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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川滇地区长期积累的地震走时观测资料和汶川地震余震观测资料对汶川地震震源区及周边区域地

壳和上地幔Ｐ波三维速度结构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浅部Ｐ波速度分布与地表地质之间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龙

门山断裂带在２０ｋｍ以上深度表现为高速异常带，彭灌杂岩体和宝兴杂岩体为局部高速异常区．龙门山断裂带中

上地壳的局部高速异常体对汶川地震的余震分布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在余震带南端，余震全部发生在与宝兴杂

岩体对应的高速异常体的东北侧；在余震带的中段，与彭灌杂岩体对应的高速异常体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余震的

分布；在余震带的东北端，宁强—勉县一带的高速异常体可能阻止了余震进一步向东北扩展．龙门山断裂带中上地

壳的Ｐ波高速异常表明介质具有相对较高的强度，在青藏高原物质向东挤出过程中起到了较强的阻挡作用，有利

于深部能量积累．在３０ｋｍ深度之下，扬子地块具有明显的高速特征，其前缘随深度增加向青藏高原方向扩展，在

下地壳和上地幔顶部已达到龙门山断裂带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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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１４时２７分５８秒发生的

犕Ｓ８．０级汶川地震发生在青藏高原东缘的龙门山

断裂带上，初始破裂点位于汶川县南映秀镇附近．龙

门山断裂带长约５００ｋｍ，宽４０～５０ｋｍ，是中生代

造山作用形成的断裂带，新生代以及晚第四纪以来

仍然有不同程度的活动，并以北川—江油一线为界，

中、南段具较强的晚第四纪活动性，北段第四纪活动

性相对较弱［１～５］．

龙门山断裂带主要由３条大断裂构成，自西向

东分别是龙门山后山断裂、中央断裂和前山断

裂［１，２］．龙门山断裂带显示出明显的右旋逆冲运动，

但在空间上断裂带的活动具有明显的分段性．中段

和西南段的茂汶—汶川断裂、北川—映秀断裂、彭

县—灌县断裂和龙门山山前隐伏断裂显示出右旋

逆冲的运动方式［１～６］．北川以北的龙门山断裂带北

段，以往的调查研究认为没有明显的晚第四纪活动

的证据［６］．有历史记录以来，龙门山断裂带中、南段

至少发生过４次６～６
１／２ 级强震，龙门山断裂带北

段无６级以上强震发生的记载．１９７０年以来，沿龙

门山断裂带的中小地震活动主要集中在断裂带中段

和南段，北段地震活动较弱．汶川犕Ｓ８．０大地震之

前，断裂带中段和南段较频繁的小震活动与根据

ＧＰＳ观测结果得出的龙门山断裂带中南段的现代

地壳变形不明显的认识［７～９］不完全相符．震前的

ＧＰＳ观测表明，横跨整个龙门山断裂带的滑动速率

不超过约２ｍｍ／ａ，单条断裂的活动速率不超过约

１ｍｍ／ａ．

龙门山断裂带作为青藏高原的重要东部边界，

其深部结构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近２０年来，利用

人工地震［１０～１３］和天然地震资料［１４～１６］对青藏高原东

部边界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获得了许多很有意义的

成果．天然地震层析成像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青

藏高原东部地区的总体结构特征，然而受固定地震

台站台间距较大的影响，在青藏高原与扬子地块接

触边界—龙门山断裂带附近成像分辨率大多较低，

很难获得有关龙门山断裂带的深部特征．本文采用

川滇地区长期积累的地震走时数据，并充分利用汶

川地震发生后流动地震台站观测的大量余震资料，

对汶川地震震源区及周边地区的深部速度结构和余

震序列进行了研究．

２　资料与方法

本文使用的区域地震波走时资料主要包括两个

部分：１）云南和四川省地震台网１７４个台站在１９８２

年到１９９９年的观测资料；２）汶川地震后，四川、云

南、甘肃、陕西固定地震台站和震后应急流动观测台

站记录的地震资料．本研究采用的地震台站数量共

计２３９个，包括了汶川地震发生后架设的流动地震

台站，图１给出了台站的分布．数据的挑选要求每个

地震的Ｐ波到时观测数量超过８个，最大台站方位

空隙不超过１６０°，最大的走时残差为３．０ｓ．第一部

分的观测资料共挑选了４６２５个地震，第二部分共挑

选了３９９１个地震，观测的Ｐ波震相到时数据共计

１２８５７６个．

本文采用了Ｚｈａｏ等
［１７，１８］提出的走时层析成像

方法研究该地区的三维速度结构．该方法可以在三

