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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青藏高原的上地幔倾斜构造与陆-陆碰撞过程 

吴庆举(1);曾融生(1);赵文津(2) 

(1)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81 ,中国;(2)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100037 ,中国 

摘要： 

应用远震体波波形的偏移叠加方法, 自INDEPTH-3远震资料中获得可靠的喜马拉雅-青藏高原上地幔构造. 结果显

示, 在藏南下面, 一个倾斜界面自100 km深度由南向北俯冲到410 km界面附近. 这说明印度-欧亚碰撞时, 印度上

地幔岩石圈曾经与地壳拆离, 并向更深的欧亚上地幔俯冲. 这样的陆-陆碰撞过程与海洋碰撞过程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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