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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木文通过各地最规函数的分析研究
,

认为员规 函数主要反映地霍波区域衰减特征
,

不宜

将一量规 函数任意子们 ” ,

要以地质构造分区
,

建立区域性最规函数
。

台站校正值在区域显规

函数适合的基础上考虑
,

不能以台站校正值代 阵录规函数的修订
。

根据 1 00 多个台 站资料的

综合研究
,

不同岩性的台墓
,

台站校正值都不大
,
一 般在 一 。

.

3 < S < 。 .

3之 间
。

关锐词 近震震级 缺 )见函数 台站校正依

一
、

问题提出

19 3 5年美国地震学家 R i c h t c r研究南加里福尼亚州地震时
,

提 出 近 震震级 M L
定义

式
:

M
L 二 l o g B 一 l o g B来

指出 L o g B带是震中距△ 的函数
,

称为量规函数
,

只能应用于和南加里福尼亚州有共

性的地区
。

1 9 58年又称原始标度
, 如果没有进一步论证

,

不能用于 外区
。

1 9 5 9年我国地震学家李善邦把 R i c h t e r定义式 中L o g B两水平分量平均振幅 ( m m )
,

转换成地动位移 ( 件 m )
,

修订为
:

M
L 二 L Og A + R ( △ )

在我国推广
,

指出量规函数 R ( △ )
,

亦按各地区实际情况改作
,

常需经过 台站校正
。

19 7 7年 国家地震局颁 发的 《 地震 台站观测规范 》 规定应用下式
:

M
: = 1o g A 小: + R

:
( △ )

一

卜 S

明确指出应用量规函数 R
:

( △ )
,

并加 了台站 校正值 S
。

各地在实际震级测定 中
,

发现上式计算的震级普遍有偏差
,

最大可达 ]级左右
,

与实

际相差过 大
。

因此
,

有些地区开始研究本地震级计算式
。

19 8 3年陈培善 ” 研究云南地区近震震级时提出均匀震级系统
。

此后
,

福建
、

湖北等

地相继 开展工作
。

各地一致 认为量规函数 R
,
( △ )

、

R
:

( △ ) 只作仪器周期的校正是

不够的
,

需根据不同地区地震波的衰减特征
,

门
一

算新的量规函数
。

台站校正值只能在区

域量规函数基本适宜的前题下进行校正
。

二
、

由于各地地壳介质结构的差异

地震波的区域性衰减

地震 波的传播
、

衰减也不同
,

地震在传播途径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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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震相的最 大振幅有差别
。

黄纬琼等
“
于 1 9 8 2年研究了京津和川 滇 两地区的地震 S

波最大振幅随震中距衰减 的情况
,

得出两地振幅衰减曲线关系式
:

l o g A
s = b

。 一 b
7

了△ ,

b
。 ,

b
7

为常数
。

以此式拟合了京津和川 滇地区的振幅衰减曲线
。

后米各地用类似的方法拟合出振幅衰减

曲线 ( 表 1 )
。

天津虽然邻近北京
,

但在地质构造上分属两个亚板块
,

地壳厚度和介质性质的差异

显而易见
。

地震波振幅衰减变化大不相同
一

` 。

依据文献 〔 2 〕的方法
,

利用天津平原 台

网 1 98 。一 19 8 4年的地震记录资料 ( 图 1 )
,

作地震 S波水平分量平均值的衰减 曲线关系

式为
:

L o g A 件 = 1
,

6 5 7 一 0
.

