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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利用中日合作微震观测台网 1 9 8 8 年 3 月至 1 9 9 1 年 3 月间的地震记录计算

了西安及周围地区小地震的波谱和震源参数
,

并探讨了震源参数与震级 M
l
之间的

关系
.

主题词
:

小震 ; 震源参数 ; 西安

中图分类号
:

P 3 1 5
.

6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 0 00
一

08 44 ( 1 99 9 ) 02
一

0 123
一

07

O 引言

1 9 8 8 年 3 月西安市地震局和 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在西安正式签定了有关西安及周

围地区微震研究的合作协议书
.

在中日合作研究期间
,

增设了一组由西安 ( X A N )
、

周至 ( 2 2 )
、

临撞 ( L T )
、

铜川 ( T C )
、

乾陵 ( Q L )
、

蒲城 ( P )C 6 个地震台组成的中日合作微震观测台网 (简称合

作台网 )
.

该台网使用的仪器是 日方提供的 O M 系列短周期微震仪
,

是触发式磁带记录
.

在 1 9 8 8 年 3 月至 1 9 9 1 年 3 月期间
,

合作台网获得了一批可数字化的磁带地震记录
,

我们

利用这些地震资料
,

首次研究了西安及其周围地区小地震的波谱特征和震源动力学参数
,

从而

为该地 区的地震监测与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
.

1 地震波谱和震源参数的测定方法

波谱计算采用 圆盘位错模式
,

远场位移振幅谱的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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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p 为介质密度
,

R 为震源距
,

侨
、

S
为 P 波或 S 波的波速

,

M
O
为地震矩

,

B P
、

S
为 P 波或 S 波

的辐射图形因子 (计算中取其在震源球上的平均值 0
.

6 )
,

Q 为介质品质因子
,

H ( 。 ) 为仪器频

率响应
,

尸 为人射波振幅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的分配 比例系数
,

g 为 自由表面的影响系

数
,

s P
、

s ( 。 ) 为波谱的形状函数
.

为简化 取 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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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时
,

采用矩形窗
,

采样率取 100 次 / S
,

传播路径衰减校正中的 Q 值采用了中国华北地

区由尾波方法研究得到的数据
.

对地震数字化记录的 P
、

S 波的波谱
,

经仪器频率响应及传播路径衰减校正后
,

再测定地

震波谱三要素
:

低频幅值 。
o ,

拐角频率几 和高频衰减率
r

.

图 1 给出了计算地震波谱的实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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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 震 源 参 数 所 用 公 式 如 下
:

震 源 半 径

: a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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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波 或 S 波
,

K C
为 一 常 数

,

K s = 2
.

34
,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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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波 谱 要 素 及 震 源 参 数 的 测 定 结 果

对合作台网 1 9 8 8 年 3 月 至 1 9 9 1 年 3 月 期 间 记

录 到 的西 安 周 围 地 区 的 地 震
,

挑 选 出 波 形 清 晰

、

背 景

噪 声 小 的 32 次近震记录进行了波谱分析和震源力

学参数计算
.

地 震 的 震 级 范 围 为

1
.

4成 M
L
( 3

.

8
.

台

站 位 置 及 震 中 分 布 如 图

2 所 示
.

表

1 和 表 2 分 别 列 出 了 P 波 和 S 波 的 波谱 要

素及 其震 源参 数 的 测 定 结 果
,

表 中 的 震 中 位 置 及 震

级 取 自 中
国 (陕西测震台网观测报告》

.

表 中 最 右 列

标
注 了

波 谱 分 析 所 用 记 录 的 台 站

.

西 安 及 周 围 地
区

地 震 波 谱 的 总 体 特 征 是

:

( 1) P 波 谱 的 高 频 衰 减 率 一 般 在 1
.

0 至 3
.

1 之

间
,

其 平 均 值 为
2

.

;0 而 S 波 谱 的 高 频 衰 减 率 一 般 在

1
.

2至 2
.

7 范 围 内
,

其 平 均 值 为
1

.

8
.

从 总 体 上 看

,

实

测 结 果 比 较 符 合
。 一 2

震 源 模 式

.

图
2 观 测 台站 及 地 震 震 中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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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 波 谱 的 拐 角 频 率 在 2
.

4 至 12
.

5 之 间
,

其 平

均 值 为
7

.

4 ;S 波谱的拐角频率在 2
.

