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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田小波 性别： 男

职称： 副研究员 学位： 博士

电话： 010-82998329 传真： 010-62010846

Email： txb@mail.iggcas.ac.cn 邮编： 100029

地址： 北京朝阳区北土城西路19号，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更多信息：

【English】 特提斯研究中心 

  

简历：

田小波，男，副研究员。1974年1月出生于新疆。主要从事地震学和地球动力学研究工作。  

1974年出生于新疆； 

1991.9-1995.7, 西安地质学院地球物理勘探专业，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 

1995.9-1998.8, 煤炭科学院西安分院矿产普查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 

1999.9-2002.12,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固体地球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 

2003.1-2006.12,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地震学及青藏高原地球动力学研究，任职博士后； 

2007.1-2012年9月，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青藏高原研究室副研究员； 

2012.9至今，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特提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2006.7-2006.10，在韩国地质资源研究院进行学术交流工作； 

2007.12-2008.2，在日本东北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工作； 

2009.2-2009.5，在美国圣路易斯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工作。 

  

研究方向：

地震学、壳幔结构、地球动力学

  

学科类别：

固体地球物理学

  

职务：

  

社会任职：

  

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1. 2013年1月-2016年12月，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子课题《青藏高原北部地壳精细结构重建》；  

2. 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基金项目《青藏高原东北缘壳幔几何结构与物性研究》；  

3. 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基金项目《地幔过渡带界面起伏3-D重建及其在青藏高原地球动力学研究

中的应用》；  

4. 2008年10月至2013年6月，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专项项目《反射、折射地震联合剖面探测和深地震测深实验与地壳速度研

究》（副负责人）；  

5. 2006年1月至2008年1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基金项目《接收函数中多次波识别及其在青藏高原壳幔结构研究中的应

用》；  

  

获奖及荣誉：

1. 中国地质学会《2010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总人数10人，排名第四；   

2. 2008年获得中国地震局颁发的《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总人数7人，排名第五。 

  

代表论著：

年份：2013    



1. Tian, X., Zhang, Z., 2013. Bulk crustal properties in NE Tibet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deformation model. Gondwana Research, 

http://dx.doi.org/10.1016/j.gr.2012.12.024.  

2. Si S K, Tian X B, Zhang H S, et al. , 2013 Prevalent thickening and local thinning of the mantle transition zone beneath the Baikal rift 

zone and its dynamic implications. 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 56: 31–42, doi: 10.1007/s11430-012-4547-4.    

年份：2012    

1. 司少坤，田小波*，张洪双，滕吉文，2012.贝加尔裂谷区地幔过渡带大范围增厚与局部减薄现象及其动力学意义。中国科

学：地球科学， 42.11， 1647-1659，doi：10.1007/s11430-012-4547-4.   

2. 张建利，田小波*，张洪双，司少坤，张忠杰，滕吉文，2012.贝加尔裂谷区地壳上地幔复杂各向异性及其动力学意义。地球

物理学报，55.8， 2523-2538，doi: 10.6038/j.issn.0001-5733.2012.08.005.    

3. Hongshuang Zhang, Jiwen Teng, Xiaobo Tian, Zhongjie Zhang, Rui Gao and Jiaqi Liu, 2012. Lithospheric thickness and upper-mantle 

deformation beneath the NE Tibetan Plateau inferred from S receiver functions and SKS splitting measurements. Geophys. J. Int. 191, 

1285-1294, doi: 10.1111/j.1365-246X.2012.05667.x.    

4. Xiaoyu Guo, John Encarnacion, Xiao Xu, Alan Deino, Zhiwu Li and Xiaobo Tian, 2012. Collision and rot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block and their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exhumation of ultrahigh pressure rocks in the Dabie Shan orogen, Terra Nova, 

doi:10.1111/j.1365-3121.2012.01072.x.    

年份：2011    

1. Xiaobo Tian, Jianli Zhang, Shaokun Si, Jingbo Wang, Yun Chen and Zhongjie Zhang (2011), SKS splitting measurements with 

horizontal component misalignment, Geophys. J. Int.,185, 329-340, doi:10.1111/j.1365-246X.2011.04936.x.     

2. Xiaobo Tian, Jiwen Teng, Hongshuang Zhang, Zhongjie Zhang, Yongqian Zhang, Hui Yang (2011), Structure of crust and upper mantle 

beneath the Ordos Block and the Yinshan Mountains revealed by receiver function analysis, Physics of the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 184, 186-193, doi:10.1016/j.pepi.2010.11.007.     

3. 张智，田小波 (2011),青藏高原中部地壳和上地幔各向异性分析．地球物理学报，54, 2761-2768, doi: 10.3969/j.issn.0001-

5733.2011.11.006.     

4. Zhiming Bai, Xiaobo Tian, You Tian (2011), Upper mantle P-wave tomography across the Longmenshan fault belt from passive-

source seismic observations along Aba-Longquanshan profile.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40, 873-882, doi: 

10.1016/j.jseaes.2010.04.036.    

年份：2010    

1. Xiaobo Tian, D. Zhao, H. Zhang, Y. Tian, and Z. Zhang (2010), Mantle transition zone topography and structure beneath the central 

Tien Shan orogenic belt, J. Geophys. Res., 115, B10308, doi:10.1029/2008JB006229.     