0 5 3创了
震 中距甲压清立的系数与北京地区相比

,

平原地震 S 波衰减较北京地区慢
,

比川滇地

区快
,

与陕西地区相近似
。

各地的衰减系数 b
7

彼此差异较 大
。

如果 以此研究地壳介质结

构
,

可望 提供一些信息
。

表 1 各地振幅衰减系数

地 区 : 衰减系故

一 0
。

1 1 1 5

入
l、 。 、

定 义

S
, “ “ 黄纬翁刃〔 2〕

华 北南部 一 n
。

0 9 9 9 严 炸因护〕a X上A+X入八
了、、

八+入

入叹
`

了、陕 酉 0
。
( R 13 ) / Z i弘家 树〔4 〕

川 淇 一 O
。

0 7 8 1

滇 西 北 一 0
。

0 8 1

S
月 l x

5 v l 、

乡父纬琼〔 2 〕

荣茹政 〔5 〕

通 海 一 0
。

0 8 1

龙 }女 一 0
。

0 8 0

J , 。 ` . x

s v
ll 、 d “

天津平原 一 O
。

0 8 3 ( A
入 。; 。 、 + A 〔 ,。 、

) / Z

三
、

量规函数的区域性

量规函数是近 震 震 级 M
L测量 中用地震波振幅 ( 或位移 ) 沿传播途径衰 减变化的

补偿值
,

是地震波随距离增大而衰减的平均量度
,

也是地震波区域衰减特征的一个定量

性描述
。

近儿年各地测定的量规函数
,

有明显的地区特征 ( 图 2
、

表2 )
。

北京地区的量规函

数与云南地区的差异甚大
,

特别是起始位
,

相差 0
.

攻一 0
.

5
。

湖北地区介于两者之间
。

三

个地区山于地壳厚度和皮源深度的不同导致量规函数的差异
。

地震反射波 S , , 出 现时
,

振幅增大
,

函数变小
,

曲线上出现一段四形
。

北京地区在 100 一 15 0公里间
,

湖北地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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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一 4 1。公里间
,

云南地区在 1 40 一 2 10 公里间
,

出现的震中距随地壳厚度加大而 变远
,

凹形曲线的幅度大小与地壳介质有关
。

L g 波常 出现在 4 00 一 4 50 公里处
,

表 现 出一个小

幅度变化
,

与上述因素关系不甚明显
。

一

南京化石胡比

厂!||!

|
卜1

.

|
.

卜
.

…!
卜1

1
-J注通沐叹ó

1 冷
,

一
忆

l’0f
’ `

\
:’.

{
飞

\
;

}
“

O
。

1 卜

ě已工à峨二

0
一

01
100 0

△ km

八 km

l
_

_

_
_

_
_

_

J

】《只) l`又习

图 1 八卜 一 了 △ 拟 合曲线图 图 昌 量规 函 数曲线图

沉积平原在中国东部分布相当广泛
,

平原上建有许多地震台站
。

平原与山区基岩有

明显差别
,

地壳介质的品质因子 Q值相差较大
,

地震波的衰减 不同也是必 然 现 象
。

因

此
,

建立平原地区量规函数是必要的
。

各地量规函数起始震中距一般在 10 公里左右
,

但是起始值差别很大
,

如表 2所示
。

北

京与云南地区相差 。
.

凌 ,

其他地区一般相差 0
.

2左右
。

如 以震中距 20 公里左 右 的 函数相

比
,

北 京与天津平原地区相差。
.

4 ,

与山东松散沉积区相差 0
.

1 5
。

山东基岩地区与松 散

沉积区相差。
.

2 3
。

由此可见起 始函数的差异是各地常见的现象
。

一般以震中距 100 公里附近为 3
.

4作震级 M L的标 准
。

这实质上是不考虑区域特征
。

山

表 2中各地量规函数所示
,

没有一个地区震中距 100 公里时为 3
.

4 ,

彼此都有差别
,

最大可

达 。
.

5
。

量规函数既然是对地震波区域衰减的补偿
,

那么各地区给于不同的补偿
,

是对原

始震级标度 的有效修订
,

也是解决震级 M
L
等价问题的好方法

。

因此
,

震级 M
L
量 规函数

在不同周期仪器的基础上进行地震波衰减的补偿
,

建立区域性量规函数是必要的
。

从现

在台网布局出发
,

以大的区域构造
、

地壳厚度
、

介质结构等划分
,

如中国东部
、

西部
、

华北
、

华东
,

或者华北平原和太行
、

燕山
、

阴山区也未必不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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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井四 、

台站校正值

国家地震局颁发的地震 台站观测规范中的近震震级式
:

M L=l o gA 林 +R
:

(△ ) +S

式中明确给出了台站校正值S
,

并定义为
:

S ; j 二 M L
( B J ,

) 一 〔 l o g A 林
; j + R

:
( △

; j ) 〕

以北京台网为例进行推广
。

但是没有给出 S
; j的范围

。

所以各地台站校正 值相差很

大
,

由0
.

