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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地震带北段地壳上地幔电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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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南北地震带北段 6条东西向和 2奈南北向剖面的大地电磁测深结果， 

对该区域的地壳上地幔电性结构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对资料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 

行 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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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965年，原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使用自制的仪器首先开始了大地电磁剥深工 

作．并在南北地震带北段获得了中国第一批大地电磁测深资料．此后，该项工作逐步开展 观测 

仪器逐步改进，并 引进了国外先进的仪器设备 ．经过 30年的工作，在南北地震带北段获得了丰 

富的大地电磁测深资料 · ．本文根据这些资料研究了南北地震带北段的壳幔电性结构．并对 

观测资料的一些闻题进行 了讨论． 

1 观测方法及资料 

由于时间跨度长，所使用的仪器和分析方法都有所不同．现将有关资料大体上分为 3期， 

供使用时参考 

(1)前期资料：在开展大地电磁测深工作初期，使用静磁原理光电负反馈大地电磁测深 

仪，记录方式为光点模拟记录，分析方法采用手工量图的标量阻抗方法． 

(2)中期资料：使用由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和国家地震局 

郑州物探大队3个单位在 1973年共同研制的 LH一1型感应原理磁力仪，记录方式为模拟记 

录．分短周期(几秒～几百秒)和长周期(100秒～几万秒)2种频段．分析时将模拟记录图形转 

换为数字记录．输入计算机，经数字滤波．获得不同周期的资料． 

(3)近期资料：使用的仪器是德国 Metron~x公司生产的 MMS-02型或 MMS 02E型数字 

大地电磁测量系统 MMS-02E型仪器的频带范围为O．25～4 096 s．记录方式为数字记录 分 

析方法采用对时间序列进行快速富氏变换，计算原始谱、平滑谱，进而得到主轴方向上的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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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率曲线及地球响应函数．供一维反演时使用 

在南北地震带北段布设的8条大地电磁测深剖面(东西向6条．南-Itl~2条)和测点的位 

置如图 1所 示 ． 

2 各剖面的电性结构 

2．1 剖面 1——平罗一乌审旗剖面 

该剐面有 4个测点．其中乌审旗和马拉迪 

测点位于鄂尔多斯地块内，其资料属中期资料； 

平罗和陶乐 2个测点位于银川盆地 内，其资料 

属于前期资料 ．该剖面位置见图 1，其一维反演 

结果见图 2rj 

从图 2中可以看出，乌审旗和马拉迪测点 

的地壳、上地幔电性分层非常相似．这表明鄂尔 

多斯地块内部是稳定的． 

平罗和陶乐 2个测点虽然相距较近．但 电 

性结构差别较大．主要表现在平罗测点地壳内 

有一厚度达 20 km 的低阻层，其顶面埋深较浅， 

为 12 km；在陶乐 测点该层位 顶面埋深为 27 

km，厚度仅5 km．这可能与平罗地区1739年发 

生 8级大震有关- 图 1 南北地震带北段大地电磁 

根据文献【4】，鄂尔多斯台拗的下地壳厚度 刹深剖面及测点分布 

为 15-19 krn，莫霍面深度为 40-42 km．乌审 F培．1 Disulbut_岫ofMT卯Heying p I d tlg 

旗和马拉迪 2个测点地壳下部低阻层顶面埋深 m ac northern segment of North．south seismJ⋯  

约20 km，底面埋深约42 km 其底面埋深与莫霍面埋深相当．该层厚度与下地壳厚度相当．另 

外，平罗和陶乐2个测点的壳内低阻层底面埋深约为32 km，与该区莫霍面的深度34--36 km 

也较接近，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从图2中还可以看出，银川盆地上地幔第一低阻层顶面埋深约为64 km，而鄂尔多斯地块 

的上地幔第一低阻层顶面埋深约为87 km 前者埋深明显比后者浅． 

E 

鞋 

图2 平罗一鸟审旗剖面一雏反演电性结构 
Fig 2 Electrical structure 0 erust-ntatttle of profile from 

Pingluo to W ushenqi bv 0 dimensional ittvex~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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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剖面 I——阿左旗一靖边剖面 

