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4 断层地震效应分类亚类表
A b 口t r a ct

亚 类 断层垂直断距( 。 ) 地震效应程度

一

;
一一,.....,

lō

与断层类别有关

与断层类别有关

与断层类别有关

几点说明

1
.

对断层地震效应 评价在确定类别基础上再进行亚

类评价
,

共 分为三个类别九个亚类
。

在实际工作

中若有困难则区分类别即可
。

后者对工程抗震影

响工作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

2
.

断层垂直断距主要指新生代以来的断距
。

.3 表中对断层地震效应评价是定性的
,

实际工作中

应是定量的
,

即提出工程应避开断层的距离
,

此

项工作有待迸一步研究
。

2
.

据断层分类进行工程抗震 影响评 价
,

可以从

众多的活断层中划分出发震断层
、

还可以从断层地震

效应分类中对不同断层有区别地对待
,

从而可发挥抗

震工作的经济效益
,

深入研究这项工作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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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管理 (水质和

水量 ) 国际专题讨论会
一

简蒸甩
水的需求量增加

,

迫使人们根据水质而定其不同

用途
,

人为污染不断加重更有必要随时考虑作为水资

源系统中重要单元的含水层
,

以解决现存向题
。

为了

获得较好的效能
,

必须理解与地下水及开发管理模型

有关的水流与化学作用过程
,

从水质水量两方面进行

模拟和最优化管理
。

国际水文科 学协 会 ( 工八H S ) 水

资源系统专业委员会 (代w R s ) 将干 1 0 89 年 1 。月 2一
5 日在西班牙 B 。价扬m oP

;对
e

次川。 , 大学组织国际专

题讨论会
,

和联合国的几个机构和有关非政府组织一

起讨论这些问题
·

会议议题
.

h 作为决策基雌地下水量 典下水可 利 用

性及与气候
、

水次变化和开发水平的关系
、

2
·

作为决策基础的地下水质量 点源和非点

源污染
、

水质与水量的关系
、

含水层的恢复
。

3
.

.

地
一

F水管理模型 水流和水质模 拟
、

最 优

化
、

模拟和最优化藕合
、

目标和约束条件
。

4
.

作为水资源系统单元的含水层 贮存
、

规

划过量抽水
、

稀释和处理
、

人工补给和重复使用
,

水

流和地表
、

地下水关系的改进
口

.5 应用和实例研究数据要求
,

模型的 应 用
,

结

果的灵敏性和完善
,

执行问题
,

管理者
、

分析者和水

文学家之间的相互影响
。

欲参加者须将大约 1。 。。字的论文摘要在 88 年 5 月

i 日前寄给会议的秘书或以H s 的秘书长
。

作者将在 8

月 1 日前接到是否录用论文的通知准备全文的具体要

求
。

论文截止 日期为 89 年 2 月 1 日
。

会议论文集将作

为 I A H S出版物在专题讨论会之前出版
·

(韩宝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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