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５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３年９月

地　震　工　程　学　报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３
Ｓｅｐｔ．，

檱檱檱檱檱檱
檱

檱檱檱檱檱檱
檱

殗

殗殗

殗

２０１３

研究简报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岷县漳县６．６级地震震源机制解①

李晓峰１，裴惠娟２，徐　辉１，张　辉１
（１．甘肃省地震局，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２．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利用甘肃“十五”数字地震台网的波形资料，采用ＣＡＰ方法反演了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岷县漳县

６．６级地震的震源机制解。结果显示：本次地震的震源性质为逆冲兼走滑型，矩震级ＭＷ６．１，震源
矩心深度为７ｋｍ。最佳双力偶节面Ⅱ走向３０４°，倾角６４°，滑动角４４°，其走向与附近的临潭－宕昌
断裂的走向一致；倾角和滑动角，表现为左旋走滑的特性与临潭－宕昌断裂的性质相符合，判定该
节面代表了主震的发震断层面。分析认为岷县漳县６．６级地震的发生与该断裂的活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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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６．６级主震的不同深度误差和震源机制

　　　随深度的变化图
Ｆｉｇ．１　Ｅｒｒｏｒ　ｐｌｏｔｓ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ｅｒｓ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Ｓ６．６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

０　引言

可靠的震源机制解，是了解震源区的受力状态，
发震断层及其运动方式，进而分析地震成因的重要

基础。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７时４５分 在 甘 肃 省 岷 县

漳县交界发生了ＭＳ６．６地震，为了分析本次地震的

发震机制，本文利用甘肃“十五”数字地震台网的波

形资料，采用最近十多年国际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ＣＡＰ方法［１－４］反演 本 次 地 震 主 震 的 震 源 机 制 解，根

据震源机制性质初步分析本次地震的发震机制。

１　ＣＡＰ方法简介

ＣＡＰ方法（详见文献［５－７］）将宽频带地震记录分

成Ｐｎｌ和面波两个部分进行反演并允许他们相对浮

动，在适当的时间变化范围内搜索出合成地震图和

观测地震图全局差异最小的震源机制解，它的一大

优势是反演结果对速度模型和地壳横向变化的依赖

性相对较小［５－６］，国内的一些研究结果［５－１０］充分证明

了ＣＡＰ方法在震源机制解与地震矩心深度研究方

面的有效性与可靠性。
反演过程中首先将观测数据去除仪器响应，旋

转得到径向、切向和垂向的地动位移。为了消除速

度结构横向变化的影响，对Ｐｎｌ波和面波波 形 分 别

通过０．０５～０．２Ｈｚ和０．０５～０．１Ｈｚ的４阶Ｂｕｔ－
ｔｅｒｗｏｒｔｈ带通滤波器压制噪音。震区的速度模型使

用根据人工地震资料反演的速度结果［１１］，采用频率

－波数法［４］计算理论地震图，并采用与观测波形相

同的分解、滤波规则。震源参数采用全空间中格点

搜索，对不同的波段数据分别做互相关，得到不同深

度上的震源机制和误差，当满足具有最小误差时对

应的断层面解即为最佳震源机制解。

２　结果与讨论

图１是岷县漳县６．６级地震反演误差和震源机

制解 随 不 同 深 度 的 变 化 图，可 见 震 源 深 度 在７ｋｍ
左右时震源机制解的反演误差最小。图２为震源深

度７ｋｍ时对 应 的 波 形 拟 合 情 况，可 以 看 出 理 论 波

形与观测波形 互 相 关 系 数 在８５以 上 的 占８２％，拟

合效果相当好。震源错动类型以逆冲为主兼少量走

滑 的 性 质，矩 震 级 ＭＷ ＝６．１。其 中 节 面Ⅰ走 向

１８９°，倾角５３°，滑动角１４２°；节面Ⅱ走向３０４°，倾角

６４°，滑动角４４°。节面Ⅱ走向为 ＮＷ－ＳＥ向，与 其

附近的 临 潭－宕 昌 断 裂 的 走 向 一 致；倾 角６４°和 滑

动角４４°表 现 为 左 旋 走 滑 的 特 性，与 临 潭－宕 昌 断

裂的性质相符合，判定该节面代表了主震的发震断

层面。分析认为岷县漳县６．６级地震的发生与该断

裂的活动密切相关。
对于 岷 县 漳 县６．６级 地 震，美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ＵＳＧＳ）、哈佛大 学（Ｈａｒｖａｒｄ）、中 国 地 震 局 地 球 物

理研究所等国内外研究机构给出了相应的震源机制

解参数。表１将本文结果与其他研究机构的结果进

行比较，可以看出不同来源的结果是比较接近的，反
映了本文反演结果是可靠的。

表１　不同来源的震源机制解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ｆｏ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ｓ

节面Ⅰ／（°） 节面Ⅱ／（°） Ｔ轴／（°） Ｂ轴／（°） Ｐ轴／（°）

走向 倾向 滑动角 走向 倾向 滑动角方位角 仰角 方位角 仰角 方位角 仰角
资料来源

３１１　 ６６　 ４７　 １９８　 ４８　 １４７　 １７４　 ４９　 ３３２　 ３９　 ７１　 １１ ＵＳＧＳ
１８０　 ４７　 １２０　 ３２０　 ５１　 ６２　 １６４　 ６８　 ３３９　 ２１　 ６９　 ２ 地球所

１８８　 ５９　 １４２　 ３００　 ５８　 ３７　 １５４　 ４８　 ３３５　 ４２　 ２４４　 １ 地质所

１９６　 ５０　 １５２　 ３０４　 ６９　 ４３　 １６７　 ４５　 ３２５　 ４３　 ６６　 １１ 哈佛大学

１８９　 ５３　 １４２　 ３０４　 ６４　 ４４　 １６０　 ５１　 ３３１　 ３９　 ６５　 ４ 本文Ｃ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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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６．６级地震的震源机制解及互相关系数示意图（黑线为观测地震图，灰线为理论地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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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本文使用了中国地震局甘肃区域地震台
网提供的波形资料；ＣＡＰ反演程序由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倪四道教授提供；图件采用了ＧＭＴ绘制。在
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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