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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震反演中新的地壳异常体改正方法

邓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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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远震走时层析成像方法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地下结构反演的研究中获得了

众多成果。针对射线在台站下方覆盖率较差而导致远震反演方法对地壳速度约束不足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地壳异常体改正方法———对同一台站的相对走时残差进行求和平均去均

值，消除了地壳中复杂的速度异常体对上地幔速度结构反演的干扰，反演结果具有更优的相对

走时残差分布，同时反演得到的速度模型具有更小的数据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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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关于远震层析成像的研究由来已久，Ａｋｉ等（１９７６）首先将层析成像方法应用于地下速
度结构的研究。走时层析成像一般分为近震反演和远震反演。由于震源与台站距离较远，

远震反演具有震相较为分离、便于拾取到时、震源不在反演区域内得到的解相对稳定、可将

震源看作点源处理等优势。

对走时地震层析成像的研究已取得了众多成果（赵烽帆等，２０１４），其中 ＦＭＴＴ（Ｆａｓｔ
Ｍａｒｃｈｉｎｇ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方法近年来获得了广泛的运用。Ｒａｗｌｉｎｓｏｎ等（２００６）通过
ＦＭＴＴ方法，利用 ２０个短周期地震仪的远震波形记录得到了澳大利亚南部默里盆地下方上
地幔速度结构（图 １）；张风雪等（２０１１）利用华北地震科学台阵 １９０套宽频带地震仪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２００９年 ３月记录的远震事件获取了华北克拉通中、东部陆块下方上地幔分辨高达
０．５°×０．５°的 Ｐ波速度结构；徐小明等（２０１５）收集了青藏高原东南缘内９０个固定台站和３５６
个流动台站的远震波形数据，获取了南北地震带南段深部的三维 Ｐ波速度结构；吕作勇等
（２０１７）利用广东及邻省９４个地震台站记录的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２５６个远震波形数据，确定了雷
琼火山与华夏块体深至 ４５０ｋｍ的三维 Ｐ波速度结构。

远震层析成像同样存在缺点，由于射线在靠近台站下方的地壳内射线覆盖密度较低，无

法分辨地壳内的速度异常，因而需要进行一定的改正。针对地壳异常体问题，前人也进行了

大量研究。Ｚｈａｏ等（１９９４）利用近震远震联合反演方法获得了日本地区的三维 Ｐ波速度结
构，其中使用近震数据获得了精确的地壳速度结构；Ｚｈａｏ等（２００６）利用接收函数进行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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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本文所用台站及震源位置分布（据 Ｒａｗｌｉｎｓｏｎ等（２００６））

加尔湖区域地壳异常体的反演研究；Ｙａｎｇ等（２００６）定量地分析了地壳层数和厚度对走时精
度的影响程度；Ｔｉａｎ等（２００７）提出了一种新的动力学地壳异常改正方法；江国明等（２００９）
利用研究区下方地壳的三维速度模型以及一维速度模型计算地壳中的走时差，并在总的走

时残差中减去该走时差来达到改正地壳异常体的目的。

１　原理

１．１　走时反演
在走时层析成像中，运用到了射线近似原理，走时 ｔ可看作地震波沿射线路径除以幔度

的积分

ｔ＝∫
Ｌ

１
ｖ
ｄｌ （１）

　　进行反演时，首先需给定一初始模型计算理论到时。ｔ０为理论走时，ｖ０为初始速度模
型，则

ｔ０＝∫
Ｌ０

１
ｖ０
ｄｌ （２）

　　将射线路径近似为真实路径，将式（１）与式（２）作差并进行泰勒展开，保留二阶小量，得
到

δｔ＝∫
Ｌ０

δｖ
ｖ２
ｄｌ （３）

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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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δｔ＝ｔ－ｔ０，δｖ＝ｖ－ｖ０。引入速度的倒数波慢度 ｓ＝
１
ｖ
，式（３）变为

