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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仪器、处理和解释技术的进步，微地震在描绘储层内的压裂和断裂系统方面的应用愈来愈广，在储

层管理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本文分析了压裂产生的脆性变形以及微地震产生机制，探讨了裂隙动态变

化及产生的微地震响应特性，分析了利用微地震数据研究裂隙时空分布规律的可能性。主要内容包括：裂纹的

产生诱发微地震，在水力压裂过程中裂纹尖端效应和漏泄效应是产生微地震的主要原因；微地震震源矩张量

用特征值分解法可以分解为双力偶成分、补偿线性矢量极偶成分和各向同性成分；通过有限差分正演模拟分析

了微地震信号的传播特性，微地震源特性和速度模型会显著影响微地震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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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微地震是地下岩石因应力场变化导致岩石破坏

而引起的小型地震事件，微地震能够用于研究地下

应力状态和岩体破裂过程［１］，可以描绘震源和接收

点之间岩体的地震属性在时空上的变化［２］。通过对

微地震特征的分析，可以研究地下裂纹体系的断裂

机理及评估水压致裂效果等［３］。微地震震源频率能

够在很宽广范围内变化，取决于岩体中的应力分布

的强度（如注入压力）以及内部软弱部分的规模。越

弱的微地震事件，其频率越高，持续时间越短；由于

微地震往往能量较小，因此易受噪声影响［４］。Ａｋｉ

等［５］系统地描述了矩张量 ＭＴ 理论，利用矩张量分

析可以研究微地震的复杂机制［６］。基于射线的方法

常用来量化速度模型对微地震同相轴定位的影

响［７～９］，然而该类方法往往忽略了地震波频率的影

响和通过非几何路径到达的情况（如首波），适合于

平滑的速度模型（即非均质体的长度规模大于主震

波长时）。如果真实的速度模型具有尺寸在１００ｍ

或以下的速度异常体，与频率相关的波形影响会很

显著［１０，１１］，射线方法可能忽略重要的波动现象，本

文采用有限差分法研究微地震信号的传播。

研究微地震信号的震源机制和传播特性具有重

要意义［１２］，本文分析了岩石的破裂机制，研究了微

地震信号震源表示方法，并通过有限差分正演模拟

探讨了微地震信号的传播特性。

２　岩石破裂机制与微地震震源表示
方法

　　裂纹的产生诱发微地震，利用岩石物理微地震

模型可以研究储层压裂过程的激活体积及裂纹位移

等信息，利用这些信息可以研究裂纹网络的分布，判

断压裂效果。为了研究压裂诱发的微地震，首先需

要通过地质力学分析压裂过程中的岩石破裂机制。

２．１　岩石破裂机制

当材料受力时，应力会在微裂隙末端集中，当末

端的拉应力达到抗拉强度时，微裂隙开始发生扩展、

联结，导致材料的破坏。根据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破裂准则和

Ｍｏｈｒ准则
［１３，１４］，如图１所示，Ｍｏｈｒ圆与库伦准则

表示的破裂线相切，切点的纵轴截距为横轴截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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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倍。图１中岩石的破裂类型包括张破裂、混合张

