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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震源基本信息及震源机制 

针对《2007-2020 年强震动记录波形质量核查》报告中 11078 组

强震动观测记录所涉及的 1942 次地震，本报告从中国地震台网地震

目录中逐一查找这些地震的基本信息，确定了 1897 次地震的基本信

息，包括发震时刻（北京时间，格式为：yyyy-mm-dd hh:mm:ss）、地

震名称（省+县/市/区，例如四川泸定）、震中位置（如图 1 所示）、震

源深度、震级、震级类型（ML或 MS），其中有 45 次地震在中国地震

台网地震目录并未查找到，因此本报告不包含这 45 次地震，同时这

些地震所对应的 543 组强震动观测记录也不再予以考虑。2009 年 1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地震的基本信息来源于中国地震台网正式地震目

录

（ https://data.earthquake.cn/datashare/report.shtml?PAGEID=earthquake

_zhengshi），但 2009 年后的个别地震（包括：2009-02-20 18:02:29 新

疆柯坪 5.2 级地震、2010-06-22 15:24:25 新疆乌恰 3.8 级地震、2016-

03-05 19:20:22 云南勐腊 4.6 级地震、2018-09-15 09:13:13 吉林松原 4.5

级地震、2020-01-18 00:09:21 新疆伽师 3.9 级地震）的基本信息来源

于 中 国 地 震 台 网 速 报 目 录

（ https://data.earthquake.cn/datashare/report.shtml?PAGEID=earthquake

_subao），2007-2008 年发生的地震的基本信息均来源于区域子网地震

目录（包括南北地震带子网、天山地震带子网、青藏高原子网）。 

https://data.earthquake.cn/datashare/report.shtml?PAGEID=earthquake_zhengshi%EF%BC%89%EF%BC%8C%E4%BD%86%E4%B8%AA%E5%88%AB2009
https://data.earthquake.cn/datashare/report.shtml?PAGEID=earthquake_zhengshi%EF%BC%89%EF%BC%8C%E4%BD%86%E4%B8%AA%E5%88%AB2009
https://data.earthquake.cn/datashare/report.shtml?PAGEID=earthquake_zhengshi%EF%BC%89%EF%BC%8C2007%E5%B9%B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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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震震中位置 

地震震源机制包括矩震级（Mw）、两个节面的走向角（θ）、倾角

（δ）和滑动角（λ）、张应力轴倾角（T-Plunge）、压应力轴倾角（P-

Plunge）、零轴倾角（B-Plunge）、断层类型（TOF），震源机制解来源

于专业机构及大量文献提供的结果，主要包括 2000-2014 年云南省地

震统一矩张量解（Xu 等，2020）、2009-2017 年中国西南地区地震矩

张量解（Wang 和 Chu，2020）、1976-2016 年云南省地震矩张量解（Tian

等，2019）、2008-2018 年龙门山断裂带地震的震源机制解（杨宜海等，

2021）、四川汶川/芦山/九寨沟/长宁地震序列的震源机制解（易桂喜

等，2012，2016，2017，2019）、2008 年新疆乌恰地震序列的震源机

制解（唐兰兰等，2012）、2014 年云南景谷地震序列的震源机制解（谢

张迪和韩竹军，2019）、2016 年新疆呼图壁地震序列的震源机制解（刘

建明等，2018）等 70 余篇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中国地震



 

3 

局公开发布的中国大陆及邻区震源机制数据集（2009-2021 年）

（https://data.earthquake.cn/datashare/report.shtml?PAGEID=datasourcel

ist&dt=ff8080827e4d6cf5017f1f5b440d0019 ） 、 Global CMT

（https://www.globalcmt.org/）等机构。对于单次地震由多个文献或机

构均给出震源机制解的情况，根据计算震源机制解所采用的数据，按

照区域台网数据优先于全球台网数据的原则，推荐了震源机制解，数

据集中 flag_focal_mech 为 1 表示为推荐值，0 表示为不推荐值。地震

断层类型根据 Zoback（1992）世界应力图的 T/B/P 轴倾角进行分类，

分为正断（NF）、正断走滑（NS）、走滑（SS）、逆冲走滑（TS）、逆

冲（TF）、不确定（U）六类。 

本数据集最终汇编了 1043 次地震的震源机制解，854 次地震未

获得震源机制解，获取到震源机制解的地震的震中位置如图 2 所示，

主要分布在南北地震带和天山地震带上，获得和未获得震源机制解的

地震的震级分布直方图如图 3 所示，大多数 4 级以上地震获得了震源

机制解，多数 3 级以下地震未获得震源机制解，图 4 给出了不同断层

类型的地震的占比情况，已获得震源机制解的地震中，逆冲（TF）最

多，走滑（SS）次之，不确定（U）再次之，而正断走滑（NS）最少；

其中 UA 表示未获得震源机制解的地震。 

地 震 的 震 源 基 本 信 息 及 震 源 机 制 解 数 据 详 见

CN_Flatfile_EQ_Focal_Mechanism_Database.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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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获得震源机制解的地震的震中位置 

