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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是在 

1976年由当时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CCD）设立的，为了便于对全面禁试条约 

进行核查，该小组后来由裁军谈判委员会保留了下来。 参加目前这一小组工作的 

有来自30个国家'的政府指派的专家和世界气象组织（WM。）的一名代表。本报 

告最后部分列有参加者的名单。

2 . 该特设小组在其1978年3月14日的第CCD/558号和1979年7月

25日的第CD/43号这两份协商一致的报告中阐述了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利用地 

震科学来进行地震数据的全球交换，以便协助各国对全面核禁试条约折行国家一级 

的核查。

3 . 拟议中的全球系统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a） —个由五十多个现有的或规划中的地震台站组成的全球台网，具有经

过改进和提高的提取资料的设各和程序；

（b） 通过世界气象组织（WMO ）的全球电信系统（GTS ）对这些数据折行

的国际交换；

（C）在一些专门的国际数据中心（工DCS ）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以供参 

加国使用。

4. 每个台站或观察台测报的数据应有统一形式并分成两个级别：

第一级*对检测出的地震信号的基本参数毫不迟延地进行例行测报；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作为观 

察员参加）、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埃及、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墨西哥、荷兰、新 

西兰、挪威、秘鲁、波兰、罗马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在CC 0/558号和CD/43号文件中，.分别釆用了一级和二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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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级*为满足对补充性情报的要求，对波形进行详细的记录。

在CCD/558号和CD/43号文件中，分别釆用了一级和二级数据。

与当前地震方面的作法相比，重点将放在与识别地震事件有关的参数上，对于 

测报的范围、一致性、可靠性和及时性将提出较为严格的操作要求。 在可行的情 

况下，将遵循国际上商定的科学的作法。

5. 目前这份协商一致的报告，是特设小组第三份全面报告• 它对全球系 

统的全面实验性试验作了详细的初步说明。 这个全球系统有可能根据未来的一项 

条约建立起来，以便对地震数据进行国际交换。 此外，本报告还包含小组成员谴 

交的国家一级调查结果，这些调查结果与第CCD/558号和CD/43号文件中所阐 

述的全球系统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有关。来自各国的、作为非正 

式工作文件提交给小组的稿件已达200多份，其中有些颇有影响，篇幅也很可观。 

这些文件在本条约的附录中列出，并曾在小组举行的九次全体会议上加以审查和分 

标

6. 瑞典的U.埃里克松博士从1976年起一直担任特设小组主席，至到他 

1982年逝世为止。 这些年来，他以精干的工作韵力和高度的献身精神指导着小 

组的工作。特设小组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埃里克松博士的领 

糸

7 . 1983年2月10日，特设小组一致选举。.达尔曼担任小组新主席。

8 , 世界气象组织的代表应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邀请，参加了特设小组的各次 

会议,并提出了有关通过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传输地震数据的宝贵建议。

特设小组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WM。)秘书长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函件 

(1983年6月20日CD Working Paper No. 99 ),函件通知委员会，世界 

气象组织执行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上批准了世界气象组织基本系统委员会关 

于“将地農通报纳入全球交换计划”的第18(CBS-VIII )号建议。这样就正式批 

准了自1983年12月1日起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信系统定期交换一级地震 

数据。

9. 目前的这份报告共分8章，讨论小组工作的各个方面。 此外，还有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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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附录载有详细的和技术性的资料，构成本报告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关于本报吿 

的整个主要部分以及那些载有建议和初步技术说明的附录（4B, 7和8）都已达 

成协商一致的意见。 附录1、2、4C、5A和5B包含有各种不同组织的和技术 

的问题的真实情报。 其他几个附录（3、4A 4D、4赴5C和6 ）主要载有国家一 

级调查的摘要，因此反映了各别国家对各种技术问题的观点 。

10. 本报告各章的内容摘要列出如下。

11. 第一、二章是导言,说明设立特设小组.的背景、裁军谈判委员会赋予它 

的职权范围，及其组织和工作方法。

12. 第三章阐述地震台站和台网的最近发展。 简言之，几年来，在世界范 

围内的有关地震的设施方面有了重大技术发展。在本章内及其相应的附录中对有 

些发展作了阐述。

数字记录地震仪系统的许多优点现已得到广泛承认，因此已安装了许多这样的 

系统,由于全球系统台网中有大量的重要台站仍然使用模拟记录型的卅震仪，特 

设小组建议，将更多的模拟型台站改为数字系统的工作应给予髙度优先址位 。

特设小组维持其在第CCD/558号和第CD/43号文件中的建议，即所有地霊 

网台站都应配备能够以数字形式连续记录数据的现代化址震仪系统，并用标准化方 

式进行操作。然而，实现这种标准化的进度一直很缓慢• 实现址震网的标准规 

格的工作乃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目标。

国家一级的实验表明，能够从台阵得到的数据，即使其口径极小，也是有用的° 

那些打算参加拟议中的全球系统的国家可考虑装配并使用这种与标准的三分向地震 

台站相一致的小型台阵》

第CCD/558号文件指出，大多数高质量的地震台站过去都设在北半琅 今 

夭这种情况基本上仍无改变。特设小组认为有必要在南半球，尤其是在非洲和南 

美洲建立较多的髙质量台站。 特设小组认为，目前为确定洋底地震仪系统的可行 

性所作的努力是极有价值的— 小组指出，增设此种仪器将大大提高全球系统的能 

力。

特设小组指出，自从第c c D/5 58号文件对选择地震网以模拟全球系统的理论 

方面的能力进行审议以来，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种使用模拟地震数据对地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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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进行估计的新方法已经介绍给特设小组，这从方法学方面来说，是很重要的。 

然而，小组一致认为，正如最早在第CCD/558号文件中所建议的那样，只有在对 

全球系统折行实验性试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准确地估计出全球网的能力。 进行 

此种实验性试验的必要性继续受到公认

13. 第四章讨论了在全球网的地震台站提取一级数据的问题。概括说来，特 

设小组已审查了几项关于在CCD/558和CD/43号文件中提出的对一系列一级参 

数进行的国家一级调查报告。折行了这些究竟的结果使小组认为，可以补充一些有 

利于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的新参数。然而，只有象第CCD/558号文件所建议的那 

样，在进行了全面实验性试验之后，才能列出参数的最后清单。

国家一级进行的调查表明，提取一级数据的现有方法会给国际数据交换的参加 

者造成沉重的工作负担。特设小组指出，使用自动程序已取得的可喜成杲有可能 

减轻这种工作量。 但小组承认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小组认为有必要在这方面 

进一步加以研究。这方面大家的理解是，参加拟议中的全球系统的台站应配备数 

字记录装置。

交互处理法对于分析地震记录经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应加以进一步研究。一 

个合理的目标就是设法把交互处理过程中的中间判定点的数目减少到最低限度•从 

而接近自动提取参数的目标。 特设小组认为实现交互处理的标准化是很重要的， 

应加以调研。

特设小组注意到国际地震学与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于1 979年在澳大利亚的堪 

培拉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为确定震级测量振幅和周期的规定的建议（附录4C ）。 

小组建议，这些标准应成为在全球系统内进行此种测量的基础，并根据这些标准设 

计分析信号的自动程序。

据报道，在提取一级数据所使用的技术方面已取得有希望的成果，例如，用偏 

振滤波和髙清晰度波数分析方法对得小型台阵的数据进行分柝 特设小组建议应 

进一步对这些方法以及其他先进方法折行研究。

14. 藝建讨论的是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的传输系统交换一级数 

据. 在特设小组里派有代表的国家广泛参加下，利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 

统对简缩过的一级数据折行了两次试行交换。虽然遇到了一些技术问题，但试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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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很有潜力，可以充分满足拟议中的全球系统 

要求的迅速而毫不失真地传输一级数据的目标。在许多遥远地区，世界气象组 

织/全球电信系统为迅速传输一级数据提供了唯一可行的传输途径•

在五个国家之间进行的另一次实验表明，全球电信系统可以毫无问题卅处理大 

量的一级数据。

特设工作小组认为有必要再进行一些实验，利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 

来检验可能的国际数裾交涣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整套的一级参数。对于从数据中 

心向外传播地震通报，也需要进行进一步试验。 由于注意到一直没有获得来自非 

洲和南美洲的关于传输方面有意义的经验，小组认为再进行实验时应有这些大陆参 

加，这是很重要的。

世界气象组织已批准自1983年12月1日起，利用全球电信系统在正规的基 

础上交换一级卅'震数据。 特设小组认为有必要随时能得到关于对全球电信系统湃 

行改进和改变的最新情报：因此，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处同世界气象组织/全 

球电信系统作好安排，以便就此问题接受定期指导。

特设小组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的建议，认为只有在更为正规的基础上使用全球 

电信系统传输方面才可望大大改进。有一些国家已经表明打算这样去做。然而, 

小组注意到正规使用或者参加全球电信系统的更为广泛的试验，对某些有可能参加 

的国家会造成组织方面的问题.

特设工作小组认为重要的是，一级数据的格式要与目前使用的国际地震代码保 

持一致，并建议与各个国际地震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以便协调未来对一级参数格式 

的制订工作。

15.第六章是关于二级数据的交换格式和程序。 在拟议中的全球系统中，二 

级数据将按照提出的请求，通过国际数据中心在政府授权的国家一级的研究单位之 

间进行交换. 若干国家一级的调査结果表明，利用现代电信设施能以数字形式快 

速交换二级数据，不必对可能要求的此种数据在数量上进行特别限制 。

在拟议的全球交换系统中，从指定参加全球台网的个别台站发出的二级数据， 

可应T■政府授权的国家一级研究単位的要求，通过一个国际数据中心进行交换。

特设小组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如第CCD/558号文件中所建议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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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综合的实验性试验中取得充分的经验之后，才能确切地估计出可能需要的二级数 

据的数量。

已审议使用磁带作为二级地震数据数字记录的基本格式。在今后，考虑此种 

格式时，可能的国际地震学和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的建议应予以考虑。 通过由电 

信渠道交换此种数据所使用之格式需折一步拟定，但应尽可能密切地遵循磁芾标准。

二级数据的交换应既迅速又有效。其迅速的速度取决于必须加•以商定的确切 

程序。小组注意到，必须考虑每一参加国具体的实际电信条件•

特设小组建议，在为第CCD/558号文件中建议的综合性实验性试验杳行准备 

时，应对根据参加国要求交换二级数据所可能釆用的格式和方法作进一步调査 。

16.第七章讨论的是为设想中的全球系统建立国际数据中心这一议範 关于

此种中心的组织和需要游行的数据处理工作，已经借行了一系列国家一级的调查。 

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建立了实验性的数据中心，并且进行了大规模实验来检验和发展 

数据的处理和分析程序。本章归纳了在这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及其对全球系统的. 