4 至 12 的范围内
,

平 均 值 为 .7 .0
屯

(3 ) P 波 拐 角 频 率 与 S 波 拐 角 频 率 之 比
忘 / fos

,

主 要 落 在
0

.

5 一 1
·

5 范 围 内
,

凡

/ fos 值理论上随地震

波发射方向与震源断层面法线之间的夹角夕而变化
,

所 以 实 测 比 值 可 随 台 站 位 置 及 震 源 机 制 的 改 变 而 变

化

.

P 波 拐 角 频 率 与 S 波 拐 角 频 率 的 关 系 如 图 3 所 示
,

( 4) 在 1
.

4镇 M L
簇 3

.

8 的震 级 范 围 内
,

实 测 波 谱 的

高 频 衰 减 率 及 拐 角 频 率 均 不 随 震 级 变 化

,

但 各 台 站 的

观 测 值 有 差 异

,

除 了 台 站 方 位 和 震 源 机 制 的 因 素 之 外

,

可 能 台 址 的 场 地 地 质 构 造 条 件 也 有 较 大 的 影 响

,

例 如

铜 川 台 比 其 它 台 有 较 高 的 高 频 衰 减 率 和 较 高 的 拐 角 频

率

.

铜 川 台 处
于

陕 北 鄂 尔 多 斯 台 地

,

而 其 它 各 台 站 位 于

轰

凡
/H .

图
3 P 波 拐 角 频 率 与 S 波 拐 角

频 率 的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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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用 P 波 波 谱 计 算 的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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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渭 河 断 陷 盆 地 内

.

西
安 及 周 围 地

区
地 震 的 震 源 参 数 与

日
本 松 代 地

区

[ 3 ] 和 中 国 华 北 北 部 地 区 地 震 震 源 参 数

的 对 比 见 表 3
.

从 表 中
实

测 数 据 对
比

可 知

,

在 相 近 的 震 级 范 围 内

,

西 安 及 周 围 地 区 小 震 的 地 震 矩 和 震 源 等

效 半 径 与 日 本 松 代 地 区 小 震 的 实 测 量 级 比 较 接 近

,

但 其 应 力 降 则 高 于 松 代 地 区

,

而 与 中 国 华 北

北 部 地 区 比 较 接 近

,

平 均 位 错 值 也 比 较 一 致

,

这 可 能 反 映 西 安 及 周 围 地 区 与 中 国 华 北 受 同 一 区

域 应 力 场 的 作 用

,

应 力 条 件 及 地 震 机 制 相 对 比 较 接 近

.

用

P 波 和 S 波分别 测定 的震 源半 径有 差 异
,

但 绝 大 部 分 落 在 比
值

1
.

0 土 0
.

25 的范围内
,

实

测 结 果 对 比 于 图
4

.

3 震 源 参 数
、

震 级 之 间 的 统 计 关 系

由 于 地 震 机 制

、

传 播 路 径

、

台 站 场 地 效 应 的 影 响 和 记 录 背 景 噪 声

、

数 字 采 样 技 术 及 参 数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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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用 s 波 波 谱 计 算 的 结 果

编号 发展时间
展中位置 展级

( M
L)

展源半径 △
。 厅

甲
N入

E
地 点

宁 陕

富 平

运 城

临 汾

平 陆

旬 阳

大 荔

径 阳

万 荣

耀 县

佛 坪

西 安

太 白

旬 阳

运 城

道 城

临 渔

户 县

平 陆

平 陆

平 陆

洋 县

太 白

临 猜

周 至

临 猜

眉 县

石 泉

镇 安

合 阳

洋 县

镇 安

M心

/ 0 1 12 N
·

m 八 0 , P a
/cm

记录台名

20032070101050104003080120302002020150206040204001900105503030701 19 8 8
一
0 3
一
19
一
1 8 : 4 6

