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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5月 3日金塔一阿拉善盟 5．4级地震震源机制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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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甘肃省数字地震 台网的波形资料 ，采 用 CAP方法反演得到 2012年 5月 3日金 塔一 阿拉善 盟 5．4级地 

震 的震 源机 制解。震源性质为走滑型 ，断层破 裂面为 78。，主压应力 P轴方向为 N32。E，震源深度为 9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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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al M echanism of the Jintan—Alashanmeng M 5．4 Earthquake on M ay 3，2012 

ZHANG Hui 一，W ANG Yi xi 

(1．LanzhoaInstitute of Seismology，ChinaEarthquakeAdministration。Larlzho r4 730000，China 

2．Lanzhou National Observatory oJ Geophysics，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Using the waveform data from the Digital Seismological Network of Gansu province，adopting CAP meth 

od，the focal mechanism of the 5．4 earthquake which occurred at JinTan— Alashanmeng on May 3，2012，is ob 

tained．It shows that the character of focus is strike—slip。the fault rupture plan is 78。，azimuth of maximum princi 

pal compressive stress，P，is N32。E，and the focal depth is 9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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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据 中国地震 台网测定 ，2O12年 5月 3日北京 时间 18时 

l9分 35秒 ，在甘肃 省酒 泉市 金塔 县 、内蒙 古 自治 区阿 拉善 

蒙额济纳 旗交 界处 (北 纬 40．6。，东 经 98．6。)发生 5．4级地 

震 ，震 源深度 8 km。本次 地震有感 范 围大 ，酒 泉 、嘉峪关 等 

城市 均强烈有感 。甘肃省 强震 动台 网有 5个 强震动 台记 录 

到了此次地震，各台加速度值分别为：金塔 23．3 gal，双塔 

16．1 gal，西洞 10．9 gal，盐池 7．8 gal，玉 门 5．0 gal。主震 发 

生后余震 不断 ，截止 5月 5日 6时就发 生余震 380多次 ，最 

大余震 Ms3．6。 

甘肃“十五”数 字地震 台网 自 2008年 6月改 造后 ，分 布 

合理 ，对祁连山西段 的监控能力增 强。本文 利用 “十 五”区域 

数字地震 台网的波形 资料 ，采用 CAP方法 反演得 到 了本 

次地震的震源机制解 。 

1 方法简介 

CAP(Cut and Paste)方法[5 将 宽频带地 震 记录 分割成 

Pnl波 和面波两 个 部分 进 行反 演 ，是 一 种全 波 形 的反 演方 

法 。。。】。该方法具有所需 台站 少、反 演结 果对 速度模 型和地 

壳结构横向变化的依赖性相对较小等优点，并且对地震深度 

有 比较好 的约束 。 

将观测数据去 除仪 器响应 ，旋转 得到 径向 、切 向和垂 向 

的地动位移 。为 了消除速度结构横 向变化 的影响 ，对 Pnl波 

和面波波形分别通过 0．05～0．2 Hz和 0．05～0．1 Hz的 4 

阶 Butterworth带 通滤 波器 压制 噪音 。通 过频 率 一波数 法 

(F--K)E 4 3计算格林 函数 ，进 而合成 理论地震 图 ，对理论 波形 

采用与观测波形相 同的分解 、滤波规则 。震源参数采用 全空 

间 中格点搜索 ，对不 同的波段 数据分 别做互相 关 ，得到不 同 

深度上的震源机制和误差，当满足具有最小误差值时对应的 

断层 面解 即为最佳震源机制解。 

2 震源机制解结果 

图 1为 9个 台站 的理论波形 和实 际观测对 比、误差值 及 

台站投影 到震 源球 上 的位 置图 。图 中理 论波形 和实 际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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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形互相关 系数多 数在 85 以上 ，表 明波 形 的三分 量及 

Pnl和 Snl部分都有较好的对应关系。SBC和 DHT两个台 

中面波垂直分量为虚线波段，说明这两个波段在反演中权重 

为零 ，不参 与反演 计算 。由近震 波 形反 演得 到 的震 源机 制 

为 ：方 位角 78。、倾 角 82。、滑 动角 一26。，地 震为 典型 的走 滑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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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Ms5．4主震的震源参数 

4．8 

4．4 

4_O 

嗤 

4 32 99 

2 ．10 40 ，1 n 

92 ； “ [1] 

_ _ _ =7 ．_ ．==_ _  -  

I．00 1∞ 2．20 2 20 

66 83 86 79 

_ - _ _ 二  _ _  -__ =  =_ 

3．00 3㈣ 3．∞ 一3．40 

68 69 9l 76 

n 

87 

————》 0—一  
一  f ， 一 
4铀 V 

87 

图 1 Ms5．4主震 的震 源机制解 、台站分布、反演误差 、 

互相 关 系数 示意 图(其 中灰 色为理论图 、 

黑 色为观 测图，虚线波段不参与反演计算) 

Fig．1 The focal mechanism solution of the Ms5．4 mainshock， 

station distribution，error between the synthetic wave and 

the observatiOn Wave and cross-correlatiOn coeffic1ent． 

图 2是利用网格搜索得到的震源机制随不同震 

源深度的变化图，其纵轴为该深 度计算理论 波形 和 

实际观测的最小二乘误差值。图 2表明，反演得 到 

的震源机制较为稳定 ，随震源深度的变化不是很 明 

显 ，最佳震源深度为 9 km。 

表 1给出了深度 9 km的最佳震源机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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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深度误 差和震 源机 制随震源深度 的变化图 

Fig．2 Error plots as a{unction of source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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