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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大陆东部地区地处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

块的交汇区域，长期受到印度洋板块、太平洋板块

和菲律宾海板块的俯冲影响，是欧亚大陆东部边缘

构造框架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也是研究板块相互作

用的天然实验室。已有的大尺度全国地震体波和面

波成像结果可以很好的分辨出主要的盆地和块体

分布，但体波成像的射线在地壳和上地幔顶部覆盖

率较差，且在传统的地震面波成像中，由于高频信

号的频散和衰减,导致反映浅部结构的短周期面波

频散信息难以提取出来。因此，华南地区浅部高精

度的地质结构信息在前人工作中尚为缺乏。接收函

数和背景噪声联合反演，克服传统面波反演和接收

函数反演的缺陷，优于单独使用接收函数或者面波

频散反演得出的地壳速度，可以获取准确的地下速

度结构和莫霍面起伏信息。本文利用接收函数和背

景噪声联合反演方法获得了华南大陆东部地区的

壳幔三维精细地震波速度结构。

1 数据和方法

研究区域为华南大陆东部及沿海地区（图 1）。
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为国家数字测震台网数据备份

中心（郑秀芬等，2009）及相关省市地震局提供的

三分量连续波形记录（2011.1-2012.12），福建、浙

江、江西和广东四省固定地震台站共计 143个。

1.1 接收函数数据

从观测记录中筛选出震级Ms≥5.5级，三分量

齐全，震相清晰，信噪比较高的 409个远震事件。

件在对以上地震事时间域内进行反褶积计算，提取

了每个台站下方的接收函数。作为联合反演的接收

函数数据。

图 1 研究区地形及台站位置分布图（蓝色方形为台站）

F1：郯庐断裂 F2：江绍断裂 F3：河源-邵武断裂 F4：政和-大埔断裂

1.2 噪声数据

固定台站在区域内分布较为均匀，台站间距为

50~800 km，我们应用时频分析技术从垂直分量连

续波形数据中提取了分辨率为0.5°*0.5°，6~30 s

范围内的 25个周期的 Rayleigh 波群速度频散和相

速度频散，作为联合反演的频散数据。

1.3 联合反演方法

本文采用迭代最小二乘法线性反演方法

（Herrmann, 2013），联合反演研究区台站的接收函

数和基阶瑞雷波群速度及相速度，建立该地区的地

壳上地幔 S波速度结构模型。各台站初始模型的

地壳厚度根据各台站接收函数H-ĸ结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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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Rayleigh 波群速度、相速度敏感度核，最终反

演的到各台站下方地下深度至 45 km的剪切波速度

结构。

图 2 3km（a）、5km(b)、10km(c)、15km(d)、20km(e)、30km(f)

深度的 S 波速度结构

2 结果和讨论

通过插值得到研究区不同深度上的 S波速度分

布（图 2）。深度为 3 km 的 S波速度切片反映了地

表沉积盖层的分布情况。鄱阳湖断陷盆地、沿江邵

断裂分布的金衢盆地和广丰盆地等是区域的沉积

中心，呈现低速特征。5 km 深度剖面高低速特征不

明显，说明该区域的沉积层较薄。10 km 深度的 S
波速度结构显示研究区上地壳呈现块状分布，表现

出强烈的横向非均匀性，这与该地区中生代岩浆的

频繁活动并形成大量的火山岩及侵入岩相关。深度

为 15 km 和 20 km 的 S 波速度图像显示政和-大埔

断裂两侧有明显速度差异，这与该区域的深地震测

深结果一致（李培等，2015）。深度 30 km 深度 S
波速度剖面显示，整个研究区由下地壳向地幔过

渡，广东大部分及东南沿海，赣北地壳厚度较薄

（<30 km）的地区开始进入地幔部分，速度相对较

高，地壳较厚的西南部地区显示高速。整体上看，

S波速度横向变化呈与太平洋俯冲带平行的条带状

分布特征，而与秦岭—大别构造方向垂直，这是华

南大陆东部现今构造格局的形成主要受中生代西

太平洋俯冲影响的重要证据。同时，S波速度横向

分布情况也揭示了研究区地壳厚度由西北内陆向

东南沿海减薄的趋势。

3 结论

本文利用华南大陆东部地区涵盖赣、闽、浙、

粤四省固定台站记录的远震资料和背景噪声资料

联合反演得到了研究区壳幔范围内的 S 波速度结

构。S波速度模型表明，该地区的浅部地壳速度结

构与地表地质构造吻合较好。在浅层地壳中，坳陷

盆地呈现低速，山区呈现高速。中下地壳深度范围

内显示的低速异常区可能与该区经历的多期岩浆

活动有关。本研究获得的速度结构为深入认识和理

解该地区深浅构造关系、壳内结构特征以及介质的

动力学环境和对未来地震危险性做出有效的评价

等, 提供了新的地球物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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