维速度结构中考虑地壳和上地幔内部速度间断面的

复杂形状，快速准确地计算三维介质中的理论走时．

三维速度结构的参数化表示采用网格方法，其优点

在于网格可以根据震中和台站位置的分布稠密程度

而作不等间距划分，以保证每个网格内有足够的射

线交叉覆盖．

研究区域三维速度模型的地理范围为２１°Ｅ至

３５°Ｅ和９７°Ｎ至１０７°Ｎ，重点研究区网格的纬向和

经向均以０．２５°间距作水平向划分．考虑到部分区

域的实际分辨能力可能无法达到０．２５°，我们在速

度结构反演中采用了光滑约束，光滑系数的选择以

保证绝大部分速度异常体有３个以上相同符号的扰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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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地震台站与震中分布

圆点为地震震中位置，三角为地震台站的位置．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ｓ

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ａｎｄｄｏｔ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动值为原则．垂直向共划分为８层，其中第１层位于

１ｋｍ深，第２层位于１０ｋｍ，其他节点以１０ｋｍ间

隔增加．Ｍｏｈｏ面和康氏面的分布与王椿镛等
［１５］采

用的相同．一维初始模型如图２所示，它是在综合考

虑该地区人工地震测深剖面解释结果以及初步反演

后，根据不同深度的平均速度调整获得的．

图２　层析成像反演中采用的初始一维速度模型

Ｆｉｇ．２　１Ｄ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ｕｓｅｄ

ｆｏｒ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我们采用检测板（Ｃｈｅｃｋｅｒｂｏａｒｄ）方法
［１８］对解的分

辨率进行了估计．检测板方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据层

析成像反演中使用的实际数据计算三维速度模型下

与实际观测资料射线路径分布相同的理论走时数

据，根据检测板模型的理论数据反演三维模型，通过

对反演结果中每一个节点上的速度值与理论值的对

比，可以了解成像的分辨能力．三维速度模型（即检

测板）是在初始一维速度模型基础上加上正负相间的

速度扰动构成．本文采用的扰动值取正常值的±５％．

我们采用的数据以王椿镛等［１５］收集的数据为

基础，增加了汶川地震后的余震资料和部分其他地

震的资料．王椿镛等
［１５］曾对该地区的分辨率进行了

讨论，认为大多数地区的分辨能力可以达到０．５°×

０．５°．本文利用新的数据集，横向以０．２５°×０．２５°进

行了检测板试验，图３给出了１ｋｍ、１０ｋｍ、２０ｋｍ、

５０ｋｍ的检测板反演结果．可以看出在１ｋｍ、１０ｋｍ

和２０ｋｍ，大多数地区的横向分辨率可以达到０．２５°×

０．２５°，特别是汶川地震震源区附近，由于震后流动地

震台站分布较好，可以获得很好的分辨能力．考虑到

部分地区的分辨率较低，我们在实际资料的反演中

引入了光滑约束．

在速度结构反演过程中对地震进行了重新定

位．地震定位和速度结构反演交替进行，即根据初始

三维速度模型对地震进行重定位，然后根据定位结

果，在射线追踪的基础上进行速度结构反演，如此反

复迭代，直达满足条件为止．本文采用这种反演方式

共迭代６次，最终的走时ＲＭＳ残差为０．４８ｓ．

在基于三维速度模型的地震定位基础上，我们

采用双差定位方法［１９］对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犕Ｓ８．０级

地震的余震进行了再次定位．双差定位采用的速度

模型和定位方法在黄媛等［２０］的文章中进行了详细

的说明，这里不再重复．本文采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

地震共计３９９１个，由于部分地震分布在距离龙门山

断裂带较远的地点，因此满足双差定位条件可以得

到有效定位结果的地震共计３７７５个．

３　震源区及周边的三维速度分布

图４给出了川滇地区１ｋｍ和１０ｋｍ深度的Ｐ

波速度结构．图５给出了汶川地震区及周边区域

２０～５０ｋｍ深度的速度异常分布图．在１ｋｍ深度的

速度异常图上，四川大部分地区Ｐ波速度异常以低

速为主，但在龙门山断裂带的中央断裂和后山断裂

带Ｐ波速度为高速异常带，与第四纪沉积有关的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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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都江堰—绵阳一带表现出低速异常．沿鲜水河

