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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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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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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京西北 1 9 8 7 年以来用拉科斯特重力仪复测的重力资料进行了分析
,

着重讨论了

1 9 9。 年 9 月 22 日小汤山 4
.

。级地展前后的重力异常变化情况
。

关扭词 小汤山 , 力 异常变化 地瓜

一
、

重力资料概况汤小山

m / 5 2 飞
`’

人佗海山.46告
人同.l6"

营城子

川折ee盼

一 2喊)

+ 2 0

一 20

+ 20

0

一 即

+ 叨

+ 即

0

高丽营

,

飞
一 20

+ 断 ,

19朋
.

1 198 9
.

1 19洲】
.

1 1叩 l

午
图 1 侧点重力点值变化曲线

1 9 8 7 年以来
,

我们用拉科斯特重

力仪多次复测了京津地区的重力测网

和测线
。

工作方法及观测数据的常规

处理 (格值换算
,

固体潮
、

仪器高
、

零漂

改正等 )遵循国家地震局制定的《拉科

斯特 G 型重力仪作业技术细则 》
。

对重力测网用间接平差法作了平

差处理
,

以北京测点作为起算零点
,

计

算出每期复测相对于 1 9 8 7 年年均值

的重力点值变化量
;
并计算出各测段

相对于 1 9 8 7年的重力段差变化量
,

绘

出重力点值变化 曲线 (图 1) 和部分测

段的重力段差变化 曲线 (图 2 )
。

二
、

4
.

0 级地震前后的重力变化
由图 1 可见

: 1 9 8 7 年 5 月~ 19 9 0

年 6 月
,

营城子
、

东园
、

阳坊
、

高丽营
、

顺义这几个测点的重力变化基本上是

同步的
,

表明它们可能是在一个统一

的应力场作用下产生的变化
。

在重力

值 由增大变为减小
、

再次 回升的过程

中
,

曾发生过 1 9 8 9 年 10 月大 同 6
.

1

,
级地震及 19 9 0 年 7 月 2 1 日大海佗山

卜, 4
.

6级地震
`



8 8 华 北 地 震 10 卷

}
、

海 小
l、

少亡 了勿
{`

J J )J 之J {

丫 、 , ,一 。 5 2 阳 坊 一 党 交̀ ` ’、 , 4、 `

飞
`

十

下)乙. 厂竺圣
二二共/

一一 2〔一L

阳坊 一高丽营

高丽营 一 顺 义

一 」 _ _ _ t 户 1 .

l貂 7
.

1 19翻
.

1 19 89
.

1 19纽 )
.

1 1娜 1 ]

年
·

月

图 2 部分测段重 力段差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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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重力点值变化平面图

9 月 1 6 日~ 1 7 日对京西北重力测线

进行复测 的结果表明
:

营城子
、

东园
、

阳坊几个点的重力值呈现下降
、

回复

趋势
,

而以前与它们同步变化的高 丽

营及顺义测点的重力值仍继续增大
,

1 9 9 0 年 9 月相对 1 9 9 0 年 2 月 (半年

多时 间 ) 分别 增大
,

2 6 x 1 0
一

s n 飞 /
5 2

和

2 3 x 1 0一 s
m / 5

2
(见 图 3 ) ; 且这一异常

变化在阳坊~ 高丽营测段也有明显反

映
,

该测段的重力段差值 1 9 9 0 年 9 月

相对 2 月增大 3 0 又 1 0
一
s
m / 5

2
(图 2 )

。

无

论是重力点值还是段差的变化量都超

过了三倍中误差 (见表 1 )
。

这种非同

步变化反映出高丽营和顺义附近可能

有局部构造应力场的作用
。

2 9 9 0 年 9 月 2 2 日
,

在北京小汤

山 ( N 4 0
0

0 5` ,

E l z 6
0

2 2
`
)发生了 4

.

0 级

地震
,

其震源深度为 1 0k m
。

由此看出
,

高丽营
、

顺义测点的重

力值 自 1 9 9 0 年 2 月开始增大
、

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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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0 年 9月份呈现与营城子
、

东园等测点的非同步变化
,

可能和小汤山 4
.

0 级地震的孕

育
、

发生相关
。

震后 1 9 9 0 年 n 月份复测
,

高丽营及顺义两个点的点值与震前 (9 月份 )相

比
,

分别减小 30 x 10
一
s
m s/

2

和 27 x 1 0
一
s
m s/

2 ; 阳坊~ 高丽营的重力段差值也比震前减小了

3 1 x 1 0
一
s
m / s

, ,

都恢复到 1 9 9 0 年 2 月份的水平 (图 i ~ 3 )
。

表 1 测点和部分测段的重力变化量及其精度

测测点点 1 9 9 0
.

