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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531《地震台站观测环境技术要求》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 第1部分：测震；

    — 第2部分：电磁观测；

    — 第 3部分：地壳形变观测；

    — 第4部分：地下流体观测。

    本部分为GB/T 19531的第4部分。

    本部分的附录A、附录B与附录C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地震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25)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地展局地质研究所、中国地展局分析预报中心、天津市地震局、河北省地震

局、甘肃省地震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车用太、孙天林、鱼金子、张培仁、邓守琴、刘耀炜、曹新来、于书泉、邢玉

安、刘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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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我国是世界上多地震的国家，也是蒙受地展灾害最为深重的国家之一。减轻地震灾害，是保障社会

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措施。

    地震台站是获取多种学科观测数据的基地，而确保这些数据的质量和连续性是减轻地展灾害最基

础的工作。

    制定GB/T 19531的目的是向社会各方提供保护地震台站观测环境的技术依据和规范地震台站选

址，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

    制定本部分的主要技术依据是，我国地震台站地下流体观测实践和其结果在地震分析预报中的应

用经验及相关的理论与试验研究结果。

    制定本部分的技术思路是，首先根据现有展例研究地下流体主要测项的前兆异常量级，取其最低值

为各类干扰的限定量级，建立地下流体观测环境的技术指标；然后通过对全国地下流体观测干扰现状的

普查，理清地下流体观测环境的主要干扰因素及其干扰特征与量级；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的专题调研

与试验研究，经过统计分析与理论计算，按着观测井区的水文地质条件分区与观测含水层的透水性分

级，分别规定干扰源距地震台站的最小距离。



                                                                                GB/T 19531.4-2004

                    地展台站观测环境技术要求

                    第4部分：地下流体观测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地震台站地下流体观测环境的技术指标、各类干扰源距观测井（泉）的最小距离及其

相关的测试与计算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各类地震台站地下流体观测环境的评估、管理与保护及新建台站的选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19531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GB 50027-2001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

    CJJ 16-1988 城市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

    CJJ 17-2001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

3 术语及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 1

    地下流体 underground fluid, ground fluid

    充填于地面以下固体（格架）中可流动的水、气、油等呈液态、气态存在的介质的总称。

3.2

    地下流体动态 behavior of underground fluid

    地下流体物理特性和化学组分随时间的变化。包括：地下流体的年、月、日动态。

3.3

    地下流体观测 observation of underground fluid

    为了监测和研究与地壳活动有关联的地下流体动态而进行的观测。地下流体观测的主要测项是水

    位、水温、水（气）氧与水（气）汞。

3.4

    地下流体观测环境 observational environment of underground fluid

    保障地下流体台站得以正常发挥观测效能的周围各种因素的总体，其范围一般不超过观测井外围

10 km半径的地区。又称观测井区。

3.5

    地T流体动态干扰因素 interference factors of underground fluid behavior

    改变地下流体物理特性与化学组分正常变化规律的非地震因素。

3.6

    观测井（泉） observation well(spring)

    专门用于地震地下流体动态观测的井（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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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观测含水层 observation aquifer

    被观测井揭露并作为地下流体各测项动态观测对象的含水层。

3.8

    完整井 completely penetrating well

    钻穿整个含水层厚度并把其全部都作为井一含水层系统过水段面的观测井。

3.9

    稳定流抽水试验 steady-flow pumping test
    为求得井一含水层系统的水文地质参数而进行的，要求抽水井的出水量与水位同时在一定延续时间

内保持稳定的抽水试验。

3.10

    允许干扰度allowable interference degree

    地震地下流体观测中，允许干扰引起的动态变化的相对幅度。

4 地下流体观测环境技术指标

4.1 地下流体主要测项的允许干扰度

4.1.1水位观测的允许干扰度为10%.

4.1.2 水温观测的允许干扰度为50%.

4.1.3 水氧观测的允许干扰度为10％,

4.1.4 水汞观测的允许干扰度为50%.