断裂，除了康定附近存在明显的高速区外，总体表现

为低速特征．在龙门山断裂带北端，广元—宁强附近

存在明显的高速区．在四川南部和云南北部存在较

大范围的高速异常，腾冲火山区表现为局部低速异

常．与地质资料对比发现，在彭灌杂岩地表出露区以

及康定杂岩区［２１］存在明显的高速异常，浅部Ｐ波速

度的高速特征与地表地质观测到的古老的杂岩体及

盆地内部第四纪沉积层相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佐证

了层析成像较高的分辨力和可靠性．

在１ｋｍ、１０ｋｍ深度，小金河断裂与安宁河断

裂之间存在明显的高速异常区，它们与区域长期形

变观测揭示［２２］的沉降区相对应；在中上地壳的低速

异常区，包括理塘、道孚以及西昌以东等地区，长期

形变表现出明显的隆升特征［２２］，这可能是低速异常

区介质强度相对较低，在挤压环境下容易变形抬升

造成的．

从宝兴、映秀到北川，１０～２０ｋｍ深度表现为明

显的高速异常带，广元－宁强之间高速体随深度增

加表现得更为突出．从余震定位结果看（图６），龙门

山断裂带及附近的深部速度结构似乎在很大程度上

控制了汶川地震的余震分布．在１０ｋｍ和２０ｋｍ深

度，宝兴县城以北的宝兴杂岩体下方存在明显的Ｐ

波高速异常区，汶川地震的余震均发生在该异常区

的边缘以外，异常体内部及南部没有余震．在汶川与

茂县之间，与彭灌杂岩体相对应的高速异常体内部

图３　利用Ｐ波到时资料获得的检测板分辨结果

黑实心圆点为正扰动值，空心圆点为负扰动值，圆点的大小表示反演恢复值的大小．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ｈｅｃｋｅｒｂｏａｒ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ｕｓｉｎｇＰｗａｖｅａｒｒｉｖａｌｄａｔａ

Ｓｏｌｉｄａｎｄｏｐｅｎｃｉｒｃｌ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ｉ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ｔｏ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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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川滇地区上地壳Ｐ波速度异常分布

色标是相对一维模型的速度扰动量（下同），图中的速度异常只给出射线超过１０条的部分；黑线为区内主要断层，

Ｆ１龙门山前山断裂，Ｆ２龙门山中央断裂，Ｆ３龙门山后山断裂，Ｆ４青川—平武断裂，Ｆ５鲜水河断裂，Ｆ６小江断裂，

Ｆ７甘孜—理塘断裂，Ｆ８理塘—德巫断裂，Ｆ９小金河断裂，Ｆ１０红河断裂，Ｆ１１澜沧江断裂．

Ｆｉｇ．４　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ａｔｔｗｏｄｅｐｔｈｓｌｉｃｅｓ

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ｓｃａｌｅｉｎ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ｓ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１Ｄ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Ｇｒｉｄｎｏｄｅｓｗｉｔｈｒａｙｐａｔｈｎｕｍｂｅｒｅｘｃｅｓｓ１０ａｒｅｐｌｏｔｔｅｄ．

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ｍａｉｎ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ｒｅｇｉｏｎ．Ｆ１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ｒｏｎｔｆａｕｌｔ，Ｆ２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ｆａｕｌｔ，Ｆ３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

ｂａｃｋｆａｕｌｔ，Ｆ４ＱｉｎｇｃｈｕａｎＰｉｎｇｗｕｆａｕｌｔ，Ｆ５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Ｆ６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Ｆ７ＧａｒｚêＬｉｔ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Ｆ８ＬｉｔａｎｇＤｅｗｕｆａｕｌｔ，

Ｆ９Ｘｉａｏｊｉｎｈｅｆａｕｌｔ，Ｆ１０Ｈｏｎｇｈｅｆａｕｌｔ，Ｆ１１Ｌａｎｃ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

图５　龙门山断裂带及周边区域的Ｐ波速度异常分布
图中给出了２０ｋｍ、３０ｋｍ、５０ｋｍ和６０ｋｍ的速度异常分布；图中黑线为主要断裂．

Ｆｉｇ．５　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ａｒｏｕｎｄ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ｔｆｏｕｒｄｅｐｔｈｓｌｉｃｅｓ
（２０ｋｍ、３０ｋｍ、５０ｋｍａｎｄ６０ｋｍ）．Ｔｈｅｌｅｇｅｎｄｏｆｔｈｉｓｆｉｇｕｒｅｉｓ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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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很少有余震发生，余震主要发生在异常体的边