破裂、纯剪破裂和剪破裂。破裂机制受很多因素的

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孔隙压力，干燥岩石与饱和岩

石的岩石强度有很大的差别，干岩石与饱和岩石的

强度包络线是相互平行的，干燥岩石的抗压强度高

于饱和岩石，随着含水量的增加（即孔隙压力的增

大），岩石抗压强度降低。根据亚临界裂纹扩张理

论，随着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增大，破裂扩展速

度不断增加，造成这种裂纹扩展的机制与各种环境

条件有关，主要是应力腐蚀效应。位于裂纹尖端周

围的液态水、气态水等物质通过弱化学反应促进裂

纹的扩展，比如石英—水系统的反应，强的硅氧键被

弱得多的氢键取代。随流体压力增大，Ｍｏｈｒ圆向

左移动，岩石更容易发生裂纹扩展现象。

图１　岩石破裂曲线及破裂类型

　σ表示正应力；τ表示剪应力；犛表示内聚力；φ表示破裂角度；

下标“０”代表干燥岩石，“ｗ”代表饱和水岩石

裂纹的扩展诱发微地震，在水力压裂的过程中

裂纹尖端效应和漏泄效应是产生微地震的主要原

因。裂纹尖端效应指的是在孔隙压力增大时，在裂

缝尖端前产生张应力，导致裂缝尖端附近区域发生

剪切破裂并诱发微地震。漏泄效应则是指孔隙流体

压力增大，流体漏泄到岩石天然裂隙节理等构造中，

引起剪切滑动诱发微震信号［１５，１６］。

２．２　微地震震源矩张量与震源辐射方式

用特征值分解法可以将微地震震源矩张量分

解为双力偶成分（ＤＣ）、补偿线性矢量极偶成分

（ＣＬＶＤ）以及各向同性成分（ＩＳＯ），后二者之和被称

为非ＤＣ成分。以往的数据质量不足以给出全矩张

量的可靠结论［１７］，所以通常忽略非ＤＣ成分；近年

来高质量数据结果表明非 ＤＣ成分是重要的一部

分。íｌｅｎ等
［１８］发现在气体水合物储层中水力喷

射诱发的微地震中有明显的非 ＤＣ 成分，Ｊｕｌｉａｎ

等［１９］在地热场地注入诱发的微地震中也有同样的

发现。爆炸源对应于裂纹张开，塌陷源对应裂纹的

闭合；ＣＬＶＤ成分决定了张开型裂纹和拉伸型裂纹；

ＤＣ成分决定了剪切型裂纹，即滑开型裂纹和撕开

型裂纹。震源矩张量可写为三项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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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
＋犕

ＣＬＶＤ
＋犕

ＤＣ （１）

式中

犕ＩＳＯ ＝
１

３
ｔｒ（犕）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１

犕ＣＬＶＤ
＝｜ε｜犕


｜Ｍａｘ｜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２

犕ＤＣ
＝ （１－２｜ε｜）犕

｜Ｍａｘ｜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熿

燀

燄

燅

烅

烄

烆 ０ ０ １

（２）

其中：ｔｒ表示计算矩阵的迹；ＣＬＶＤ和ＤＣ成分之和

被称为犕，即犕＝犕ＤＣ＋犕ＣＬＶＤ；参数ε是ＣＬＶＤ

相对于ＤＣ成分的大小
［２０，２１］，定义为

ε＝－
犕
｜Ｍｉｎ｜

｜犕

｜Ｍａｘ｜｜

（３）

犕
｜Ｍｉｎ｜和 犕


｜Ｍａｘ｜是 犕

 本征值最小和最大绝对值。

对于纯ＣＬＶＤ源，ε＝±０．５；对于纯ＤＣ源，ε＝０；

膨胀源ε为正，收缩源ε为负。

根据 Ａｋｉ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的研究
［５］，从矩张量 犕

辐射的体波满足

狌狀 ＝犕狆狇犌狀狆，狇 （４）

其中“”代表褶积；犌为格林函数。根据震源和接

收器间距离的差异，位移狌狀 能够分解成五个分量

狌狀 ＝狌
Ｎ
狀（狋）＋狌

ＩＰ
狀（狋）＋狌

ＩＳ
狀（狋）＋狌

ＦＰ
狀 （狋）＋狌

ＦＳ
狀 （狋）

（５）

其中：第一项为近场变形位移（Ｎ）；第二和第三项为

Ｐ波和Ｓ波的中间场位移（Ｉ）；后二者为Ｐ波和Ｓ波

的远场波动位移（Ｆ），远场震相是观测到的主要震

相［２２，２３］。

利用微地震定位和微地震震源机制可以研究微

地震震群分布、裂隙尺度与压裂过程的关系。图２

给出了一些不同震源机制条件下的Ｐ波辐射花样，上

图中的Ｐ指的是压应力轴，Ｔ指的是张应力轴，下

图中的红色代表初动为正，蓝色则代表初动为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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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微地震震源机制（上）及其Ｐ波辐射花样（下）

