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卷　第 1期

1997年 3月

西　北　地　震　学　报
NORT HW ESTERN SEISM OLOGICAL JOURNAL

Vol. 19　 No. 1

March 1997

兰州遥测地震台网现状及台站选建中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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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词: 　甘肃　遥测台网　观测现状　改造建议

兰州遥测地震台网运行已 20多年 ,仪器磨损老化严重 ,环境条件变化很大。现在张掖无线台网实际上仅有

西武当和努日盖两个子台维持正常运行 ,极不适应监测工作的需要。而且台网正面临数字化改造 ,因此 ,了解

台网现状 ,总结有关经验教训 ,明确台站选建改造中的注意事项很有必要。1996年我们对部分子台的工作环境

及现状进行了考查 ,发现遥测地震台站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 1)通信问题:近几年国家对电信设备进行了改造 ,该项工作对兰州遥测台网有较大的影响 ,如线路不通、

占线、串线、单向通信等时有发生 ,有的时间还特别长 ,如兰州经岷县、武都到文县的线路近三年多经常不畅 ,

致使岷县和文县两个子台长时间不能正常工作 ;又如兰州至永登台单向通讯的现象多次碰到 ,致使该台的信

号到不了兰州中心机房 ,或者台上收不到兰州发出的信号。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县镇以下的农话线 ,包括地震台

到机务站的部分话路干扰特别严重 ,这些线路目前不少老化损坏 ,平凉、天水、临夏、盐池、景泰、湟源、永登等

子台经常出现线路干扰 ,雨季尤甚。此外 ,随着经济发展各地高大建筑不断拔地而起 ,使用无线通讯的单位和

个人大量增加 ,武威和张掖两个无线遥测台网工作越来越困难 ,为此先后有高台、扁都口、河西堡等台不得不

停止工作。今年夏秋两季解放军某部在石岗台附近训练演习近三个月 ,同期内该台无法运行。

( 2)破坏问题:各遥测子台的设施和仪器设备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 ,如平坡台仪器房的通气窗孔被砸

掉 ,砖头被扒开 ,能钻进成人 ;永登台、扁都口台馈线多次被盗 ;九条岭台的太阳能板经常被砸坏 ;就在我们维

修期间两三天内老爷山台的太阳能供电线先被割断 ,第二 d发现后接通 ,第三 d线接头又遭破坏 ;盐池台、景

泰台大门被砸 ,设备、电池等被盗或毁坏 ,景泰台不仅连续两次遭此厄运 ,馈线还多次被盗。这些台附近有的人

烟稀少 ,有的人口稠密 ,而且都雇有人看管 ,但终因经费有限难以做到不离人 ,投保险也因经费和精力所限无

法兑现。这类问题除了造成经济损失外 ,还使台网不能正常运行 ,维修人员疲于奔命式的工作 ,劳累不堪。

( 3)电源问题:平坡台原由附近煤矿供交流电 , 1994年煤矿下马 ,电源中断 ,该台的破坏情况又不允许用太

阳能供电 ,全用电池经费承担不了 ,所以平坡台实际上处于半停顿状态。另一方面 ,兰州以外各地每周供电时

间名为供四停三 ,实际供电天数仅占一半左右 ,这样就得大规模使用电池 ,从而增加大量开支。再有 ,张掖无线

台网中心和岷县台、天水台均因供电电压问题而烧坏电源和仪器 ,张掖台还不只一次。

( 4)维护问题: 上述问题带来大量的额外维修任务 ,当前维修人员老化问题突出 ,加上经费拮据使野外维

护十分艰难。努日盖台地处内蒙巴丹吉林沙漠深处 ,每次维修、标定必须两车同行 ,而且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沙