4.2 地下流体主要测项干扰度的计算与限定环境干扰的技术要求

4.2.1 地下流体主要测项干扰度的计算，见附录A,

4.2.2 地下流体主要测项对环境干扰的限定要求是计算出的实际干扰度应小于允许干扰度。

5 各类干扰源与观测井的最小距离

5.1 确定各类千扰源与观侧井间最小距离的水文地质学墓础

5.1.1 观测井区的水文地质条件见表 lfl

                                表 1 观测井区水文地质条件分区

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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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观测含水层岩性的分类，见表2,

                                  表2 观测含水层的岩性分类

介
5.1.3 观测含水层透水性的分级，见表30

                                  表 3 观测含水层的透水性分级

平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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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地表水体（江、河、湖、海、水渠、水库等）的边界和观测井的最小距离

5.2.1 地表水体与观测含水层有水力联系并有观测含水层的透水性值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观测含水层为弱透水层时，应大于1 km;

    b） 观测含水层为透水层时，应大于5 km;

    c） 观测含水层为强透水层时，应大于10 km,

5.2.2 地表水体与观测含水层有水力联系，但缺少观测含水层透水性值时，应按井区的水文地质条件

分区确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a) 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地区，应大于1 km;

    b) 水文地质条件中等地区，应大于5 km;

    c)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地区，应大于10 km.

5.2.3 地表水体与观测含水层无水力联系，但观测含水层顶板埋深小于500 m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在沿海地区，应大于10 km;

    b） 在大型水库区，应大于6 km;

    c) 在江河岸边区，观测含水层岩性为粉砂和细砂时应大于 1 km，观测含水层岩性为中砂时应大

于3 km，观测含水层岩性为粗砂和砾石时应大于5 km.

5.3 地下水开采或注水井和观测井的最小距离

5.3.1 在观测井区范围内，揭露有与观测层同属一个含水层的钻孔时，应按附录B的要求进行抽水试

验与按附录C的要求进行水文地质计算，然后再确定地下水开采井和观测井间的最小距离。

5.3.2 在观测井区范围内，已有相关的抽水试验及其影响半径的观测和计算资料时，不需另进行试验

与计算，直接引用其结果。

5.3.3 在没有条件进行抽水试验的松散砂质孔隙含水层区，开采层与观测层同属一个含水层时，最小

距离应按观测含水层的岩性确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a) 观测含水层岩性为粉砂时，应大于1 km;

    b) 观测含水层岩性为细砂时，应大于1. 5 km;

    c） 观测含水层岩性为中砂时，应大于2. 5 km;

    d) 观测含水层岩性为粗砂时，应大于3 km;

    e) 观测含水层岩性为砾石时，应大于6 km,

5.3.4 在没有条件进行抽水试验的基岩裂隙含水层区或碳酸盐岩岩溶含水层区，开采层与观测含水层

同属一个含水层（带）时，最小距离应按观测井区水文地质条件分区确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a) 观测井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时，应大于1 km;

    b) 观测井区水文地质条件中等时，应大于5 km;

    c) 观测井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时，应大于10 km,

5.3.5 在观测井区范围内，有同层注水井时，注水井与观测井间的最小距离应大于1 km.

5.3.6 在观测井区范围内，开采层或注水层和观测层不属于同一个含水层，其间发育有厚度大于20 m

并分布均匀的不透水层时，不需考虑地下水开采或注水对地震地下流体动态的干扰。

5.4 矿区与观测井的最小距离

5.4. 1 有爆破作业的矿区，爆破作业点到观测井的最小距离应大于5 km,

5.4.2 有矿震（冲击地压、岩爆）活动矿区，矿震活动区边界到观测井的最小距离应大于2 km,

5.4.3 有矿井疏干排水的矿区，当疏干层与观测层有水力联系时，最小距离应按观测含水层透水性分

级确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a) 观测含水层为弱透水层时，应大于1 km;

    b） 观测含水层为透水层时，应大于5 km;

    c） 观测含水层为强透水层时，应大于1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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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其他干扰源与观测井（点）的最小距离

5.5.1 在观测井区范围内有铁路通过并观测含水层的顶板埋深小于100 m时，铁路路堤边缘与观测

井的最小距离，应大于0. 5 km.
5.5.2 有滑坡与泥石流等现今地质动力作用活动区，观测井与活动区最大边界间的最小距离，应大于

1 km.

5.5.3 有垃圾或污水存放与处理的地区，应按CJJ 17-2001第4.0.2条的要求，观测井（点）与垃圾或

污水存放与处理区边界的最小距离，应大于0. 5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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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地下流体主要测项允许干扰度的计算方法