（ａ）ＤＣ震源；（ｂ）ＣＬＶＤ震源；（ｃ）混合机制（ＣＯＭＢＯ）震源

成分。其矩张量分别为

犕ＤＣ
＝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１

犕ＣＬＶＤ
＝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

熿

燀

燄

燅２

犕ＣＯＭＢＯ
＝

１．７７４１ １．７７４１ ０

１．７７４１ －１．４１９３ ０

熿

燀

燄

燅

烅

烄

烆 ０ ０ １．７７４１

（６）

其中混合机制震源中含有２０％的ＩＳＯ成分，３０％的

ＣＬＶＤ成分和５０％的ＤＣ成分。从图中可知不同类

型震源的辐射花样差异较大。

３　有限差分波传播模拟

微地震震源频率能在很宽广范围内变化，取决

于岩体中的应力分布的强度（如注入压力）以及内部

含裂缝和节理的软弱部分的规模。理论上，低幅度

微地震同相轴通常比高幅度同相轴主频更高，与破

裂面的大小有关；然而在实践中，记录的地震波频

率范围受到限制并且依赖于监测项目的规模（即采

集观测系统的大小和摆布），其敏感性与仪器的耦合

度、背景噪声和传播路径等都有关系。假设Ｐ波和

Ｓ波速度分别为４８００ｍ／ｓ和３０００ｍ／ｓ，一个４０Ｈｚ

的微地震同相轴将具有１００ｍ的主波长，而１５０Ｈｚ

的微地震同相轴的波长则为３０ｍ，如果真实的速度

模型具有在１００ｍ或以下的速度异常体，与频率相

关的波形变化将很显著。射线方法可能会忽略重要

的波动现象，因此应用有限差分方法研究微地震信

号的传播，且采用ＣＰＭＬ边界条件
［２４］。

震源项可以既通过应力分量表示，也可以利用

速度分量表示。利用广义的矩张量形式，每个分量

代表的是加载到每个单独的速度分量上的体力项。

震源的矩张量可表示为

犕 ＝

犿狓狓 犿狓狔 犿狓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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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狓狕 犿狔狕 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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燄

燅狕狕

（７）

　　根据Ｇｒａｖｅｓ
［２５］的震源矩张量在有限差分方法

中实现方法，矩张量能够表示为分布在网格位置

（狓＝犻犺，狔＝犼犺，狕＝犽犺（犺为网格间距））处的体力

偶。在分析时，首先考虑矩张量在狓方向的体力

犳狓，与之相关的三个分量分别是犿狓狓（狋）、犿狓狔（狋）和

犿狓狕（狋），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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狔方向和狕方向的体力满足相似的形式。此外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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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力偶之间必须做平均处理，以确保所有的源都

