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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地电台干扰原因的初步分析

1
.

前言

天水地电台已有15 年观测历史
,

但由于一直存在着较严重的干扰现象
,

直接影响了资料

质量和预报效果
。

为了克服和排除这些千扰
,

我们用不同极距进行了对比实验观测
,

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

据此提出了该台的改造方案
,

业 已正式投入使用
。

2
.

天水台的环境条件及其资料状况

天水台位于永川河一
、

二级河谷阶地上
。

据钻孔资料
,

该台第四纪复盖 层 厚 约 20 一 30

米
,

上部为黄土
,

中部为流沙卵石
,

下部以砂卵石为主
。

复盖层下部为第三纪粘土层
,

厚约

4 50 一 5 00 米
,

主要为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
,

基底为古生界的变质岩
。

该台布有三道测线
:
东西测线长 1 0 3 5米

,

高差约 20 米
,

南北 ( N 1 3
“

W ) 测线长 9 50 米
,

北西测线长 9 70 米
。

其环境条件如图 1 所示
。

东供电极直接埋在河滩上
,

距河床 1 00 多米
,

该

段河床地势平坦
,

河面开阔
,

流量极不稳定
。

夏秋雨季河水猛涨
,

可使河面加宽数倍
。

西供

电极距楼房地基约 2 一 3米远
,

十余米处地下埋有金属管道
。

北供电极和北西供电极都跨过

大江峪
,

极坑离河边仅有几米一十几米远
。

大江峪水量较少
,

但雨季到来
,

其水量也较大
。

南供电极在工厂 区宿舍前
,

北西供电极埋于部队营房内
。

其余供电极和所有测量极全部埋在农

田中
。

此外
,

原观测室离测区中心约 7 00 米远
,

而供电线
、

测量线
、

照明线和动力线混 合 并

行约 500 余米
。

该台自投入观测以来
, p

.

无明显规律性变化
,

波动幅度也较大
,

立仓常出现杂乱无章的大

幅度突跳变化
,

其幅值可达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 ( 图 2 )
。

每到夏秋两季更加突出
,

东西

道尤为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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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对比实验观测结果

我们在现场考察的基础上
,

着重研究 了以下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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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地下水位变化与 p
.

的关系

该台整个测区内 地 下 水丰 富
,

水位 埋 藏 较 浅
,

约 2 一 15 米不等
,

水位升降幅度也较

大
,

年变幅一般在 1 米左右
,

最大可达 5 一 6 米
。

在测区南工厂附近有一口 废 井
,
常 年 有

水
,

井深约15 米
。

该台将其作为长期测量水位之用
。

为了研究地下水位变化与p
.

的 关 系
,

1 9 8 2年 6 月我们架设了极距为30 米的三个测量道
,

同时进行地下水位和 p
.

变化的对比 观测
,

其结果绘于图 3
,

图中地下水位曲线的纵坐标是井口距水面 的 深 度
。

由图 明 显 看 出
,
地

下水位变化与p .

的关系较 为 密切
,

各道 相 关 系 数 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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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降雨
、

机井抽水与 p
.

的关系

天水属多雨地区
,

在雨 季
,

不 但 雨 量

大
,

而且时间长
。

我们收集了天水县气象站

的降水数据业和 p
.

资料进行对比
,

发现它们

在总体上确实相关
,

但有时不太一致
,

有几

次 p
。

大幅度突跳变化都发生在大雨 之 前
。

这说明
,

除了降雨之外还有别的干扰因素
。

另外
,

我们也观察了机 井 抽 水 与 p
.

的关

系
,

选择了靠测区中心最近而抽水量又最大

呀
·

的生活用水井 ( 其位置见图 1 )
,

从 1 982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25 日抽水并作记录
。

因为使

火 用同一台抽水泵
,

所以将每天抽水时间的长

短作为衡量当天抽水量多少的指标
。

抽水时

间每天 1 0小时或 1
.

5小时不 等
。

经三个多月

的对比观测
,

结果表明
,

抽水量的大小与 p
:

无关
。

( 3 ) 不同极距对比观测结果

地 F水

泪旧m.0
.

工nUQ声口产刁

:
.

:
、 、

气

.

` -~ 内一

一
` . 一 - -

10 工 L 月

图 3 地下水位 变化与 p
.

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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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 天 水 台 各道测线过长
,

线路杂乱以及电极附近的场地条件受到某些 自然和人

为的影响是主要干扰源
。

因此
,

我们在保持原来各测线方位和探测中心不变的前提下将各测

道向中心点收缩
,

架设供电极距 A B为 5 10 米
,

测量极距 M N为 1 70 米
,

这样就远离了 河 床
,

避开了地下金属管道
、

人畜影响
,

同时将观测室设在离勘测中心约 40 米的地方
,

使供电线和

测量线分开
。

从 1 9 8 2年几个月内的观测资料来看
,

效果是良好的
,

原来变化较大的东西道在

4 个月内的变化幅度没有超过 1 % ( 图 4 )
。

在此基础上
,

从 1 9 8 3年 1 月 1 日一 1 9 8 5年 3 月

初
,

将实验台同天水台一起进行正式对 比观测
。

实验台的 p
.

日均值
、

地下水位
、

降 雨 量 绘

于图 5 中
,

天水台的 p
.

日均值绘于图 6
。

对比图 5 和图 6 不难看出
,

实验台的东西道和南北

道的资料质量比老台显著提高
,

数据稳定
, p .

年变规律明显
,

杂乱无章的突跳变 化 不 再 出

现
。

实验台的北西道资料质量较差
,

原因主要是实验台架设的临时线路质量不高
,

1 9 8 5年 3

月初发现很长一段导线直接拖在房顶上
,

被复线外皮多处脱落
,

裸露的钢丝与水泥杆接触 已

生锈
。

从图 5 上也可以看出
,

这一测道明显受降雨影响
,

这是造成资料质量较差 的 主 要 原

菌
。

另外还因为该道的北西供电极距变电房约 3。米远
,

是否受变压器地线影响还有待研究
,

而

南东供电极埋在公路边的干水沟中
,

地势低洼
,

下雨时有可能被水冲洗或受积水影响
。

很显

然
,

只要稍加改进
,

这些干扰是不难排除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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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两年多的对比实验观测
,

我们提出了天水地电台的改造方案
,

用实验台的三个测道

进行观测
,

将实验 台的北西道两供电极各向外延长 40 一 50 米
,

以避开变电房和干 水 沟 的 形

响
。

该台从 ]
.

98 5年 4 月 1 日起正式投入观测
。

4
.

结束语

针对天水台的实际情况
,

我们通过对比实验观测
,

采取就地改造的办法
,

即少花钱又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

目前
,

在地电阻率观测中每一个台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干扰
,

具体分析和排除

这些千扰对提高资料质量和预报效果无疑是有益的
。

参加本项实验部分观测工作的有温新民
、

严正
、

刘宝赛
,

在此表示感谢
。

( 本文 1 9 8 6年 1 月 7 日收到 )
赛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芜所 陆阳泉 王玉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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