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耿达—陇东断裂地质地貌调查及活动性探讨 

王明明，马 超，李大虎，汤才成，黄成程 

（１．四川省地震局工程地震研究院，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２．四川赛思

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２０１３年芦山Ｍ７．０级地震发生后，龙门山断裂带南段的地震活动

性及发震能力受到了广泛关注。通过野外调查和地球物理探测，对龙门山断裂带

南段的后山断裂即耿达—陇东断裂的活动特征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耿达

—陇东断裂线性特征较差，断层形迹模糊，断错地貌不甚发育，仅见到宽约６０

ｍ的断层破碎带，断裂活动性较弱，在耿达乡断层未断错河流的Ｔ３级阶地，因

此推断该断裂为早—中更新世活动断裂。 

关键词：龙门山断裂带；耿达—陇东断裂；断裂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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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７日重庆市荣昌４．８级地震震害特征分析 

史丙新，孔 军，唐茂云，毛 利，宴金旭，梁厚朗 

（１．四川省地震局，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２．重庆市地震局，重庆 ４

０１１４７） 

摘 要：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７日０８时１７分，在重庆市荣昌区（北纬２９.

４７°，东经１０５.６０°）发生４ .８级地震，震源深度１０ｋｍ。本次地

震在当地共造成２人受伤，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重点介绍了本次地震的烈度

分布情况、房屋震害特征和生命线系统各工程结构的震害特征，对本次地震的震

害特征进行了总结。相关单位应加强对非承重构件的重视，政府应进一步加强防

震减灾的监管，加强地震知识和抗震设防知识的宣传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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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ＩＳ数据云检测算法在西南地区的改进 

路 茜，张铁宝，辛 华，刘 放 

（四川省地震局，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根据云在ＭＯＤＩＳ数据几个可见光和红外波段的特性，改进了现今国

内外应用较广泛的多光谱综合云检测算法，进行中国大陆西南地区的云检测应用

试验。通过对该区不同时期的云检测应用试验，调整该方法的各光谱阈值。试验

结果表明，该多光谱综合云检测法效果理想，对可见光波段难以识别的薄卷云也

有很好的效果，为ＭＯＤＩＳ数据进一步在中国大陆西南地区的应用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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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轻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抗震动力特性分析 

杨艳敏，聂亚男，章润涛，甄 严，董文龙 

（１．吉林建筑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吉林长春 １３０１１８；２．吉林省建筑

科学研究院，吉林长春 １３００１１） 

摘 要：为研究不同配筋形式和不同轴压比下全轻混凝土剪力墙的动力特性，对

４片全轻混凝土剪力墙试件在拟静力试验下采用锤击方法激振加速度信号，通过

对比获得的振型、频率及阻尼比等参数，分析全轻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在不同损伤

程度下的抗震动力特性，为实际工程运用提供理论基础。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轴

压比增大，结构频率增大，阻尼比减小；斜向支撑钢筋对全轻混凝土剪力墙的阻

尼比及频率无明显影响。 

关键词：全轻混凝土；剪力墙；锤击方法；抗震动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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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滇东北地区成组地震前兆异常分析 

李 琼，邬成栋，付 虹，钱晓东 

（云南省地震局，云南昆明 ６５０２２４） 

摘 要：在分析了２０１４年４月５日、８月１７日永善５.２和５.０级地震及

８月３日鲁甸６.５级地震前滇东北地区定点前兆异常的基础上，总结了前兆异

常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临近地震发生的短临阶段，前兆异常数量明显增多，永

善５.２级地震的异常主要集中出现在震前３个月前后，鲁甸６.5级地震的异常

主要集中出现在震前１个月左右；空间上前兆异常分布比较集中，大多观测点有

２个以上测项出现异常；鲁甸６.５级地震的异常数量是永善５.２级地震的近２

倍，地震震级与异常数量呈正相关；鲁甸６．５级和永善５．０级地震的发震时

间相隔１４天，震前异常无法明确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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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断裂带断层泥研究与流体地球化学结合的可能性探讨 

程书婷，曹建劲 

（１．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地质工程学院，广东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２．广东

省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探查重点实验室，广东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活动断裂带是防震减灾工作中的研究重点。目前，对于活动断裂带断层