222 1 9 90
.

666 1 99 0
.

999 19 9 0
.

1 111 1 9 9 0
.

999 1 9 9 0
.

] 1~~~

~~~~~ 1 98 777 ~ 19 8 777 ~ 1 9 8 777 ~ 1 9 8 777 ~ 1 9 9 0
.

222 1 9 90
.

222

变变变化叫叫
精度度
睡
化
叫叫精

度度
眯
化
叫叫
精度度
障
化
列列
精度度
陈
化
到到精

度度

睡
化
纠纠
精度度

营营城子子 十222 士 1 555 十 2 000 士 1 666 + 1444 士 1 555 一 666 士 1666 十 1 222 士 1000 一 888 士 1 222

东东 园园 一 1000 1 222 + 444 l 444 一 2 111 l 222 一 3 444 l 444 一 1 111 888 一 2444 l 000

阳阳 坊坊 一 333 999 一 111 l 000 一 1 000 999 一 999 l lll 一 777 777 一 666 999

党党 校校 一 999 777 一 888 888 一 777 777 一 2 333 888 + 444 666 一 1222 666

高高丽营营 一 555 l 000 + 666 l 111 十 2 111 1 000 一 999 1 111 + 2 666 777 一 444 888

顺顺
沙

义义 一 1444 l 111 一 1 222 1 222 + 999 l 111 一 1 888 1 333 十 2 333 777 一 444 888

测测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阳阳坊一党校校 一 888 lll 一 888 666 十 444 444 一 1444 444 + 1 222 444 一 666 444

阳阳坊一高丽营营 + 111 222 + 1000 666 + 3222 1 000 + lll 222 十 3 111 1 000 000 333

高高丽营一顺义义 + 999 333 + 1 555 444 + 1222 444 + 888 444 + 333 444 一 111 444

三
、

讨 论

1
、

由于孕震过程中局部构造应力场对孕震区及附近地区不同构造部位的作用不同
,

致使不同的测点有不尽相同的重力变化图象
。

高丽营
、

顺义测点处在同一局部布格重力异

常区 (图 4 )
,

由地壳深部活动引起的重力场变化是同步的
,

因此这两个点的重力值在 1 9 9 0

年 9 月份都呈现出一致的增大变化
; 而反映在高丽营一顺义之间的重力段差变化则不显

著
。

高丽营
、

阳坊测点分别位于局部重力异常区及重力异常梯级带上
,

在地震孕育过程中

其地壳深部活动会有差异
,

这两点之间的重力段差值的变化幅度就相对较大
。

2
、

小汤山地处高丽营断裂与南 口一孙河第四纪活动性断裂的交汇部位
。

断裂的交汇

部位应力易于集中
,

也易以地震形式释放能量
,

4
.

0 级地震即发生在该交汇部位附近
。

地震测深资料揭示
,

在高丽营附近存在着超壳断裂
〔 , ’ ,

因此高丽营测点对附近地区发

生的地震反映灵敏
; 由地壳深部活动而引起的重力变化在该测点反映也较 明显

。

这一点从

1 9 7 8 年 10 月 3 日高丽营 4
.

0 级地震前后的重力变化情况也可看出
。

自 1 9 7 8 年 8 月
,

高丽

营一小汤山测段的重力值减小 30 x 10
一
习
m / 5

2

~ 50 x 10
“
m s/

2
(用 C G一 2 型仪器观测

,

格值

经 温度 改正 )
,

同年 9 月份重力值开始 回升
,

于 1 9 7 8 年 10 月 3 日在高丽营 ( N 4 0
0

1以
,

E l l 6
0

30
,

)发生了 M s 4
.

o 级地震
,

震源深度为 1k0 m ; 震后复测结果
,

重力逐渐 回复到震前

水平明
。

其变化情况与 1 99 0年 9 月 22 日小汤山 4
.

0 级地震前后的重力变化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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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测点 附近地区布格重 力异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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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裂缝的研究还很浮浅
,

并且还存有不同的认识
,

所以
,

还应组织
一

定人力
、

物力搞清裂缝

与背景构造运动的关系
,

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裂缝的成因及其活动规律
,

对今后城市规

划
、

工程场地评价都具有较大的实际价值和理论意义
。

( 1 9叭 年 7 月 1 日收到初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