δｔ＝∫
Ｌ０

δｓｄｌ （４）

　　对研究区域进行网格划分，式（４）离散化后得到
δｔｉｊ＝ＬｉｊδＳｉｊ （５）

其中，Ｌｉｊ表示射线经过格网中的一小段距离。由此，远震走时反演问题变成大型稀疏矩阵的
求解问题。

显然，公式（５）的解与 Ｌｉｊ的性质密切相关，而 Ｌｉｊ与射线路径密切相关，射线路径上的速
度结构影响着解的精度。

１．２　相对走时残差的获取
采用互相关叠加方法拾取远震 Ｐ波到时（江国明等，２０１２）。远震走时层析成像一般采

用相对到时残差，即台站到事件射线的实际走时与理论走时之差，对事件进行求和取平均。

对于第 ｉ个事件、第 ｊ个台站，Ｐ波震相走时残差的计算公式为
ｔｉｊ＝ｔ

ｏｂｓ
ｉｊ －ｔ

ｃａｌ
ｉｊ （６）

相对走时残差定义为

ｒｉｊ＝ｔｉｊ－珋ｔｉ （７）

其中，珋ｔｉ为事件 ｉ在 Ｍ个台站走时残差的平均值，则有

珋ｔｉ＝
１
Ｍ

Ｍ

ｊ＝１
ｔｉｊ （８）

图 ２　远震射线路径示意图

１．３　新的地壳异常体改正方法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远震走时反演中的地壳异常体思路，方法类似于利用相对走时残

差来消除震源区地震定位误差、模型精度等影响。由于任意震源 ｉ到反演区域任意台站 ｊ的
最大出射角为 ２８．５１°（根据台站位置以及震源位置，利用 ｔａｕｐ软件的“ＡＫ１３５”速度模型
（Ｋｅｎｎｅｔ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５），可计算出所有射线的出射角，得到的最大角度为 ２８．５１°），而大陆地壳
平均厚度为 ３３ｋｍ，乘以出射角的正切值可以得到射线在地壳内路径的最大偏离度为
１６．５ｋｍ，约 ０．１５°，该数量级远小于目前通用地壳速度模型 ＣＲＵＳＴ１．０的网格划分（１°×１°）。

因而，不同震源到达同一台站 ｊ下方的出射路径可
以看作通过了相同的速度结构，对于某一台站 ｊ，对
所有事件 ｉ的相对走时残差进行求和取平均，并将
得到的相对走时残差减去该值，从而得到经过地壳

异常体校正后的相对走时残差 ｕｉｊ

ｕｉｊ＝ｒｉｊ－
１
Ｎ

Ｎ

ｉ＝１
ｒｉｊ （９）

其中，ｒｉｊ为式（７）计算得到的相对走时残差，Ｎ为地
震事件总数。

图 ２为远震射线路径示意图，地震波由远方震
源传播到台站，由 ｔａｕｐ软件计算得到的射线方向与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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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方向所夹锐角为一小量，由于地壳厚度相对地幔厚度是一个小量，不同远震震源处传播

来的地震波在地壳内的路径之间的偏离（０．１５°）依然较小，且小于现有地壳速度模型的相邻
网格差值，因而在反演区域台站下方地壳中路径的走时残差的贡献一致，相加取平均后作

差，可消去地壳中的复杂速度异常结构体对走时残差的贡献，使得 ＦＭＴＴ方法在上地幔中的
速度结构反演获得更为可靠的结果。该新方法与双差层析法有别，双差层析方法（Ｚｈ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是利用绝对走时与相对走时对震源以及反演区域速度结构进行联合反演，获得
了精确的震源定位，而新方法是为了减小反演区域的地壳速度异常的影响。

２　结果分析与评价

２．１　反演系数选取
选择带阻尼的最小二乘方法进行反演，加入阻尼系数是为了使反演所得到的速度模型

与初始速度模型偏差不太大。而阻尼系数的选取则是根据选择不同的阻尼系数进行多次反

演，分别计算反演所得到的相对走时残差的方差以及反演所得到的速度模型的方差作为 ｘ、
ｙ，兼顾初始速度模型与走时的拟合效果，选取 ｘ、ｙ时均尽量同时取得小值的阻尼系数作为
最终的反演参数，本文选取的阻尼系数为 ５．０。
２．２　数据方差

为了利用相对走时残差获得稳定的反演结果，需要以第 １次反演得到的速度模型为新
的初始模型进行相同流程的反演，然后正演计算新的理论走时，进而根据每一条射线的走时

计算走时残差的方差，进行迭代，直至获得稳定的数据方差。图 ３显示了随着反演次数的增
加，反演获得的速度模型得到的走时残差的方差越变越小，并且经过 ５次迭代计算后，便呈
现较好的收敛性。

图 ３　数据方差迭代收敛图

２．３　残差分析
对比经地壳异常体改正前（图 ４（ａ））与改正后（图 ４（ｂ））的走时残差可知，改正后残差

绝对值小于 １的曲线明显增多，同时位于 ０值附近的良好射线数量明显增多，峰值从 １８０加
大到 ２００，并且其他残差范围的射线条数均有一定程度的增多，反演结果更优，能更好地拟合
观测结果。