缘以外，致使余震带在该地区宽度相对变小．

汶川地震的余震主要分布在主震初始破裂点的

东北方向，长度超过３００ｋｍ，西南方向的余震分布

仅３０ｋｍ，即主震破裂主要向东北方向扩展，向西南

方向很快停止．我们认为主震产生的破裂没有继续

向南扩展，除了与该地区的ＳＥＳＥＥ区域应力方向

有关外，还与南部宝兴杂岩体下方上地壳存在刚性

较大的局部地质体的阻挡有关．同样，在余震带的北

端，宁强—勉县一带上地壳高速体的存在可能阻止

了破裂的进一步扩展，或导致破裂的走向发生了一

定程度的改变，从而增加破裂进一步向前扩展的难

度．龙门山断裂带中上地壳的地震波高速特征表明

介质具有相对较高的强度，有利于深部能量积累，同

时由于其对青藏高原东流物质的阻挡作用导致地表

运动速度较小．

在１０～２０ｋｍ深度，龙门山断裂带以西的川西

高原低速特征明显，鲜水河断裂附近表现为明显的

低速特征．四川盆地西部边缘附近的雅安—都江

堰—绵阳一带的低速区范围和幅度随深度增加明显

减小，盆地内部乐山—犍为一带出现明显的高速异

常区．

３０ｋｍ深度之下，扬子地块的高速特征逐步明

显，其前缘随深度增加向青藏高原方向扩展，表明扬

子地块岩石圈在中下地壳和上地幔顶部已插入到龙

门山断裂带以西，这可能是青藏高原东缘主要断裂

均为向西倾斜的逆冲断裂的主要因素．四川盆地在

中下地壳呈现出大范围的高速异常，表现出稳定块

体的特征．

川西高原地区在浅部出现的低速异常，随着深

度的增加范围逐步减小，在３０ｋｍ以下深度主要分

布在金川—黑水—松潘—南坪以东、龙门山断裂带

以西地区．在５０～６０ｋｍ深度，川西高原的低速异

常呈南北向分布，鲜水河断裂与龙门山断裂似乎控

制了３０°以北的低速异常体的形态．川西高原的低

速异常区，与布格重力异常资料得到的该地区的低

视密度异常区基本一致［２３］．介质的Ｐ波速度与其化

学组分、温度、压力等有关，为了确定引起介质速度

异常的原因通常需要进一步了解Ｐ波与Ｓ波波速

比信息．我们根据重定位后的川西地区Ｐｇ及Ｓｇ震

相的走时得到该地区中上地壳的Ｐ波与Ｓ波波速

比为１．６８．这一速度比也被用于双差定位的模型

中［２０］．温度增加引起介质部分熔融可以导致Ｐ波速

度的下降，但同时导致波速比的增加，川西地区较低

的波速比表明Ｐ波低速异常并不是高温异常引起

的．实验室测试表明
［２４］，地壳内部的波速比与ＳｉＯ２

的含量变化密切相关，ＳｉＯ２ 含量的增加可以导致波

速比的减小．松潘－甘孜褶皱带在北东－南西向缩

短的同时，曾发生大规模花岗岩活动［２５］，我们推测

该地区地壳内部大范围的低速异常与侏罗纪大规模

花岗岩活动导致地壳内部物质组分变化有关．

４　汶川地震余震分布

汶川地震的余震总体走向为北西方向，长约

３３０ｋｍ，主要集中分布在龙门山中央断裂带附近

（图６，７）．余震带在东北部偏离了地质构造图中给

出的中央断裂（映秀—北川断裂和茶坝—林庵寺断

裂），沿北东方向在青川附近跨越了青川—平武断

裂．余震主要集中在１５～３０ｋｍ宽度的分布带内，

在西南段局部地区宽度可达４０ｋｍ，且横跨龙门山

三条主要断裂．在北川附近，余震带出现两条相互平

行的条带，西侧的条带长约８０ｋｍ．从余震带的西南

端到中段安县一带，中央断裂和前山断裂之间有少

量余震分布．在北川东北５０ｋｍ处附近，余震分布

存在明显的转折，地震带在东北段向东南方向偏移

了１０ｋｍ左右．王卫民等
［２６］认为北川附近的破裂具

有时间上的复杂性，可能存在断层几何形态的变化

或相交的隐伏断层．我们推测余震定位结果揭示的

北川附近存在的两条相互平行的余震带，以及东北

部余震带的错移可能是导致破裂在时间上的复杂性

的重要因素．在余震带的最北段，余震分布出现了分

叉现象．

余震序列的震源深度总体表现为西部深、东部

浅（图７）．结合震后反演得到的主震破裂过程和地

表地质调查获得的地表破裂分布，我们推测余震主

要发生在逆冲断层的上盘；龙门山中央断裂巨大的

逆冲破裂过程造成了上盘物质破坏，导致上盘在震

后应力调整过程中发生大量余震；主震破裂面在浅

部较陡，深部明显变缓，缓倾的主破裂面导致较宽的

余震分布带．前山断裂的上盘地震数量较少，下盘余

震很少，表明主震发生时滑移量相对较小，是中央断

裂带失稳过程中形成的次一级破裂．在东北部余震

分布带宽度相对较窄，该段南部有限的地表破裂位

于余震分布带的中部．震源破裂过程反演揭示，北端

破裂以走滑为主，兼有逆冲［２７］．我们认为由于断层

在走滑破裂过程中造成两侧介质的破坏程度相当，

在震后应力调整过程中余震会发生在断层两侧，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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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震源区及周边２０ｋｍ深度的Ｐ波速度异常与汶川地震余震分布