该剖面从内蒙阿左旗到陕西靖边(图 1)，全长约 300 km，共 8个测点，是上海奉贤至内蒙 

阿左旗地学断面的一部分．其资料属近期资料．该剖面的一维解释结果如图 3所示[ ． 

E 

蜊 

琏 

图 3 阿左旗一靖边剖面电性结掏 

Fig 3 FAeetrlcal 8ErtllC~LUire of crast-mantle of groflle from Azu 
． In刀 

M~golia to Jinghian．Sh~xJ pr rIce by one dimensional rs_衄 ． 

陕西靖边、安边和宁夏盐池 3个测点位于鄂尔多斯地块内．由图 3可见，其地壳上地幔电 

性结构比较一致，同时与剖面I中乌审旗和马拉迪测点的结果也大致相同． 

宁夏永宁和平吉堡 2个测点位于银川盆地内．与该剖面内其他测点相比．这 2个测点的地 

壳上地幔电性结构明显不同 其表层相当于中新生代沉积层，厚度为2．4～3．1 km，比其他测 

点该层的厚度都薄．其电阻率比其他测点低，壳内低阻层和上地幔第一低阻层相对该剖面其他 

测点出现明显隆起．壳内低阻层顶面埋深19—22 km．底面埋深 25～29 km．该层的深度范围 

与深地震测深揭示的下地壳上部的低速异常体相当 这～现象可用岩石相变脱水或部分熔融 

来解释 ．上地幔第一低阻层顶面埋深为 85—89 km，与鄂尔多斯地块该层位顶面埋深 123～ 

131 km相比较，显示了强烈上隆的趋势，与深地震测深揭示的莫霍面上隆区一致『4 

宁夏灵武测点位于银川盆地和鄂尔多斯地块之间的过渡地带，其电性结构也具有过渡的 

性质，见图 3． 

阿左旗巴伦比立和阿左旗西2个测点位于阿拉善地块内，其电性结构与鄂尔多斯地块相 

似(图3)．反映了地台区的地壳上地幔电性结构稳定，横向变化小，地壳下部低阻层和上地幔 

第一低阻层埋藏深 

2．3 剖面 Ⅱ——景泰一定边剖面 

该剖面从陕西定边开始，沿 sww方向过大罗山，终止于甘肃景泰以南的魏家台 全长约 

300 km，共 l3个测点，平均点距 25 km．其资料属近期资料，电性剖面如图4所示f6,7】 

定边、盐池杨家寨子、青山乡和大水坑 4个测点位于鄂尔多斯地块内部．由图4可见，各测 

点壳幔电性结构极为相似 

从大水坑测点往西，该剖面横跨了鄂尔多斯西缘的弧形断裂带 该断裂带由一系列的南北 

向逆冲、逆掩断裂组成，显示了强烈的挤压活动性质．盐池的惠安堡和同心的红城子2个测点 

位于这一地段 这2个测点的上地幔第一低阻层顶面与鄂尔多斯地块的相应层位比较有所隆 

起，与上层地壳的强烈活动相对应 但是，惠安堡测点的上地幔第二低阻层顶面埋深与鄂尔多 

斯地块内的相应层位几乎完全一致 ． 

再往西该剖面跨越大罗山进入河西走廊陆缘带，共有7个测点．各测点壳幔电性结构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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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 上地幔第一低阻层顶面埋深从东向西逐渐加深 在马家渠测点该层埋深为 115 km．向 

西．到靖远水泉测点则深达 136 km．再向西又稍有抬升，为 129 km．壳内低阻层顶面埋深的变 

化也显示了与上地幔第一低阻层同样的特征 该剖面西端景泰魏家台测点壳内低阻层出现隆 

起，其顶面埋深约 17 km，底面埋深 55 km．马家渠测点壳内低阻层也 出现隆起，其顶面埋深为 

29 km．底面埋深 50 km 据深地震测探资料，景泰地区的地壳厚度为 52 km 总之，这一层位的 

底面与奠霍面埋深相当．顶面与中下地壳分界面相当． 

图4 景泰一定边剖面电性结构 
F 4 Electrical s~ltllclllre 0f e．rust and upper mantla 0f profile from Ji~nmi，G删 to功ng an、Shaanxi 