以合适的位置为中心。

４　微地震震源特性影响分析

研究微地震震源特性的影响，分析微地震信号

的传播特征，需要建立模型进行有限差分正演［２６］。

为了减小数值频散、满足稳定条件和提高计算效率，

网格和时间参数都要随频率变化。如模型网格间距

为犺，则时间增量Δ狋要满足：Δ狋≤０．６０６犺／犞ｍａｘ，其

中犞ｍａｘ是最大速度。通过不同微地震震源类型、微

地震源频率和微地震源分布的波场快照和地震记录

正演分析，研究微地震震源特性对微地震波形和微

地震定位的影响。

４．１　微地震震源类型

首先计算一个均匀介质模型的微地震响应，模

型的纵波速度为３０００ｍ／ｓ，横波速度为１７６０ｍ／ｓ，密

度为２．４ｇ／ｃｍ
３。模型网格为５０１×５０１，空间离散

间隔为４ｍ×４ｍ，震源函数为 Ｒｉｃｋｅｒ子波，主频为

３０Ｈｚ，时间采样间隔为０．５ｍｓ，震源位于模型中心

（１０００ｍ，１０００ｍ）。图３为不同类型震源的垂直分

量记录波场快照，不同类型震源的波场快照明显不

同。由图３可知非ＩＳＯ震源激发的信号中Ｓ波振

幅和能量较大，如果微地震信号能量较弱、信噪比较

低，Ｐ波可能会淹没于噪声中，利用Ｐ波和Ｓ波联合

进行震源定位可以提高定位精度。

图３　不同类型震源的０．２５ｓ波场快照

（ａ）ＩＳＯ震源；（ｂ）ＤＣ震源；（ｃ）ＣＬＶＤ震源；（ｄ）ＣＯＭＢＯ震源

　　在页岩气储层微地震激发与传播研究中，由于

压裂会导致地下岩层形成破碎带，破碎带的物理性

质和几何形态以及尺寸等因素都可能对微地震信号

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建立三层页岩气储层模型，

其中第一层和第三层介质的纵波速度为５７００ｍ／ｓ，

横波速度为３０００ｍ／ｓ，密度为２．６ｇ／ｃｍ
３，第一层厚

度为２２０ｍ；第二层为页岩气储层，其纵波速度为

４４００ｍ／ｓ，横波速度为２２５０ｍ／ｓ，密度为２．２３ｇ／ｃｍ
３，

厚度为６０ｍ。如考虑各向异性情况，页岩气储层的

Ｔｈｏｍｓｏｎ参数取为：ε＝０．２，δ＝０．１，γ＝０．１５。将

页岩气储层模型离散为２ｍ×２ｍ网格，震源位置在

（２５０ｍ，２５０ｍ，２５０ｍ）处，震源类型分别为ＩＳＯ、ＤＣ

和ＣＬＶＤ，震源函数为Ｒｉｃｋｅｒ子波，主频为１００Ｈｚ，

时间采样间隔为０．２ｍｓ。图４为页岩气储层模型在

８０ｍｓ时的波场快照，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来自各个界

面的反射以及界面之间的多次反射，由于薄层的存

在，地震波的大部分能量 “陷入”薄层内，从而形成

“导波”。

图５为不同类型震源的单道地震记录，接收点

在（０，２５０ｍ，２５０ｍ）处，从中可以明显看到震源类型

和介质各向异性对地震波走时和振幅的影响。由于

页岩层和围岩存在较为明显的速度差异，页岩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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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震波振幅产生影响。对比波场快照和地震记录

可知，不同类型的震源产生的波场存在较为明显的

差异，ＩＳＯ源纵波能量较强，ＤＣ源和ＣＬＶＤ源包含

较为丰富的剪切波成分，其纵波能量较弱。对于

ＩＳＯ源，介质各向异性会对地震波产生较大影响；对

于ＤＣ源和ＣＬＶＤ源而言，则相对变化较小。

图４　页岩气储层模型的波场快照

（ａ）各向同性介质，ＩＳＯ震源；（ｂ）各向同性介质，ＤＣ震源；（ｃ）各向同性介质，ＣＬＶＤ震源；

（ｄ）各向异性介质，ＩＳＯ震源；（ｅ）各向异性介质，ＤＣ震源；（ｆ）各向异性介质，ＣＬＶＤ震源

图５　不同类型震源的合成地震记录

（ａ）ＩＳＯ震源；（ｂ）ＤＣ震源；（ｃ）ＣＬＶＤ震源

　　各向同性情况下导波能量较大，这在波场快照

中较为明显。各向异性介质由于选择的是 ＶＴＩ介

质，其水平方向的速度大于垂直方向的速度，导波能

量有所减弱。因此，对于针对页岩气的地震资料要

十分谨慎地考虑各向异性的影响，若采用各向同性

的技术去处理页岩气的地震资料，将会得到不准确

的定位结果。

４．２　微地震震源频率与介质非均质性

岩石破裂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微小破裂逐

渐集结为较大的破裂［５］。假定在距离犾上滑动受

阻，犾越长，在初始阶段滑动越慢，当犾比较短时，特

征时间常数狋为

狋＝
犾
狏
＝
πμ犈［１－（狏

２／犞２Ｓ）］
１／２

２σ
２狏

（１４）

其中：μ为介质的剪切模量；犞Ｓ 为横波波速；狏是破

裂速度；σ为单位面积上的内聚力；犈为表面能。破

裂信号的截止频率随着裂纹长度增加而降低。微破

裂发生过程中，频率具有向低频移动的趋势，并且裂

缝越大频率越低。

对于圆形裂纹模型，Ｓ波拐角频率犳ｃ满足
［５］

犳ｃ＝
１

２π
犆Ｓ犞Ｓ ３

１６Δσ
７犖槡 ０

（１５）

其中：Δσ为应力降；犖０ 是地震矩；犆ｓ 是常数。随着

地震矩的增加，拐角频率减小。矩震级犖ｗ 满足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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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ｗ ＝
２

