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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地展台地电供电系统对地磁观测影响的试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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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前言

长春地震台的地电和地磁两种观测手段建在一起
,

观测结果表明地电供电系统对地磁观

测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干扰
。

主要干扰表现为 G SI 仪器观测时找无声区间的时候发生困难 ; cj 6

仪器观测时使磁针发生摇摆不停
,

很难找到磁针的影子
; C H D 。

仪器观测时读数不稳定
; C aB

型
、

57 型磁变仪工作不正常
,

尤其是 Z 变线发生断续
,

影响正常观测工作
。

作者对地电供电系

统对地磁观测的影响进行了试验分析
,

找到了一个地电布极和导线架设与地磁记录室的最佳

相对位置
。

2 试验

2
.

1 试验 1

为测试不同的电流产生的磁场
,

取 A B 电极距为 2 , o oo m
,

分别以 I ~ 3 A 和 I一 4 A 的同样

方式多次供电
,

用 C H sD
一

72 型核旋仪在不同测点上测量地磁场的总强度 △ F 变化
,

测点距为

S O m
, 。 为 A B 中心点

,

供电导线放置与 A B 重合 ( 图 1 )
,

测量数据列入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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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脸浏点布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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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 2

以地磁台为中心 (记录室与观测室 )
,

临时布设地电供电线 A B 一 1
,

2 00 m
,

平行移动 A 和

B 两电极
,

并且使 A IA
:

= A
z
A

:
~ 3A A

`
一 .A A 。一 sA A一 10 o m (图 2 )

.

地电供电时
,

记录室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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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
磁变仪记录垂直分量的变化 △Z

、

水平分量的变

化 △H 和磁偏角的变化 △D (图 3)
,

记录数据列入表

2
。

裹 2 试验 2 记录擞据

供电电流

I ( A )
供电导线

距地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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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试脸 2 电板及导线布设示意图

( 图中实线为导线位 1 )

长春台地盆记录 ( l邪 4 一 12 一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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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磁照图记录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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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试脸 3 电机及导线布设示意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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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验 3

为测试回路平行导线的影响
,

将

2 根 3 00 m 长的导线平行放置
,

线间

距离 3 c m
,

分别与 A B 两电极相接构

成回路 (图 4)
。

通以 3 A 直流电 (两根

导线的电流方向相反 )
,

在导线一侧 5

m 处测得 △ F一 O ,

这说明电流相同而

方向相反的平行导线产生的磁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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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抵消
。

3 分析与认识

( 1 )供电电流产生的磁场强度与电流的大小成正 比
,
H oc l

。

要有效地减少地电供电系统对

地磁观测的影响
,

只有适当地减小供电电流
,

同时
,

干扰磁场以供电导线为轴向外衰减与距离

成反比
,
H oc
告

.

试验 2 表明
,

在距离地磁台 4 0 0 m 以外布设地电供电导线和电极
,

对地磁观测

不会产生影响
。

(2 )试验 3 表明
,

若在地磁台附近和院内把地电 A B 供电线平行架设并使电流方向相反
,

那么距离导线 s m 以外磁场可以完全抵消
,

因而不会对地磁观测造成干扰
。

(本文 1 9 9 4 年 1 1 月 1 8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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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地展学进展 》中
、

英文版简介

由中日两国学者联合撰写与主编的专著《数理地展学进展 )( 中
、

英文版 )已由地展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

英文版 《数理地展学进展 )( 《A D V A N C E NI M A T H E M A T IC A L sE IS M O L O G Y 》
,

de it de b y uJ inj oK ay
-

am
。 dn F e n g 氏外

,

se is m ol 。苗ca l P er ss
,

1 9 9 5 )已于 1 9 9 5年 4 月出版
,

该书由小山顺二与冯德益主 编
,

各章作

者有小山顺二
、

陈顺
、

冯德益
、

加膝尚之
、

王公怒
、

吉田明夫
、

王锦华
、

伊膝秀美
、

减绍先
、

大内彻
、

松崎光弘
、

平

择朋郎
。

全书共分 8 章
,

第一章介绍分形几何与地球科学 ,第二
、

三章分别介绍模糊地震学与统计地震学新进

展 ,第四章详细介绍复杂地展破裂过程的新近研究结果 .第五
、

六章分别介绍地展发生过程的实验与理论模型

研究 ,第七章介绍地展活动性的数学棋拟 .第八章介绍应变扩散作为地展迁移机制的最新研究结果
.

中文版《数理地展学进展 》由冯德益与小山顺二主编
,

各章作者有冯德益
、

陈顺
、

小山顺二
、

张国民
、

王公

忽
、

胡传淦
、

林命周
、

大内彻
、

蒋淳
、

伊燕秀美
、

刘杰
、

刘喜兰
、

郑燕铭
、

吉田明夫
、

减绍先
。

全书共分 8 章 ,第一至

第三章依次介绍分形几何与地球科学
、

统计地展学进展及模糊地展学进展 ;这三章的内容比英文版充实了许

多
,

增加了不少新研究结果 ,第四
、

五章分别介绍了 H co 控制论及神经网络在地震研究中的应用
,

是英文版中

没有收入的新成果 ,第六章介绍地展活动性的数学模拟
,

比英文版第七章略有充实 .第七章介绍地展孕育发生

的数学物理模型
,

大部分都是英文版未收入过的最新研究成果
,

内容相当丰富而新颖 ,第八章介绍复杂地展破

裂过程的研究结果
,

由英文版第四章精练编译而成
。

总之
,

本书不是英文版的中译本
,

而是经编者悉心编译充

实的一本新著
。

此专著于 1 9 9 5 年底由地展出版社公开出版
,

新华书店发行
。

中
、

英文版《数理地展学进展》姐妹篇专著的出版
,

必将引起中
、

日两国乃至国际地展界的有关专家
、

学者

与科技部门的有关业务人员及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的兴趣
,

从而促进数理地展学研究的进一步开拓与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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