2．4 剖面Ⅳ——永靖一庆阳剖面 

该剖面东起庆阳安家寺．沿北纬 36。线 向西至永靖刘家峡．全长约 400 km，共有 9个测点． 

其中除了西吉蒙宣测点属前期资料外，其他测点均属中期资料 图 5为该剖面一维反演电性结 

构图⋯ 

诺 

图 5 水靖一庆 阳剖面 电性结枸 

Fig 5 Electrical~ruc[ure 0f crust and uppermantle of profilefrom YongiingtoQingyang Gansu 

庆阳安家寺和固原草庙 2个测点位于鄂尔多斯地块的西德．由图 5可见，其上地幔第一低 

阻层顶面埋深为83～87 km，与前 3个剖面位于该地块内的测点相比较， p尔多斯地块西部软 

流圄呈北深南浅的展布趋势 ．草庙测点壳内低阻层顶面埋深43 km左右，位于莫霍面附近 

这一层位在鄂尔多斯地块中多次被探测到． 

固原城关、西吉硝河和蒙宣 3个测点的壳幔电性结构比较一致．其壳内低阻层顶面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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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4 km．厚度 1--3 km．位于地壳下部 在蒙宣测点的地壳中上部还存在一低阻层 其顶面 

埋深 12 kn，厚 5 km 左右 

会宁甘沟和定西鲁家沟洲点的壳幔电性结构比较独特，地壳内缺失低阻层，这可能说明这 
～ 地区附近的地壳刚性较强．这样来 自青藏块体的挤压作用力就可能通过这～局部刚性地块 

作用到鄂尔多斯地块的西南边界上．从而使西吉到固原一带应力容易集中，除蠕滑释放部分能 

量外，其余能量逐渐积累，从而发生地震 同时也导致部分地壳发生形变和破裂，形成隆起带和 

断裂带． 

榆中三角城测点上地幔第～低阻层顶面埋深仅为64 km，而其西测永靖刘家峡测点相应 

层位的顶砸埋深为 107 km．这 2个测点相距仅 75 k 然而低阻层顶面埋辣相差很大，这是值 

得进行研究 的 ． 

2．5 剖面V——甘谷一陇县剖面 

该剖面西起甘谷礼辛．东 

止于 陇县 温 水．全 长 约 170 

km，共 6个测点，属近期资料． J 

其一维反演的电性结构如图 6 z0 

所示 I 

该剖面东段陇县温水和 点 l 

张家川测点位于鄂 尔多斯西 蓄6o 

南缘弧形断裂带的东南端．由 I 

图6可见．这 2个测点的壳内 I 

低阻层分布基本 ～致，顶面埋 10(I 

深 20—21 km． 
。2。J 

剖面西段甘谷 礼辛和安 

远 2个测点位于 中祁连地块 

内．而且同在西秦岭北缘断裂 

带的北侧 从图 6可见，2个测 

点壳内低阻层分布 也很相似， 

顶面埋深 27～28 km．该剖面上地幔第 

2．6 剖面Ⅵ——迭部一徽县剖面 

甘各札辛 赞远 计堡 陇墟 强寡川 曩——E 

≥]02／霉／~22一 ． 一一～2 7～77 i 并 — 

7『 一 一一一 ＼＼
一 、 ／

尸  

5 j ’＼ 

图 6 甘谷一 院县剖 面的电性结构 

Fig 6 El~trlcol rucc㈣ of and upper mande 

of pm{ile from Gang9[o Longxkan．Ga~su 

低阻层的顶面埋深显示 了渡浪起伏状态 

该剖面位于南北地震带北段的南端，东起徽县江洛镇，西止于迭部白云乡，全长约 240 

km，共 6个测点．其电性结构如图7所示“ ． 

该剖面电性结构有2个比较明显的特点：(1)地壳内低阻层发育 上中下地壳内均可能存 

在低阻层．剖面西段的迭部白云、卓尼木耳和宕昌哈达铺 3个测点的地壳中部(深度为3O多公 

里)存在低阻层 剖面东端徽县江洛和天水庙川 2个测点的地壳上部(1O～20 km)和下部(4O 
-- 50 km)分别存在低阻薄层．而在剖面中部礼县石桥和天水镇一带，除了地壳中部存在低阻 