影响。 已经编写了一本《国际数据中心初步工作手册》，详细列出这些中心应導 

循的工作程序. 该手册作为一个部分附入本报告。（附录七）•该附录中提出豹

程序的某些方面应折一步加以试验并更新。

在为设想中的全球系统有待建立的国际数据中心内，利用自动程序所折行的一 

级地震数据分析已取得初步成果。特设小组的专家们都同意，认为国际数据中心 

的一级数据自动处理问题是设想中的全球系统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 然而，国家 

一级调査的结果说明，这个问题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 特设小组建议，对数据中 

心的自动处理问题进一步进行研究的工作应得到髙度优先地位 。

若干国家所进行的国家一级调查的结果显示出在国家数据中心利用二级数据获 

取重要的地震事件的较为准确的震源参数的有效性。

对小组以往的报告中阐述的程序作某些修改方面，已取得了一致意见。 确定

地震事件而采用的程序所要考虑的震相应该比第CCD/558号和第CD/43号文件 

中所建议的更多。应进行进一步研究，以提髙对震中定位以及更迫切需要的是， 

提高地震深度的估计的准确性。 利用全球统一编制的地区走时数据，并且釆用联 

合震源估计技术，这一点是有可能做到的。 然而，增加对深相的使用似乎是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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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最重要的步骤。

某些国家一级调查已表明，在全球网的台站对信息（二级数据）进行更为详细 

的分析，例加借助偏振分析的方法，可以提高识别深相的有效也

应该建立从当地记录中对短周期震级和长周期震级进行估计的程序和格式。震 

级的估计程序应包括各个台站的误差校正以及采用未测到 箜的地震台的噪声数裾。 

应作出更大努力，对长周期表面波进行报告和分析，因为实验表明，在现在可以比 

以往取得多得多的表面波观察资'料。

应努力增加从台阵取得的初步定位数据，以及对长周期表面波到达方向的估计。

需要制订有效的程序以接收、复制、储存二级数据，并埒其复制件分发给就有 

关事件提出要求的参加者•

17.第八章包括结论和为折一步研究提出的建议.如司本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近年来在地震学和数据处理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而迅速的发展，并且这喽发展正在 

继续中。

特设小组注意到，这些结杲可能证明是有用的，因而可以认为对専CCD/558 

号和第CD/43号文件所描述的合作的全球系统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进一步发展也 

是有用的，同时对进一步制订该系统的实验性试验也是有用的。

特设小组已注意到需要进一步取得科学和技术进展:的一些领域。关于这一方 

面，本报告第三章到第七章进行了讨论。 这一类中最重要的议题在第八章中进行 

了总结。

特设小组赞赏地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箒九届大会最近决定，从1983年12 

月1日起，可以利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游行正规地传输一级数据 。 小 

组认为有必要在与世界气象组织合作下，继续折行技术性试验，以建立世界气象组 

织/全球电信系统在全球范围交换地震数据的工作。 特设小组已就在1984年通

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传输渠道进行一级数据交换。这样一种试验制订 

了一个初步计划。

特设工作小组保持其在第c CD/558号文件中的建议，即尽早对全球系统的所 

有方面折行实验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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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言

审查了设立特设小组的背景，并提出了小组继续工作的职权范围。

1. 1特设小组的背景和职权范围

1976年7月2 2日，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C C D ：裁委会）设立了 一个由 

各国政府指派专家组成的特设小组，负责审议和报告有关国际合作侦察和识别地震 

事件的措施.以便协助核查全面禁试条约。1978年3月.该小组提出其协商一致 

的报告（CCD/5 58 ）・阐述了如何利用她震科学通过国际合作努力以达到此目的。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合作措施包括以下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

— 系统地改进,由全世界五十匆个地震观测台组成的地震台网的观测；

—— 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信系统对这些数据进行国际交换；

——在专门的国际数据中心处理数据以供参加国使用。

报告还审议了一些步骤.例如一种实验性演习主要用来协助设立这种国际合作 

的数据交换系究；

1978年5月9日，裁委会议决定.特设小组应继续工作，对第CCD/558号 

文件所描述的可能进行的全球卅震网实验性试验的科学和方法学原理进行研究。裁 

军谈判委员会（CD）在1979年2月15日决定，继续坚持为特设小组所作的安 

排。结臬 该小组于1979年7月提出了它的第二份报告（CD/43）。

1979年8月7日，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CD/PV. 48）,特设小组应按照下 

列职权范围进一步进行工作：

“1.认识到特设小组在为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侬措施制订说明和规 

格方面所进行的重要而有价值的工作.如其在1979年7月致裁委会的 

报告中提出的那样，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特设小组应就这些措施继续

- 进行工作。这些措施是将来根据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为地震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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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际交换而可能建立的。构成该条约一个部分的议定书中将包括为和 

平目的进行的核爆炸。

2.这项工作，除其他事项外.应包括：

——以该小组的第二份报告为基础，为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 

施而进行的全球系统实验性试验进一步制订详细说明 ；

—— 进一步发展全球系统的科学和技术方面；

—— 共同合作以审查和，分析就下列有关事项的进行的国家一级调查：

——使用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信系统进行地震数据交换的情况； 

—— 根据一系列的条件.在各个卅震台取得理想数据的程序； 

——在设想中的数据中心进行分析和数据处理的程序； 

——快速交换波形数据的方法。

3 .该小组的组织和工作程序应与1976年7月2 2日裁委会的决定中所规定、 

并由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其1979年2月1 5日的决定保留下来的相同。 

特设小组将按照其新的职权范围.于1980年1月末或2月初召开第一次 

会议。

4.裁军谈判委员会邀请世界气象组织继续同特设小组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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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特设小组的组■织和工作方法

摘要

介绍特没小组的组织和人员组成.并概述苴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法。

2. 1特设小组的组织和人员组成

特设小组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有成员国开放，并在经裁军谈判委员会邀请时， 

向联合国其它会员国开放。 共有来自二十五个裁委员成员国和五个其它国家的科 

学专家和代表参加了行使目前权限的特设小组的工作。参加者名章列于本报告末 

尾。

应裁军谈判委员会邀请，世界气象组织的代表参加了特设小组的会议，并在通 

过气象组织的全球电信系统传输如震数据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援劭。

端典的U .埃里克松樽士自1976年直至他在1982年1 1月逝世前担任若没 

小组主席。这几年中，他以熟练的工作能力和髙度的献身精神指导寿小组豹工作。 

特设小组取得的重大成果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埃里克松博士的领导。

特设小组于1983年2月1 0日全体一致选举瑞典的。•达尔曼博士为其新主 

席。

挪威的F •林达尔博担任特设小组的科学秘书，纽约联合国裁军中心*的 P • 
奇捶格先生、联合国裁军中心日内瓦股股长丄•瓦尔德诲姆一纳图拉尔夫人和日内 

瓦联合国裁军中心的此•卡桑德拉先生分别在各次会议上担任小组秘书。

*联合国裁军中心自1983年1月1日起改为联合国裁军事务部。

在按目前的权限进行工作的过程中，特设小组同意设立五个研究小组，以便对 

在与其工作有关的领域内，通过国家一级调查和合作研究取得的经验进行适当的汇 

编、总结和估价。这些人员不加限制的研究小组各自处理一个具体题目，并各有 

一个召集人和一个联合召集人（名单列入报告末尾）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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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台站和台站网

拟予正规交流的数据（一级数据）

通过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交流一级数据为格式和程序

交流二级数据的格式和程序

拟供国际数据中心使用的程序

第一研究小组 

第二研究小组 

第三研究小组 

第四研究小组 

第五研究小组

2.2工作计划与工作方法

特设小组按照目前豹权限在日内瓦举行了九次会议（从第九次至第十七次）, 

会期如下：

第九次会议： 1980年2月1 1—— 1 5日

第十次会议：1980年7月 7—— 1 6日

第十一次会议：1981年2月 3 — 1 2日

第十二次会议：1981年8月 3—— 1 2日

第十三次会议：1982年3月 1 ---- 1 2日

'第十四次会议：1982年8月 9 ― 2 0 0

第十五次会议：1983年2月 7—— • 1 8 B

'第十六次会议：1983年7月1 1—— 2 2日

第十七次会议：1984年2月2 7—— 3月9日

小组在各次会议后都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了进度报告，并在第1 3次会议后

起草了一份内容扩充了的进度报告， 以便协助裁箪谈判委员会向联合国秘书长报告，

从而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准备（cd/260号）•

工作方法是非正式的，由与会的专家提出关于国家一级调查的报告，在全体会 

议上对这些报告进行审查与评价，并由五个研究小组的召集人在休会期间对结论加 

以汇集和总结。 科学秘书于第1 5次会议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一份报告的 

初稿，随后由特设小组作了审查。 第二份草案于第16次会议之前散发，以供进 

一步审议。 在第1 7次会议前散发了第三份草案，会议对其进行了审查并昴后定

稿成为目前的案文：

本报告的目的是:



CB/448
Page 16

— 对至今为止按特设小纟且目前的权限进行国家一级研究和，多作研究所得的经 

验进行总结。

—— 考虑这些新绪果对第CCD/558号和第CD/43号文件所述“检测和识别 

卅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全球系统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进一步发展的影 

响。

—— 为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全球系统进行实验性试验拟出详细 

的规定。

本报告反映了特设小组在这方面的协商一致意见。

从第3章至第7章讨论分别同五个研究小组有关曲国家一级的文件并对第CCD/ 

55捅1CD/43号文件所述的全球系统产生的影响作出估价。结论与建议载于第 

8章。

一些各自独立的附录载有详细的技术性资料，已作为组成部分附入本报告•附 

录1是本文件所用的坳震方面术语和缩写语汇编 。 附录2列出在特设小组行复目 

前权限期间各国提交的文件。附录3至附录7载有与，五个研究小组的题目有关的详 

细技术性资料。附录8载有为建议中的全球系统折行综合性试验拟定的详细豹初 

步规定。

对报告整个主要部分和载有建议和初步技术说明的附录（4B、 7和8）业已 

达成一致意见。 附录「 2、 4C、 5A和5B载有关关于各种组织的和技术的 

事项的实际情况。 其余的附录（3、4A、4 0 , 4E、5。和6）主要包括国 

家一级调查的摘要，因而反映了各国对各种技术问题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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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震台站和台网的最近发展

摘要

过去几年中世界范闱的地震仪设施在技术上出现了重大发展.其中一些发展在 

本章及其有关的附录中作了介绍。

数字记录地震仪系统的许多优点现在已得到广泛的承认，因而已经装置了许多 

这类的系统。由于目前全球系统台网中仍有大批的台站使用模拟记录型的地震仪, 

特设小组建议，将更多的模拟型台站改为数字系统約工作应居于高度优先抽位。

特设小组维持其在第CCD/558和CD/43号文件中的建议：即所有卅震网台 

站都应配备能以数字形式连续记录数据的现代化卅震仪系统，并以标准化的方式进 

行操作。 但是，实现这种标准化的进度很慢，实现地震网的一致同意的标准规格 

的工作乃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目标。

各国的实验袁明，能从阵列台站得到构数据，即使台阵口径极小，也是很有用約。

第CCD/558号文件指出，大部分高质量的地震台站都位于北半球。 今天. 