黑点为基于三维速度模型进行地震定位获得的汶川地震后至２００８年８月１日前

该地区地震的震中位置，黑线为主要断裂（见图５）．

Ｆｉｇ．６　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ａｒｏｕｎｄ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ｔ

２０ｋｍ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

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２ｔｈ，Ｍａｙａｎｄ１ｓｔ，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０８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３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ｍａｉｎｆａｕｌｔｓ（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５）．

图７　震源区及周边５０ｋｍ深度的Ｐ波速度异常与汶川地震余震分布

余震为采用双差定位得到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６日之前的余震震中位置，黑线为主要断裂（见图５）．

左图为垂直断层的震源深度剖面，剖面位置见右图，橘红色实线代表断层，是根据地表

断层位置和余震空间源分布推测的．右图内的插图是沿断层的震源深度剖面．

Ｆｉｇ．７　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ａｒｏｕｎｄ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ｔ５０ｋｍ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

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２ｔｈ，Ｍａｙａｎｄ２６ｔｈ，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０８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ｍａｉｎｆａｕｌｔｓ（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５）．Ｔｈｅｌｅｆｔｐａｎｅｌ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ｃｕｓｄｅｐｔｈａｌ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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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走滑断层大多为高角度，断层破裂影响的宽度较

小，余震带较窄．

在主震初始破裂点的东北３０ｋｍ处，余震分布

出现一条明显的北西向分支带，它与余震总体的北

东向分布带向垂直，可能是主震发生时同时形成的

一条共轭断层破裂，相互垂直的两条断裂同时破裂

也造成了该地区很强的地面运动．

５　结　论

龙门山断裂带在２０ｋｍ以上深度表现为明显

的相对高速特征，彭灌杂岩、宝兴杂岩区均为局部高

速异常区．龙门山断裂带中上地壳地震波高速异常

揭示了介质具有相对较高的强度，在青藏高原物质

向东挤出过程中起到了较强的阻挡作用，有利于深

部能量积累．

龙门山断裂带附近中上地壳的高速异常体对汶

川地震破裂过程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层析成像结

果与余震定位揭示，在余震带南端余震分布受到南

部与宝兴杂岩体相对应的高速异常体的阻挡，余震

全部发生在高速异常体的东北侧．在余震带的东北

端，宁强—勉县一带的高速异常体可能是阻止破裂

进一步向北扩展的重要因素．彭灌杂岩体也在一定

程度上控制了余震的分布，导致余震分布带变窄．

川西地区松潘—甘孜褶皱带东部，地壳内部存

在大范围的低速异常，其范围与重力资料得到的低

密度体的范围基本一致．根据地震定位结果和震相

观测资料得到的松潘—甘孜褶皱带东部的波速比为

１．６８．我们推测该地区地壳内部大范围的低速异常

与侏罗纪大规模花岗岩活动导致地壳内部物质组分

变化有关．

在３０ｋｍ深度以下，扬子地块具有明显的高速

特征，其前缘随深度增加向青藏高原方向扩展，在下

地壳和上地幔顶部已达到龙门山断裂带的西侧．汶

川地震的余震分布几乎全部集中分布在扬子地块在

上地幔的高速前缘内侧，这意味着扬子地块在深部

的作用对龙门山断裂带和汶川地震的发生具有重要

的控制作用．

汶川地震的余震在南部和中部主要发生在逆冲

断裂的上盘，在东北段余震发生在具有走滑性质的

断裂的两侧．在余震带中部，两条相互平行的余震带

揭示在龙门山中央断裂的西部存在一条与之平行的

隐伏断裂，断裂之间的距离在７～１０ｋｍ，长度约

８０ｋｍ．初始破裂北部与主破裂近垂直的余震分布

带是主震发生时产生的一条共轭断层，余震震源分

布特点与南坝以北以走滑为主的破裂产生的余震特

征一致，可能具有走滑性质．

致　谢　王椿镛教授为本研究提供了１９９９年之前

的川滇地区的震相资料，四川台网中心为本研究提

供了汶川地震后的震相数据．本文采用了赵大鹏教

授提供的层析成像程序．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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