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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 C一 1 5 00 计算机计算单台

近震参数的程序

徐 扬

(太原基准台 )

本程序可以用于台站计算近震和地方震参数
,

使用时只要输入百
、

百到时以及两个水平

向的最大振幅 Y (N 一 s ) ,
Y (E 一 w )和相应的周期 T (N 一 s)

,

T (E 一 w ) (在三个分向初动清楚的

情况下
,

还要输入垂直向初动方向
,

以 及两水平向初动的振幅和相应的周期
,

以便确定方位

角 )
,

即可 自动完成除震源深度之外的一般地震参数计算
,

并打印出结果
。

程序如下
:

1 0 : “
A

” :
C L E A R

15 :
C O L O R I : C S I Z E I

2 0 : I N P U T
“

M O N T H
” ; M H

, “
D A Y

” 多 D Y

3 0 : I N P U T
“
C O R R

” ; C R
, “

N o ”
, N O

3 5 : L P R I N T
“
T A IY U A N

” ; T A B g ; “
D D z ” , T A B 2 4 ; “ 2 9 8 4” ;

M H , D Y

4 0 :
L P R I N T

“
C O R R = ” ; C R ; “

m s ” ; T A B 1 7 ; “
N o = ” , N O

4 5 : IN P U T
“
P H

” , P H
, “

P M
” ; P M

, “
P S

” , P S

5 0 :
I N P U T

“
S H

” ; S H
, “

S M
” ; S M

, “
5 5

” ; 5 5

6 0 : IN P U T
“
Y ( N 一 S )

” ; Y N
, “

T ( N 一 S )
” ; T N

7 0 :
IN P U T

“
Y ( E 一 W )

” ; Y E
, “

T ( E 一 W )
” ; T E

8 0 :
L F I :

C O L O R Z

9 0 : L P R IN T
“
P 二 ” ; P H ; T A B 6 , P M ; T A B 1 0 , P S

1 0 0 : L P R I N T
“
S = ” ; S H ; T A B 6 ; S M

; T A B 1 0 , 5 5

1 1 0 : I F P H <> S H + 2 3 L E T S P 二 3 6 0 0 * ( S H 一 P H ) + 6 0 * ( S M 一 PM ) + 5 5 一 P S :

G O T O 1 5 0

1 2 0 :
S P = 3 6 0 0 + 6 0 * ( S M

一 P M ) + 5 5 一 P S

1 5 0
:

I F S P ( 7 L E T D = 0
.

12 6 * S P
八 2 + 7

.

2 2 4 * S P + 0
。

] : G O T O 一8 0

1 6 0 ; I F ( S p > = 7 ) * ( S p < 1 0 ) L E T D = 8 , 3 * S P 一 1 , 2 ; G O T 0 1母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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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0 :
I F ( S P > = 1 0) * ( S P < 3 0) L E T D 二 0

.

01 2 35 * S P
八 2 + 8

.

09 2 35 * S P 一 0
.

38 7

1 8 0 :
I F S P < 1 0 L E T T P = 1

。

3 6 6 * S P + 0
.

0 3 3 :
G O T O 2 3 0

1 9 0 :
I F ( S P > = 1 0 ) * ( S P < 3 0 ) L E T T P = 0

.

0 0 0 5 9 5 2 4 * S P八 2 + l
。

3 39 9 * S P +

0
.

2 69 4 :
G O T O 2 3 0

2 0 0 :
I F ( S P > = 3 0) * ( S P < 3 4 ) L E T D = 8

.

8 6 * S P 一 1 2
.

1 7 :
T P = 1

.

3 75 * S P 一

0
。

3 :
G O T O 2 3 0

2 1 0 :
D = 8

.

5 0 * S P
:

T P = 8
.

5 * S P / 6
.

2 1

2 3 0 :
D = I N T ( D * 1 0 + 0

.