此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特设小组认为有必要在南半球，特别是在非洲和 

南美设立较多高质量的地震台。特设小组认为，目前为确定洋底地震仪系统的可 

行性所作的努力是十分有价值的。小组指出增设这类仪器将大大提高全球系统的能 

力。

特设小组指出，自从第CCD/558号文件对选择地震网以模拟全球系统的理论 

上的能力加以审议以来，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设小组已釆用了 一种利用模拟 

地震数据对地震台网能力进行估价的新方法，这从方法学方面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 

的。 但是，该小组一致认为正如最早在第CCD/558号文件中所提议的。只有在 

对全球系统进行实验性试验的情况下才可能对全球台网钓能力作出准确估价 。 进 

行此种实验性试验的必要性继续得到承认。

3. 1 导言

本章摘要介绍最近在地震仪设施和专门用于提取和分析地震数据的设施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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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的进展，这些都以特设小组工作文件和其他文件的形势作了报道。 附录 

3 A和3 B载有这两方面的国家一级的进展情况摘要 。 这些进展对第CCD/558 

和CD/43号文件中所述的全球系统的影响将在下面各节中加以讨论。

特设小组1978年3月的第一份报告（CCD/558）对各种全球抽震台网作了 

研究。 这些网中的卅震台站主要是考虑到卅震方面的情况，从对全敵系统有潜在 

价值的地震台站中选出。这哩地震台的所在国多半没有专家参加特设小组，而是考 

虑到地理方面的情况，从现有的全球地震台站的清单中选出。

特设小组第CCD/558号文件及1979年7月提交的篥二份报告（CD/43 ）为 

参加终将设立的全球网的地震台站提出了所需的技术标准.并特别认为使所有参加 

的台站有制力产生数字帝震数据是十分有益的。

许多参加特设小组工作的国家正在使其国家地震机构现代化并在扩充其他地震 

台站的设施；其中有些国家专门发展其参加全球系统的能力，其它的则普遍加强其 

地震研究能力或提高其监测当地卅震情况的能力。 所报道的国家一级卅震仪发展 

情况中有许多是为了研究当地地震 。 尽管地震台站出现了这类发展的国家不一定 

会将其地震台站谖供给全球地震台网作为它豹一个部分，但是设施的现代化和当帥 

数据传输、数据管理和分析设施的发展将使这些国家能对全球网终将提出的需要作 

出更有效的反映。

3.2全球台网中的台站标准

过去几年中，数字记录地震仪系统的许多优越性都已获得广泛承认，而在技术 

上的进步则使得这类系统比过去经济得多。 因而，已经发展出并已安装了许多这 

类的系统，特别是用于记录和分析当地地震的系统（见附录3 A ）。 但是.对全 

球网有价值的大量台站仍是模拟记录类型的，而让这些台站参加国际数据交换是很 

重要的。因此建议，继续将所在国为参加交换所可能提供的模拟型地震台站改装 

为数字系统应具有高度优先地位。

第CCD/558与CD/43号文件建议，全球网中豹一切地震台站都应配备最以 

数字形式连续记录数据的现代化地震仪系统，并以标准化的方式进行操作。 但是,

实现这种标准化的进度很慢，.因而特设小组作为多边实验的一部分而设立的临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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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设施必须处理来自不同地震仪系统的多种多样的数据。 让非标准化的地震 

仪系统使用标准的特征是一种可行的临时解决办法，但是为地震台站的标准作出一 

致同意的规定乃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的研究的重大的目标。

国家一级的实验表明能从阵列台站，即使口径极小的台阵得到的数据也是很有 

用凱

3. 3全球台网中台站的分布

第CCD/558号文件指出大部分高质量的抽震台站位于北半■球。 这种情况今 

天基本上没有改变，为了使全球系统能普遍监测全球范国内的抽震事件，有必要在 

南半球，特别是在非洲和南美建立更多高质量的台站 。

一项与特设小组的工作有关的利用得自多国’‘共同数据库实验”的数据浒行的 

国家一级的实验表明，南半球缺乏短周期检测能力。

由于南半球大部分面积为海洋所复盖.这个地区的重大进展将有赖于海底地震 

仪。国家一级的进展包括有海底为震仪的装备：伍）用于和陆为台站一同进行圣 

续记录以改进对当地地震活动的记录；Co）作为减低同囹噪声级的海底钻孔研究方 

案。

对利用“ T一震相”即水声震相探测海洋区域的地震事件方面也进行了国家一 

级的实验。T 一震相可由装备在岛屿或诲岸位置上的短周期垂直向地震仪记录到 。 

在近岸处有深水时对记录条件有利。专门为探测T —震相而装备的传感器能够大 

大提髙南半球的探测能力.

3.4全球台网的能力

第CCDX558号文件利用了现有全球地震台站收集到的技术情报来模拟设想的 

全球卅震网，并计算其理论上的长、短周期探测能力。 自从作出这些计算以来已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包括地震仪器装备的改进（如附录3 A ）;新台站的设立以及 

其他台站包括一些大型台阵的关闭。由于有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将随着国家一 

级的进展继续下去—— 特设小组认为重要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处应不断地贮存 

关于全球地震台站的技术和地震特征的晨新情报。

特设小组尚未为这份报告对挑选出的台站网的理论上的探测能力作出新的估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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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这次估价较第CCD/558号文件中的估价有大的改进，需要有关各台站的地震 

噪声情况、信号级别、数据传送情况及其他因素的全面的数据。 正在鼓励所有国 

家集中其台站的这类情报并交存于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处。现已能得到全面豹地 

震噪声数据豹台站名称列于附录3 C中。 利用模拟地震数据对台站网能力进行估 

价的新方法已介绍给特设小组，这在方法上是有章要意义的。

特设小组承认从理论上估价台站网能力的价值，但在同时也认为这并不能为全 

球系统的能力作出全面的评价。因而继续认为最先由第CCD/558号文件所舞出 

的芬行综合性实验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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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级数据的提取

摘要

特设小纟且审查了几份关于在SC CD/5 58号和CD/43号文件中羨出豹对一系 

列一级参数进行的国家一级调查报告。 进行了这些研究的结果，小组认为可以增 

加一些有利于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的新的参数。但是只有在进行了第CCD/558号 

文件所提议的全面的实验性试验之后才詳确定这些参数的最后清单 。

国家一级进行的调查表明，提取一级数据的现有方法会对国际数据交换的参加 

者造成沉重的工作负担 特设小组指出，利用自动程序已取得的可喜成果有希望 

减轻这种工作量，但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小组认为尚需在此方面作进一步 

的研究。这方面大家的理鮮是，参加拟议中的全球系统的台站都应配备数字记录 

装置。

交互处理法已证明对分析卅震记录十分有价值，应加以进一步研究。一个合 

理的目标是设法把交互处理过程中的中间判定点的数目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接近 

自动提馭参数的目的目标• 特设小组认为实现交互处理的标准化是很重要的，应 

加以阱究。

特设小组注意到国际地震学与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于1979年在澳大利亚堪培 

拉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为确定震级测量震幅和周期的规定的建议（附录4 C ）。 

小组建议应将这些标准用作在全球系统中进行这种测量豹基准，并应按照这些标准 

设计分析信号的自动程序。

据报道，在提取一级数据所使用的技术方面已取得了有希望的成果，如偏振滤 

波和对得自小型台阵的数据进行高清晰度波数分析。特设小组建议应继续对这些和 

其他先进方法加以研究。

4. 1 导言

第CCD/558号文件对一级数据所下的定义是，为所有探测到的卅震事件而从 

全球网的各台站提取的、具有地震波形特征的一组参数。这些数据应随即迅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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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至国际数据中心进行汇编、处理和传播。 第CCD/558号文件提出的一级参数 

组包括弱震事件的8个测量数据和强震事件的5 2个数据。

通过旨在为全球系统在一级数据提取方面进行实验性试验建立科学的和方法学 

的原理而进行的国家一级的调查和合作研究迄今所获得的经验主要与下列各类问题 

有关：

(a) 改进获取一级数据的程序和进行实验性试验的说明。

(b) 自动提取一级数据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展。

(c) 使用图解系统以提取参数的交互处理程序。

下文列出这些文件的摘要。 关于国家一级调查的进一步的细节载入各附录中。

4. 2关于一级数据的说明和规格

在模拟站和数字站获得一级数据的程序在第CCD/558和CD/43号文件山作 

了详细规定。 进行了几项国家一级的研究(附录4 A )和一项国际实验来拟定这 

些程序。 该项国际实验是由特设小组中一个参加国所握议和组织为，其，目的是建 

立一个包括一级数据和二级数据的共同豹全面高质量的数据库。 在这次共同数据 

库实验中，有1 0 1个台站报道了 1980年1。月1 — 1 5日期间的一级数据。但 

是，同近5 0个一级数据参数的总数相比，建议第一次国际实验应将此总数减少至 

1 0个左右，一般说来，获取一级参数的说明和规格的确定是完善的。 现有经验 

表明如果由人工进行一级参数的测量，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但是从已进行的有限 

的实验中所获得的经验并不足以按卅震台站目前标准的操作情况对提取一级数据所 

需的时间作出估■计。

在此阶段对前份报告(CD/43— 第三章和相应的附录)中对拟议中豹程序所 

作的一些修正和修订已获得特设小组同意。 这些技术规格载于附录4 B和4 C中 

关于在坳震台站提取一级参数的经修订的技术说明中• 特别是将T 一震相(见第 

三章)列入参数表已得到同意。

另外，提出了报道大地震序列豹一种简略形式。 但是还需进一步作出努力，

以研究对于产生于强抽震序列和震群的大量信号进行恰当报道为方法。



CD/448
Page 25

4. 3自动提取一级数据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展

特设小组在第二份报告（CD/43）中认为自动提取地震参数是一可取的目标. 

