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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地球所获得东北亚地幔过渡带二维三重震相波形模拟

　　东北亚地区位于太平洋板块俯冲至欧亚大陆之下的俯冲前缘，在这里俯冲板片深达地幔过渡带并停滞在660

km间断面之上。前人对于该停滞俯冲板片的地震学约束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果，因此准确刻画俯冲板片形态与

速度结构对于理解板片与地幔间的相互作用、相关俯冲过程及浅表地质响应等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岩石圈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大陆岩石圈演化动力学学科

组博士研究生赖玙婧与导师陈凌、南京大学副教授王涛等人合作，基于78个中国地震局固定台站记录的3个深源

地震数据，通过二维三重震相波形模拟（图1），获得了东北亚地区地幔过渡带中停滞的俯冲板片形态及其与周

围地幔的地震波速度结构信息（图2），主要发现如下：

　　（1）研究区地幔过渡带中停滞俯冲板片长约1200 km，厚约140 km，整体表现为高波速异常（VP:＋2%；

VS:-0.5%，相对于IASP91）；基于现今西太平洋板片与欧亚大陆的汇聚速率为7-10 cm/yr，推测深部停滞板片

的俯冲年龄约30 Ma，这可能表明西太平洋的初始俯冲发生在早渐新世。

　　（2）地幔过渡带介质具有低VS和高VP/VS的特点，可能揭示了东北亚地幔过渡带中含水（<=1.2wt%）或含

碳质熔体的环境。

　　（3）P和SH波的三重震相波形拟合结果均显示，高速的俯冲板片中存在一个低速异常体（VP:-1%；

VS:-3%，相对于IASP91），这表明俯冲板片结构具有强烈的横向不均匀性，可能代表了板片下方热物质向地表

长白山火山进行补给的通道。

　　该研究为刻画东北亚地幔过渡带中停滞俯冲板片形态结构，深入理解俯冲板片与地幔的相互作用以及探究

长白山火山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新证据。

　　研究成果发表于JGR: Solid Earth。

    论文信息：Lai Y, Chen L, Wang T, et al. Mantle transition zone structure beneath Northeast

Asia from 2D triplicated waveform modeling: Implication for a segmented stagnant slab[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olid Earth, 2019, 124. DOI: 10.1029/2018JB016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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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a.研究区域，绿色三角形为地震台站，红色五角星为地震事件；b.三重震相射线路径；c.走时曲线

图。d-e.事件20080519的P波和SH波的三重震相波形示例，蓝色为实际数据，红色为最佳拟合波形。

 

图2 东北亚地幔过渡带结构示意图

© 1996 - 2019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02857号  京公网安备110402500047号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52号 邮编：100864

http://www.cas.cn/syky/201904/W020190402618799380086.jpg
http://www.cas.cn/syky/201904/W020190402618799528820.jpg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8D02A84B89B2FB3E053022819ACFCA1
http://www.cas.cn/lx/201410/t20141017_4226181.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