5 ) / 1 0

2 4 0 :
L P R I N T

“
S 一 P = ” ; S P侣 T A B 1 7 ; “

D I S = ” ; D ; “
km

”

2 5 0 :
T P = I N T ( T P * 1 0 + 0

。

5 ) / 1 0

2 6 0 :
K = I N T ( ( 6 0 + T P 一 P S 一 I E 一 6 )

一

/ 6 0 )

2 7 0 :
I F PM ) = K L E T O H = P H

:
OM = PM 一 K

:
0 5 = 6 0 * K + P S 一 T P

:
G O T O

2 9 0

2 8 0 :
I F ( P H = 0 ) * ( PM ` K ) L E T O H = 2 3 :

O M = 6 C + PM
一 K

:
0 5 = 6 0 * K +

P S 一 T P
:

G O T O 29 0

2仑5 :
O H = P H 一 I :

O H = 6 0 + P M 一 K
:

0 5 = 6 0 * K + P g 一 T P

2
`

9 0 :
、

L P R I N T
“
o = ” ; o H ; T A B 6 ; o M

; T A B 1 0 ; 0 5
:

T A B 2 7 ; “
T P = ” ,

、

T P
`

3 0 0 :
G O S U B 6 8〔)

3 20 :
L P R I N T

“
V n 二 ” :

V N ; “

E Z
” ; T A B ] 7 ;

性̀

V e 二 ” ; V E
; “

E Z”

3 2 0 :
A N “

0] * Y N / V N
:

A E 二 0J * Y E / V E

3 3 0 : A N 二 I N T ( A N * 10 0 + 0
.

5 ) / ] 0 0
:

A E = I N T ( A E
:
:
:
1 0 0 + 0

.

5 ) / 10 0

3 5 0 :
L P R I N T

“
Y n = ” ; Y N ; T A B 1 1 ; “

T n = ” ; T N
:

T A B 2 3 ; “
A n = ” ; A又

3 6 0 :
L P R IN T

“
Y e = ” ; Y E ; T八 B 11 ; `·

T e 二 ” ; T E ; T A b 2 3 ; “
A e = ” ; A E

3 7 0 :
一

I F D < Z OL E T R = 0
.

0 2 * D
一

卜 1
.

7: G O T O 共卿

3 8 0 :
I F ( D > 二 20 ) * ( D < 3劝 L E T R = C

.

的 水 D + J
.

3 :
G O T O 4 6 0

3 9 0 :
I F ( D >

= 3 5 ) * ( D < 6 0 ) L E T R = 0
.

0 2 * D + 2 :
G O T O 46 o

4 0 0 : I F ( D >
= 6 0 ) * ( D < 9 0 ) L E T R = C

.

OO6 6 7 * D + 2
.

7 5 :
G O T O 4 6 0

4 10
:

I F ( D > 二 9 0 ) * ( D < 1 3 0 ) L E T R = 0
.

0 0 5 * D + 2
.

9 : G O T O 4 6 0

4 2 0 : I F ( D >
二 1 3 0 ) * ( D < 3 7 0 ) L E T R = ( 0

.

0 0 5 一 0
.

1 / 6 0 ) * D + 3
.

0 8 4 :
G O T O

4 6 0

4 3 0 : I F ( D >
= 3 7 0 ) * ( D < 5 5 0 ) L E T R 二 0

.

0 0 ] 2 5 * D + 3
`

8 6 3 :
G O T O 4 6 0

4 4 0 :
I F ( D > = 5 5 0 ) * ( D < 7 0 0 ) L E T R = 0

.

0 0二* D + 3
.

日舀:
G O T O 4 6 0

4 5 0: R 一 0
.

0 0 0 6 6 7 * D + 4
。

] 9

4 6 0 :
M = L O G ( ( A N + A E ) / 2 ) + R

遵7 0 :

M
= I N T ( M * 1 0 + 0

。

5 ) / I。

4 9 0 :
M S ` I N T ( ( ]

。

1 3 * M 一 1
.

0 8 ) * ] 0 、 O
。

, 、 / ] n

5 0 0 :
L P R IN T

“

M L = ” ;
M

;
T A B I了; “

M s 二 ” ; M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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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 :
I NP U T

“
P V

” , V P

5 2 0 : I N P U T
“
I P ( N 一 S )

” ; P N
, “

I T ( N 一 S )
” ; T N

5 3 0
:

IN P U T
“
I P ( E 一 W )