２６３

ＣＭＹＫ



２期 邓超云：远震反演中新的地壳异常体改正方法

图 ４　经地壳异常体改正前（ａ）与改正后（ｂ）的走时残差对比

２．４　模型检验
“ＡＫ１３５”一维速度模型叠加±３００ｍ／ｓ的速度扰动得到检测板（图 ５），以该模型为真模

型进行正演，计算得到的走时为实际观测的到时，进而计算一维模型理论到时，求得相对走

时残差。其中，图 ５（ａ）为未经过地壳异常体改正的反演结果———即利用输入的真模型计算
射线在地壳中的走时以及“ＡＫ１３５”一维速度模型在地壳中的走时，用两者之差对实际走时
进行修正后得到的反演结果；图 ５（ｂ）为采用新方法进行地壳异常体改正后反演所得结果。

对比图５（ａ）、５（ｂ）可以发现，反演所得结果均能较好地还原输入的初始模型，进行地壳
异常体改正后，反演得到的速度间断面相对更为清晰。

图 ５　检测板实验
（ａ）未经过异常体改正反演结果；（ｂ）经过异常体改正后反演结果

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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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深度下的反演结果对比
（ａ）、（ｃ）、（ｅ）、（ｇ）为未使用新方法的结果；（ｂ）、（ｄ）、（ｆ）、（ｈ）为经过新方法改正的结果

４６３

ＣＭＹＫ



２期 邓超云：远震反演中新的地壳异常体改正方法

同时，台站数目越大，经过异常体改正后的反演结果还原初始模型准确率越高。但当台

站数目较小时，新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不适合使用新方法进行改正。

２．５　反演结果对比
图 ６（ａ）、（ｃ）、（ｅ）、（ｇ）分别为 ４０ｋｍ、８０ｋｍ、１４０ｋｍ和 ２１０ｋｍ深度下，利用未经过地壳异

常体改正的 ＦＭＴＴ方法获得的不同深度剖面相对“ＡＫ１３５”模型的速度扰动，图 ６（ｂ）、（ｄ）、
（ｆ）、（ｈ）分别为 ４０ｋｍ、８０ｋｍ、１４０ｋｍ和 ２１０ｋｍ深度下，经过地壳异常体后的速度扰动结果。
随着射线覆盖密度的增加，反演得到的区域增大，而图中白色区域为射线密度覆盖不充分的

地区。

对比图６（ａ）与（ｂ）、图 ６（ｃ）与（ｄ）、图 ６（ｅ）与（ｆ）、图 ６（ｇ）与（ｈ）可以发现，经过地壳异
常体后速度结构与 Ｒａｗｌｉｎｓｏｎ等（２００６）的结果具有大致的吻合性，在局部地区呈现出差异性
的速度扰动变化，从残差分布（图 ４）可以看出，经过地壳异常体后能获得更小的走时残差。
对比图 ６（ｂ）、（ｄ）、（ｆ）、（ｈ）还可以发现，速度扰动呈现增大的趋势，低速度异常区域逐渐减
小，高速度异常区域呈现逐步增大的趋势，表明台站下方地壳中存在着高速的异常体，在走

时残差中有着负值的贡献；进行 ＦＭＴＴ方法反演时，呈现较低的速度结构；并且这种影响随
着深度的增加逐渐减小，越靠近地壳区域，地壳异常体对速度结构的还原度越大，表明了上

地幔速度结构对地壳中的速度异常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变得不敏感。

对比图 ６（ａ）、（ｃ）、（ｅ）、（ｇ）可以发现，低速异常随着深度的增加范围呈现逐步增大的
趋势，经过地壳异常体改正后，去除了地壳中的高速异常体对地幔速度的影响，随着深度的

增加，默里盆地下方地幔速度结构表现出东快西慢的趋势，并且随着深度的增加速度低速异

常向西发育，可能为海洋岩石圈自西向东俯冲到默里盆地东部造山带，形成低速异常逐渐发

育的趋势。

将图 ６（ａ）与（ｄ）、图 ６（ｃ）与（ｆ）、图 ６（ｅ）与（ｈ）进行对比，发现未经过地壳异常体改正
的速度扰动与经过改正后的下一深度具有较高的吻合性，表明了默里盆地下方地壳中可能

存在高速异常体，由于射线覆盖率不够，导致 ＦＭＴＴ远震反演方法对地壳中的约束不够，在
地壳中的实际走时快于模型走时，对总的走时残差造成一个负值的影响，从而在反演中造成

上地幔的低速度扰动异常来进行补偿，使得地壳以及地幔中的走时残差和与实际观测值一

致，从而对上地幔的反演结果造成影响。

３　结语

经过本文提出的新的地壳异常体方法校正后，得到的结果与 Ｒａｗｌｉｎｓｏｎ等（２００６）所得结
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表明了新的地壳异常体改正方法的有效性，同时在不同深度、不同经