2. Ling Bai, Xiaobo Tian, and Jeroen Ritsema (2010), Crustal structure beneath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from teleseismic receiver 

function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7, L24308, doi: 10.1029/2010GL044874.     

3. Zhongjie Zhang, Xiaohui Yuan, Yun Chen, Xiaobo Tian, Rainer Kind, Xueqing Li, Jiwen Teng (2010), Seismic signature of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east Tibetan escape flow and the Sichuan Basin,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92, 254-264, doi: 

10.1016/j.epsl.2010.01.046.    

年份：2009    

1. Zhang, Z., Y. Wang, Y. Chen, G. A. Houseman, X. Tian, E. Wang, and J. Teng (2009), Crustal structure across Longmenshan fault belt 

from passive source seismic profiling, Geophys. Res. Lett., 36, L17310, doi:10.1029/2009GL039580.   

2. 张洪双，田小波，刘芳，曹井泉，滕吉文(2009)，呼包盆地周缘壳、幔结构研究．地球物理学进展，24，1609-1615，doi：

10.3969/j.issn.1004-2903.2009.05.009.    

3. 张洪双，田小波，滕吉文(2009),接收函数方法估计Moho倾斜地区的地壳速度比．地球物理学报，52，1243-1252，doi：

10.3969/j.issn.0001-5733.2009.05.013. 

4. 张洪双，田小波，滕吉文 (2009),稳定的频率域提取接收函数方法研究．地球物理学报，52, 2483-2490, doi: 

10.3969/j.issn.0001-5733.2009.10.007.

年份：2008    

1. Xiao Bo Tian, Ik Bum Kang, Geun Young Kim, and Hong Shuang Zhang (2008), An improvement in the absorbing boundary technique 

for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elastic wave propagation, J. Geophys. Eng., 5, 203-209，doi: 10.1088/1742-2132/5/2/007.    

2. Yonghua Li, Qingju Wu, Ruiqing Zhang, Xiaobo Tian, Rongsheng Zeng (2008), The crust and upper mantle structure beneath Yunnan 

from joint inversion of receiver functions and Rayleigh wave dispersion data, Physics of the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 170, 134-

146, doi: 10.1016/j.pepi.2008.08.006.    

3. 滕吉文,王夫运,赵文智,赵金仁，李明，田小波，闫雅芬，张永谦，张成科，段永红，杨卓欣，徐朝繁， 2008， 鄂尔多斯盆

地上地壳速度分布与沉积建造和结晶基底起伏的构造研究. 地球物理学报,2008 ,51,1753-1766.    

年份：2007   

1. 曹忠权,张智,田小波 , 2007, 青藏高原班公湖-怒江缝合带域岩石密度结构及意义. 地球物理学报,,50 (2) , 523-528.    

年份：2006   



1. 李永华,田小波 ,吴庆举, 曾融生，张瑞青， 2006， 青藏高原INDEPTH2 Ⅲ剖面地壳厚度与泊松比:地质与地球物理含义. 地球

物理学报, 49 (4)，1037-1044.    

2. 李永华,吴庆举,安张辉，田小波，曾融生，张瑞青，李红光，2006， 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壳S 波速度结构与泊松比及其意义. 地

球物理学报, 49 (5)， 1359～1368.    

3. 李永华，吴庆举，田小波，曾融生，张瑞青，李红光， 2006， 青藏高原拉萨及羌塘块体的地壳结构研究，地震学报，28，

586-595.    

4. 郑海山,张中杰,田小波 , 2006, VTI 介质中非线性对地震波频率和频宽变化的约束. 地球物理学报, 49 (3) :885～894.    

年份：2005    

1. Xiaobo Tian, Qingju Wu, Zhongjie Zhang, Jiwen Teng and Rongsheng Zeng, 2005. Joint imaging by teleseismic converted and multiple 

wav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INDEPTH-III passive seismic array.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Vol.32, 

L21315,doi:10.1029/2005GL023686    

2. Xiaobo Tian, Qingju Wu, Zhongjie Zhang, Jiwen Teng and Rongsheng Zeng, 2005. Identification of multiple reflected phases from 

migration receiver function profile: An example for the INDEPTH-III passive teleseismic P waveform data.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Vol.32, L08301, doi:10.1029/2004GL021885.    

3. 陈赟, 张中杰, 田小波，2005， 基于加窗Hilbert 变换的复偏振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地球物理学报, 48 (4) ， 889～895    

年份：2004   

1. 田小波 ,吴庆举,曾融生, 2004. 弹性波场数值模拟的隐式差分多重网格算法. 地球物理学报. V47.1, 81-87.    

2. 田小波 ,吴庆举,曾融生, 2004. 弹性波场数值模拟的延迟边界方法. 地球物理学报. V47.2, 268-273.    

年份：2003    

1. 吴庆举，田小波，张乃玲，李卫平，曾融生，2003， 计算台站接收函数的最大熵谱反褶积方法，地震学报，25， 382-389.    

2. 吴庆举，田小波，张乃玲，李卫平，曾融生，2003，用Wiener滤波方法提取台站接收函数， 中国地震， 19， 41-47. 吴庆

举，田小波，张乃玲，李桂银，曾融生，2003，用小波变换方法反演接收函数， 地震学报， 25， 6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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