2 19 8 9
一
0 1
一
0 8
一
0 4

:
0 2

3 19 8 9
一
0 1
一
12
一
1 9

:
5 9

4 19 8 9
一
02
一
0 5
一
1 3

:
2 0

5 19 8 9
一
0 2 0 8

一
2 3 : 5 9

6 19 8 9
一
0 4
一
2 0
一
18 : 0 9

7 19 8 9
一
0 6
一
0 7
一
17

:
2 1

8 19 8 9
一
0 8
一
2 3
一
12 : 33

9 1 98 9
一
0 9
一
1 9
一
0 6

:
0 4

10 1 9 89
一
1 0
一
1 1
一
17

:
2 4

.1 1 1 9 89
一
12
一
1 2
一
04

:
0 8

1 2 1 9 80
一
12
一
1 3
一
14

:
0 0

1 3 1 9 89
一
12
一
2 2
一
0 0

:
2 4

1 4 1 9 90
一
0 1
一
0 5
一
0 5 : 1 5

15 1 9 90
一
0 1
一
2 5
一
1 2 : 5 9

1 6 1 9 9 0
一
0 1
一
2 5
一
2 0

:
1 0

1 7 1 9 90
一
0 3
一
0 4
一
2 1

:
4 5

1 8 19 9 0
一
0 3
一
14
一
2 0 : 0 3

1 9 19 9 0
一
0 3
一
2 2
一
2 2 : 4 5

2 0 19 9 0
一
0 3
一
2 2
一
2 2

:
4 8

2 1 19 9 0
一
0 3
一
2 2
一
2 3

:
4 1

2 2 19 9 0
一
0 4
一
0 8
一
2 2 : 4 3

2 3 19 9 0
一
0 4
一
17
一
10

:
1 1

2 4 19 9 0
一
0 5
一
3 1
一
18 : 4 2

2 5 19 9 0
一
0 7
一
1 8
一
18 : 0 7

2 6 19 9 0
一
0 7
一
2 2
一
14

:
0 0

2 7 19 9 0
一
0 9
一
3 0
一
18 : 0 1

2 8 1 99 0
一
1 0
一
3 0
一
12

:
0 7

2 9 1 99 0
一
1 2
一
2 5
一
1 1

:
4 6

3 0 19 90
一
1 2
一
3 1
一
20 : 3 1

3 1 1 99 1
一
0 1
一
0 1
一
1 2 : 0 5

3 2 1 9 9 1
一
0 2
一
0 6
一
0 0 : 2 4

3 3
.

2 2
,

10 8
.

0 0
’

3 4
.

5 0
`

10 9
.

0 9
`

3 5
.

1 6
`

1 1 1
.

0 2
,

3 6
.

1 2
,

1 1 1
.

1 7
,

3 4
.

5 2
,

1 1 1
.

1 7
,

3 3
.

0 5
,

10 9
.

4 7
,

3 4
.

5 8
,

1 10
.

1 5
’

34
.

3 4
,

10 8
.

5 8
,

3 5
.

15
`

1 10
.

3 6
,

34
.

5 3
`

10 8
.

4 9
`

3 3
.

2 9
,

1 0 7
.

3 4
,

3 4
.

2 1
了

1 0 9
.

0 2
,

3 4
.

0 7
’

1 0 7
.

14
,

3 2
.

4 0
`

1 0 9
.

2 3
声

3 4
.

5 5
尹

1 1 0
.

5 7
,

3 4
.

5 6
,

1 10
.

5 9
,

3 4
.

3 4
`

10 9
.

1 4
,

3 4
.

0 5
’

10 8
.

3 4
,

3 4
.

5 5
尹

1 10
.

5 6
`

3 4
.

5 2
声

1 1 1
’

0 0
`

3 4
.

5 3
产

1 1 1
’

0 0
,

3 3
.

3 4
,

10 7
.

2 6
,

3 4
.

0 8
`

10 7
.

1 2
,

3 5
.

1 0
`

10 0
.

4 7
,

3 4
.

0 0
,

10 8
.

2 2
,

3 5
.

0 9
,

1 10
.

5 5
,

3 4
.

0 7
`

10 7
.

4 4
,

3 3
.

10
’

10 8
.

15
,

3 3
.

2 4
`

10 9
.

0 5
`

3 5
.

12
,

1 1 0
0

1 1
`

3 3
.

2 4
`

1 0 7
.

4 0
,

3 3
.

16
`

1 0 9
.

19
,

3
.

2 5
.

3

2
.

4 3 4

3
.

6 1 0
.

9

3
.

3 7
.

6

3
.

2 3
.

4

3 2 2
.

6

2
.

8 8
.

9

2
.

2 1 1
.

5

2
.

3 1 1
.

1

1
.

8 8
.

5

1
.

9 7
.

5

2
.

1 5
.

9

3
.

0 9 0

2
.

4 7
.

3

3
.

4 2
.

7

2
.

9 2
.

4

2
.

6 4
.

2

1 4 7
.

6

3
.

0 6
.

7

3
.

8 5
.

9

3
.

8 4
.

0

3 D 7
.

1

2
.

4 8 4

2
.