层以外，在地壳上部即十几公里深处也存在低阻层；(2)上地幔第一低阻层在礼县石桥和天水 

镇一带显著上隆 其顶面埋深最浅处约为 67 km，向东西二侧逐渐加深，西端迭部测点达 160 

km 

2．7 剖面 Ⅶ——石咀山一康县剖面 

该剖面铪南北地震带北段分布，北起宁夏石咀山市，向南经银川、吴 忠、海原、西吉、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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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甘肃康县长坝乡，全长约 650 km．共 17个测点．其电性结构如图8所示 ”- 

E 

越  

Fhg 7 Electrical structure of Ca"~St and tipper rrmntle of[n~lile Irom Diebu to Huixian Gansu 

E 

图 8 石咀 山一 康县 剖面 电·I生结构 

№ 8 Electrical structul'e ol crust and upper ma~t]e ol profile from Shizuishan．Ningxla to Kangz~ian，Gansu． 

从宁夏石咀山到吴忠共 5个测点．全长约 150 km．均属前期资料．由图8可见，这 5个测 

点的地壳上部低阻层电阻率为 0 1～1 5 n-m．顶面埋深 9～14 km 地壳中部低阻层电阻率为 

0 l～O 3 n·m．顶面埋深 23-35 km．属于 1739年平罗 8级大震极震区的西大滩和芦花台测 

点该低阻层顶面埋深明显浅于其二侧的测点 上地幔第一低阻层只有石咀山和吴忠 2个测点 

有所显示．其顶面埋深分别为 6O和 8O km 在平罗、芦花台和西大滩 3个测点这一层位没有显 

示，这可能是由于壳内低阻层发育．在观测频率范围内未能穿透地壳 中部的低阻层．不过从 以 

前的经验来看．凡地壳上部和中部低阻层上隆的地区，其上地幔第一低阻层顶面也表现为上隆 

的形态 

从吴忠到秦安．长约 320 km，共 7个测点 其中除了吴忠和海原测点属前期资料外，其它 

都是近期资料． 

海原测点位于该段的中部．是 1920年海原 8 6级大震的极震区，其地壳上地幔结构与平 

罗大震极震区相似 与附近测点比较．该测点地壳上部和中部低阻层有上隆的趋 势，上地幔第 
一 低阻层顶面埋深为74 km左右，呈明显上隆趋势． 

马家河湾测点位于吴忠和海原测点之间．图8显示 该测点上地幔第一低阻层顶面埋深约 

为 117 km．比南北二侧的吴忠和海原测点都深 从图4可见，该测点与其东西二侧的马家渠和 

下流水测点的剖面形态基本一致，所以这一深度还是可信的，该测点壳 内低阻层顶面埋深 30 

多公里，与吴忠和海原测点的低阻层分布有明显的差别 

从海原测点往南，有4个测点，即西吉硝河、静宁张堡和李店以及秦安叶堡．4个测点的壳 

鞋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3期 郭守年：南北地露带北殷地壳上地怪电性 扮及有关资料问题的讨论 291 

幔电性结构基本相同．壳内低阻层和上地幔第一低阻屡莲续分布．壳幔过渡带在秦安叶堡测点 

有 显示 

秦安叶堡测点以南有 5 测点．除了康县长坝属前期资料外．其他测点均为近期资料 天 

水平南、徽县麻沿河、成县店村和康县长坝 4个测点具 i相同的电性结构．见图 8． 

天水太京测点位于西秦岭北缘断裂带上，同时又位于 1654年天水 8级地震的极震区内， 

其电性结构较特殊．该测点壳内低阻层非常发育．在 5 km以下发育有地壳上 中部低阻层，且 

厚度也较大．这与其他位于极震区内的测点的电性结构有相似之处⋯ ． 

2．8 剖面Ⅶ——甘谷一徽县剖面 

该剖面北起甘谷礼辛．向南止于徽县江洛，全长约 130 km．总体走 向 NNW，共 7个测点， 

属近期资料．其一维解释结果如图 9所示 J． 

图 9 甘谷一徽 县剖面 电性结构 

Fig．9 Electrical sⅡ1|ctLJre of crus'~and upper TTⅦnde of p~flle from Ga：~u to H~ixlart．( nsu 