３
ｌｇ犖０－１０．７ （１６）

　　Ｅｉｓｎｅｒ等
［４］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震级犖ｗ 为

－１时的微地震，其震源拐角频率可达１０２～１０
３Ｈｚ

量级；震级犖ｗ 为０时的微地震，其震源拐角频率可

达１０～１０
２Ｈｚ量级。

由于页岩十分致密，页岩气的开发需要水平井

压裂，清楚地知道页岩的顶、底边界对于后期水平井

开发是十分重要的。以往的研究表明，在页岩气开

发过程中，用于监测裂缝的微地震资料的主频可达

数百甚至上千赫兹，因此高频信号的数值模拟是必

要的。在微地震信号检测中，所测得的信号波形，由

于地下介质特性和地面接收条件等的影响而变得非

常复杂，与源波形在一定程度上不同。

建立参数如表１所示的多层模型，将ＤＣ震源

置于（７５０ｍ，７００ｍ）处，采用Ｒｉｃｋｅｒ子波。图６为不同

频率震源在１８０ｍｓ时的波场快照，图７为（７００ｍ，０）

处的单道地震记录。可以看出，低频波有更长的波

长，因此有较大的速度空间；高频波的波长较小，对

局部速度变化更为敏感。以往的研究表明微地震信

号一般具有较宽的初始频带范围，而传播过程中由

于介质的吸收衰减效应以及检波器的接收响应特性

会导致微地震信号主频的降低。如果考虑介质的黏

弹性的存在，高频信号衰减较快，低频信号衰减相对

较慢。对于初至波而言，Ｐ波和Ｓ波相位在各频率

上的到时都基本相同，然而在野外信号采集中，环境

和仪器噪声使得真实数据中初至波的识别变得

困难。

表１　多层模型参数

层号
深度

ｍ

犞Ｐ

ｍ／ｓ

犞Ｓ

ｍ／ｓ
ρ
ｇ／ｃｍ

１ ２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２

２ ６００ ３５００ ２２００ ２．５

３ ８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８

４ ９００ ３６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６

５ ３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３

图６　不同频率震源情况下接收到的波场快照

（ａ）６０Ｈｚ；（ｂ）１００Ｈｚ；（ｃ）１５０Ｈｚ

图７　不同频率震源的单道地震记录

５　结论

本文从微地震震源机制出发，通过有限差分正

演模拟分析了微地震信号的传播特性。根据微地震

事件的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结果，可以更清楚认识

微地震的波场特征，指导地面压裂监测观测系统的

设计。

（１）材料受力时，应力在有利于发生破裂的微裂

隙末端集中导致裂纹的产生，裂纹的产生诱发微地

震。在水力压裂的过程中裂纹尖端效应和漏泄效应

是产生微震的主要原因；

（２）微地震震源矩张量 用特征值分解法可以

分解为双力偶部分（ＤＣ）、补偿线性矢量极偶成分

（ＣＬＶＤ）和各向同性部分（ＩＳＯ），非ＤＣ成分是重要

的一部分。考虑到微地震信号能量较弱，信噪比较

低，Ｐ波可能会淹没于噪声中，利用Ｐ波和Ｓ波联合

进行震源定位可以提高定位精度；

（３）有限差分正演结果表明微地震震源特性和

速度模型会显著影响微地震波形。不同类型的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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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波场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ＩＳＯ源纵波能量

较强，ＤＣ源和ＣＬＶＤ源包含较为丰富的剪切波成

分，其纵波能量较弱。随震源频率增加，速度模型对

于正演模拟结果的影响程度也在增加，任何不考虑

速度模型误差和有限频率效应的定位算法，将明显

降低定位精度。对于ＩＳＯ源而言，介质的各向异性

会对地震波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ＤＣ源和ＣＬＶＤ

源而言，则相对变化较小。

参 考 文 献

［１］　ＳｔａｎěｋＦ，ＥｉｓｎｅｒＬａｎｄＭｏｓｅｒＴＪ．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ｏｕｒ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ｆｒｏｍＰｗａｖ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ｍｉｃｒｏ

