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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
,

在具体选择建筑场地时
,

小区域烈度划分是极其重要的
,

因为在同一大

区域中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条件不同的地点上
,

其地震烈度可能会相差很大
。

这些差异

的造成
,

不仅与地基土的性质
、

裂隙情况
、

分层情况以及和小地形等因素有关
,

而且也

与地下水位的深浅有密切关系
。

但是如何考虑地下水的深浅
,

前人一般 是 用 年 平均水

位
,

我们认为这是不安全的
,

因为大地震前震中地区及其附近地下水位上升很厉害
。

本

文基于我国大震的震前水位变化情况来讨论这个问题
。

一
、

地下水位对震害的影响

麦德维捷夫等人在大震考察的基础上提出
,

当地下水位大于 10 米时
,

可以不考虑其

对烈度的影响
; 当地下水位接近地表时

,

烈度可提高一度
;
水位为 4米 时

,

可 提 高 半

度
。

其地下水对烈度影响的修正值是〔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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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是地下水埋藏深度
; Q
是土层影响系数

,

对于砾石
、

卵石层 a 二 0
。

5 ,

对于 轻 亚 粘

土
、

粉细砂 a = 1
。

另外
,

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
,

认为 19 6 4年新泻地震时一些建筑物的整体下沉和倾斜

是由于地基失效
,

其中砂土液化是一个重要因素〔 2〕 ,

而地下水又是产生砂土液化 的 先

决条件
。

近年来
,

我国对砂土液化问题的研究成果
,

也充分表明了这一事实
。

由于地下水埋深不同而引起烈度变化的实例在我国许多地震中也能见到
。

例如
,

在

唐山
、

邢台等地震中发现
,

古河道上的震害较之周围明显加重
,

这固然与古河道的地基

土较差有关
,

但此处地下水位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
再如通海地震时

, 8度区两个相邻

村庄的地基土完全相同
,

一村庄地下水埋深 2
.

2米
,

其震害指数为 0
.

44
,

而另一村 庄 地

下水埋深 0
.

8米
,

震害指数为 0
.

58
,

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

通过对我国大震时不同地基上震害情况的分析可知
:

在土质条件相 同 时
,

水 位 愈

浅
,

震害愈重 ; 在软硬不同的土层中
,

地下水对震害的影响也不同
,

对软弱土层 ( 轻亚

粘土
、

粉细砂等 ) 地下水的影响大
,

而对较硬的密实土层影响较小
; 通常地下水在 5 米

以内时
,

对震害影响明显
,

而大于 5 米时
,

地下水影响就较小了
。

这可以说是较为普遍

.

震害指数表示房屋的震害程度
,

它与烈度的关系是
: 7 度时为。

.

1~ 0
.

3 ; 8 度时 为 0
.

3一 0
.

5 ;

9度时为0
.

5 ~ 0
.

7 , 1 0度时大于 0
.

7
。

.



的规律
。

根据以上所述
,

可知地下水位对震害的影响是很大的
。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

人们考

虑地下水因素时
,

通常使用地下水的年平均水位
,

这对于地下水位埋深较大
、

且临震前

地下水异常幅值较小的地区是可行的
,

但对于地下水埋深不大
,

而临震前地下水会产生

大幅度异常的地区则不够恰当
,

会产生较大的偏差
。

二
、

我国大震前地下水变化的情况

根据我国许多大震的考察及其有关史料
,

发现大震以前
,

地下水均有明显的升降现

象
,

例如 1 9 2 0年海源 8
.

5级大震前
,

震中区有的地方的井水水位上升约 15 米之多 〔 3 〕 ,

这

种现象是由于地震前在地应力的作用下
,

地下水要保持其平衡状态而发生的必然变化
。

据调查
,

地下水的升降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一定特点
,

就时间来说
,

大幅度异常的出现

多发生在地震前 1一 4 天 ; 就空间来说
,

在震中区及其附近地下水位以上升为主
,

外围

则以下降为主
,

如图 1 一 3 所示
。

震中区的上升幅值为 0
.