” ; P E
, “

I T ( E 一 W )
” ; T E

5 4 0 : G O S U B 6 8 0

5 5 0 :
I F V P < 0 T H E N 5 9 0

5 60 :
I F ( P E ) = 0 ) * ( PN < = 0 ) T H E N 6 10

5 7 0 :
I F ( P E < == 0 ) * ( P N < = 0 ) T H E N 6 2 0

5 8 0 :
G O T O 6 3 0 ,

5 9 0 :
I F ( P E < = 0 ) * ( P N ) = 0 ) T H E N 6 1 0

6 0 0 :
I F ( P E ) = 0 ) * ( P N ) = 0 ) T H E N 6 2 0

6 0 5 : G O T O 6 3 0

6 1 0
:

C = 3 6 0 : G O T O 6 4 0

6 2 0 : C = 0
:

G O T O 6 4 0

6 3 0 : C = 1 8 0

6 4 0
:

G = ( P E / V E )八 P N /V N )

6 5 0 : D E G R E E
:

A = I N T ( ( C + A T N G ) + 0
.

5 )

6 6 0 :
L P R I N T

“
A L F A = ” ; A ; “

( o )
,

6 7 0 : E N D

68 0 :
R E S T O R E

6 9 0 :
R E A D X

,
V N

7 0 0 :
I F X ( > T N T H E N 6 9 0

7 8 0 : I F T E > 0
.

8 T H E N 8 4 0

7 9 0 :
R E S T O R E 8 9 5

8 0 0
:

R E A D Y
,

V E

8 2 0 :
I F Y <) T E T H E N 8 0 0

8 3 0 : G O T O 8 8 0

8 4 0 :
R E S T O R E 9 0 0

8 5 0 :
R E A D Y

,
V E

8 7 0 :
I F Y <) T E T H E N 8 5 0

8 8 0 :
R E T U R N

8 8 5 :
D A T A 0

.

0 5 , 1 2 1 , 0
.

1 , 1 7 4 ,
0

.

2 , 1 9 2
, 0

.

3
, 1 9 7 , 0

.

4 , 2 0 0
-

0
。

6 , 2 0 8 , 0
。

7 , 2 0 8 , 0
.

8 , 2 0 2

8 9 0 : D A T A O
。

9 , 1 8 9 , 1 , 1 6 8 , 1
。

2 , 1 2 0 , 1
.

4 , 8 0
。

1 , 1
。

6 , 5 4
。

1 ,

2 , 2 6
。

8 , 2
.

5一 12
。

7 , 3 , 6
。

6 2

8 9 5 :
D A T A 0

.

0 5 , 1 3 6 , 0
。

1 , 1 6 8 , 0
.

2 , 1 7 4 , 0
.

3 , 1 7 6 , 0
。

4 , 1 7 6 ,

0
。

6 , 18 3 , 0
。

7一 18 2 , 0
。

8 , 17 6

9 0 0 : D A T A 0
.

9 , 1 6 2 , 1 , 1 4 3 , 1
。

2 , 1 0 1 , x
.

4 , 6 6
。

5 , 1
.

6 , 4 4
.

3 , l

2 1
。

5 , 2
。

5 , 9
。

8 3 , 3 , 5
。

1 1

0
。

5
一 2 0 4

。

8 , 3 7
。

8 -

0
.

5 , 18 0 -

。

8 , 3 0
。

6一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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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序 说 明

1
.

第 3 5条程 字中的
“

T AY IUN A
”

(太原 )为台站名称
。

使甲时修改为所在台站的名

称
。

2
.

第1 0 5至1 20 条为计算震中距 D和 P走时的程序
,

其计算结果以山西省地震局规定的

区域走时表为准
。

因该走时曲线为一非线性曲线
,

故程序中将走时曲线的函数关系 D ( S -

歹 ) 和 T , (百一下 ) 分为几段
,

分别用一次或二次曲线近似代替
,

其计算结果震 中 距 D 和

歹走时 T ; 与查表结果比较
,

绝对误差 ( 0
.

