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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率浅层人工地震勘探探测隐伏断裂实例 

连玉平，张锦福，林松建，陈 伟 
(福建省地震局 ，福建 福州 350003) 

摘 要：利用高分辨率浅层地震勘探反射波法探坝q了福建某火电厂场址 内的隐伏断裂。结果表明断 

裂显示清楚，为一走向 NE40~55。，上断点埋深为 1l m 和 31 m，断距 2～4 m 的正断层，为工程避 

让提供较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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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of High—resolution Shallow Artificial Seismic Exploration 

Used for Buried Fault 

LIAN Yu—ping，ZHANG Jin—fu。LIN Song—jian。CHEN Wei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OJ Fujian Province．Fuzhou 350003．China) 

Abstract：Using the high—resolution shallow seismic reflection，a buried fault in the site of thermal 

power plant in Fujian province is explored．The result reveal that the fault exists clearly with 

strike of N40~ 50。E．It iS a norma1 fault with about 2～ 4 m throw．and its two breakpoints are 

buried in 1 1 m and 3 1 m depth．The shallow seismic exploration and g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fer dependable basis for engineering avo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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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福建某火电厂在初可研阶段开展地震安全性评 

价工作，在室内地质资料收集过程中发现厂区附近 

发育一条走向NE40～5O。的断裂，推测延伸通过火 

电厂主厂房。由于附近村庄的大量 开发 ，人为破坏 

了地貌、地质露头，无法确定这条断裂的存在和性 

质。为此在断裂经过的第四系隐伏区内开展了高分 

辨率浅层地震勘探，确定断裂的存在以及断裂上断 

点的埋深，为地震地质研究断裂性质提供物探方面 

的证据。本文简要介绍勘探剖面的布设、仪器参数 

确定 、观测系统选择、地质解释以及钻孔验证 。 

1 研究区内地质、第四纪地层概况 

研究区属于闽东沿海剥蚀残丘地貌，地形较平 

坦开阔，一般海拔 9O～ i00 m。区内出露基 岩主要 

为燕山晚期侵人岩，岩性为肉红色花岗岩(7 )，呈 

强风化一中风化，其次有下自垩统寨下组火山熔岩， 

局部有基性岩脉和细晶岩脉产出(图 1)。 

区内第四纪地层不甚发育，沉积厚度薄。仅在 

小海湾及滩涂地带发育有全新统海积层(Q )，局 

部低缓山坡地带发育有更新统残坡积层(Q ‘)。 

(1)全新统海积层(Q )：深灰、灰黑色淤泥、淤 

泥质土或灰、黑色粘土、粉质粘土夹砂、砾石等，一般 

厚度 5～25 m不等。 

(2)更新统残、坡积层(Q )：主要为花岗岩 

风化后残积层和坡积土，棕红色粘土、砂质粘土、粘 

质砂土，含砂 、碎石等 ，一般厚度 5～10 m。 

2 浅层勘探剖面的布设、仪器参数、观 

测系统 

在厂址南面与村庄之间的海湾该断裂可能通过 

的位置布设两条(SN1、SN2)近垂直断裂走向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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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 震勘探 剖 面时 一深解释 图 

Fig．2 Time-depth interpretation for seismic exploration lines． 

(桩号 145 m)以钻探加以验证。钻孑L ZK1、ZK2揭 设期间的开挖得到验证。 

示了断点附近基岩面埋深与探测结果相差 3 m，并 虽然地震勘探是一种有效的勘探方法，在石油 

在 ZK1孔深 34 m处见构造物质。综合其他方面原 勘探中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但应用于工程地质领 

因，厂方在可研设计时主厂房向厂区西北方向偏移。 域中，对探N／J,的地质构造问题还需要解决一系列 

4 结论 

通过对隐伏区开展浅层地震勘探工作，确定了 

隐伏断裂的走向 NE50。，倾向北西，断距 2～4 m，上 

断点埋深分别在 11 m和 31 m，并从钻孔和场地建 

理论和技术问题。在对隐伏区的断裂构造的探测， 

浅层人工地震勘探反射波法是最为精细的一种物理 

勘探手段 引。它不但有利于利用多次覆盖技术提高 

资料的信噪比和分辨率，而且探测结果对地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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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震剖 面速度曲线图 

Fig．3 Velocity curves of seismic exploration traverses 

还具有直观形象的优点，其潜在优势吸引着许多地 [4J R E谢里夫，L P吉尔达特．勘探地震学[M]．北京：石油T,II, 

球物理工作者致力于研究和开发这项技术 。 出版社，1999． 

[1] 

[2] 

[33 

[参考文献] 

王振东．浅层地震勘探应用技术[M]．北京：地质出版社， 

l988． 

朱金芳，徐锡伟，黄宗林，等．福州市活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 

评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王庆海，徐明才．抗干扰高分辨率浅层地震勘探[M]．北京：地 

质出版社 ，1991． 

[53 

[6] 

[7] 

[8] 

马文涛，徐锡伟 ，郝书俭，等．北京市黄庄一高丽营隐伏断裂的 

浅层地震勘探[J]．地震地质，2004，26(4)：698—705． 

吴怡，嘉世旭，段永红，等．地震折射波法在郑州市西区浅层勘 

探中的应用[J]．地震地质，2006，28(1)：84—92． 

丁维凤，冯霞，来向华，等．Chirp技术及其在海底浅层勘探中 

的应用[J]．海洋技术，2006，25(2)：1O-14． 

赖晓玲，孙译．中国大陆东部强震区和火山人工地震探测研究 

综述[J]．地震物理学进展 ，2006，21(3)：722—729． 

jk jk jk jk jk jk jk jk jk jk j jk jk jk jk jk jk jk jkj jk jk jkjk jk jkjk jk 

(上接 259页) 

(3)根据现场实地考察，土木结构房屋和土坯 

房达到严重破坏时完全属于危房，无维修价值，需拆 

除重建，加大了重建成本，应将严重破坏房屋与毁坏 

房屋同等对待。 

(4)文县属国家级贫困县 ，自然条件较差，地形 

极为复杂，当地经济发展缓慢，财政收支倒挂，抗震 

自救能力很弱，恢复重建周期 长，困难 大，所需经费 

多，建议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人民政府及有关部 

门在抗震救灾中给予必要 的支持和帮助。 

(5)建议把恢复重建 和“地震安全农居示范工 

程”相结合，对震区的村庄统一规划选址和样板设 

计 ，充分考虑结构的抗震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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