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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７届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术会议
及地震学和地球物理学领域进展

张雪梅　黄辅琼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４５

摘要　第 ２７届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术会议暨庆祝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

成立 １００周年活动于 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８～１８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会议举办了各学科研讨会、

联合研讨会和交叉学科研讨会，有关专家阐述了在地震学和地球物理学领域的关于地球深部结

构探测、地外行星探测、地震预警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并开展了改选理事会、颁发奖励、评选会士

等一系列活动。

关键词：　ＩＵＧＧ１００周年　ＩＡＳＰＥＩ　深部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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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９０９；［修定日期］２０１９０９２１

［项目类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７７４０６９，４１２７４０６１）资助

［作者简介］张雪梅，女，１９７４年生，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地球深部结构探测和大陆动力学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ｘｍ＠ｓｅｉｓ．ａｃ．ｃｎ

黄辅琼，通讯作者，女，１９６７年生，研究员，主要从事地震孕育发生过程中流体的作用与表现及地震预报的方

法研究。Ｅｍａｉｌ：ｈｆｑｉｏｎｇ＠ｓｅｉｓ．ａｃ．ｃｎ

０　会议概况

第 ２７届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术会议由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简称 ＩＵＧＧ）主办，ＩＵＧＧ是致力于使用大地测量学和
地球物理学研究地球和空间环境的非政府组织，是国际科学理事会（ＩＣＳＵ）所属的科学联合
会，１９１９年成立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其宗旨是通过国际合作交流促进地球及其空间环境的
物理、化学和数学的研究，包括地球的形状，地球的重力场和磁场，地球的动力学，地球内部

结构、组成和大地构造，岩浆、火山作用的成因和岩石形成，水循环，冰雪和海洋，大气圈、电

离层、磁层和日地关系，以及其他星体的相关问题等方面。目前 ＩＵＧＧ有８个国际性协会，包
括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ＩＡＣＳ）、国际大地测量协会（ＩＡＧ）、国际地震学和地球内部物理学协
会（ＩＡＳＰＥＩ）、国际火山学和地球内部化学协会（ＩＡＶＣＥＩ）、国际地磁学和高空物理学会（ＩＡ
ＧＡ）、国际气象学和大气科学协会（ＩＡＭＡＳ）、国际水文科学协会（ＩＡＨＳ）、国际海洋物理科学
协会（ＩＡＰＳＯ）。其中，国际地震学和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ＩＡＳＰＥＩ）是地震学和地球物理学
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术协会之一。

今年召开的第 ２７届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大会同时也庆祝 ＩＵＧＧ成立 １００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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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会共举办了 ９个联合研讨会、８个国际学术协会的全体大会及学科研讨会、８个交叉
学科研讨会。来自全球各地的 ４０００多名地球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学生等在大会期间做了
２３００多个口头报告和 １８００多个张贴报告。每个研讨会包含诸多专题报告会，其中，国际地
震学和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ＩＡＳＰＥＩ）举行了 ２６个专题报告和 ２７个交叉学科专题报告会。
ＩＡＳＰＥＩ协会的专题报告会包括：测量地震学，震源参数的自动计算，地震活动的诱发和触
发，地震传播、背景噪声和地球深部结构，海洋地震，地震观测、处理和解释，古地震和历史地

震，国家和区域地震中心亮点及挑战，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和监测全面禁试条约的进展，台

阵地震学进展，地震灾害与风险评估研究进展，毁灭性大陆地震的成因，地震的产生过程，地

震预报的新途径，地幔过渡带的构造与动力学，低速剪切带和下地幔结构，克拉通演化、结构

与资源，行星地震学，震源机制，岩石圈软流圈体系结构，大陆岩石圈的综合地震学研究，美
国南部和中部的俯冲带，地震学教育与全球发展等。大会参加人员众多、信息量大、覆盖面

广；除学术报告会、理事会会议，还有全球重要研究机构、出版社、仪器制造商、竞选未来举办

城市等参加了展出。

１　大会报告及地震学、地球物理学研究进展

１．１　大会报告
在 ＩＵＧＧ大会开幕式上，ＩＵＧＧ主席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ｉｄｅｒｉｓ致欢迎词并做报告，阐述了国际大地

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自 １９１９年在布鲁塞尔成立以来在通过科技合作、教育、政府间交流、
政策制定等推动地球及空间科学发展、自然灾害防范及造福人类等方面的成果。ＩＵＧＧ秘书
长 ＡｌｉｋＩｓｍａｉｌＺａｄｅｈ做了有关 ＩＵＧＧ理事会的工作汇报。

图 １　ＩＵＧＧ主席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ｉｄｅｒｉｓ做大会报告（ａ）及秘书长 ＡｌｉｋＩｓｍａｉｌＺａｄｅｈ做工作汇报（ｂ）

在大会综合报告中，ＲｉｃｈａｒｄＧｈａｉｌ从流变学、温度变化等方面展示了金星不同于地球的
深部特征。ＡｙｍｅｒｉｃＳｐｉｇａ就ＩｎＳｉｇｈｔ计划的新进展阐述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欧洲航天局
近年来在火星内部和大气方面的研究进展。ＧａｂｒｉｅｌＴｏｂｉｅ报告了伽利略号和卡西尼号对木
星和土星系统的探测研究及富水行星的物理化学特征及其演化。