纬度下对原结果进行了修正，得到了更为准确的速度结构扰动结果（由反演所得模型计算得

到的相对走时残差的方差变小）。经过新的地壳方法改正后，使得默里盆地上地幔速度呈现

增加的趋势，消除了在台站下方低射线覆盖率的地壳速度异常体对上地幔速度反演造成的

干扰。

参考文献

江国明，赵大鹏，张贵宾，２００９．远震层析成像中的地壳校正研究及应用．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６）：１５０８～１５１４．

５６３

ＣＭＹＫ



中　国　地　震 ３６卷

江国明，张贵宾，徐，２０１２．远震相对走时数据快速计算方法及应用．地球物理学报，５５（１２）：４０９７～４１０５．

吕作勇，丘学林，马晓静，等，２０１７．雷琼火山与华夏块体的远震 Ｐ波走时成像．地球物理学报，６０（１２）：４５６９～４５７９．

徐小明，丁志峰，张风雪，２０１５．南北地震带南段远震 Ｐ波走时层析成像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８（１１）：４０４１～４０５１．

张风雪，李永华，吴庆举，等，２０１１．ＦＭＴＴ方法研究华北及邻区上地幔 Ｐ波速度结构．地球物理学报，５４（５）：１２３３～１２４２．

赵烽帆，张明辉，徐涛，２０１４．地震体波走时层析成像方法研究综述．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９（３）：１０９０～１１０１．

ＡｋｉＫ，ＬｅｅＷ ＨＫ．１９７６．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ｕｓｉｎｇＰａｒｒｉｖａｌｔｉｍｅｓｆｒｏｍ

ｌｏｃ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１，Ａ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８１：４３８１～４３９９．

ＫｅｎｎｅｔｔＢＬＮ，ＥｎｇｄａｈｌＥＲ，ＢｕｌａｎｄＲ，１９９５．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ｆｒｏｍ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ＪＲｏｙ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Ｓｏｃ，１２２（１）：１０８～１２４．

ＲａｗｌｉｎｓｏｎＮ，ＫｅｎｎｅｔｔＢＬＮ，ＨｅｉｎｔｚＭ，２００６．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ＭｕｒｒａｙＢａｓｉｎｆｒｏｍ３Ｄ

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ｕｓｔＪ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５３（４）：５９５～６０４．

ＴｉａｎＹ，ＨｕｎｇＳＨ，Ｎｏｌｅｔ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ａｙｔｒａｃ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Ｃｏｍｐｕｔ

Ｐｈｙｓ，２２６（１）：６７２～６８７．

ＹａｎｇＴ，ＳｈｅｎＹ，２００６．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ｒｕｓ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ｉｎｉｔ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ｕｌｌＳｅｉｓｍｏｌＳｏｃＡｍｅｒ，９６

（６）：２４４１～２４４８．

ＺｈａｎｇＨＪ，ＴｈｕｒｂｅｒＣＨ，２００３．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Ｈａｙｗａｒｄｆａｕｌｔ，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Ｂｕｌｌ

ＳｅｉｓｍｏｌＳｏｃＡｍｅｒ，９３（５）：１８７５～１８８９．

ＺｈａｏＤＰ，ＨａｓｅｇａｗａＡ，ＫａｎａｍｏｒｉＨ，１９９４．Ｄｅｅ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Ｊａｐａｎ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ａ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ｌｏｃ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

ｅｖｅｎｔｓ．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９９（Ｂ１１）：２２３１３～２２３２９．

ＺｈａｏＤＰ，ＬｅｉＪＳ，Ｉｎｏｕｅ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Ｄｅｅ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Ｂａｉｋａｌｒｉｆｔｚｏｎｅ．ＥａｒｔｈＰｌａｎｅｔＳｃｉＬｅｔｔ，２４３（３～４）：６８１～

６９１．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Ａｎｏｍａｌｙ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ｎｇＣｈａｏｙｕ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ａｓｍａｄｅｇｒｅａ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ｄｅｃａｄｅｓ，ａｎｄ
ｍａｎｙ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Ｄｕｅｔｏ
ｔｈｅｐｏｏｒ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ｒａｙ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ｈａｓ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ｎｃｒｕｓｔ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ｅｗｃｒｕｓｔａｌａｎｏｍａｌｙ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ｓｕｍｍｅｄｕｐ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ｒｅ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
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ａｓ
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ｅｒｄａｔａｅｒｒ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ＭＴＴｍｅｔｈｏ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６６３

ＣＭＹ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