01 一 1
.

0均有
,

有的甚至高出 1
.

0以上
。

同时没有给出校正值的 前 题 条件
。

因

此
,

现在有必要从概念上定义
:

台站校正值是震级 M
L

测定中在同一个区域量规函 数 的

基础上
,

各台站震级与均匀震级的差值
。

现在对全 国六个地区 10 2个台站的情况 ( 表 3 ) 分析
,

影响台站校正值的主要因素有

下列几方面
:

l
、

区域介质不均匀性

地壳横向与纵向 ( 深度 ) 介质的不均匀
,

地震波在各向传播和衰减有差异
。

所以
,

震级测定需在同一大地构造单元内进行
。

大断裂或构造体两侧常有 震 级 差
,

如郑卢断

裂
。

2
、

区域量规函数使用不 当

有的台站不考虑区域特征
,

把一个量规函数任意扩展
,

在不同的大地构造单元中使

用同一量规函数 如云南滇东
、

滇西不 luJ 地质构造区使用一个量规函数
,

使部分台站 的

校正值过大
。

3
、

合基岩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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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六个区 100多个台站的台基岩性
,

侵入岩
、

喷出岩
、

变质岩
、

沉积岩 均有
。

有

致密坚硬的花岗岩
,

也有松散沉积的黄
一

上层
。

仅从岩性与枝正值的关系 ( 表 3 ) 并 不 明

显
。

如质地坚硬的花岗岩台基校正值不是最小
,

居第四位
,

台基平均值最小的是砂岩
。

黄土 层台基校正值比石英岩
、

片麻岩都小
,

这显然不符合实际
。

如果分区研究
,

在一个地质构造单元内
,

用一个量规函数
,

台站校正值与较大岩性

关系密切
。

质地坚硬
、

结构致密的花岗岩台基校正值则小
,

比较松软的岩石则较大
。

如

北京地区花 岗岩台基校正值平均为 0
.

0 1 ,

而石 灰岩比花岗岩高 5倍
。

湖北的台站台基值也

类 同 ( 表 3 )
。

一 个区内量规函数值接近于何种岩类
,

这类岩性台基校正值则小
,

而 其 他 岩类则

大
。

如山东量规函数接近于石灰岩
,

宁夏的接近于砂
、

页岩
。

黄土和冲积 层比砂
、

页岩

松散
,

对地震 S波有一定放大作用
,

所 以台站校正值为负
,

这与理论和实际相符
。

4
、

不同仪器记录

地震台站观测规范
,

对短周期和 中长周期地震仪
,

以卓越周 期 T ( △ ) 的不同制定量

规函数 R
,
( △ )

、

R
Z
( △ )

。

各种类型短周期地震仪记录
,

秦嘉政等
6

作了深入细致

的研究比较
,

结果表 明 : 不同类型短周 期地震仪在震级 M L测定中几乎无系统 误 差
,

可

以忽略不计
。

由上述诸因素分析台站校正值的大小决定于区域量规函数的选择
,

在同一区内决定

于合基岩性
。

从 1 00 多个 台站校正值统计分析
,

台基校正值 限定在
一 0

.

3 < S <
一

卜 0
.

3为适

宜
。

如过大
,

则需检查区域量规函数是否适 当
,

不能将量规函数和台基 校 正 值棍为一

谈
,

不检查量规函数
,

盲 目修改校正值
。

当然不排除在同一台网有大断裂构造存在
,

或

同一地震不同台网记录的校正
。

( 1日9 0年了JJ 2 5日收 到初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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