建议进一步在此领域开展工作以制定出标准化的程序• 此种自动谖取要求有适合 

计算机处理的数据格式，因而在实际上只适用于作数字数据记录的卅震台站。除 

了时间缩短的这一重要效果之外，自动处理州震数据的主要好处是减少了估价过程 

中的主观因素。 对一级参数的任何自动提取都要求所有参加台站采用相同的算法 。 

在此方面算法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

一级参数是以对长、短周期的卅震记录的分析为基础。在自动处理过程中使 

用前置滤波器以为各种现有豹卅震仪产生出一系列统一的转移特征。这将导致小 

震事件信噪比的改善，或导致为周期和振幅进行标准化测量传统的S P —和L F频 

带中的频谱幅度的增强。

通过人工测量对用于决定时域中频谱参数的震幅响应此线騎校正只是近似的 。 

由于相延迟或群延迟对到达时间的校正也是如此。 在自动程序中数字滤波器可为

一切坳震台站提供精确的一致拘结果。 这种预先处理对使数据分析标准化是非常

适宜的。 在原则上大部分一级参数可被自动提取，但在这方面的经验还很有限。

迄今为止向特设小组报告的实验还没有自动提取整组一级参数的例子。 在现 

阶段，利用图解法（第4.4节）的交互处理程序看来是更实用的。 但是一些台站 

在自动提取一些基本参数方面已进行了颇有希望的实验（附录4 D ）。

4.4使用图解系统的交互处理程序

交互处理方法使分析人员能有足够的手段来理解其数据犀，来指挥计算机对数 

据库的处理，以及检查结果——这一切在短时间内便可完成。交互处理的主要优 

点是：

（1） 减少各中间处理步骤之间的等候时间，因而提高生产效率；

（2） 为在分析的环节保留人的判断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从而避免了在全自 

动分析判定中固有的问题。

交互处理法特别适合于需对中间判定点进行一系列次级处理的应用。同一级 

参数提取有关的地震仪中分析属于这一类的问题。典型的中间判定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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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数据质量控制，消除或校正不好的数据段；

(b) 对单独的信号痕迹的检测或缺乏检测的判定的快速视觉控制；

(c) 定位过程中信号痕迹的调准；

(d) 带通滤波器或匹配滤波器的选择；

(e) 为测量幅度和周期对信号峰值的选择；

①为计算参数如抽震噪声级别、复合信号和频谱比率等，对时窗的 

选择。

此外，几个更复杂的一级参数也可通过——交互处理提取到。例子包括频谱 

分析(测量10、3 0、4 0秒时的振幅)和晩发震相的识别。

作为国家一级研究的一部分交互处理远距离她震终端现已设立。遥震终端交 

互处理是以微型信息处理机为基础的系统，除了为国际数据中心提供数据传输外， 

它还可用于对来自卅震台站的数据作准备和进行交互分析。 显然利用交互处理终 

端进行址震图分析不局于特设小组前几份报告中所讨论的程序。但是这一概念代 

表着在卅震学家的视觉监督下自动提取一级数据的新的技术机会。

提交给特设小组的国家一级的研究报告，如附录4 E中所作禍要，证实交互处 

理确实是在地震台站分析一级数据的有用工具。

4. 5对全球系统的影响

一级参数

特设小组认为应当增加一系列有利于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的新的参数。 但是只 

有在进行了第CCD/558号文件所建议的全面的实验性试验之后才能最后确定这些  

参数的最后清单。

处理方式

特设小组坚持这一目标；即应为在台站提取参数制定出浦之以视觉监督的自动 

程序。但是尚未提出令人满意的自动处理办法，因此在这一领域还需继续进行研 

究。

交互处理法已证明对分析她震记录是十分有价值的，应加以进一步研究。 一 

个合理的目标是设法尽量减少在交互处理过程中的中间判定点的数目，从而接近自 

动提取参数的目标。 特设小组认为实现交互处理标准化是很重要的，应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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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设小组注意到国际抽.震学与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于1979年在澳大利亚堪培 

拉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为确定震级测量震幅和周期拘规定的建议（附录4 C）。 

该小组建议应将这些标准用作在全球系统中进行这种测量的基准，并应竣照这些标 

准设计分析信号的自动程序。

其他分析技术

据报道提取一级数据所使用的技术方面已取得了有希望的成果，如偏振滤波和 

对得自小型台阵的数据进行高清晰度波数分析。 特设小纟且建议应继续对这些和其 

他先进方法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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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交换一级数据

摘要

使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对简缩过的一级数据进行了两次试验性交换, 

特设小组的各成员国广泛参加了这些试验。 虽然遇到了一些技术性问题，但试验 

的结果表明，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很有潜力，可以充分满足拟议中的全球 

系统要求的迅速、而毫不失真地传输一级数据的要求。 在许多遥远地区，世界气 

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为迅速传输一级数据提供了唯一可行的传输途径。

在五个国家间进行的另一次实验表明，全球电信系统可以毫无问题地处理大量 

的一级数据。

特设小组认识到需要再进行一些实验，利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检验 

可能的国际数据交换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全套的一级参数。对于从数据中心对外 

传播地震公报，亦需作进一步试验。 由于注意到一直没有获得来自非洲和南美洲 

的关于传输方面的有意义的经验，小组认为，再进行实验时应有这些大陆参加，这 

是十分重要的。

世界气象组织已授权自1983年12月1日起，使用全球电信系统，在正规的 

基础上交换一级地震数据。特设小组认为十分重要的是，随时能得到关于全球电 

信系统进行改逬和改变的最新情报；因而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应与世界气象 

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作出安排，以便就这一问题接受定期指导。

特设小组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的建议，认为只有在更加正规的基础上使用全 

球电信系统，传输问题才可望得到显著的改善。 一些国家早已表明了这样做的愿 

望。 但小组指出，要正规地使用或参加全球电信系统的更广泛的试验.对某些可 

能参加的国家来说会产生一些组织方面的问题。

特设小组认为重要的是，一级数据的格式应与目前使用的国际地震代码保持一 

致，并建议与各个国际地震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以便协调未来对一级参数格式的制 

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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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导直

在其第CCD/558号和CD/4 3号报告中，特设小组建议，在拟议中的全球 

系统中，使用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信系统，逬行一级数据的快速交换。这些报 

告也具体规定了有待交换的参数和格式一一“国际地震代码”一一这种格式适当地 

作了扩大以处理许多其他的参数。 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的某些基本特点, 

请见附录5 A,有关特设小组的工作的补充材料包括在附录5 B中。

鉴于有待传输的一级数据的数量很大，而可延误的时间十分短促，特设小组认 

为十分重要的是应进行实际试验.以便熟悉为此目的而使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 

讯系统。 在特设小组成员国广泛参加下，已进行了两次试验性交换，并已进行了 

另一次有限国家参加的试验。 这些试验的结果和建议如下，各国提供的文件掴要, 

请见附件5 C °

5. 2对合作实验结果的审查

5. 2. 1 198。年1 0 — 1 1月逬行的第一次全球通信系统的试验性交换

第一次试验性交换于198 0年10月6日至11月28日进行，有十四个国萊 

参加。这次试验从一开始就计划对国家一级地震站和全球电信系统各中心造成最 

小的负担，因为在有些地方，额外的负担可能会引起问题。因此并未试图加给一 

级数据的负担或在该通信系统中实行检测误差的特种技术。

第一次试验的主要目标是把信息的传输扩大到全球，以便使更多的地震中心与 

全球电信系统之间互相了解。 其结果可概括如下：

——该试验达到了它的总的目的，并导致永久性地改善了某些国家的设施 。

另一方面，这次试验对进行例行地震数据交换的现有系统造成了某些未曾 

料到的负担。

——除极少数地方外，均顺利地参加并使用了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来 

传输地震信息；但是一些信息在许多传送过程中损失了，在少数传送中信 

息则被改动了。

——信息當不止一次地重复被接收，从而增加了负荷。这一情况产生在全球 

电信系统中，因为地震信息是通过广播传送的，而一些地方则在全球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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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回线的末端。

——第一次试验暴露了某些不足。通过采取关于地震方面的基本检查巷序， 

这些不足应是可以消除的。在这方面不能使用全球电信系统的误差检测保 

险装置，因为这些装置只应用于周期性系统的试验,而不能用于逐日工作。

5. 2. 2 1981年1 1 一 1 2月进行的第二次全球通信系统的试验性交换

二十一个国家参加了这次于1 981年1 1月2日至1 2月1 1日举行的试验。 

然而，其中有两个国家没有列入送交给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的名单中，因而全球电 

信系统的一些交点没有通知到，它们的大部分信息没有向全球分发。 还有一个国 

家的几乎是全部信息均未能予以分发。因此，这儿报告的结果仅仅根据十八个国 

家的情况。

为避免第一次试验中遇到的某些问领，在非正式的准备会上已规定了目标和程 

序，并记录在试验性使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的一套指南中。

目的：

——逬一步取得关于全球电信系统程序的经验.并在她方上建立必要的亲系和 

制度。

—— 根据成功的信息传输和信息中印刷符号误差率来确定全球电信系统作为传 

输手段的有效性。

—— 确定地震中心之间信息传输的时间。

该试验主要了解的情况如下 ：

—— 至少提前三个月，最好提前六个月与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秘书处 

以及地方上的全球电信系统中心作出详细的安排。必须严格遵守全球电 

信系统的程序和指示。

——在一些远距离通信线路中，接收信息的成功率达到95%_,但全面成果较 

低。 由于地震工作人员或全球电信系统的操作人员在内部（即国家）一 

级出现了差错，因而发生了一些失误；另有一些失误是由于手工操作程序 

所致；少数失误则是由于全球电信系统线路实际上中断；但在全球电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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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或其枢纽之间消失了相当数量信息的原因尚不能确定。

—— 未来的试验或正规操作应实施对（国家一级）外发信息立即检查的程序和 

（在国际一级）安求重复传输的程序。

——误差率是2000个印刷符号中约发现一个，但这一点尚需在今后的试验中 

更精确地予以确定。 误差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本应是一个数字的却成 

了一个字母），就这一方面而论.全球电信系统可能还是令人满意的。

——传输时间普遍均少于一个小时一一经當只有几分钟——但偶而在某些线路 

中多至几个小时。 对于交换地震数据来说.这样的时间大部分是令人满 

意飾。

在估计这次试验的成果时,必须记住：世界气象组织和全球电信系统有些地方 

尚不拥有能识别地震信息的设备。因此，在这些地方传输失败率较高。

考虑到在试验过程中所接收到的全部数据.成及上述就地震数据交换的组织和 

为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提供必要的技术设备的建议，小组认为，该系统有 

能力满足为进行地震数据的国际交换而进行操作和可靠地传输一级资料的全部要求 。

5.2.3 1982年1 0月至1 1月进行的多边全球电信系统的实验

这次有限的实验于1982年10月25日至1 1月7日进行，有五国参加。

它有两个目的：一是检验全球电信系统在承受传输高负荷地震数据时的性能；二是 

在进行准备和通过全球电信系统送回初步的地震事件淸单的同时.为数据中心拟制 

处理来自全球电信系统的大量数据的程序。

以十四天的间隔,为6 8个地震台站阵列网编制了综合性的一级数据。在三 

个国家的国家一级地震中心每天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向在另两个国家 

的实验性数据中心传输信息。运用了为前两次试验所制定的程序。

从电信往来情况方面来看，其结果如下：

——虽然传输的数据量远远超过前二次试验.但全球电信系统并未发生负荷困 

难。

— 收到信息的百分比要高得多（97%）,而且大部分损失发生于原点。

—只有一个参加国能对通过全球电信系统提出的再次传输的要求作出迅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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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因而再次强调了对这种能力的需要。

5. 3对全球系统的影响

一级数据的格式

世界气象组织基本系统委员会批准的国际地震代码可很容易地用来处理作为一 

级数据的外加参数。 许多为全球系统提供地震数据的国家一级中心很可能就是近 

行地震定位服务的国家一级的报告中心。 因此.制定一种能适用于两种目的代码 

是很有价值的。

考虑到这些问题.与正在为改进地震代码进行合作的国际地震中心和美国国家地 

震情报所（NEIS ）讨论了格式问题。 结果对第CD/43号文件中所建议的格式 

作了某些变化.特设小组还建议.应与这些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为将来拟定 

一级参数的格式.进行协调。

一级数据交换的组织

为迅速地对一级数据进行全球性的交换.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继咬为 

地球上许多遥远地区提供唯一的、实际可用的传输手段。按地区分发全球电信系 

统的信息.有利于使所有参加国迅速掌握全部一级数据。然而.为把地震台站或 

国家一级地震中心的地震数据专门传输到国际数据中心,必要时可以作出特殊的 

安排。

这些试验提供了使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渠道的有用的实际经验，但 

传输一级数据的成功率尚不能令人满意。应拟定独立的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 

系统的程序，以便确保各种信息以正确的形式离开各国家一级设施.并由国际中心 

及时地接收这些信息。在世界气象组织通信系统本身，也需要采取某些措施.以 

便使之适用于传输地震数据的目的。

信息的超越时间大部分是可以接受的，尽管错误率看来相当的低，但这方面尚 

需进一步试验。

尚未从非洲和南美洲取得丰富的经验.再作试验时应有这些大陆参加.而且还 

需要试验数据中心公报的传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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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已授权自1983年1 2月1日始在正规的基础上使用全球电信系统， 