7 1 1
.

3

1
.

6 4
.

4

2
.

9 10
.

9

2
.

0 5
.

9

2
.

4 6
.

6

3
.

5 5
.

0

2
.

3 12
.

0

2
.

6 9
.

7

2 9 7
.

6

1 3
.

6

4
.

9

3
.

9 0

0
.

4 0

1 2 2
.

7 3

4 5
.

1 1

1
.

1 0

0
.

9 0

14
.

9 0

00

八吕0
一匕076.

…
母.尹O内,ù4
口bǎU
J.i

4咤
ù ,盆2

J.l

ù、é月J
J.1nó内J7

月.1. .1Jl

4
.

9

1
.

0

2
.

4

0
.

3

2 7
.

0

8
.

9

4 0
.

1

5
.

0

1
.

6

0
.

3

2 0
.

1

1 1 2
.

0

6 5 4

15
.

0

4
.

0

4
.

9

0
.

7

12
.

8

0
.

6

2
.

2

3 8
.

1

3
.

8

5
.

2

2 1
.

7

a / m

2 4 7

3 8 3

1 19

17 3

3 8 7

5 0 8

14 6

1 1 3

1 1 8

16 3

1 74

2 2 3

1 4 5

1 7 8

4 8 6

5 4 1

3 1 3

1 7 2

1 9 6

2 2 2

3 2 8

18 2

15 5

1 15

2 9 4

12 0

2 19

1 9 8

2 6 2

.4 9

13 4

1
.

0 0

2
.

0 0

0
.

1 0

3 9
.

1 1

6
.

9 0

1
.

5 0

0
.

2 0

0
.

2 0

0
.

2 0

1 1
.

8 0

4 4
.

8 2

8
.

1 0

1 1
.

0 0

4
.

8 0

1 3
.

9 0

0
.

12 0

3 2
.

5 0

0
.

3 0

1
.

2 0

9
.

3 0

14
.

2 0

9
.

5 0

1 9
.

2 0

X A N
、
2 2

L T
、
T C

T C

T C

T C

L T
、
X A N

T C

T C

T C

T C

X A N

X A N

T C
、
X A N

X A N

X A N
、
PC

P C

L T

2 2
、
X A N

T C
、
PC

T C
、

ZZ
2 2
、

T C
、
X A N

X A N
、
2 2

2 2
、
T C

T C

X A N
、
2 2

T C

X A N

X A N

T C
、
2 2

T C

X A N

2 2
、
T C

表 3 不 同 地 区展 源 参 数 对 比

地区 展级范围 M
`
震 源 等 效 半 径

a
/m 应 力 降 如 / k P
。
平 均 位 错
订 / ctn

西安及周围地区

日本松代地区

中国华北北部地区

1
.

4一 3
.

8

地震 矩 M
。
/N
·

m

3 x 1 0 9
一 1 x 1 0 14

4 x 1 0 11
一 8 x 1 0 1 4

2 x 1 0 11
一 2 x 10 1 4

10 0一 6 0 0 1 0一 5 0 0 0 0
.

0 1一 3
.

2 0

1 6一 3
.

9 3 0 0一 7 0 0 3一 1 6() 0

1
.

7一 3
.

8 2 0一 33 0 1一 8 00() 0
.

0 1~ 4
.

5 0

定 中 的 综 合 因 素 都 给 单 个 震 源 参 数 测 定 带 来 较 大 误 差
,

但 一 个 地
区 用 多 个 台 站 对 许 多 地 震 测

定 的 统 计 结 果 仍 可 以 反 映 该 地 区 的 地 震 波 谱 及 震 源 参 数 的 总 体 特 征

.

以
下

,

进 一 步 研 究 西 安 及

周 围 地 区 地 震 的 标 度 关 系 及 震 源 参 数 之 间 的 统 计 关 系

,

在 统 计 公 式 中

,

地 震 矩 M O
和 应 力 降

△。 的 单 位 分 别 是 10
“ 7 N
·

m 和 1护 P a
.

3
.

1 地 展 矩 与 展 级 M
L

的 关 系

地 震 矩 随 震 级 增 大 而 增 大

,
lo gM o

与 震 级 有 较 好 的 线 性 关 系

,

其 统 计 关 系 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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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安 及 周 围 地 区 小 地 展 的 展 源 参 数 1 2 7

lo gM
o P = M

L + 17
.

2

lo g M
o s = M

L + 17
.