在国际地震学和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开幕式上，ＩＡＳＰＥＩ主席 ＴｏｒｎｅＬａｙ做了地震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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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源物理、地下结构探测、地震灾害等方面的主题报告。ＪｏｈｎＡｄａｍｓ做了蒙特利尔地震危险
性报告。

１．２　地震监测及深部探测
快速准确地进行地震定位是地震工作者关注的领域，地震事件的自动定位的发展方向

是在地震监测，尤其是在微地震探测、震级测定等方面。在震源研究中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专

题（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ｉ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ｕｄｉｅｓ）中，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Ｂｉｅｇｅｌ改进了双差
定位，将其应用在加拿大密集台阵微震定位中来研究精细断层构造。国内外台阵地震学近

几年得到不断发展，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ａｎｇｓｔｏｎ利用非线性变尺度连续小波变化研究俄克拉荷马州北
部地震台阵，记录 Ｐｇ、Ｓｇ、Ｒｇ及高阶 Ｒｇ等。ＫｅｉｔｈＫｏｐｅｒ基于 Ｅａｒｔｈｓｃｏｐｅ台阵数据，研究阿拉
斯加 ２个短周期频段连续微震波场主周期和到达方向的时空变化。ＥｓｔｅｂａｎＣｈａｖｅｓ通过研
究重复地震的破裂过程，发现断裂带滑移幅度和应力降随加载速率减小而减小。

基于全球和区域地震台网记录的观测数据，世界各国学者研究克拉通地区、板块俯冲带

等区域的深部构造格局。在克拉通演化、构造和物性专题（Ｃｒａ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中，ＣｌａｉｒｅＣｕｒｒｉｅ基于多地球物理参数模拟科迪勒拉山系和北美克拉通之
间的地幔动力过程，研究克拉通地区地震构造及岩石圈增厚机理。在地球不同圈层相互作

用（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ＩｃｅＳｈｅｅｔｓ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ｓ）等联合专题中，ＤｏｕｇｌａｓＷｉｅｎｓ展示了基
于 ＧＰＳ和地震台站观测数据得到的南极洲地幔黏性结构与岩石圈厚度等成果。在地球内核
新发现专题（Ｎｅｗ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ＤｅｅｐＩｎｔｅｒｉｏｒ）中，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Ｊａｃｋｓｏｎ通过测量高温高压
下含铁相介质的非弹性 Ｘ射线的散射和折射，研究核幔边界的多尺度结构、各向异性及温
度。

在地震散射、噪声及地下结构探测专题（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Ｅａｒｔｈ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中，国内外地学工作者基于地震台网记录的连续波形数据，研究地下速度及
其变化。ＭａｒｔｈａＳａｖａｇｅ展示了基于白岛火山地区记录的波形数据动态监测大地震、火山喷
发前后速度及各向异性的变化。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Ｈｕｔａｐｅａ介绍了基于噪声观测数据连续监测地震、
火山爆发地区地下速度的时空变化系统。ＨｉｓａｓｈｉＮａｋａｈａｒａ利用噪声成像技术定量自动化产
出火山地区地震波速度变化及异常。ＴｏｍｏｙａＴａｋａｎｏ基于连续地震观测资料探讨了 Ｆｏｕｒ
ｎａｉｓｅ火山地区速度变化与浅层岩浆活动引起的应变。

ＩＡＳＰＥＩ、ＩＡＧ和 ＩＡＧＡ协会联合举办了地质灾害预警系统专题研讨会。ＤｅｒｙａＹａｌｃｉｎ报
告了由土耳其地震灾害和应急管理局开发的基于其境内两套监测系统自动发布的震源参

数、ＰＧＡ、ＰＧＶ、行政区划、公共设施等信息，这些信息可用于快速评估灾害损失。在地震预
警中可由震源位置和矩震级快速估计地震动强度，ＭｉｔｓｕｙｕｋｉＨｏｓｈｉｂａ阐述了在 ２０１６熊本 ７１
级地震时，近断层区域的密集地震台网记录的峰值地震动由于受地震波瞬时强辐射影响，在

近断层地区出现预警延迟，一般地震动实时监测较适于断层带附近的预警。在海啸预警

（Ｔｓｕｎａｍｉｓ）专题中，ＤｅｖａｒａｊＧｏｐｉｎａｔｈａｎ量化贝叶斯过程的震源不确定性，模拟地震发生后从
震源到浮标、海岸的海床变形，对海啸危险性进行评估。ＹｕｉｃｈｉｒｏＴｎｉｏｋａ报告了日本防灾研
究所基于布设于海底的压力传感器，无需地震震源信息就可以进行海啸模拟同化地震数据，

从而进行海啸预警。

１．３　地外行星探测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重启搁置的火星探测 ＩｎＳｉｇｈｔ计划，继续利用地质测量、地