交换一级地震数据（见附录5 B ）。 特设小组认为有必要随时詭得到关于全球电

信系统进行改进和改变的最新情报。因此.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处与世界气 

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作出安排.以便就这一冋题接受定期指导。

不少国家一级的调查表明.现有技术能为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为国家 

一级设施和国际数据中心之间快速传输一级数据提供一些补充手設, 正如第CD/ 

4 3号文件所指出的，普遍使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传输一级地震数据并 

不排除补充使用其他传输系统一一它们能为双边数据交换提供有效的手段。特设 

小组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正处于迅速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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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二级数据的交袂

摘要

在拟议中的全球系统中，从指定参加全球台网的个别台站发出的二级数据可应 

一个政府授权的国家一级研究单位的要求.通过一4■国际数据中心进行交换。

特设小组同意,只有通过如第CCD/558号文件中建议的那样，从综合的实验 

性试验中取得丰富的经验之后.才能精确地估计出可能需要的二级数据的数量。

已审议使用磁带作为二级地震数据数字记录的基本格式。在今后考虑此种格 

式时国际卅，震学和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可能提出的建议应予以考虑。通过电信渠 

道交换此种数据所使用之格式需逬一拟定.但应尽可能密切地遵循磁带标准。

二级数据应尽量切实地迅速交换，其迅速程度取决于有待必须加以商定的确切 

程序。 小组指出,有必要考虑每一个参加国具体的实际电信条件 。

特设小组建议,应根据参加国在准备第CCD/558号文件建议的综合性的实验 

性试验方面的要求，对交换二级数据所可能采用的格式和方法作进一步的调查。

6. 1 导言

在第CCD/558号文件中，二级数据被定为：参加国际数据交换的各国对特殊 

关切的地震事件所要求的数据（大部分是波形数据）,这些数据在数量上比一级数 

据多得多.在对这些事件逬行详尽分析时将需要这些数据.而对快速传输方面要求 

并不那么严格。

在拟议的全球交换系统中，从指定参加全球台网的个别台站发出的二级数据. 

可应一个政府授权的国家一级研究单位的要求.通过一个国际数据中心逬行交换。

仅仅在几年前.并没有代替邮政系统作为交换二级数据的实际手段。一些大 

口径地震台阵的情况则显然应除外，在这些地震台阵，早在六十年代后期，就能通 

过电话线或在相当的距离上通过微波以数字形式传输地震波形资料。近来在传输 

和微处理技术方面的进展意味着在全球地震台站网内.通过国际数据中心在政府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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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国家一级设施之间，以数字形式快速交换二级数据，至少在原则上是可能的。 

然而，目前只有很少国家在其地震台站拥有能逬行此种二级数据传输的技术设施。 

而且为全球系统莅行实验性试验，并不需要所有国家都能够根据要求迅速传输二级 

数据。

最近关于二级数据交换的国家一级调查的重点集中于有待交换的数据的格式 ， 

以及利用最近在传输技术方面最新进展的潜力.以便实施快速的、可靠的数据传输。 

在本章将提出目前所拥有的远距离进行数据交换的各种手段，并将讨论如何最好地 

运用这些系统以交换二级数据。

6. 2二级数据的规格

如早先在第CCD/558号和CD/43号文件中谈到的那样.特设小组设想.需 

要交换各种不同类型的波形资料，因为全球网是由拥有各种不同的仪器和数据记录 

设备的地震台站组成的。

6. 2. 1 模拟记录系统

在全球网中每个提供数据的模拟型台站应保证持续记录所有个别的地震仪分量 。 

每个台站应装备一部相机.以便获得地震图的缩微胶卷的拷贝。相当晋遍的是， 

地震计校准脉冲是记入地震图的，因此在要求模拟记录事件时，该记录有必要包括 

关于校正和时间修正的适当的情报。（关于校准标准的更详细的情报请见第CD/ 

4 3号文件附件5. 2）

6.2. 2数字记录系统

我们在这儿要区别一下标准台站、宽频带台站和台阵、它们各自记录数据的容 

量如下：

―标准台站:一部至少具有2 0赫兹取样速度的三分向短周期仪器。 此种 

站可能只装备一部垂直地震计量仪。 此外，每个标准台站可能还装备一 

台具有1赫兹取样速度的三分向长周期仪器。

——宽频带台站:在单位时间内，应具备与标准台站相同的数据容量。

—— 地震台阵：单位时间内数据容量通常与台阵组成部分的数量成比例。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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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定，波束传输可用来补充或替代单一的传感器记录线。

数字记录的基本优点是：数据可直接输入计算机，这样即可对所记录的地震信 

号近行灵活的、复杂的分析，以及将这些数据容易地传输到其他国家的其他计算机 

内。 仅仅在几年前，数字地震记录系统仍相当罕见，但由于近年来微处理技术的 

迅速发屠，使此种系统得到更广泛的使用。 要不了几年，对全球网具有潜在意义 

的台站，即使不是全部，也将大部分装备数字记录系统。

6.3二级数据的交换手段

为交换二级数据，已具有许多经证明是十分有效的手段，但究竟选择哪一种， 

应视当地条件而定，即决定于具体国家的邮政、电话和数据传送的服务情况。在 

模拟型和数字型交换地震事件记录之间分别作了区分。

6. 3. 1 模拟记录

包含所要求的地震事件的波形的模拟记录将采用地震图的形式或采用此种地震 

图的照相拷贝。

邮政系统:以模拟形式的二级数据可以很方便地以邮政系统为手段进行交换， 

地震学界一直使用而且目前仍广泛便用这种手段进行此种交换。虽然这种传输服 

务遍及全球，但认为速度不快，因为信件和小件包褰的投递时间在不同大陆的国家 

间大约至少需一至二个星期。但在这方面，应利用直达航寄以及类似的特种投递 

设施，因为这样至少可把投送的时间减少几天。

传真传输:该系统的实质是，通过联结收方和发方两端的相应的编码装置的晋 

通电话线路，将包含有二级数据地震图的“图象”传输过去。 与邮寄相比，这种 

设施相当迅速，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新的发展包括用数字传输地震图记录线。

6. 3. 2数字记录

数字形式的二级数据主要通过下述两种方式进行交换：通过邮政系统或使用各 

种电信设施。

利用邮政系统:关于以模拟形式进行数据交换的观点在这儿也同样适用。 唯 

一的不同是，以数字形式的原始波形数据的拷贝所使用的是磁带、软塑料磁盘或类 



CD/44‘8
Page 55

似的手段，在这方面通过邮寄不会构成问题的。

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数据传输网：除_级数据外，二级数据也能通过 

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网近行传输，国家一级的实验已表明了这一点。特 

设小组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提交给它的文件(附录5 B ),在文件中特别指出:“应 

记住， 不应使用全球电信系统来交换更为详尽的二级地震数据”。

然而，正如世界气象组织代表指出的，可以在国家一级或有关国家间双边基础 

上作进一步研究，以便找到今后在全球电信系统交换二级数据的可能性。

在参加者要求下，对于使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网传输二级数据的可 

能性和可行性这一问题.可以在与世界气象组织的合作中予以重新考虑。这一问题 

的最后解决须待第CCD/558号文件中所建议的综合性的实验得出结果.

利用国际电信系统：

在附录6中，讨论了使用国际电信系统为交换数字裂二级数据的各种方案。

这些方案可概括如下：

(a)利用国际电话系统:国家一级调查表明，修用一种简单的以微处 

理机为基础的计算机系统.就能通过自动电话逬行二级数据的国 

际交换。在实践中这种传输的效率决定于电话线路的质量。

(加专门的数据传送装置:通过陆上线路或现有的通信卫星，即可建 

立此种数据传送装置、能处理庞大容量的数据.而且十分可靠。 

专门的数据传送装置在用于持续不断地传输数据时特别有效。

(c) 数字数据网:此种数据网正在许多国家建立，其中一些网已经沟 

通了国际间的联系。只要存在数字数据网，就可成为交换二级 

数据的有效而可靠的手段，但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此种服务尚来 

日方长。

(d) 特种用途卫星系统:此种系统的例子是海事卫星通讯系统(IN

MARSAT )是发展海上通信的一种卫星，它使用小型收发机直接 

传输给卫星。 此种系统特别适于从遥远地区的地震台站，传输 

二级数据，但使用这种系统需经国际管理协会的特别许可。

简言之，通过电信渠道交换二级数字数据时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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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设小组指出，必须考虑每个参加国的实际的电信条件。

6. 4申请提供二级数据

如第CCD/558号文件中所说明的，任何参加国均可根据共同商定的程序甲请 

提供二级数据。此种申请必须通过其中一个国际数据中心。这种数据可被申请 

用以补充例行向国际数据中心传输的一级数据，它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 用以补充一级数据，以便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证实检测到的或未测到约一个 

地震事件。

— 短周期数据所预定的时间间隔为12 0秒（包括预计的或实际的P波开始前 

之3 0秒噪音时间）。 长周期资料记录可根据申请按照共同商定的程序 

予以提供。

——对于长周期资料来说.时间间隔应包括预计的或实际的？波开始前的5分 

钟噪音时间，时间间隔应有足够长的时间.以确保在每次事件中充分记录 

地面波。

宽频带仪器记录的数据将具有同短周期数据一样的容量。但是，如果只需要 

长周期频带，宽频带数据可以经过滤波和重新取样而产生象在长周期情况下同样数 

量的数据。

已审议使用磁带作为二级地震数据数字记录的基本格式。 在今后，考虑此种 

格式时，国际地震学和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可能的建议应予以考虑。通过电信渠 

道交换此种数辑所使用之格式需进一拟息但应尽可能密切地遵循磁带标准。对于 

模拟数据，应以标准化形式的照相底片提供地震图拷贝，包括供地震台站鉴定、仪 

器校正参数和时间校正的固定格式。

所申请的二级数据的传输速度将决定于有待共同一致商定的程序。总的说来, 

通过使用政府授权的国家一级设施与一个国际数据中心之间的高速通信线路，进行 

数字系统二级数据交换将是十分理想的。

每个地震台站，在接到通过国际数据中心提出的要求，（数字台站）应以数字 

形式或（模拟台站）以照相复制本记录的形式准备所要求数据的拷贝。 此种数据 

拷贝应在国际数据中心复制后的约二周内送抵申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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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对全球系统的影响