ｓｅｉｓｍｉｃ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６２（３）：４７５４９０．
［２］　ＪｉａｏＷＪ，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ＭａｎｄＳｅｎａＡ．Ｔｈｅｍａｔｔｅｒｏｆ

ｓｉｚｅ：Ｏｎｔｈｅｍｏｍｅｎｔ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ｅ
ｖｅｎｔ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４，７９（３）：ＫＳ３１ＫＳ４１．

［３］　ＢａｉｇＡ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ｃｉｃＴＩ．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ｍｏｍｅｎｔｔｅｎ
ｓｏｒｓ：Ａｐａｔｈ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ｆｒａｃ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Ｌｅａｄ
ｉｎｇＥｄｇｅ，２０１０，２９（３）：３２０３２４．

［４］　ＥｉｓｎｅｒＬ，ＧｅｉＤａｎｄＨａｌｌｏＭ．Ｔｈｅｐｅａｋ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ｗａｖｅｓ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ｖｅｎｔ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１３，７８（６）：Ａ４５Ａ４９．
［５］　ＡｋｉＫ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ＰＧ．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

（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２．
［６］　孟昭波，杨丽华．地震勘探正演问题中震源机理的数

值模拟．石油地球物理勘探，１９９０，２５（１）：４５５２．
ＭｅｎｇＺｈａｏｂｏ，ＹａｎｇＬｉｈｕａ．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ＯＧＰ，

１９９０，２５（１）：４５５２，６２．
［７］　ＥｉｓｎｅｒＬ，ＨｕｌｓｅｙＢＪ，ＤｕｎｃａｎＰ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２０１０，５８（５）：８０５８１６．
［８］　ＭａｘｗｅｌｌＳＣ．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ｂｏｒｎｆｒｏｍｓｕｃ

ｃｅｓｓ．Ｔｈ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Ｅｄｇｅ，２０１０，２９（３）：３３８３４３．
［９］　ＪａｎｓｋｙＪ．ＰｌｉｃｋａＶａｎｄＥｉｓｎｅｒＬ．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ｊｏｉｎｔ

１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ｂｙｔｈ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２０１０，５８（２）：２２９２３４．
［１０］　ＡｎｇｕｓＤＡ．Ａｏｎｅｗａｙｗａｖ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ｅｔ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ｈｅｔｅｒｏｇｅ

ｎｅｉｔｙ．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５，

１６２（３）：８８２８９８．
［１１］　ＡｎｇｕｓＤＡ，ＫｅｎｄａｌｌＪＭ，ＦｉｓｈｅｒＱＪ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ｏｆａ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ｆｒｏｍｃｏｕｐｌｅｄ

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ｗ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２０１０，５８（５）：９０１９１４．
［１２］　刘振武，撒利明，巫芙蓉等．中国石油集团非常规油

气微地震监测技术现状及发展方向．石油地球物理

勘探，２０１３，４８（５）：８４３８５３．
ＬｉｕＺｈｅｎｗｕ，ＳａＬｉｍｉｎｇ，ＷｕＦｕｒｏｎｇ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
ｍｉｃｍｏｎｉｔｏ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ｔａｔｕｓｆｏｒ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Ｅ＆Ｐａｎｄｉｔｓｆｕ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ＣＮＰＣ．

ＯＧＰ，２０１３，４８（５）：８４３８５３．
［１３］　ＦｉｓｃｈｅｒＴ，ＧｕｅｓｔＡ．Ｓｈｅａｒａｎｄｔｅｎｓｉｌ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ｆｌｕｉｄ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

ｔｅｒｓ，２０１１，３８（５）：ＬＯ５３０７．

［１４］　ＨｕｄｓｏｎＪ，ＰｅａｒｃｅＲ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ｓＲ．Ｓｏｕｒｃｅｔｙｐｅｐｌｏｔ
ｆｏｒ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ｍｅｎｔｔｅｎｓｏ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９８９，９４（Ｂ１）：７６５
７７４．

