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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库克、卡利通编著的《大陆架外部界限——科学与法律的交汇》是应联合国海洋事务与海洋法司
之邀，由IOC和IHO汇集了全世界的著名专家编写而成，内容丰富、全面。
全书共20章、3个附录，涵盖大陆架的法律问题、大陆边缘特征、资源和相关国际法、大地测量技术、
定位方法、水深测量、地震反射和折射方法、重力和地磁方法、地质、数据管理、划界案准备等自然
和社会学科问题。
翻译出版本书的目的是为我国从事此项工作的法律和科技工作者，特别是能为在一线工作的同事们提
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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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简单地说，布格异常低值表示，与地球标准模型相比质量严重不足，这通常是与沉积盆地或花岗
岩有关。
高布格异常所指示的质量过剩通常和区域基底埋藏浅以及基性侵入岩联系在一起。
大断层表现为更陡峭异常梯度的线性带，这在立体效果图上显示得尤为清楚。
　　在合适的图件中，重力异常变化与主要的近地表地质特征之间的紧密关系是明显的，所以有理由
假定这里所建立的关系可以被延用到只有较少控制的大陆架区域。
这就使得离岸延续断裂带和基底隆起，通过异常的形态（指形状和振幅）、识别出盆地和侵人体的典
型特征。
尽管重力异常受近地表密度差异的强烈影响，但是它还是能提供有关深部源的信息，其联合效应在评
价异常信号时必须要加以考虑。
例如，一个盆地的异常就可能受到其下部基底横向变化的影响。
必须记住的是，地质上的显著差异并不总是与密度的显著变化有关。
　　向浅海追踪重力异常时需要慎重，要确保数据处理过程中的任何差异都被考虑到。
在陆地上几乎都要使用的布格异常用在陆架较浅水区域通常是合适的，尽管在靠近海岸带的地方，计
算密度的变化可能会引起数据改变。
海洋调查数据一般是自由空间异常，它与水深的强相关性常常会在深度发生显著变化的地方（如陆架
裂谷）掩盖来自地质异常源的响应。
在评价包括陆地和深水环境的大区域时，出于异常相关的目的，通常最好使用均衡补偿后的布格异常
图，同时要注意所涉及的各种前提假设。
　　地磁异常的形态与地质情况的一些更特别的方面有关，尤其是火成岩和变质岩的分布形态有关。
如在英国大西洋边缘，高度紊乱的地磁场就是浅水区第三纪玄武岩的特征，而且一个强倒转剩磁产生
的负异常优势也常常指示了它们的存在。
随埋藏深度的加大（约2千米以下），高频分量就消失了，使得确认难度增大。
高振幅和近似圆形的异常组合特征通常是基性火成岩复合体的明显标志，但其响应也会因为伴生的熔
岩以及各种相态的侵人体的存在而复杂化，因为它们每一个都具有不同的磁性属性。
　　结晶基底常常会包含各种各样的变质火山岩和沉积岩单元，在它们之间磁性可以在一个很大的范
围内发生变化。
总的响应取决于这些单元的相对比例和构造的复杂程度，但是通常可以识别出一个异常分布的特征形
态。
来自沉积岩的地磁响应一般是弱的，所以它们表现为一个宁静区，在这个宁静区内可能会显示出一些
沉积岩下部的基岩的特征。
在对陆地区域和浅海区域之间任何异常特征变化的评价中，沉积岩的厚度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对象。
地磁异常的线性特征对于发现埋藏浅、相对较小但界线分明的地质体（如岩墙和断层）尤其有效。
　　在一个范围更大的尺度上，上地壳的平均磁性似乎不足以解释卫星观察所得到的3～6米／安培的
异常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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