1

用 P 波 和 S 波 求 得 的 地 震 矩 与 震 级 的 统 计 关

系 式 比较 接 近
.

统 计 曲 线 与 其 它 地
区

的 统 计 曲 线 对

比
见 图

5
.

就 地 震 矩 相 同 的 地 震 而 言

,

本 研 究 地 区

测 定 的 M
L
比 美 国 加 州 测 定 的 M

L
大 0

.

3 一 0
.

4
,

比 中 国 华 北 测 定 的 M
l
大 得 更 多

,

这 主 要 反 映 了 地
是

区 的 差 异

.

除 观 测 场 地 的 介 质
条

件 之 外

,

各 区 域 台

网 使 用 不 同 的 观 测 仪 器

,

对 地 震 参 数 测 定 也 会 产 生

一 定 的 偏 差

.

看 来

,

不 同 地 区 应 根 据 实 际 观 测 资 料

,

建 立 本 地 区 的 标 度 关 系

.

3
.

2 平 均 位 错 与 展 级 M
L
的 关 系

在 本 研 究 测 定 的 震 级 范 围 内

,

平 均 位 错 随 震 级

的 增 大 而 增 大

,

其 统 计 关 系 为

fo g汀 P = 0
.

5 7M
L 一 2

.

2 4

10 9 ` s = 0
.

85M
L 一 3

,

06

实测 资料及统计 曲线见 图 6
.

20 0 3 00 40

图
4

日9
.

4

由 P 波 测 定 的 震 源 半 径 与

S 波 测 定 的 震 源 半 径 对 比

肠
u cr e ar d i u s f ro m P

一
w a v e s v e r s u s so u cr e

ar d iu s f r o m s
一
w a v es

.

0,̀

Z卜。之J畏曾一

地 震 矩 M 。 与 震 级 M
L
的 关 系

S e i s m i e

mom
e n t M o v e r s u s m a g n i t u d e

M一

ù、Jōté

3u图isFM

( a) 用 P 波 求 得 的 结果
;

.

(b) 用 S 波求 得 的结 果
;

① 中 国华 北 地 区 ; ② 美 国 加 州 地 区 ; ③ 本 文 研 究 地 区

3
.

3 应 力 降 △『 与 地 震 矩 的 关 系

用 S 波 测 定 的 应 力 降 △
。 S

与 地 震 矩 M
o s

有 一 定 统 计 关 系

,

公 式 为

10
必

J s = 0
.

9 0 l o gM
o s 一 0

.

2 0

实 测 数 据 及 关 系 曲线 如 图 7 所 示
.

用

P 波 测 定 的 数 据 点 比 较 离 散
,

未 能 建 立 统 计 关 系

.

3
.

4 震 源 等 效 半 径 与 地 震 矩 的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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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寸

、
少

注川. 00

日。、勺
已
U

、
.书 0

.

1

图 6 平 均位错
汀与震 级 M

L
的 关 系

R g
.

6 Av
e r a g e di l sco a ti o n

订
v e r su sma g ni t ud e

M
L

.

(a) 用 P 波 测 定 的 结 果
; (b) 用 S波 测 定 的结 果

图 8 表 示 用 P 波波谱 计 算 的震 源
+ 吻 `
二。 . , o oL g M一

0
.

20

.d.O工、月

xNAcT
zz叮陀

等 效 半 径 与 地 震 矩 的 关 系

.

从 图 中 可

以
看 出

; 当 地 震 矩 大 于 2 x 101 ” N
·

m

之后
,

震 源 半 径 随 地 震 矩 的 增 加 而 增

加

,

在 地 震 矩 小 于 2 X 10 13 N
·

m 时
,

等

效 半 径 没 有 随 地 震 矩 增 加 而 变 化

,

这

种 统 计 特 征 与 日 本 松 代 地 区 小 震 研 究

的 结 果 比 较 类 似

,

但 地 震 矩 的 数 值 有

差 异

.

此 外

,

本 研 究 用
S 波 波谱 计 算 的

震源等 效半 径则 基本 上 不 随地 震 矩 变

化
.

这 可 能 由 于 本 研 究 所 用 的 地 震 震

级 较 小

,

加 之
S 波 为续 至 波

,

干 扰 背 景

较 强

,

计 算 结 果 较 离 散

,

所 以 统 计 特 征

不 明 显

.

“
·

飞

打
10

M
.
八 0 , , N

.

。

4 结 语

本研究利用 中 日合作西安 微震观测

图 7 应 力 降 △ , s
与 地 震 矩 的 关 系

F ig
.