3一 4 米
。

(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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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及表中所列情况说明
,

地震发生时
,

`

对震害起作用的已不是正常的地下水位
,

而

是发生了变化的异常水位
。

很明显
,

在地下水埋深不大而地震前水位变化异常幅度较大的地
’

区
,

用地下水位的

年平均值来代替地震时的水位是不合适的
。

尤其在以上升为主的震中区
,

地下水的变化

必然使小区域的烈度值增高
,

震害加重
。

因此
,

我们认为在这些地区
,

对于估价一般民

用建筑的宏观震害时
,

应当在年平均水位的基础上增加临震前的上升幅度来考虑
,

而对

工程的抗震设计而言
,

则应充分估计有无液化现象
,

区别不同情况
,

分别对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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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 时间 )

震中区及附近

地下水位变化情况

震中区周围

地下水情况

地名 震称

7
。

( 1 9 7 6
。

8

7
。

2 8 ) 上升 幅度。
.

5一 4米

7
。

3

( 1 9 7 5
.

2
。

4 )

6
。

8

( 1 9 6 6
。

3
。

8 )

7
。

2

( 1 9 6 6
。

3
.

2 2 )

上升为主 (上升点与下降点之比为子
)

上升为主幅度 0
.

5一 2米

下降

/

下降为主

山城台唐邢海

下降为主

7
。

2

( 1 9 7 6
。

8
。

1 6 )

上升为主幅度 0
.

3一 1米

上升为主 `上升点与下降点之比为子
)

/

5
。

( 1 9 7 4
。

上升 幅度 1
.

5米 下降

潘阳松漂

楚 雄
5

。

( 1 9 7 5
。

上升 幅度 2一 3米 下降

结 束 语

由于地下水对震害的影响所涉及问题较多
,

而且往往与地基土的影响混在一起
,

加

之宏观震害经验不足
,

摸拟实验
、

观测资料等方面都很缺乏
,

因此
,

地下水对震害影响

的机理尚不明确
,

要搞清所讨论的问题
,

还必须大力开展实际调查工作
,

确定出各种地

寻

习够



基
、

地形条件下地下水不同埋深对烈度的影响范围 ;要开展地下水在地震前升降条件
、

升降幅值与地应力
、

水文地质条件等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
;

加强对地下水动态 的 观 测

等
,

使估计地下水对震害影响的方法趋于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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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鼠受电刺激后异常行为的试验报告

马 京 生

( 青海省地震局 )

一
、

引 言

迄今
,

关于震前动物异常的原因
,

中外研究者一般认为
,

动物存在某些感受器
,

能

接受地壳中因受压力原因而发出的种种危险信息
,

迫使动物离开危险场所
,

从而表现出

了震前动物行为异常
。

我们研究了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几次大震前兆异常的报告后
,

认为在庞杂的动物异常

的背景中
,

动物依生态环境不同
,

对地震的时间响应上
,

有依穴居动物一两栖动物一水

生动物一鸟类一兽类至发震的序列存在
。

鼠类是穴居动物的典型代表
,

它对地震的反应

出现的时间最早
,

而且较为强烈
。

洞穴是穴居动物的生态环境
,

这个环境对在地震前动

物异常的作用以及何种前兆因素与洞穴条件相配合
,

刺激动物使之出现异常等问题
,

是

研究穴居动物异常机制的要重方面
。

我们利用特制的容器模拟 洞穴环境
,

利用动物的拥

挤现象达到使动物能大面积接受团下 电刺激的目的
。

在实验过程中一组动物偶然出现 了

咬断尾的现象
,

与一例震前动物现象颇为相似
。

现将这一实验总结于后
,

供 研 究 者 参

考
。

二
、

试验对象和方法

( 一 ) 试验对象
:

小白鼠
,

体重 n 克一 16 克
,

每组四只
,

雌雄各半
。

将小白鼠置放于特制容器
,

由于容器底部有向中缝的倾斜度
,

能自动排出粪便
,

动

物能在容器 内长时间饲养
,

因此符合动物能长时间不间断地受阂下 电刺激的设计要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