近年来.在电信和计算机技术方面所取得的重大发展今后如有需妾时，为在世 

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之外利用别的类型的线為,应参加国妾求改近二级数据 

交换提供可能性。 特设小组认为重要的是.这些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世 

界气象组织/全球通信系统的攻逬所产生的影响，应在各国的调查研究范围内继续' 

予以估计。 特设小组同意，只有在如CCD/558号文件所建议的综合性试验取得 

充分的经验后，才能获得对可能要求提供的二级数据的数量的准确估计。

交换二级数据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因而需要就某些操作的安排冋题取得一 

致意见。在这方面.有必要考虑各国豹夹际情况。

特设小组建议,在为第CCD/558号文件所建议的综合性买验性试验进行准备 

时.应对根据參加国要求交换二级数据所可能采用的方式和方法作逬一步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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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国际数据中心

摘要

关于国际数据中心的组织和应进行的数据处理工作已进行了一系列的国家一级  

的调查。在一些国家已建立了实验性数据中心.并为检验和发展数据处理和分析的 

程序进行了一些大规模的实验。对这些工作及其对全球系统的意义本章均作了归纳' 

现已编写了一份《国际数据中心初步工作手册》.其中为这类中心应遵循的工作程 

序作了详细的规划。该手册已作为本报告的一部分附入（附录7 ）。附录中提出的 

程序的某些方面应经过进一步的试验和更新。

关于在为拟议中的全球系统有待建立的国际数据中心内利用自动程序所进行的  

一级地震数据，已取得了初步成果。特设小组的专家都认为国际数据中心的自动一 

级数据处理是拟议中的全球系统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不过，国家一级调查的结杲 

表明.解决这一问颗在原则上是可能的。特设小组建议.对数据中心的自动处理问 

颖进行进一步研究应居于高度优先地位°

基于国家所进行的国家一级调查的结果显示出.在国家数据中心利用二级数据 

以获取重要的地震事件的更准确的震源参数的有效性。

对小组以往的报告中提出的程序作某些修改已取得一致意见。为确定地震事件 

而釆用的程序所要考虑的震相应比第CCD/558号和第CD/4 3号文件所建议的更 

为。应进行进一步研究，以琨髙震中定位s以及当前最为紧迫的是提高地震事件深 

度估计的准确性。釆用全球统一编制的当地走时数据并采用联合震源估计技术这一 

点是可以做到的。不过.在这方面看来最为重要的步骤是更多地采用深度震相。

某些国家一级调查表明，在全球网各台站对情报（二级数据）进行更详细的分 

析.例如借助于偏振分析，在深相识别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

应建立从当地记录中对短周期震级和长周期震级进行估计的程序和公式。震级 

估计程序应包括各地震台的误差校正以及使用未测到地震事件的台站的噪声数据。 

应作出更大努力，对长周期表面波进行报告和分析，因为实验表明，现在可以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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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获取匆得务的表面波观测资料。

应努力增加从台阵站取得的初步定位数据和对长周期表面波到达信号•方向的计 

'算。

应制订有效程序以接收、复制、储存二级数据并向就有关事件向提出要求的参 

加者分发二级数据的复制件。

7. 1导言

在第CCD/558号文件的报告中.特设小组建议，要为拟议的全球系统建立一 

些国际数据中心.其目的在于收集、处理并分发抽震数据以供参加国使用.并作为 

一个文件中心进行工作。

关于国际数据中心的组织和需要进行的数据处理工作已进行了一系列国家一级 

的调查。在一些国家已建立了一些实验性数据中心.并为检验和发展数据处理和分 

析的程序进行了一些大规模的实验。下列各部分归纳了这些工作及其对全球索统的 

影响。现已编写了一份〈〈国际数据中心初步工作手册》.为这些中心的工作程序作 

了详细的规划。该手册已作为本报告的一部分收入附录7。

7. 2拟议中的国际数据中心有待采用的程序描述

7. 2. 1对短周期数据的分析

到达时间的关联和事件的确定

国家一级调查表明，通过台阵站，即使是小口径台站的初步测定的震中位置. 

对到达时间的关联和新的地震事件的确定也是很有价值的。这些实验显示，这种台 

阵的定位估计可以大大提高被确定的事件的数量和质量。为改进震相沢别在国际网 

台站进行偏振滤波和波形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在数据中心进行联合处理也是很有价值 

的。

有一项国家一级的调查确定了一些标准.将观察到的和报告的震相区分为“当 

地的”、区域性的”、“远震的”。这种描述对国际数据中心的事件确定和震相 

关联将是很有价值的。

国家一级数据中心对模拟的和其实的数据所做的实验都清楚地表明.可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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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员的相互作用改进目前使用的自动联合程序的结果。因此，要获取高质量的卅震 

公报似乎必须进行人工的相互作用,至少在自动程序得到进一步改进之前必须这样 

做。

经常对地震事件有大量的所谓P KP震相的观察和报道，国家一级调查表明这 

种震相对数据中心确定地震事件也是有用的。

事件定位

对目前使用的各种定位算法进行的比较表明，这些算法可得出十分一致的结果。

在当地距离以内大量使用地震台站需要详细的地方走时表。某些圳区已提供这 

种数据，但尚未在全球范围进行汇编。这些时间走时表对事件的精确定位十分重要, 

有必要加以组织以供国际数据中心使用。

深度计算

震源深度仍然是大匆数地震事件中最不确定的震源参数。经改进的深度估计可 

大大减少震源引起疑问的事件数。实验表明，更多地使用深度震相可訪是减少上述 

不确定因素的一种有希望的办法。国家一级调查也表明改进深度计算的问颖可通过 

利用基于迭化检索最小误差的传统方法，或通过利用深相而得到解决。迫切要求逬 

行进一步调查以使基于二级数据的台站有效地进行自动深相识别。

短周期震级

从本地及地区距离内的记录做出的短周期震级估计可能十分重要。已提出了估 

计这种震级的公式和某些地区在短距离和地区距离以内的震幅——距离曲发。

从国家一级调查中也可以看出，釆用个别地震台站误差纠正和兼顾所观测到的 

信号•值及未测到事件的台站的噪声值的程序可增加震级估计的一致性。不过，目前 

还没有在所有方面对未记录到某一事件的台站的以噪声为基础的震级估计问颗进行 

研究°

非关联短周期数据

向特设小组提交的国家一级研究报告中指出，报告的一级观测结果中有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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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与任何已定位的事件关联；而且，非关联的震相中也有约一半是作为“本地的” 

报告的。实验也表明，剩下的非伴生的波至信号中有很大一部分可釆用7. 2. 1段 

提到的关于将观测到的震相区别为“本地”、“地区”、和“远震”的标准来加以 

澄清。

非关联波至数和本地事件数的问颗极为复杂，因为未确定的信号数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地震台站所处的地区，而且这种估计活动只有在如第CCD/558号文件中 

建议的那种综合实验性试验过程中方有可能进行。

特设小组认为，今后可制订一些方法，将未确定的到达分为本址的和远震的两 

种。

7. 2. 2长周期数据的分析

长周期数据与已定位事件的结合

采用长周期数据进行的实验迄今只进行了有限的几次。这些实验仅涉及长周期 

表面波，不涉及长周期体波。

从水平分量的振幅比估计的表面波到达方向是第CD/4 3号文件的表3. 2中 

未包括的一个参数，这一参数在数据中心对表面波的伴生方面证明是十分有价值的 。

关于长周期数据（报告的一级数据以及数字式二级数据的系统分析的国家一级 

实验表明，现在可以比原先获取多得多的长周期表面波观测数据。实验表明，多数 

用短周期数据确定和定位的事件都可取得这种数据。另外，从一些未观测到短周期 

数据的事件中也获取了长周期表面波数据。因此，可以采用表面波数据对新的事件 

进行确定和定位，只是这种定位的精度比在具有短周期数据的情况下取得的精度要 

差些。

非关联长周期数据

第CD/4 3号文件中认为，如果长周期数据与短周期观测数据不符就是非关联 

的。如前所述，仅通过长周期表面波也可对事件进行确定和定位。如果接受了这种 

“LE （长周期）事件”，非关联长周期表面波数据的量就很小了。



CD/448
Page 42

表面波震级估计

在进行的各种实验中，表面波震级、Ms、以及对这种震级的上略估计是用第 

CD/4 3号文件描述的程序计算的，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问颗。迄今还没有提出适 

合全球应用的小于2 0度的距离的震级公式，但就有些地区，如欧洲、亚洲、北美 

洲来说已有此种公式，并成功地应用于小于2 0度距离的日常工作。

7. 2. 3二级数据

作为国家一级调查的一部分，建立了实验性计算机系统，其表现出来的能力已 

可有效扯处理并分析全球地震台站网的二级数据。人们还进行了一次专门的演习 ， 

从3 5个现有的台站收集实验性二级数据。这一实验清楚地表现出二级数据对于各 

国家中心分析所要求的事件是有用的。

对提交给小组并在小组中加以讨论的国家一级调查情况的分析表明，利用国家 

一级数据中心的二级数据将增加也定特别引人注意的事件的震中方位、发震时间及 

深度的准确度，并增加观察到此类事件表面波的可能性等等。

7. 2. 4数据中心的组织及各中心间的技术相互作用

在进行的国家一级实验和特设小组的讨论中都注意到需要对国际数据中心的功 

能做出详细的规定，以使各中心能有统一的操作。这些规定中应包括对将要采用的 

程序和软件的详细说明。

到目前为止只进行过一次关于检验实验性数据中心之间相互作用的实验。只要 

建立了必要的设施和通讯联系，估计在一级数据的协调方面不会有特别的问颗。现 

在已经很明显，国际数据中心必须保证使用相同的数据并据此做出公报，这样才能 

使国际数据中心的公报保持一致性。

7. 2. 5数据中心的数据量及设备

作为国家一级实验的一部分，临时建立了与第CD/4 3号文件描述的相似的数 

据档案，在这方面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

国家一级实验表明，数据中心所必需处理和分析的一级数据量与现有计算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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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相比还是很小的，因此并不造成什么特别的问颖。

作为国家一级实验的一部分而设立的实验性数据中心设施已显示出，对于可用 

现有的计算机硬件与软件进行有效处理的全球台站网所提供的二级数据量并无特殊 

的限制。仅在对全球系统进行了实验性试验之后才有可能估计本条约各缔约国将通 

过国际数据中心要求索取的二级数据的准确数量。

7. 3对全球系统的影响

特设小组以往的报告已初步确定了国际数据中心拟予采用的技术程序。国际数 

据中心的设备及向它提供的大致的数据量已为该小组的报告第CCD/558及CD/ 

4 3号文件所指明。如7. 2节所述，小组在其第三个职权范围之下已收到了相当 

名的技术性材料，从而在上述程序和园际数据中心工作应采用的切实方法方面提供 

了更多的情况。在某些国家的示范性数据中心已采用了这种程序，以便取得实际经 

验。

根据小组收到的关于技术和工作的律议以及到目前为止取得的实际经验，已就 

国际数据中心的初步工作程序临时达成了协议。这些程序已收入《国际数据中心工 

作手册》，见本报告附录7。这些程序可根据今后的试验结果加以修改 。

7. 3. 1国际数据中心的职能

第CCD/558号文件已对国际数据中心的职能作了阐述。国际数据中心是为各 

国服务的机构，帮助各国进行国家一级的监测，因而它处理数据以确定事件并对事 

件定位，计划震源深度及震级，并联系识别参数，但不对事件进行鉴定。

自动关联.定位处理用以确定与现有全部一级数据或信号波至数最相符的全部地 

震事件。自动处理过程形成一个初步的事件清单，并包括对事件的初步解答、与每 

一已定位的事件关联的波至信号及非关联波至信号。

每天由一位地震学家检查自动关联/定位处理所得的事件确定，以确保发送数 

据有足够高的质量。如以任何方式对自动处理的结果进行了修改，国际数据中心通 

报中将对所有人工参与部分作出全面说明。故该通报将包括国际数据中心对每一事 

件的确定。在通报发出前，由一位坳震学家对这种通报中所做的全部确定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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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际数据中心拟订的通报分发给其他国际数据中心供其审查和比较。然后再拟订 

一份最后通报，并分发给所有参加者。附录7对通报的格式和内容都作了规定。

国际数据中心还应定期拟订一份非伴生信号的最后清单，并与事件通报一起分 

发给所有参加者。国际数据中心收到的所有数据到达后（一级或二级数据）或拟订 

后（事件清单和通报）即合并存入档案。事件清单和通报自动分发给所有参加者。 

特设小组认为应在一周之内满足对一级和二级数据提出的要求° .

