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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我国西名部喀什一乌鲁木齐
、

乌鲁木 齐一高台的瑞利波相速度和

喀什一高台的瑞利波群速度进行反演
,

得到 了三个剖 面的地壳结 构的层状模型
。

结果表明
:
三个剖 面的须散 曲线和地壳结构彼此不同

,

说明我国西北部地壳结

构的横向 变化显著
。

.

_ 日 l 性全
.

、 砂

二
刁

近年来用地震波资料研究地壳上地慢结构己成为一种重要手段
。

六十年代初
,

我国开始

了这方面的工作
,

曾融生 ( 1 9 6 3 )
、

宋仲和 ( 1 9 6 5 ) 等以手工方法用面波资料研究了中国的

地壳厚度及沉积层的厚度
。 1 9 79 年冯锐等用 电子计算机测定面波频散业进行了反演计算

,

得

到了中国境内青藏
、

蒙古
、

华北
、

华南和塔里木盆地五个块体的地壳结构
。

1 9 8 1年邓大量分

析了唐山一马什哈德路径上的瑞利波频散
,

得到中国北部地区的地壳上地漫结构
。

本文研究

了我国西北部地区三条路径的面波频散
,

每条路径通过的大单元地质构造可能比较单纯
,

通

过反演得出了西北地区地壳结构的横向变化
。

二
、

资料及方法简述

1
.

资料

本文分析了喀什
、

乌鲁木齐
、

高台三个基准台垂直向地震仪上记 录 的 三个地震的面 波

( 台站位置
、

震中位置见图 1 和表 1 、

表 2 )
。

观测仪器为基式 中
、

短周期地震仪
。

面波资

料通过数字滤波所得频散曲线的周期为 10 秒一 5晚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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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展参数 表 1

发展 口期 } 发展时刻 纬度 } 经 度 度源 深度 台 站 参 数 表 2
地展号

1 9 8 3年
2月 1 3日

01
一

4 0
一

1 2
.

0 5 39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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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一 34一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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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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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1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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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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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台站和剖 面路线分布图

F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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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方法简述

测定面波群速度采用多重滤波方法
。

首先对面波记录X ( t ) 作富氏变换

Y ` 。 , =

I
一 i自 t

X ( t )
e d t

然后
,

在频率域内滤波
,

再做逆变换
,

便得到各个时刻的振幅谱

。 00 i co X
。

嘴 , 、 、 _ 1 性 、 尸 , 、 , 下 , , 、 一 ,

11 、 (D . , L n l = - 二

-
I 人 气 Q 少 VV L O . 口夕e Q 口

。

名 兀 J 一 。

( 1 )

( 2 )

在 T一 t平面内打印出谱振幅
,

勾画出等值线便得到群速度的频 散 曲线
,

T 为 周 期
, t为到

时
。

测定面波相速度采用滤波一互相关方法
。

用同一滤波器分别对两台记录作窄带通滤波
,

便得到基本上同频的简谐波
:

、声乃O
`户̀、Y

:
(

· )

汀 X : ( 丫 一 t ) W ( t ) d t i 二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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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W (t )为滤波器的单位脉冲响应函数
。

对不同的时移 P计算 Y: 、

Y
Z

的互相关系数
r: , ,

便得 到相速度 C ( 时移P为第一台 的某

一到时与第二台任意到时之差 ) :

Y Z : ( T一 P ) =

J了
。 Y Z ` T

。 , t · p , Y l ` T一 ` , ` ,

而两台震中距之差 △ 2 一 △ ,
是己知的

,

则 T
,

周期的相速度C 即为
:

C ( T
二

) = △: 一 △ 1

P

则
r : ,

( T . ,
P ) 二 r Z ,

( T
. ,

C )
,

这就是 T
。

周期在不同相速度 C ( T
。

)时的相关系数的 振

幅分布
。

在 C一 T平面内按矩阵形式输出相关系数
,

将最大等值线勾画出来
,

便得到 相 速度

的频散曲线
。

洲、

用面波资料反演地壳结构
,

就是通过一定的数学方法寻找一种地 壳 模 型 P
,

使 由它算

出的相速度理论值与相速度观测值的残差向量达极小
。

我们采用 的 方法是 阻 尼 最 小 二 乘

法
。

三
、

结 果

1
.

喀什一高台
:
剖面的绝大部份位于塔里木盆地

,

所得群速度频散曲线 ( 见图 2 ) 比大

陆平均群速度低
,

尤其是在小于 20 秒的短周期范围内
,

群速度比平均大陆的群速度 低 0
.