  

图 3 震级分布直方图 图 4 不同断层类型地震占比 

2 大震破裂面 

针对 2007-2020 年我国强震动观测台网记录所对应的 M≥6.0 地

震，查阅相关文献确定了 18 次地震的震源破裂面信息，包括沿走向

的破裂面长度（L）、沿倾向的破裂面宽度（W）、破裂面积（A）、破裂

面顶端深度（ZTOR）、破裂面走向角（θ）、破裂面倾角（δ）及破裂滑

动角（λ），破裂面示意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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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震源破裂面示意图 （引自徐培彬(2019)） 

地震学家基于各类地震观测数据（远震资料、大地测量数据、近

场强震动数据等）发展了多种有效的震源破裂过程的反演方法，给出

大地震的震源运动学破裂模型。单一类型观测资料难以保证对震源区

的有效覆盖，且包含的震源信息具有局限性，基于近震动态数据、远

场测震数据及大地测量等观测资料的震源破裂过程联合反演，可以利

用不同类型观测数据敏感性上的优势，更好地约束震源破裂过程，更

精细地刻画震源破裂细节，显著提高反演的可靠性。本数据集收集了

不同研究给出的 17 次地震的 26 个震源破裂模型，包括 2007 年 6 月

3 日云南宁洱 MS6.6 地震（张勇等, 2008）、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

川 MS7.8 地震（Fielding 等, 2013; Hayes 等, 2017）、2008 年 10 月 5 日

新疆乌恰 MS7.1 地震（苏金荣和郭志, 2013）、2012 年 6 月 30 日新疆

新源 MS6.6 地震（王琼等, 2015）、2013 年 4 月 20 日四川芦山 MS7.0

地震（Hao 等, 2013; Zhang 等, 2014; 王卫民等 2013）、2013 年 7 月

22 日 MS6.7 甘肃岷县地震（孙蒙等, 2015）、2014 年 8 月 30 日云南鲁

甸 MS6.6 地震（张勇等, 2015）、2014 年 10 月 7 日云南景谷 MS6.9 地

震（张勇等，2014）、2014 年 11 月 22 日四川康定 MS6.4 地震（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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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21）、2015 年 7 月 3 日新疆皮山 MS6.5 地震（王洵等, 2019; 

Ainscoe 等, 2017）、2015 年 1 月 21 日青海门源 MS6.4 地震（郑绪君

等, 2018）、2016 年 11 月 25 日新疆阿克陶 MS6.8 地震（张旭等, 2017; 

Li等, 2018）、2016年 12月 8日新疆呼图壁MS6.2地震（Liu等, 2017）、

2017 年 8 月 8 日四川九寨沟 MS7.0 地震（Zhang 等, 2021a; Zhang 等, 

2021b; Zheng 等, 2021; 申文豪等, 2019）、2017 年 8 月 9 日新疆精河

MS6.6 地震（Zhang 等, 2020; 王平川等, 2021）、2019 年 6 月 17 日四

川长宁 MS6.0 地震（Wang 等, 2020）、2020 年 1 月 19 日新疆伽师 MS6.5

地震（Yao 等, 2021）。根据震源破裂模型反演所采用的地震观测数据

的不同，将反演破裂模型的方法分为 M1（利用远震、大地测量、近

场强震动联合反演）、M2（利用大地测量、近场强震动联合反演）、M3

（利用远震、大地测量联合反演）、M4（利用远震、近场强震动联合

反演）、M5（利用远震反演）、M6（利用近场强震反演）、M7（利用

大地测量反演），对于一个地震有多个破裂模型反演结果的情况，优

先选用多种数据联合反演的结构，优先级 M1>M2/M3/M4>M5/M6/M7。

在进行震源破裂过程反演时，一般会给定一个足够大的初始破裂面，

确保地震足以在这个设定的破裂面上完成破裂过程，实际破裂面可能

要远小于这个设定初始的破裂面，根据 Somerville 等（1999）给出的

方法对破裂面反演结果进行裁剪，以获取更可靠的破裂面。 

根据大地震的余震序列的震源精定位结果、震源机制解、发震构

造等，也可以大概估计地震破裂面几何参数，这种估计震源破裂面的

方法定为 M8，对于未获得震源破裂模型的大地震，可根据 M8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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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地震的破裂面几何（L、W、A、ZTOR）参数，θ、δ、λ则直接采用

震源机制解，本数据集提供了根据M8估计给出的几次地震的破裂面，

包括 2014 年 5 月 30 日云南盈江 MS6.1 地震（杨婷等, 2016; Xu 等, 

2020）、2014 年 10 月 7 日云南景谷 MS6.9 地震（李丹宁等, 2017）、

2016 年 1 月 20 日青海门源 MS6.4 地震（梁姗姗等, 2017）。 

本 数 据 集 汇 总 的 大 地 震 破 裂 面 数 据 详 见

CN_Flatfile_EQ_Finite_Fault_Info_Database.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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