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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by Ca, Y. E. 

强震后地表变形的动力学机制研究 —以1999年台湾集集地震为例 

朱守彪①②*, 蔡永恩② 

 ①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 北京 100085|②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地球物理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强震后地表变形的动力学机制是地球动力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现在普遍认为震后变形主要由断层的震后余
滑或由介质的黏弹性松弛所至. 1999年台湾集集地震GPS观测系统记录到了空前的资料, 为研究震后变形的
动力学机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本研究认为集集地震后地表变形由震后断层余滑、下地壳/上地幔的黏弹性
松弛、震源区介质的破裂、孔隙弹性回跳、地下流体的运移、介质孔隙度及孔隙压的变化等多种因素共同
影响决定. 为抓住重点, 研究中将介质的破裂、地下流体的运移和孔隙弹性回跳等因素等效为震源区介质的
物性变化. 文中运用黏弹性有限单元模型(麦克斯威尔体)、利用GPS观测的时间序列资料对震后余滑、地壳/
地幔黏度以及等效的震源区介质物性变化进行了反演. 反演模型给出了震后余滑的分布及变化特征, 反演结

果初步显示台湾地区的下地壳/上地幔的黏度分别为 2.7×1018, 4.2×1020 Pa·s. 此外, 反演结果还给出每种影响
因素对地表变形的贡献大小, 在集集地震后的450 d时间里, 断层的震后余滑引起的地表变形占总变形的
44.6%, 下地壳/上地幔的黏性松弛占34.7%, 等效的震源区介质的物性变化占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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