由图9可见，罗家堡以南的 3个测点的壳幔电性结构较为一致，与剖面Ⅶ南段相同(图 

8)．罗家堡以北的 3个测点的壳内低阻层顶面埋深逐渐增大．从 13 km渐增至27 km．罗家堡 

地区在 1654年曾发生过 8级大震，该测点的壳幔电性结构与其它测点不同 由图9可见．该测 

点地壳表层至 8 km左右的深度地层的电阻率很低，仅为 1 6-2 7 f2,·m，中上地壳有低阻层分 

布，电阻率为 1 6 fZ·m 但该层的厚度及上地幔第一低阻层的厚度未能探测到 这可能是由于 

地壳上部电阻率很低．因此未能探测到该层位．如果降低探测频率，一般是可以探测到该层位 

的 

3 讨论 

3．1 低阻层 

3 1 1 表层低阻层 

在研究区内该层电阻率一般为几到几十欧姆·米．甚至有的不到 1 n-m 该层厚度为几百 

米～几公里 一般认为它与新生代或中新生代的沉积层有关．由于地壳表层环境的温度和压力 

都不高，岩石有一定的孔隙度，并且或多或少地由地下水所填充．因此，表层电阻率主要取决于 

岩石的孔隙度和含水量，岩石的矿物组成和温压变化都是次要的影响因素．干燥的沉积岩的电 

阻率一般为 lO ～lO n·m，岩石中的孔隙水的电阻率为零点几到几欧姆·米．当岩石孔隙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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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地下水所充填时，岩石电阻率 P与孔隙水的电阻率 有如下经验关系： 

P a P0一  

式中：0是岩石孔隙度，n和 是表征岩石孔隙形态的2个常数，a 1，Ⅲ一2 如果岩石孔隙 

中的水未达到饱和状态，其电阻率 P与孔隙完全被水充填时的电阻率 有 如下关系： 

P=P ／s： 

式中：P̈m是孔隙完全被水充填时岩石的电阻率；S山是岩石孔隙中水占的百分比； 2 

根据上述 2式，可以解释所测得的表层电阻率变化范围大，甚至有些测点没有这一低阻层 

的原 因． 

3．1 2 地壳上部低阻层 

该层埋深在 10 krn左右，电阻率为几欧姆 -米，厚度为几公里，个别测点可达十几公里．存 

在这一层位的测点并不多，在银川盆地的西大滩和芦花台，海原和西吉以及天水镇和礼县等大 

地震的极震区均有发现．该层的存在似乎与大震有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无震区或离极震区较 

远的少量测点也存在这一层位．对于这一低阻层 的成因已有学者进行了研究 ⋯，但是认识 

不一致，因此，今后还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3 1．3 地壳中部低阻层 

该层埋深一般为 20～30 km，电阻率为几到几十欧姆·米，个别测点更低一些．层厚为几公 

里，个别测点可达十几公里 该层位在地震带内分布比较普遍，在稳定地区如鄂尔多斯地台区 
一 般没有显示．当然也有个别区段或测点例外．例如 ＼Ⅲ号剖面(图 8)天水 以南 4个测点仅仅存 

