
等 值 线 构 成 的 重 力 低

,

同 人 工 地 震 测 深 发 现 的 低 速 层 有 较

好 的 对 应
4 )
。

东 南 隅 阜 平

、

沫 源 一 带 的 北 东 走 向 的 太 行 山 重 力 梯 度 带 在 正 演 计 算 中 始 终 保

持 不 变

。

2
.

深 部 纬 向 构 造 带 和 深 部 剪 切 带

根 据 图
3 至 图 5 所 反 映 的 地 壳 介 质 由浅 而 深 的 质 量 变 异

,

我 们 认 为 北 纬 40
“

附 近 可 能 存

在 一 条 深 部 纬 向 构 造 带

。

根 据 图
3 b到 图 5 的 等 值 线 弯 曲情 况 来 推 测

,

沿 该 纬 向 带 可 能 存 在

如 箭 头 所 示 的 水 平 剪 切 滑 动

。

在 地 质 上 常 运 用 河 流 的 同 步 弯 曲 现 象 来 推 测 断 层 的 现 代 水 平 运

动 方 向
〔 6 〕 ,

同 理

,

代 表 地 壳 质 量 差 异 的 重 力 等 值 线 的 同 步 弯 曲

,

也 表 明 了 地 下 介 质 沿 某 一

剪 切 面 存 在 着 相 对 运 动
〔 7 〕〔的
。

3
.

深 部 剩 余 重 力 高 和 重 力 低

从 图
4 c

和 图 5 可 以 看 出
,

研 究 区 内 共 有 六 处 深 部 剩 余 重 力 高 和 三 处 重 力 低

,

即 大 同

市

、

广 灵 至 灵 丘 间

、

蔚 县

、

宣 化

、

怀 安 和 徕 源 北 的 重 力 高 及 阳 原 以 北

、

大 同 以 东 和 五 台 山 区

的 重 力 低

。

它 们 的 相 对 幅 值 变 化 不 大

,

但 等 值 线 圈 闭

,

形 态 完 整

。

在 上 述 深 部 构 造 的 背 景 上

,

我 们 把 研 究 区 内 的 盆 地 进 一 步 划 分 为 三 种 类 型

:

第 一 类 以 慢 源 重 物 质 的 上 涌 为 背 景

,

如 大 同

市 ( 属于云岗一平鲁上地慢隆起区 )
。

第 二 类 以 轻 物 质 为 深 部 背 景

,

如 大 同 市

、

阳 高 北

、

桑

干 河 和 淖 沱 河 等 四 个 盆 地 的 负 异 常 值 一 直 是 全 区 最 低 的

。

人 工 地 震 探 测 发 现 在 12 一 23 公里深

度
,

负 速 度 梯 度 现 象 明 显 ( 纵波速度 6
.

2一 5
.

gk m s/ ) 〔 ” 〕
。

第 三 类 盆 地 位 于 深 部 剩 余 重 力 高 和

重 力 低 的 过 渡 地 带

。

也 就 是 说

,

盆 地 地 壳 深 部 存 在 较 强 的 介 质 密 度 差 异

。

如 蔚 县 一 广 灵

、

大

同 一 阳 原

、

灵 丘 等 盆 地

,

这 正 是 第 四 纪 火 山 活 动 区 和 破 坏 性 地 震 容 易 发 生 的 地 方

。

如 果 说 人 工 地 震 发 现 了 研 究 区 内 地 壳 速 度 结 构 在 剖 面 上 的 差 异

,

本 文 则 指 出 了 这 些 差 异

所 代 表 的 质 量 异 常 的 大 致 的 平 面 展 布

。

那 么

,

我 们 是 否 可 以 进 一 步 推 测

,

在 慢 源 物 质 周 围

,

可 能 存 在 垂 向 切 变

,

也 可 以 引 起 重 力 扩 展 或 较 深 层 次 的 重 力 滑 动 构 造

。

当 然

,

地 壳 深 部 的 剪

切 滑 动 还 受 更 大 范 围 的 构 造 力 驱 动

。

总 之

,

在 寻 找 潜 在 震 源 区 或 进 行 地 巡 危 险 区 划 的 时 候

,

三 维 重 力 正

、

反 演 得 出 的 深 部 质 量 差 异 以 及 人 工 地 震 探 测 的 速 度 差 异

,

都 是 需 要 参 考 的 地 球

物 理 因 素

。

重 力 的 数 据 处 理 和 解 释 同 其 它 地 球 物 理 方 法 一 样

,

是 多 解 的

。

同 时

,

重 力 的 解 释 往 往 立

足 于
“
构 造 运 动 能 引 起 地 壳 介 质 的 密 度 变 异
”
这 一 先 决 条 件

。

因 此

,

本 文 的 观 点 还 有 待 于 进

一 步 讨 论

。

( 本文 1 9 9 0年 1 月 1 0 日收 到 )

巷 ) 杜官恒 ,
刘 昌 锉

,

太 原

,

宣 化 人 工 地 震 剖 面 解 释

,
19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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