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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中东部地区M≥6地震潜在 

震源区的综合图像识别 

毛 燕，俞维贤，王 彬 
(云南省地震局 ，云 南 昆明 650041) 

摘 要：利用云南中东部地 区多年来有关的地震地质、地球物理、地 壳形变等方 面的研 究成果，分析 

选定了 15个与强震较为相 关的特征标志，并通过图像识别方法最终 筛选 出 12个标志作 为特征参 

数。通过综合 图像识别在 l0O个研 究对象中得到 了47个 M≥6地震的潜在震源区，再在确定 出的 

有可能发生及原 已发生过 6级地震的 49个研 究区中识别 出27个 M≥7地震的潜在震源 区，给出 

了云南中东部地 区中强震潜在震源区预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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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tic Pattern Distinction of Potential Seismic Focus Areas for 

the M ≥6 Earthquak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Yunnan Province 

MAO Yan，YU W ei-xian，WANG Bin 

(EarthquakeAdministration of Yunnan Province，Kunming 65004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seismogeology，geophysics and crustal deformation in contral and 

eastern Yunnan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the 15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which are closely corre— 

lated tO strong earthquakes are analysed and selected．Among the 1 5 parameters，1 2 are choosed 

by sieving method of pattern distinction as the final parameters． Using the means of synthetic 

pattern distinction，47 potential seismic focus areas for M≥ 6 earthquake from 1 00 studying areas 

are determined．Then，27 potential seismic focus areas for M≥ 7 earthquake are obtained from 49 

studying areas in which the M  6 earthquakes have occurred or will occure possibilly． On this 

foundation，a predictive map of potential seismic source areas for moderate-- strong earthquak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Yunnan province i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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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图像识别是上个世纪 中后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 

兴学科，可以应用于多个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的 

研究[1 表明，虽然他们所用的方法各具特色，但方 

法和思路都较相似，且研究结果都比较令人满意。 

昆明是云南省的经济 、文化、工业中心，而昆明 

中东部地区的小江、曲江、石屏一建水等断裂带是历 

史地震强度大、频度高的地震构造带，因此是地震工 

作者重点关注的地区。地震工作者在该区已进行了 

大量的地震地质、地球物理及地壳形变等方面的研 

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基础资料，给进一步的研究工 

作创造了条件[1 “]。本文是综合应用这些宝贵资 

料利用图像识别方法对该 区内的强震潜在震源区进 

行 了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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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以 6级地震为基础的识别结果 

由以上所确定 的 12个特征参 数为基础 ，经 1O 

组阀值进行试验 ，有 4组 阀值 (表 3)的计算结果较 

为一致 。判定得到 47个 D类 目标 ，占全区的 47 ， 

其中有 18个 目标为原有 6级 以上地震记录的 目标 ， 

29个为新判定的中强地震潜在震源区，有 2个误判 

目标 ，识别准确率为 9O 2／6，达到预期要求 。 

3．2 以 7级地震为基础的识别结果 

由以上所确定的 12个特征参数为基础，经 8组 

阀值进行试验，有 4组阀值(表 4)的计算结果较为 
一 致 ，判定得到 27个 D类 目标 ，占全 区的 55％，其 

中有 7个 目标为原有 7级 以上历史地震的 目标 ，2O 

个为新判定的 7级地震潜在震源区。 

表 4 7级 震源 区阀值取值表 

3．3 昆明中东部地区 6级、7级以上级地震潜在震 

源区判定结果 

通过上述计算机综合图像识别的分级判定，最 

终得出昆明中东部地区强震潜在震源区的综合预测 

图(图 2)。从图中可看出 7级地震 的潜在震源 区覆 

盖了研究区内小江断裂带、通海一石屏建水断裂带 

及绿汁江断裂和楚雄 一南华断裂的部分地段 ；6级 

地震的潜在震源区覆盖了研究 区内晚更世以来仍明 

显活动的断裂的主要地段 。 

4 结果与讨论 

(1)在整个判定过程 中，对于历史上 没有 6级 

以上地震记载地区的类别划分是很重要的，因为识 

别历史上没有 6级以上地震记载 ，而存在将来可能 

发生 6级以上地震的潜在震源区才是图像识别 的目 

的所在。因此用图像识 别判定潜在 震源 区的思路 

是 ：以原已有 6级 以上地震记载 的确定震源区为基 

础，判别中调整删除各参数进行试验，要使得已确定 

潜在震源区的判对率在 9O％以上 ，适当地扩大 D类 

目标的覆盖范围，使之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 。而以 

7级地震为基础 ，判对率为 78 ，这更加强了研究区 

中强地震潜在震源区的识别结果 。 

(2)由云南中东部地区中强地震潜在震源区的 

综合图像识别结果(图 2)可看出，云南中东部地区 

M≥6地震潜在震源区覆盖 了研究区内所有现今仍 

继续活动的断裂构造 区段 ，且判断出的潜在震源区 

更密集于多组断裂的交叉 、转折及斜列部位，表明判 

定结果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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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云南中东部地 区 ／VF~6地震潜在震源区 

的综合预 测 图 

Fig．2 Comprehensively forcasting map of M≥ 6 

earthquakes potential focus areas in Middle 

and eastern Yunnan province． 

(3)本文在云南中东部地区识别出 27个未来 

具有／V／~7地震的危险目标和47个未来具有／V／>~6 

地震的危险目标 ，对区内中长期地震预报 、城市建设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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