要求一级和二级地震数据的程序将在未来公约的范围内加以拟定。

7. 3. 2数据分解序

事件的确定

第CD/4 3号文件第六章及其有关附录已简单地说明了建议用于确定事件和定 

位的程序。根据国家一级调查，国际数据中心的程序的某些主要概念已有了进一步 

的发展。附录7对中心的程序做了完整的规定，这些规定十分详尽，因此只要输入 

数据相同，根据涉及的原则制订的计算机代码就可以作出基本上相同的通报。附录 

7 —方面澄清了第CD/4 3号文件中说明的程序，一方面还在某些地方对这些程序 

提出了修改建议。这些修改旨在使CD/4 3号文件第6. 3部分确定的目标得到充 

分贯彻，内容如下：

“波至时间的关联应以最大程度的确定新事件的概率方式来施行。”

得出了两个事件确定和定位的新标准。

可用于确定事件的观测包括某些特定的震相和台阵测量（慢度向量）O确定震 

相包括P （在以2 5至100度的距离范围内）、PK申只为初始分枝D F ）以及在 

小于2 5度距离的P和S（即使在没有地方走时表的情况下）。

在进行事件确定和定位时必须满足下述标准之一:

— 在三个或三个以上台站（一般认为一个台阵测量应包括三个观测）进 

行的四个或更多的确定观测，并非所有观测都是PK恥

— 在方位角相隔2 0度的两个台阵进行的两个确定台阵测量。并为各种 

确定观测规定了残差。在能获得当地走时表的情况下为当地波至数规 

定的残差，以及当积累的经验表明特定台阵场地的准确程度时所台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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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规定的残差，这些均可在以后通过协议加以改变。

因此，拟用于确定事件的程序应考虑比第CD/4 3号文件提出的更多的震相， 

如，当地距离上的地壳震相，PKP和二？表面波等。

对LP和SP数据的分析必须紧密结合，这样，这两种数据才能共同被用于事 

件的确定和定位。这些程序必须在国际数据中心进一步发展、检验并付诸实施。

虽然已预见到数据中心处理过程中需要人工的相互作用，但应努力改进自动程 

序。

震中的估计

事件确定和定位是第CD/4 3和CCD/558号文件确定的相互联系和迭代的程 

序。

本程序的起始解决办法可通过下述因素取得：

（况 对方位角和某种波至信号的慢度的台阵测量；

（刘 釆用识别为“当地”的波至信号，可以是来自分析评论、（$—P） 
时间、或报告的地壳震相。在这种情况下，波至时间和台站座标可作为一 

初始震源；

（。）一种综合办法，对所有可能的由三个（或三个以上）波至信号组 

成的系列进行检验，看是否有符合波至时间的潜在事件。

对这些事件的假设都应进行检验，办法是寻找与初步定位相符的波至信号：再 

将所有这些波至信号转到震源定位程序。如果答案集中，事件即为可接受的，但须 

符合上述的事件确定标准。

还需进一步研究改进震中定位的精确度。如能对地球内部传递特性在物理学上 

有更好的了解，便可大大改进如今通常可能达到的定位精度。另外，采用全球汇集 

的地方走时数据及共同震源估计技术和定位精确的校准事件也可使精确度得到改进 ＜

汇集地方走时情报的规模应尽可能大，应将在国家一级调查向小组提交的情报 

考虑在内。这种汇编以及使用这一数据对自动方法的发展将大大改善国际数据中心 

程序定位的事件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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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估计

考虑到震源深度估计的重要性，应特别注意对震源深度的精确判断。

深度由采用确定观测结果的震源定位算法提供。如果由连续迭代法得出的深度 

超过了 0-72 0公里的正常范围，则应将深度限制在3 3公里，并在公报上标出。

此外，在可能情况下应采用深度震相来估计深度。更匆地采用深度震相看来是 

个最为重要的步骚

震级估计

在远震距离采用的震级估计公式和程序（CCD/558和CD/4 3号文件所确定 

的）应包括个别台站误差纠正和未测到信号的台站的充分的噪声数据。还应进一步 

确定一些程序和公式，以便从当地记录中对S P和L P震级进行估计。为对当抽震 

级可靠地进行全球规模的估计，需要全面编制一整套这种当地的和地区的振幅—— 

距离曲线并将其结合进国际数据中心的处理程序。为使用在离震中小于2 0度的距 

离上记录的表面波，建议应努力为这些短距离确定震级程序并将其用于国际数据中 

心。

识别参数

识别参数，诸如复杂性、频谱比案、第三次频矩等可能已为某一波至信号作了 

报告。这一资料应列入输出通报。这种参数的匆台站平均值如果有意义的话，也是 

不清楚的，除非专门提出要求，否则不应计算。

二级数据

根据第CCD/55 8号文件，国际数据中心在收集二级数据方面的职能包括： 

向经政府批准的国家级设施转发各缔约国关于收集来自全球台站网某 

些台站的二级数据的要求；

收集来自这些政府批准的国家级设施的二级数据；

制备所要求的二级数据的复制件；

将所要求的二级数据存入中心的数据库 ；

向提出要求的国家发送二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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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交给小组并在小组中加以讨论的国家一级调查的进行过程中，已证实此种 

数据对于提交对国家一级的重要的事件的震源参数的精确度的有效性°

接收储存和发送二级数据的程序和设备均已有了发展，但是需要对这些程序进 

行进一步的试验。

7. 3. 3国际数据中心的服务

国际资料中心提供的主要服务项目为每日编写的通报。最多不得迟于两夭应提 

出一份主要包括震中情况的初步事件清单，以促使参加国报告进一步的数据。七天 

后应提出国际数据中心最后联合通报，该通报应分两部分拟订。第一部分通过世界 

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发送，该部分仅包括事件参数。第二部分邮寄给所有参加 

者，本部分按第CD/4 3号文件规定应为完整的通报，既包括基本情报，也包括详 

细情报。这些通报的格式及内容见《国际数据中心手册》，本文附录7。各中心还 

应定期汇编非伴生信号清单，并将其与最后事件通报一起分发给所有参加者。

索取数据的要求

国际数据中心必须对一切有关数据和情报的要求作出答复，这些数据和情报可 

能在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系统内，按未来公约的范围有待拟定的具体程序收到。

应根据下列原则对这些要求制订答复：

—— 如无其他指示，一级数据应根据第CD/4 3号文件规定的格式，供世 

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使用，并按日期与台站分类。

------国所要求索取的数字式波形数据应符合附件7的规定。

—— 模拟式波形数据将以书面形式、微型胶卷或类似的手段散发。'

数据档案

国际数据中心的主要内部文件为数据档案。档案主要分为两种：一种用于参数 

数据，另一种用于波形数据。

参数数据又可分为下列两种基本数据类型：

中心加以定位的事件参数；

得自记录仪器的校准数据及得自台站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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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台站报告的信号参数（一级数据）。

波形数据包括各国按既定程序所要求的在短周期和长周期仪器上纵向波、横向 

波和表面波的原始记录的复制件。所有这些数据在国际数据中心数据军储存的具体 

规格应视所使用的具体硬件和数据管理系统而定，但大力提倡数据格式的标准化。 

对波形数据的处理将依所收到的为数字型或模拟型而有所不同。

报告

国际数据中心活动各方面的情况很可能是参加者所关注的。报告可以下述形式 

对此加以总结（详见附录7 ,《国际数据中心手册》）：

—— 每月发表信息希波至信号摘要，其中包括关于收到的信息和各提供者 

所报告的波至信号的情报。

—— 数据有效性报告为按季发表的清单，记载有关的国际数据中心和其他 

国际资料中心档案的差别。

—— 通报核对表为按月发表的有附注 ，的清单，记载有关的国际数据中心发 

布的最后通报和其他国际数据中心的最后通报的差别（注解说明差别 

的原因）□

—— 索取数据要求记录按季发表，记载所收到的关于索取数据的要求和提 

供的情况。

——“波形档案摘要”每年发表一次，并按季修订，该摘要为当前波形档 

案内容的指南。

7. 3. 4国际数据中心的设备与软件

设计国际数据中心应使其辭够以相应的方式执行其具体职责。对国际数据中心 

应釆用的程序及应作出的通报的具体规定详见工作手册。这些中心的设备与软件应 

保证其迅速准确地执行职能。

按照第cd/558^文件，特设小组认为配有相同硬件及软件的国际中心应不只 

一个。

应要求各中心为所有指定为“国际的”设施提供免蜀的便于使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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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际数据中心操作处理大量一级数据进行所需要的设备和软件，国际数据 

中心数据库采用的自动数据管理系统，以及接收所要求的二级数据，复制此种数据, 

以及将其散发给提出要求的国家的方法等方面均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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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如同本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在地震学和数据处理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而 

迅速的发展，并且这些发展仍在继续中• 特设小组注意到，这些结果可能证明对 

第CCD/558号和第CD/43号文件中所描述的全球合作系统的科技方面的进一步 

发展是有用的，同时对进一步拟订该系统的实验性试验也是有用的。

特设小组满意地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第九届大会最近决定，从1983年12 

月1日起，可以利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正规地传输一级数据°

特设小组已经拟出一项初步计划，要在1 984年朝使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 

信系统渠道传输一级数据作进一步的技术性试验，并对取得约结果作出分析• 特 

设小组建议，一旦必要的准备工作已作好，就尽早折行这一技术性试验。

特设小组重申其在第CCD/5 58号文件中的声明，即需要对拟议中的全球系统 

的一切方面进行实验性试验。

小组注意到本报告第3章至第7章中所讨论的需取得折一步科技折展的领域。 

对这些方面总结如下： 

地震台站和台站网：

1 .可能加入全球台网的台站应装备有现代化地震仪系统，最好是有高动态范 

围的宽频带，能以数字形式连续记录数掘 然而，来自模拟台站的数据，特别是 

南半球的台站的，对于全球系统仍然是有用的。

2. 关于地震台网中的台站的一致同意的规格需进一步加以研究。

3. 在南半球建立较多的髙质量的台站是十分重要的； 以便改进那个地区对 

地震事件的检测和定位工作。

4. 正进行的为确立洋底地震仪系统的可行性所作的努力应继续下去，因这种 

台站是对陆基台站，尤其是南半球的台站的重要补充•

5. 应继续发展T——震相（水声波）探测的特殊系统，因为这些系统能极大 

地改进南半球的探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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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鼓励所有国家在其台站将地震噪声情况和信号水平的全面性资料汇总，并 