６８５

ＣＭＹＫ



３期 张雪梅等：第 ２７届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术会议及地震学和地球物理学领域进展

震探测、热传导技术等探索火星内部构造。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２６日美国再次成功发射火星探测
器，在火星表面布设地震仪器，多国科学家开始基于探测信号，着手研究火星内部特征。在

ＩＵＧＧ大会及 ＩＡＳＰＥＩ行星地震学专题（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中，美国、法国、英国等国科学家
展示了多种地球物理场的观测进展以及布设在火星地表的甚宽频带地震仪 ＳＥＩＳ的性能、工
作情况。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ａｎｅｒｄｔ介绍了通过多种地球物理场观测手段进行火星探测任务，首次将地
震观测仪器带到火星。ＯｌｉｖｉｅｒＲｏｂｅｒｔ展示了布设在火星地表用于探测其内部特征的甚宽频
带地震仪 ＳＥＩＳ的工作原理、设计、性能等，该仪器将持续观测 ２年。ＤｏｍｅｎｉｃｏＧｉａｒｄｉｎｉ报告
了基于 ＳＥＩＳ地震仪的记录，改进单台定位方法，利用 ｐＰ、ｓＰ等震相、多阶面波等进行地震定
位和矩张量反演评估火星的地面活动。

２　ＩＵＧＧ大会重要议程

２．１　新一届理事会
大会选举 ＫａｔｈｒｙｎＷｈａｌｅｒ（英国）、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Ｒｕｄｌｏｆｆ（德国）分别当选为新一届主席和秘

书长。ＩＡＳＰＥＩ协会新一届主席和秘书长分别为：ＫｅｎｊｉＳａｔａｋｅ（日本）、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挪
威）。李丽（中国）当选为 ＩＡＳＰＥＩ协会副主席。
２．２　颁奖

ＩＵＧＧ大会的金奖授予在地球物理、大地测量、气候等多个领域作出贡献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ｅｌｔｉｅｒ。ＩＡＳＰＥＩ协会的金奖授予 ＢｒｉａｎＬ．Ｎ．Ｋｅｎｎｅｔｔ。ＪｕａｎＣａｒｌｏｓＡｆｏｎｓｏ、ＡｍｉｒＡｇｈａ、
ＥｍｉｌｉｅＣａｐｒｏｎ、ＩｒａＤｉｄｅｎｋｕｌｏｖａ、ＭａｒｉｅＤｕｍｏｎｔ、ＢｉｎｂｉｎＮｉ、Ｋａｔｒｉｎ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ＦｌａｖｉｏＴａｕｒｏ、Ｔａｋｅｓｈｉ
Ｒｓｕｊｉ、ＱｉｕｚｈｅｎＹｉｎ等 １０名年轻地学工作者被授予 ＩＵＧＧ年轻科学家奖。
２．３　ＩＵＧＧ会士

２０１３年 ＩＵＧＧ专门成立了会士遴选委员会，旨在表彰在大地测量学或地球物理学领域
做出特殊贡献、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在 ＩＵＧＧ成立 １００周年之际，经过 ＩＵＧＧ下属 ８个
协会和各国委员会的广泛推荐以及遴选委员会的严格评议，评选出 ＡｎｎｙＣａｚｅｎａｖｅ、ＢａｒＢａｒａ
Ｒｏｍａｎｏｗｉｃｚ、ＳｉｅｒｄＣｌｏｅｔｉｎｇｈ、ＳｏｒｏｏｓｈＳｏｒｏｏｓｈｉ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ｇｅｎＪｉｎ、ＰｈｉｌｉｐＷｏｏｄｗｏｒｔｈ、ＪｕｎＸｉａ等 ７
名 ＩＵＧＧ会士。
２．４　下一届会议

ＩＵＧＧ理事会在候选城市雅典、柏林、日内瓦及瓜达拉哈拉中选定柏林作为 ２０２３年 ７月
（具体时间未定）第 ２８届 ＩＵＧＧ大会的举办地。ＩＡＳＰＥＩ第 ４１届大会将于 ２０２１年 ８月 ２２～
２７日在印度海德拉巴召开。

致谢：诚挚感谢中国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为本次国际学术交流提供的帮助。文中信息主要参

考自 ｈｔｔｐ：／／ｉｕｇｇ２０１９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ｃｏｍ。

７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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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２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ｍｅｉ　ＨｕａｎｇＦｕｑｉ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ｅｎｔｅｒ，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２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ｍａｒｋｅｄ
１００ｔｈ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ｏｆＩＵＧＧａｎｄｈｅｌｄｆｒｏｍ８ｔｏ１８Ｊｕｌｙ，２０１９ｉｎ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Ｃａｎａｄａ．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ｕｎｉｏｎ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ｊｏｉｎｔ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ａｗａｒｄｓａｎｄｈｏｎｏｒ，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ｅｄｆｅｌｌｏｗｓ．Ｓｏｍ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ｄｅｅｐ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ｅｔ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１００ｔｈ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ｏｆＩＵＧＧ；ＩＡＳＰＥＩ；Ｄｅｅｐ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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