1
。

如采用其它走时曲线
,

则应对程序第 1 5。至 2 10

条酌情修改
。

表 1

提 示 显 示 输 入 数 据

N O

M O N T l l

D A Y

C O R R

P H

P 人f

P S

S 手{

S M

S S

Y ( N一 S )

T ( N 一 S )

Y ( E一 W )

T ( E一W )

V P

I P ( N一 S )

I T ( N 一 S )

I P ( E一 W )

I T ( E一 W )

参数表编号

月

钟 差

P 波到时的时

P 波到时的分

P 波到时的秒

S 波到时的时

S 波到时的分

S 波到时的 沙

N一 S 向最大 丁

对应 Y ( N一 S )的 周期

E一W 向最大振幅

对应 Y ( E一W ) 的周期

U一 D 向的初动方向

N 一 S 向的初动振幅

对应 I P ( N一 S )的周 期

E一 W 向的初动振 幅

对应 I P ( E 一W )的周期

3
。

程序第 8 85 至 9 00 条为太原 台 D D 一 1

短周期地震仪实际工作的放大涪数
。

其 中8 8 5

和 5 9 0条为 N一 S 向 ; 5 9 5 和 9 0 。 条为 E一 W

向
。

在每一条中
,

周期和对应的放大倍数是

成对放置的
。

修改时只需对后者进行修改
。

另外要注意的是放大倍数要以实际工作的放

大倍数除以 1 00 后放入程序
。

放大倍数的打 印

结果为 V “ A K l o Z 。

4
.

在程序运行时
,

显示屏上将依次显

示输入数据提示
。

提示所对应输入的数据见

表 1
。

举例 ,

假定有一近震
:

编号
:

1

日期
: 1 9 8 4

,

1 1 , 2 0

钟差
: 3 m s

P = 11 一 1 2 一 1 3
。
1

S 二
`

1 1一 1 2 一 19
。

7

Y ( N 一 S ) = 1 1
.

1 ,

T ( N 一 S ) =

Y ( E 一
W ) = 1 0

,

2 ,

T ( E 一 W ) “ 0
。
4

V P> 0

I P ( N 一 S ) = 一 3
。

1

I T ( N 一 S ) = 0
。

2

I P ( E 一 W ) = 2
.

8

I T ( E 一 W ) = 0
,

2



第3 期 徐扬
:

用 P C一 15 。。计算机计算单台近震参数的程序3 8

整个操作步骤见表 2

表 2

步号 输 入 兰二…兰一二 输 入 显 不 备 注

AAAAA MO NT H
在计算方位角

时
,

若 V P 向

E N T E R Y ( N一 S )

|一

刁
1es

esll
l

es
es

es
.

es
es

l
eseses
es
.

eses
.

!es
.

eseses
ee

卜一L]
户仁̀、JLOó匕自̀9éO甘n.

!
D E F

}…E N T E R
D A Y 上

,

则输入一 E N T E R T ( N一 S )

1
E N T E R …

…E N T E R …

{
E N T E R …

任意) 0 的数
C O R R

` 直 接 按 键

19
。

7

11
。

1

O
。

4 E N T E R Y ( E一 W )

E N T E R表示

渝入 0)
, 若向

10
- T ( E一 W )

下
,

则输入一 V P

HONP

任 意 负 数
。

} E N T E R {

EEE N T E RRR

EEE N T E RRR

P M

P S

I P ( N一 S )和
I P ( N一 S )

I P ( E一W )
一 3 I T (艾一 S )

HMS5551 3
-

的方 向用其振

幅值 的正负决

定
。

向上为正
.

EEE N T E RRR

EEE N T E RRR

EEE N T E RRR

EEE N T E RRR

I P ( E一W )

向下为负
2

。

8 } E N T E R I T ( E一W )

1 0
2 } E N T E R

最终打印结果见表 3

其中
:

P
、

S 分别表示 P
,

S

D I S表示震中距
,

A L F A 表示方位角
,

E Z表示 10 2

脚标 n 表示 N 一 S向
,

e 表示 E 一
W 向

。

如不计算方位角
,

操作进行到第 15 步时完毕
。

表 3

T A I Y U A N D D I

C O R R = 3 m :

P = 1 1 1 2 1 3
。 1

S = 1 1 1 2 1 9
。
7

S = P = 6
。
6

0 二 1 1 1 2 4
。

1

V n = 2 0 0 E 2

Y 。 = 11
.

1 T n 二 0
。 4

Y e 二 1 0
。

2 T e = 0
。 4

M L 二 2
.

8

A L F A
= 3 1 5 ( o )

19 8 4 1 1 2 0

N
o , 1

D 1 5 二 5 3
。

3 k m

T p 二 9

V e 二 1 7 6 E 2

A n = 0
。

5 6

A e = 0
。
6 8

M s = 2
。
1

( 1 9 8魂年 5 月 2 8习 收到初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