将此情报贮存于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处。

一级参数的提取

1 .对于第CCD/558号和CD/43号文件中建议的一级参数清聿，特设小组 

认为可以补充许多新参数，以有利于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然而，只有在折行了全球 

系统的综合性试验后，才能确定参数最后清单。

2,运用滤波技术从三分向仪器（如偏振滤波）和小型台阵（如高清晰度波数 

分析法）提取一级数据方面，据报道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特设小组建议继续进 

行这些研究。

3 .特设小组坚持，为从台站褪取一级参数采用辅之以视力视察的自动程序的 

目标应加以发展•

4.建议继续浒行调查，以便在二级数据基础上，各台站能对深度振相并行有 

效而刍动的签定，

5 .特设小组建议，应当发展能报道大地震序列和震詳的方法 

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交换一级数据

1 .大规模实验性演习应测试：全套一级参数的交换；全球电信系统在非洲 

和南美洲的线路；数据中心公报的传输；和信息检查程序的使用°

2.应扩大并监测全球电信系统的日常使用情况，以对其功能作出长期估价 

（信息的遗失，误差率，超越时间）.

3 .建议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与世界气象组织建立定期联系，以便经常得到全 

球电信系统及其程序改变动的情报。

4.特设小组应同国际地震学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以便对改变一级参数格式与 

国际地震代码的建议进行协调。

50全球系统应包括各国际数据中心的程序，监测进入的信息和由国家一级地 

震设施提出再传递的请底

6 .国家一级的程序应包括同时传递由全球电信系统中心发向国家一级地震设 

施而由其归档的信息。

7.国家一级地震设施应有同国家一级的全球电信系统中心以自动方式交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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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设备。

8 .应准备为全球系统各台站和国际中心的人员，以及在今后折行全球系统综 

合实验性试验时，为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的接收点和发送点的人员制订详 

细说明和指南。

二级数据的交换

1 ,磁带上二级数字数据的标准格式需要取得一致。应考虑到国际地震学和 

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今后可能提出的建议.

2.根据要求，通过电信渠道传输二级数字数据，也需要有标准格式和程序。 

其格式应尽可能遵循磁带标准。

3 .特设小组认为，对于根据要求迅速传输二级卅震数据的问题应折行讲一步 

实验性调查研究；并应继续估计到电信和计算机技术的未来的发展对二级数据 ，传输 

的影响。

国际数据中心程序

1 .特设小组建议，对于折一步研究有待国际数据中心接收的一级数据自动处 

理，应给予优先地位《 这一研究除其他事项外，应包括：

——努力研究改进震中定位的准确性，尤其紧迫的是事件的深度判断的准 

确性；

— 汇编全球范围通用的详细的地方和区域走时表，以及组织此种资料以 

，供国际数据中心使用；

—— 研究对未识别的波至信号分辨为当地的或远震的分类方法；

— 制订表面波震级的公式，以供全球普遍应用；

——制订用综合的方法分析长周期和短周期数据的程序，以改折对地震事 

件的确定和定也

2.该小组建议，在取得实际经验后应对国际数据中心使用的初步操传程序， 

进行试验与修正

3 ,该小组认为，对国际数据中心为接收、储存和传输二级数据而制订的程序 

和设备需要进一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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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特设小组的第三个职权范围参加

该小组工作的科学专家和代表

名 单

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的专家和代表

阿尔及利亚

E. H,赫拉勒先生

澳大利亚

P. M.麦格雷戈先生

R.斯蒂尔先生

T.芬德利先生

丁.考特尼女士

比利时

丁. 一M.范吉尔斯先生

M.德伯卡女士

副主任

核子科学技术中心 

阿尔及尔

矿业资源局、负责监督响卅球物建学家

塔培拉

外交部参赞

堪培拉

二等秘书

澳大利亚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常设代表 

处

三等秘书

澳大利亚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常设代表 

处

比利时皇家夭文台地震处处长

布鲁塞尔

地球物理学家



CP/448
Page 54

保加利亚

L. V.克里斯多斯科夫博士

加拿大

P. W.巴沙姆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V. 卡尼克博士

丄.瓦涅克博士

J.菲耶德列尔

埃及

W. 巴西姆女士

A.阿巴斯先生

比利时皇家天文台 

布鲁塞尔

保加利亚科学院地球物建研究所地震学部 

主任

索非亚

能源、矿业和资源部地球物理局，政府科 

学研究员

渥太华

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地豕物理研究所地 

震学家

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地 

震学部主任

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科学家

布拉格

埃及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當设代表处 

三等秘书

埃及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常设代表处 

三等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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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M. M.施奈德博士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

顾问

柏林

德意志联郭共和国

H. -P.哈杰斯博士 鲁尔大学，地球物理学教授 

波洪

M.汉格 联邦自然资源和地球科学研究所 

地震学家

汉诺成

匈牙利

E.比斯特里萨尼博士 匈牙利地震观测台台长 

布达佩斯

印度

G. S.穆尔蒂博士 巴巴原子研究中心地震学科科长 

孟买

印度尼西亚

T.苏塔迪奥先生 气象和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科科长 

雅加达

意大利

M.卡普托博士

R.康索勒博士

罗马大学物理研究所地震学教授

中央地球物理观测台、国家地球物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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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市川博士

山本博士

森茂雄先生

肯尼亚

丁 .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M.索萨先生

山本博士

荷兰

A. R.里彻马博士

G.豪特加斯特博士

所地震科科长 

罗马

日本气象局地震处研究官员 

东京

日本气象局地震处技术官尻

东京

日本气象局地震处技术宫员 

东京

外交部高级助理秘书 

内罗毕

防止和侦查城市紧急事件委员会主任，人

事安置及公共工程部秘书

墨西哥城

市立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国家地震处处

长

墨西哥城

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地豕物理学科科长

德比尔特

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地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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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翁格尔博士

丄.奥科拉博士

（稿•件邮寄）

波兰

R.泰赛雷先生

s . J.吉博维奇博士

罗马尼亚

C .拉杜博士

瑞典

U .埃里克松博士（已故）
（担任主席至第十四次会议）

0,达尔曼博士

（从第十五次会议起担任主席）

H.以色列森博士

B. -M,蒂戈尔德夫人

德比尔特

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特约科学家 

德比尔特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 

利马

波兰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华沙

波兰科学院地豕物理研究所灿震处处长

华沙

地球物理和地震中心地震学部主任 

布加勒斯特

瑞典大使馆公使

维也纳

国防研究所研究主任

斯德哥尔摩

国防研究所髙级研究官员

斯德哥尔摩

国防研究所高级研究官员 

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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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奥尔松博士 国防研究所髙级研究官咼 

斯德哥尔摩

P.约翰松博士 国防研究所高级研究官员 

斯德哥尔摩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工.帕塞奇尼克教授 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学教授 

莫斯科

。・凯德罗夫博士 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学博士 

莫斯科

I .鲍恰罗夫博士 国防部顾问 

莫斯科

V.科丘扬斯基博士 国防部

莫斯科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F. H.格罗弗先生 地震研究中心科学家 

布莱克奈斯特

P. D.马歇尔先生 政府科学家，国防部（专业工程师） 

布莱克奈斯特

美利坚合众国

R. w.阿莱温博士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地球物理科学处主任 

阿林顿，弗吉尼亚州

H. L.布朗上校 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事务署科技处处长 

华盛顿

N.卡雷拉先生 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事务署科学官员 

华盛顿



P. s.科登博士

D. L.斯普林杰先生

A. U.克尔女士

R. 丁.毛罗先生

L. S.特恩布尔博士

裁军会议成员国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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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物理科学宫员

华盛顿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所地震监测项

目副组长

利弗莫尔'加利福尼亚州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地球物理科学处规

划负责人

阿林顿，弗吉尼亚州

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物理科学宫月

华盛顿

美国国务院高级科学家

华盛顿

梁德风先生 

忻贤杰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官员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髙级研究房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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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参加工作的非裁军谈判委员会

成员国的专家和代表

奥地利

J.德里梅尔博士 气象和地质力学学院地球物理系主任 

维也纳

丹麦

.J.耶尔梅先生 国家地震学家，大地测量研究所 

夏洛滕兰德

-W- XL 
分兰

H,科尔霍宁博士 赫尔辛基大学地震学研究所所长

新西兰

W. D.史密斯博士 地震观测台地球物理处处长 

惠灵顿

M.劳里先生 地震观测台地球物理处地震学家 

惠灵顿

挪威

E.林达尔博士 挪威地震阵列研究所计划负责人

（科学秘书） 切勒

E. S.胡塞比博士 挪威地震阵列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切勒

E.托雷森博士 挪咸地震阵列研究所顾问 

切勒



S.伦德伯先生

专门机构

世界气象组织

H. A.巴里博士

山口先生

特设小组秘书（第九次会议）

P.齐拉格先生

特设小组秘书（第十至十三次会议）

L. 瓦尔德海姆一纳图拉尔夫人

特设小组秘书（第十四至十七次会议）

M. 卡桑德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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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常驻联合国m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参赞

（裁军）

世界气象组织行动处处长 

日内瓦

世界气象组织科学官员

日内瓦

联合国裁军中心*处长

纽约

联合国裁军中心日内瓦股股长

联合国裁军事务部日内瓦分部副政治事务 

官员

自1 983年1月1日起，联合国裁军中心改名为联合国裁军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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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设小组成立的五个研究小组 

召集人和联合召集人名单

1. 地震台和台网：

巴沙姆博士

施奈德博士

（加拿大）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2 • ,定期交换的资料（一级资料）：

哈杰斯博士

瓦涅克博士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

3. 2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和全球电信系统交换一级资料的形式和程序

麦格雷戈博士 （澳大利亚）

森茂雄博士 （日本）

4. 交换二级资料的形式和程序：

胡塞比博士

克里斯多斯科夫博士

（挪威）

（保加利亚）

5。 5国际资料中心使用的程序： 

以色列森博士 

阿莱温博士

（喘典）

（美利坚合众国）

'卡尼克博士（捷克斯洛伐克）在第九和第十次会议时，任第二研究小组的召集 

人

2市川博士（日本）在第九至第十四次会议时，任第三研究小组的联合召集人。

山本博士（日本）在第十五至第十六次会议时，任第三研究小组的联合召集人■

3 达尔曼博士（瑞典）在第九至翁十四次会议时，任第五研究小组的召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