在地壳上部低阻层(深度 10 km左右)，地壳中部的低阻层没有显示．由于研究区域位于鄂尔 

多斯地块、青藏块体、阿拉善地块和扬子地台的交接地带，具有较高的热流值，导致 r地温上 

升，从而有利于地壳中部岩石产生相变脱水 据文献[12]的计算，祁连褶皱系为相对高地热区， 

秦岭褶皱系为相对低地热区，这可能是祁连褶皱系地壳中部低阻层发育，而秦岭褶皱系一些地 

区该层位不够发育的原因之一． 

地壳中部的低阻层成因一般解释为相变脱水 以至岩石部分熔融⋯j．此外，一些高温高压 

实验表明，组成深部韧性剪切带的矿物的定向排列，可以使岩石电性各向异性，从而导致低阻 

层产生⋯】． 

3 1 4 地壳下部低阻层 

该层位于莫 霍面附近，埋深为 40～50 km，层厚几 公里，电阻率从几欧姆 ·米到 

20--30 fl·m 该层在稳定的区域，如鄂尔多斯地台及较活动的地区，如南北地震带北段天水以 

南地区以及河西走廊盆地内均有分布． 

据推测该低阻层与所处位置岩石部分熔融有关 在深度为 40～50 km的地壳底部，它的 

温度约为 400-450。C，压力为 1 1×10 ～1．4×10 Pa．地温与岩石 中某些矿物的熔点十分接 

近，只要有 1％～2％的矿物熔融时，就能形成包围在品格上的导电薄膜，从而大大降低了岩石 

的电阻率 脱水引起岩石格架的“松散”和岩石的部分熔融，造成了电阻率降低和地震波速下 

降 ． 

3 1 5 上地幔第一低阻层 

在研究区内，凡是勘探深度能达及的测点，都清楚显示 了该层位 其埋深为 7O～120 km， 

甚至个别测点达到 160 km．电阻率为几到十几欧姆·米，层厚为几公里 一般认为该层位的顶 

面埋深与上地幔低速层的顶界埋深基本一致，意味着上地幔第一低阻层埋深相当于岩石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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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一般说来，该层埋深较浅的地区，都是近代构造活动比较剧烈的地区，埋深较深的地区 

都是相对稳定的地区．鄂尔多斯地台是稳定地块，其上地幔第一低阻层的埋深为 80～130 km， 

平均为 l10 km．在构造福动区，特别是地震区，该层顶面埋深较浅，如海原地震区为 74 krn，固 

原地区为 84 km，银川盆地为 85～89 km 这是符合上述推论的 但是，情况也不完全如此 从 

Ⅶ号剖面(图 8)看，该层沿南北地震带北段从南到北变化相当大 天水 以南地 区该层没有显 

示．天水以北到西吉硝河该层顶面埋深为 97～ii0 km，平均为 103 km．Ⅲ号剖面(图4)从惠安 

堡到景泰共 9个测点，该层顶面埋深为 92～136 km，平均为 I17 km，景泰的 3个测点平均为 

131 km．这些深度值均与鄂尔多斯地台的平均值相当 该地区属于鄂尔多斯西缘弧形断裂带． 

构造活动相当强烈．从几条东西 向剖面来看，该层顶面埋深最深的测点 为迭部 白云，深度为 

160 km，其次为甘谷礼辛，深度为 104 km，永靖刘家峡 107 km，靖远水泉 136 km，阿左旗 112 

km，并不比鄂尔多斯地台内部浅 同样，在其他地 区，如河西走廊地区也有类似情况 依据 

板块学说，坚硬的岩石圈漂浮在上地幔软流圈之上 目前认为软流圈是高温带，温度高达 1 100 
～

1 200℃，软流圈内部物质处于部分熔融状态，形成了良导电层即上地幔第一低阻层 因此， 

该层位埋深变化过大，是难以想象的 在地球 自由表面，最高山脉与最深海沟相差约 20 km，二 

者却相距数千公里 如果在比较近的两处地球表面高度相差几公里已经是巍巍壮观了．可是在 

地下深达 100 km左右的地方，在各种强约束条件下，相距几十公里的测点，该层顶面埋深竞 

相差 50 km，这是难以解释的，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一． 

3 1．6 上地幔第二低阻层 

Ⅲ号剖面的定边到惠安堡 5个测点的资料比较一致地显示 了该层位 其顶面埋深在 240 

km左右，电阻率为2～4 fZ·133．该层位在其他少数测点也有发现，如通渭马营测点，该层位顶面 

埋深为278 km，在静宁威戎为 337 krn，在天水庙川为231 km，在刘家蛱为 237 km，在文县中 

寨为 251 km等．在河西走廊个别测点该层位也有显示．在国外也有类似报导，如在土库曼地 

区地下 6O～70 km 和250～300 km，分别存在上地幔第一和第二低阻层 

该层在稳定区和构造活动区、地震区与非地震区均有显示，因此该层的存在与构造因素关 

系不明显 对于其形成机制目前人们讨论不多．文献[10]认为可能与橄榄石一尖晶石的多晶转 

变有关 

3．2 有关大地电磁测深资料的思考 

在整理过去在研究区内的大地电磁测深资料时，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些问题是值得进一步 