［１５］　ＧｒｅｃｈｋａＶ，ＹａｓｋｅｖｉｃｈＳ．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ｉｎｍｉ
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 Ｂａｋｋｅｎ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４，７９（１）：ＫＳ１ＫＳ１２．
［１６］　ＥａｔｏｎＤ ＷａｎｄＦｏｒｏｕｈｉｄｅｈＦ．Ｓｏｌｉｄａｎｇ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ａｒｒａｙ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ｍｏｍｅｎｔｔｅｎｓｏｒ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１，７６（６）：

ＷＣ７７ＷＣ８５．
［１７］　ＮｏｌｅｎＨｏｅｋｓｅｍａＲａｎｄＲｕｆｆＬ．Ｍｏｍｅｎｔｔｅｎｓｏｒｉ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 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ｓａｎｄ ｐｒｏｐｐｅｄ

ｈｙｄｒｏ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Ｍｓｉｔｅ，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０１，３３６（１）：１６３１８１．
［１８］　íｌｅｎＪ，ＨｉｌｌＤＰ，ＥｉｓｎｅｒＬｅｔａｌ．Ｎｏｎｄｏｕｂｌｅｃｏｕｐｌ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２００９，１１４（Ｂ８）：Ｂ０８３０７．

［１９］　ＪｕｌｉａｎＢＲ，ＦｏｕｌｇｅｒＧ Ｒ．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ｉｃ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０，

１８２（３）：１３２７１３３８．
［２０］　ＳｏｎｇＦＸ，ＷａｒｐｉｎｓｋｉＮＲａｎｄＴｏｋｓｚＮ．Ｆｕｌｌｗａｖｅ

ｆｏｒｍｂａｓｅｄ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

ｔｈｅＢａｒｎｅｔｔＳｈａｌｅ：Ｌｉｎｋ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ｔｏｒｅｓｅｒ
ｖｏｉｒ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４，７９（２）：ＫＳ１３
ＫＳ３０．

［２１］　Ｖａｖｒｙ̌ｃｕｋＶ．Ｔｅｎｓｉｌ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２０１１，１１６（Ｂ１２）：Ｂ１２３２０．

［２２］　ＬａｙＴａｎｄＷａｌｌａｃｅＴＣ．Ｍｏｄｅｒｎ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５．

［２３］　ＳｈｉＺａｎｄＢｅｎＺｉｏｎ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ｅｎｓｉｌｅ
ａｎｄｓｈｅａｒｐｏｉｎｔ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ｉｌａｒａｎｄｄｉ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ｓｏｌｉｄ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０９，１７９（１）：４４４４５８．
［２４］　Ｚｈａｎｇ ＷａｎｄＳｈｅｎＹ．Ｕｎｓｐｌｉｔ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ｈｉｆｔｅｄＰＭＬ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Ｇｅｏｐｈｙ

ｓｉｃｓ，２０１０，７５（４）：Ｔ１４１Ｔ１５４．
［２５］　ＧｒａｖｅｓＲＷ．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ｉｎ

３Ｄ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ｄｉａｕｓｉｎｇｓｔａｇｇｅｒｅｄｇｒｉｄ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

ｃａ，１９９６，８６（４）：１０９１１１０６．
［２６］　ＤｒｏｓｓａｅｒｔＦ ＨａｎｄＧｉａｎｎｏｐｏｕｌｏｓＡ．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ｓｈｉｆｔｅｄ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ＭＬｆｏｒＦＤＴ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ｅｌａｓｔｉｃｗａｖｅｓ．ＷａｖｅＭｏ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４４（７）：５９３６０４．

［２７］　Ｋａｎａｍｏｒｉ Ｈ．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ｎ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１９７７，８２（１０）：２９８１２９８７．

（本文编辑：宜明理）

作 者 简 介

　　唐杰　博士，副教授，１９８０年生；

２００３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

物理专业，２００８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科技

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现在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主要从事

地震岩石物理方面的研究。


	Button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