泥的研究集中在矿物学、显微构造方面，无法直接运用于地震短期临震预报。而

活动断裂带的流体地球化学研究虽有利用ＣＯ２异常进行地震临震预报的成功



案例，但无法筛选与地震活动直接关联的异常指标，缺乏异常气体与地震活动关

联的理论解释。本文旨在总结上述两个方向上的研究，对于活动断裂带断层泥研

究与流体地球化学结合的可能性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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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站分布对不同方法定位结果的影响程度———以芦山余震为例 

管 勇，吴 朋，范 军，傅 莺，唐 淋，马付红 

（四川省地震局，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选取四川测震台网记录的芦山Ｍｓ７．０地震余震资料，在保证相同地

震台站及相同震相到时的前提下，台站空隙角在２５°～３２０°范围内任意变

化，分别采用ＭＳＤＰ中常用的Ｈｙｐｏｓａｔ、ＨＹＰ２０００、ｌｏｃＳＡ

Ｔ和单纯形等定位软件，在相同速度模型下进行多次定位，并对定位震中位移误

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震中位移误差随着空隙角的增大而逐步变大，震中位移

范围Ｈｙｐｏｓａｔ为０.２～１１.６ｋｍ、ＨＹＰ２０００为０.１～９ ９

ｋｍ、ｌｏｃＳＡＴ为０.４～１１.４ｋｍ、单纯形为０.２～１４.１ｋｍ；Ｌ

ｏｃＳＡＴ的震中位移误差整体变化相对平稳，起伏不大，该方法适用于本研究

中的所有定位地震；在台站空隙角大于２４０°时，单纯形的震中位移误差会出

现随机突跳现象，该方法不适用于台站空隙角较大的地震定位。 

关键词：测震台网；台站空隙角；地震定位；震中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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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前兆台站综合防雷效能提升的技术实现 

王大伟，瞿 旻，单 菡 

（江苏省地震局，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４） 

摘 要：雷击是影响地震观测仪器正常运行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地震前兆仪器

种类多，观测原理不尽相同，加上台站自身布局和所处地区气候的不同，使得前

兆台站综合防雷改造的效果提升必须依靠有针对性的方案设计。文章在介绍江苏

地区前兆台站综合防雷改造的基础上，对现有综合防雷技术的关键点分别进行了

阐述，并以盱眙地震台的综合防雷改造作为案例进行分析，阐述了防雷效能提升

的技术途径。 

关键词：地震观测仪器；前兆台；综合防雷改造；效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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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小庙地震台钻孔应变抽水干扰的识别 

巫萌飞，徐建明 

（四川省地震局西昌地震中心站，四川西昌 ６１５０２２） 

摘 要：通过对西昌小庙地震台钻孔应变曲线分析，结合周围环境的检查，发现

小庙地震台钻孔井与一个干扰源机 

井的距离约８０ｍ，当机井抽水时，周围地下水会因静压力作用向机井补充，于

是机井附近岩层应力状态发生改变， 

离机井越近，应力变化产生的影响越大，认为小庙台钻孔应变数据突变是由机井

抽水引起的，这为台站工作人员在 

日常观测数据处理中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也为分析预测人员使用观测数据时剔除

干扰提供了可靠地第一手依据。 

关键词：小庙地震台；钻孔应变；抽水干扰；识别 

中图分类号：Ｐ３１５．７２７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８１

１５（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３８－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１６／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８１１５．２０１７．０

１．００９ 

通海地磁台观测值与ＩＧＲＦ模型值的长期变化分析 

孙维怀，李 琪，白春华，刘 瑾，毕 青 

（１．云南省地震局通海地磁台，云南通海６５２７００；２．中国地震局地球

物理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１；３．云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６５００９１；４．云南省玉溪市防震减灾局，云南玉溪６５３１００） 

摘 要：利用云南通海基准地磁台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１１年的年均值资料，研究

了通海地磁台观测值与第１１代ＩＧＲＦ模型值的长期变化，两者的一致性程

度。结果表明：通海地磁台站观测值与ＩＧＲＦ模型值的长期变速率相近、形态

一致；两者的差值与太阳黑子数变化存在相关性；各地磁要素的差值均低于ＩＧ

ＲＦ模型的误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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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Ｐ３１８．６文献标识码：Ｂ 章编号：１００１－８１１５（２

０１７）０１－００４３－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１６／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８１１５．２０１７．０

１．０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