A. 1计算或提取出相关测项的时均值或时值、日均值或日值、月均值数列。

A. 2 日动态中的允许干扰量计算时，应以时均值或时值为单元；分别计算或提取出干扰前1个月正常

时段每时的时均值或时值与干扰时段每时的时均值或时值。

A. 3 月动态中的允许干扰量计算时，应以日均值为基本单元，分别计算或提取出干扰前 3个月正常时

段每日的日均值或日值与干扰时段每日的日均值或日值。

A. 4 年动态中的允许干扰量计算时，应以月均值为基本单元；分别计算出干扰前3年正常时段每月的

月均值与干扰时段每月的月均值。

A. 5 选取正常时段最大值（N��x）及最大变化幅度值（ND-.)，即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A. 6 选取干扰时段干扰引起的最大值（I.).

A. 7 地下流体主要测项的允许干扰度（<n)，按下列公式计算：

                                                  ｝J＿。，一 Nn，．，｛ ．＿＿。，
                                      n＝ 上垫牛二.二=x1x100% ············。·····，···········⋯⋯（A. 1）

                                              ND=x

A. 8 计算地下流体主要测项允许干扰度时，必须排除下列时段的数值：

    a) 观测技术系统工作不正常时段；

    b） 观测人员操作不规范时段；

    c) 台站所在区域有破坏性地震活动的时段。

A. 9 地下流体主要测项允许干扰度的计算，应以发现有可疑干扰源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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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抽水试验及墓本要求”

B. 1 抽水试验，按表B. 1的要求进行分类。

                                  表B. 1 抽水试验的分类

一一介牛
B. 2 有水位观测孔的多井抽水试验时，观测孔到抽水井的最小距离应大于50 m.

B. 3 抽水井的水位下降总深度，应大于15 m.

B. 4 抽水试验时，应注意如下事项：

    a) 观测抽水井的出水量和水位变化及观测孔的水位变化；

    b) 出水量观测误差应不超过1X10-' m3/h，水位观测误差应不超过1 cm;

    c) 各项观测时间为：开始抽水的第一小时每5 min测 1次，第二小时每10 min测 1次，以后每

        0. 5 h测1次；停止抽水后，第一小时每5 min测1次，第二小时每10 min测1次，以后每。.5h

        测 1次，一直观测到出水量与水位恢复稳定为止。

B. 5 抽水试验中的稳定流判定标准如下：

    a) 抽水井的出水量和观测孔的水位已无持续下降或持续上升的变化趋势；

    b) 出水量波动率小于5％;

    c) 水位变化幅度小于5 cm,

B. 6 稳定流抽水试验时，出水量与水位稳定后，稳定抽水持续时间应不小于24 ho

B. 7 如果不能满足多井抽水试验的要求时，可进行单井抽水；单井稳定流抽水试验的要求与有观测孔

的稳定流抽水试验的要求相同。

B. 8 如果连续抽水24 h以上，抽水井出水量还不能相对稳定时，可视为非稳定流抽水。

    1)本附录的各条款，主要参考GB 50027-2001《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中的6. 2. 3,6. 2. 4和CJJ 16-1988《城市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中的2. 4. 11,2. 4. 12,2. 4. 13等的规定，并结合地震地下流体动态观测的实践经验，经

        综合分析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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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抽水干扰距离的计算公式z>

C. 1抽水井抽水对观测孔水位动态产生干扰的距离，根据抽水试验结果进行计算。

C. 2 对不同类型的抽水试验，采用如下不同的计算公式：

    a) 承压含水层中有一个观测孔的多井稳定流抽水试验时：

                                    1＿＿n s、                                    lgr,S 一S,lgrw ＿＿＿＿＿＿ ＿ 二＿．＿＿‘二。⋯‘尸1、
                                      1gR＝ ti ···········一 ‘·”二’二’二“’（U, ）                                    ‘。一 S，一S,

    b) 承压含水层中无观测孔的单井稳定流抽水试验时：
                                                ＿ 2. 73KMS ， ，。 。、

                      1gR－．荀牛 ＋lgrw ’二’“．．．‘．．‘··．．·⋯．⋯‘C.“’
    c） 承压含水层中单井非稳定流抽水试验时：

                                    R二IOS} },T- ····”···“···”·”·”⋯（C. 3）

    式中：

    R— 抽水对观测井水位动态产生干扰的距离，单位为米（m);

    S�,— 抽水井中的水位降深，单位为米（m);

    rw— 抽水井的半径，单位为米（m).;

    S,— 观测孔中水位降深，单位为米（m);

    r,— 观测孔到抽水井的水平距离，单位为米（m);

    Q 抽水井的出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天（m3/d);

    M— ～观测含水层的厚度，单位为米（m);

    K— 观测含水层的渗透系数，单位为米每天（m/d) o

C. 3 计算求得的R值，作为判定抽水干扰距离的依据。

    2)本附录中，公式（C.ll,(C.2),(C.3)引自《水文地质手册》中的表8-1-16“影响半径（R）计算公式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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