漠中迷路 ,耽误 3～ 4 h后才能出来 ;一些台站因路况太差 ,或者根本无路可行 ,进出艰难 ,如通往文县台、永登

台、盐池台、西武当台的路常被雨水、塌方、泥石流等堵住 ;有的台太偏僻或地势太高 ,车辆难到洞前 ,沉重的仪

表、电池难以运上山 ,如九条岭台和扁都口台等。

( 5)台站坐标精度问题:地震台位置参数的精度直接影响地震的定位精度。模拟记录和手工量取震相到

时 ,误差最小也在 0. 2 s左右 ,相应的台站坐标精度在数字化改造后 ,机器自动识别量取到时 0. 01 s的精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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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极不适应。在考查中我们利用台站附近参照物和 1 /50000地形图读取了台站经纬度及高程 ,将结果同原用坐

标之差列于下表中。其中经纬度差以分为单位 ,高程差以 m为单位 ;差值为负分别表示考查结果位于原用参

数点以北 ,以东和以上 ,反之亦然。从表中不难看出 ,一半以上台站的经纬度差都在 0. 1分以内 ,高程差在 25 m

以内 ,平均约 0. 145分和 38 m,仅努日盖台经纬度差偏大。表中兰州、高台、嘉峪关、河西堡、文县等台参数为天

文测量结果 ,将其列于表中是为了给出这种方法本身的人差范围 ,它们似可说明一般台站的精度都在方法本

身的误差以内 ,同时这也说明 ,今后确需天文测量给出台站坐标才行。

台　站 石　岗 红崖山 老爷山 九条岭 高　台 嘉峪关 平　坡 西武当 努日盖

ΔΥ - 0. 281 - 0. 002 - 0. 139 0. 129 0. 089 0. 701 - 0. 020 - 0. 047 - 2. 545

Δλ - 0. 311 0. 025 - 0. 027 0. 230 - 0. 041 0. 036 - 0. 194 - 0. 105 - 7. 456

Δh 25 m 5 m 24 m 50 m - 4 m - 20 m - 7 m 80 m

台　站 扁都口 河西堡 湟　源 兰州长 盐　池 兰州短 岷　县 文　县 永　登

ΔΥ - 0. 076 0. 132 0. 058 0. 002 - . 011 0. 009 0. 406 0. 012 - . 367

Δλ - 0. 254 0. 065 0. 183 - 0. 028 0. 267 - 0. 058 0. 433 0. 172 0. 036

Δh 94 m - 15 m 42 m - 60 m - 50 m 10 m - 5 m - 80 m - 82 m

这样 ,在兰州遥测地震台网今后的改造中 ,应注意的主要问题是:

( 1)甘肃的地理位置及地形特征表明 ,遥测台网的传输方式除了将来可能的卫星传送外 ,当前只能用有线

加无线的方式 ,这当中

无线传输部分一定要进行选点、试测、试传 ,或者要有确实的资料说明传输信道可靠 ;

在保证监控能力及布局基本合理的前提下 ,地震台应尽量靠近光缆或通讯干线及县级或有机务站的市

镇 ;

尽量甩掉农话线 ,在无条件直接进入通讯干线的地方 ,无线传送到当地机务站 ,进入通讯网。

( 2)除了岩性和通讯外 ,安全和维修是台址选择必须考虑的两个因素。

从维护的角度看 ,地震台在交通线附近为好 ,但干扰和破坏情况却要求地震台尽量远离交通线及人烟集

中之处 ,因此只能二者兼顾 ;

为了台站仪器设备的安全及连续运转 ,有必要雇人看护 ,但更主要的是在建台过程中采取严密的保护防

范措施 ,除了太阳能板和天线保持一定高度外 ,太阳能板须加防护网罩 ,户外电源线和馈线须置于坚固的保护

管道内 ;此外 ,天线及太阳能支架须改变目前上下过于方便的铁塔形式 ;摆房门窗的安全也须另做专门考虑。

( 3)尽量选用有交流电源的地方 ,或者便于架设太阳能 、风能的地方。

( 4)台站位置至少用天文测量 ,有条件的地方尽量使用 GPS测量 ,要求精度: 水平坐标高于 25 m。高程不

低于 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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