7 tS r es s d or p △ a s v e sr u s s e i s m i e

mom
en t
·

800600

(l0oo
`
峪,ō

台 网 的 资 料

,

通 过 波 谱 分 析

,

首 次 得 到 西

安 及 周 围 地 区 小 震 的 波 谱 特 征 及 震 源 动

力 学 参 数

,

为 本 地 区 微 震 活 动 及 地 震 机 制
息

研 究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实 测 资 料

,

但 由 于 观 测

资 料 还 比 较 少

,

观 测 期 间 该 地 区 也 未 发 生

过
4 级 以 上 的 较 强 地 震

,

所 以 小 震 波 谱 特

征 和 震 源 参 数 与 中 强 地 震 的 关 系 还 有 待

进 一 步 研 究

.

从

p

/ 10 , ZN
·

m

图 8 震 源半径
a 。
与 地 震 矩 的 关 系

F ig
.

8 oS
u r e e r a di u s v

esr
u s se ism i e r n o ` n e n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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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届 H K T 会 议 将 于 2 0 0 0 年 4 月 在 成 都 召 开

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
、

地 质 条 件 以 及 对 全 球 资 源 和 环 境 产 生 的 重 大 影 响

,

所 以 自 19 85 年国际上召开

首届喜马拉雅
一
喀喇昆仓

一
西藏学术讨论会 ( iH m al ay -a K aar ko ar -m iT b et w

o r
ks h叩

,

简 称
HK T 会 议 ) 以来

,

迄 今

已 经 在 英 国

、

法 国

、

瑞 士

、

意 大 利

、

奥 地 利

、

尼 泊 尔

、

美 国

、

巴 基 斯 坦

、

德 国 等 国 家 连 续 召 开 了 14 届
.

经 我
国

科 学

家
积

极 争 取

,

第 14 届 H K T 会 议 组 委 会 于 1 9 99 年 3 月 27 日讨论决定
,

第 巧 届
H K T 会 议 定 于 2000 年 4 月 21

一 24 日在 中 国 成 都 举 行
.

青 藏 高 原 绝 大 部 分 位
于

我 国 境 内

,

是 我 国 地 学 界 的 一 块 瑰 宝

,

也 是 我 国 地 球 科 学 研 究 中 最 有 希 望 占 领

“

一

席 之 地

”

的 领 域

.

H K T 会议 学 术 内容 涵 盖 地 质
、

地 球 化 学

、

地 球 物 理 等 诸 多 领 域

,

并 朝 着 建 立 地 球 系 统 科 学 新

理 论 的 方 向 发 展

.

第
14 届 H K T 会 议

,

将 会 为 展 示 我 国 在 这 一 领 域 取 得 的 丰 硕 科 学 研 究 成 果 提 供 重 要 契 机

,

并 将 进 一 步 推 动 我 国 对 青 藏 高 原 的 科 学 研 究 工 作

.

这 次 会 议 将 由
国

家 科 技 部 和
国 土

资
源

部 联 合 主 办

.

支 持 单 位 有

:

中 国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

,

中 国 科 学

院

,

中 国 地 震 局

,

中 国 地 质 学 会

,

中 国 青 藏 高 原 研 究 会

,

国 际 地 科 联 岩 石 圈 委 员 会

,

四 川 省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

油

气 藏 地 质 与 开 发 工 程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

成 都 理 工 学 院

、

中 国 地 质 大 学

、

中 国 地 质 科 学 院 具 体 负 责 这 次 会 议 的 承

办 工 作

.

会 议 筹 备
秘

书 处 办 公
室

设 在 成 都 理 工 学 院 科 技 与 外 事 处

.

这 次 会 议
的

第

1 号 通 知 (国内 )
,

将 于 今 年
6 月 下 旬 发 出

.

会 议
联 系

人

:

邓 斌 杨 桂 和 杨 慧 东

联 系 地 址
:

成 都 市 二 仙 桥 东 三 路
1
号

,

成 都 理 工 学 院 科 技 与 外 事 处

邮 编

: 6 1 00 59

电话
:
02 8一 40 77 063 40 78 924 40 7 94 8 8

E一 m a il : 1 5h k t @
e d i t

.

e d u
.

e n

h t t p :
/ / w w w

.

e d i t
.

e d u
. 。
可 15 h k t

(第 15 届 HK T 会 议 筹 备 秘 书 处 办 公 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