2一

喀什一高台的地壳模型 表 3

层号
{

H

11111 1 000 2
。

7 777 4
。

1 999 2
。

5 333

22222 1 555 3
。

4 777 6
。

0 000 2
。

7 111

88888 2 222 3
。

9 666 6
.

8 666 3
.

0 444

44444 QQQ 4
。

7 222 8
。

1 777 3
.

3222

注
。

h一层厚度 ( 公里 ) , a一纵波速度 ( 公里 /秒 )

日一横波速度 ( 公里 /秒 )

p一密度 ( 克 /厘米 8 ) ( 下同 )

0
.

4公里 /秒
。

通过反演
,

我们得到一个四层

地壳模型 ( 见图 3
、

表 3 )
。

它 的 沉 积 层

厚度为 10 公里
,

波速值为 2
.

77 公里 /秒
,

可

能是世界上沉积层最厚的地方
。

地壳总厚度

为 47 公里
。

2
.

高台一乌鲁木齐
:
剖面位于天山褶皱

带的东段
。

所得瑞利波相速度频散曲线 ( 见

图 4 ) 与加拿大地盾
、

欧亚地盾的频散曲线

相近
,

但在周期 14 秒到 24 秒之间比加拿大地

盾的相速度低
。

通过反演得到一个四层地壳

模型 ( 见图 5
、

表 4 )
,

该地区地壳厚度为 44 公里
。

引入注 目的是下地壳的速度明显偏低
,

而莫霍界面的速度偏高 达 4
.

86 ( 公里 /秒 )
,

这可能是该地区下地壳的岩石比上地壳的岩石

软
。

关于这里的岩性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3
.

喀什一乌鲁木齐
:

剖 面 位 于 天 山 褶 皱 带的西段
,

业经过禾山山脉
。

测得该地区瑞

利面波相速度频散曲线 ( 见图 6 ) 与成都一拉萨 ( 冯锐等人的文章 ) 的相速度和欧亚高原地

带的相速度相近
,

比大山褶皱带东段的速度明显偏低
。

通过反演得到一个五层地壳模型 ( 见

图 7
、

表 5 )
。

模型表明该地区速度低
,

地壳厚度约为 65 一 70 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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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一乌鲁木齐的地壳模型 表 4喀什一乌鲁木齐的地壳模型 表5

层号 H 日 层号 H 日

止 }一翌生 }一望兰 }
- 三竺

一

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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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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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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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观测值的拟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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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了我国西北地区的三条剖面的瑞利波资料
,

通过反演得到了三个剖面的地壳模

型
。

三个剖面虽然均位于西北地区
,

但它们的频散曲线和地壳结构差异较大
。

这说明我国西

北部地壳结构横向是不均匀的
。

喀什一乌鲁木齐和高台一乌鲁木齐两个剖面
,

虽然都位于天山褶皱带
,

但前者位于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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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皱带的西段
,

路经天山山脉
,

其瑞利波相速度明显偏低
,

地壳厚度为65 一 70 公里
,
玄武岩

层比花岗岩层大约厚一倍
,

显示出山区的某些特征
,

该地区地震活动较频繁 ; 而后者位于天

山褶皱带的东段
,

瑞利波相速度明显偏高
,

地壳厚度为 4 4公里左右
,

莫霍界面的横波速度高

达 4
.

86 公里 /秒
。

天山褶皱带是在扬子旋回形成的中国古地台基础上产生的
,

虽经多旋 回构

造运动发展成为地槽褶皱带
,

但在其东段仍显示出古地台的某些特征
,

地壳和地馒顶部的速

度较高
,

地震活动较少
。

引人注目的是地壳底部有一低速层
,

我们估计这可能是由于在早二

迭世前
,

天山地槽分化和构造迁移很清楚
,

相应的岩浆活动明显
,

现在地壳底部的物质可能

比较软
。

喀什一高台剖面位于塔里木地台之内
,

其瑞利波群速度比大陆的平均瑞利波 群 速 度 偏

低
,

特别是在短周期部份
,

低 0
.

2公里 /秒一 0
.

4公里 /秒
。

通过反演得到一 个 四 层 的地壳模

型
,

其地壳厚度为 47 公里
,

沉积层厚达10 公里
,

这可能是世界上沉积层最厚的地区
。

在地壳

内
,

速度随深度正常增加
,

康腊界面清晰
,

莫霍界面的横波速度为 4
.

72 公里 /秒
,

显示 出 古

地台的特征
。

本文得到宋仲和付教授的指导和邦助
,

特此表示感谢
。

( 本文 1 9 5 4年 1 1月 2 2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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