讨论的 

(1)同样的测点，同样的资料，同一单位不同人员解释结果相差非常大，见表 1 

表 1 文献[2]和文献[3]对卓尼木耳和迭部测点资料的解释结果 

(2)互相邻近的测点，用同样的仪器、同样的处理方法，但在不同时闯进行观测，得到的一 

维解释结果相差也很大，见表 2．表 2中 2个测点均位于鄂尔多斯地块内部，相距约 8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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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互非常接近的测点，用不同仪器，在不同时问观测的资料，解释结果的差别很大(表 

3) 

(4)剖面 Ⅱ东段与剖面Ⅲ东段的测点都位于鄂尔多斯地台内部．但是 2个 剖面该段的电 

性结构明显不同，见图 3和图4 

表 2 相互邻近的 2个测点用同样仪器和方法，不同时间的观测结果 

表3 2个非常接近的测点，用不同的仪器在不同的时间观测的结果 

鼢 鼓 层序 序 

1 75 7 2 7 2 1 3 8 o 5 0 5 

2 225 27 1 34 3 2 1 470 21．0 21．5 

3 5 9 3 0 37 3 3 6 5 4 0 25．5 

—  

4 92 10．7 48 4 41 0 78 6 104 

豢 5 1 035 40 88 5 7 8 
释 6 51 3 1 91 

集 7 4 5 1 0 92 
8 98 5 0 97 

9 1 004) 4 2 101 

10 97 

作者认为产生差别的主要原因可能有 3种： 

(1)资料的采集、选择和处理过程的合理性．一维解释的基础是视电阻率曲线 它实际并 

不是一条曲线，而是每个频点含有一定误差的条带，这一条带的宽度反映了统计平均的误差 
一 维反演的计算曲线则是一条光滑的曲线，只要它是在观测曲线的带宽范围内，反演结果就可 

以被认可 因此，不同的解释者甚至是同一解释者就可能会得出几种不同的解释结果． 

(2)反演的等值性或多解性问题．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对于低阻薄层，存在纵向电导 

的等值性，即只能求得薄层的纵向电导，岩层的厚度和电阻率是多解的；对于高阻薄层，存在厚 

度等值性，即只能确定该薄层的厚度，介质的电阻率是多解的． 

(3)对解释血线的选择．由于地下介质非均匀性的影响，2道实测的视电阻率 曲线与均匀 

介质的一维曲线比较，存在着畸变效应．这种效应对 2道曲线的影响是不同的，甚至对 1条曲 

线的不同部分也有着不同的影响．通常的做法是选择受畸变影响较小的l条作为解释曲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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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结果不好解释时，也有选择 2条曲线的平均值作为解释曲线的．这样一来，解释者就有几 

条曲线可供选择 这就导致了解释结果的差异． 

上述问题希望能引起大地电磁测深工作者对一维解释中存在问题的重视， 便今后能得 

到更可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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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STRUCTURE 0F CRUST AND UPPER M ANTLE IN THE 

NORTHERN SEGM ENT 0F N0RTH-S0UTH SEISM IC BELT AND 

A DIScUSS10N ON SOME QUESTIONS IN THE DATA 

GUO Shou—nian， LI Yong 

(La~zhouInstitute ofSeis．wfogy，CSB，Lanz／~u 730900，China) 

Abstract 

Data of 6 profiles in E--W and 2 profiles in N—S by MTS in the northern segment of North- 

south se~mlc belt are compiled．The electrical structure of crust and upper mantle of the area is 

comprehensively studied．Some questions in the data are discussed
．  

Key words；North·south seism ic zone；Tellurie electromagnetic sounding；Crust and mantle 

styueture；Electric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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