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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 ＣＡＰ方法得到滇西北地区 ２０１３年 １月—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２５９次 ３级以上地震震源

机制解，采用阻尼参数方法反演应力场，并结合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震群对滇西北地区震源机制特

征进行分析与讨论。结果显示：①滇西北地区震源机制多为走滑类型，部分为正断型，震源深度

较浅，大多为高倾角地震；Ｐ轴方向自北向南显示为 ＮＮＷ向、ＮＷ和 ＮＥ向，表现出顺时针偏转

趋势，Ｐ轴、Ｔ轴均有较小的倾伏角，地震震源应力作用以水平为主。②滇西北地区应力场类型

以走滑型为主；研究区北部德钦—中甸断裂附近为拉张型，主压应力轴方向主要为 ＮＷ向，该区

域受到了强烈的拉张作用；东北部大理—丽江断裂附近有走滑型和拉张型分布，拉张型在西南

侧，主压应力轴方向主要为 ＮＮＷ向；大理地区红河断裂附近为走滑型和过渡型，主压应力轴方

向为 ＮＮＷ近 ＮＳ和 ＮＮＥ向；区域西南瑞丽—保山腾冲地区应力场为走滑型，主压应力轴方向主

要为 ＮＥ向。整体上，主压应力轴自北向南呈顺时针旋转，在大理地区红河断裂附近顺时针旋转

显著转变，由 ＮＮＷ逐渐转变为 ＮＮＥ。③维西—乔后断裂附近多次 ５级以上地震发震构造存在

相同特征，即发震构造均为维西—乔后西侧隐伏断裂或者次生断裂，２０２２年震源机制变化或许

和断裂附近应力变化调整有关，分析认为应进一步研究和重视该区中强地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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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２１日，云南省漾濞县境内发生 ＭＳ６．４地震。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发生于滇西

北地区（２４°Ｎ～２９°Ｎ，９７°Ｅ～１０２°Ｅ），该区域内地震活动性强烈，自 １９２５年有仪器记录以
来，包括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在内，共发生 ２２次 ６级以上地震，占同时期云南地区地震的 ３４％，

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和区域内的上一次 ６级以上地震间隔 １２年，这些震例为滇西北地区的震源
机制研究丰富了新的资料（李见等，２０２２）。２０１３年 １月至 ２０２２年 ５月，滇西北地区共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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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级以上地震 ２５９次，其中，３．０～３．９级地震 １３４次，４．０～４．９级 １１３次，５．０～５．９级地震 １１
次，６．０～６．９级地震 １次。震源机制解是地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地震孕育发生、
地壳应力场、强地面运动模拟、地震灾害评估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陈继锋等，２０２０）。大量
中小地震震源机制解的优势结果可以反映区域构造应力场的特征，多个地震的震源机制解可

反映出较大区域内的平均构造应力状况（龙海英等，２００７；杨军等，２０１４；林向东等，２０１３）。
学者们对云南地区震源机制解特征开展了研究（盛书中等，２０２２；田建慧，２０１９；孙业君

等，２０１７；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谢富仁等，２００１），但在一些局部区域应力场研究
上存在一定差异。如 Ｚｈａｏ等（２０１３）对腾冲地区研究表明存在正断型应力场，认为其主要源
自腾冲火山岩浆囊的贡献；盛书中等（２０２２）研究分析结果则为走滑型应力场，认为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现今岩浆活动较弱；Ｘｕ等（２０１６）研究结果为走滑型和不确定型应力场；谢富仁
等（２００１）认为该地区应力场较为复杂。前人对腾冲地区的应力场研究存在多种结果，且差
异性较大。在资料选取上，前人研究多集中在 ２０２０年之前的震源机制解（钱晓东等，２０１１；
孙业君等，２０１７；田建慧，２０１９；盛书中等，２０２２），然而，近年来，特别是 ２０２１年漾濞 ６．４级
地震的发生，极大丰富了滇西北地区震源机制解资料。因此，本文基于云南地震台网和中国

地震科学实验场大理中心小孔径测震台网资料，采用 ＣＡＰ方法计算滇西北地区 ２０１３年 １
月—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２５９次 ３级以上地震震源机制解，并结合 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２１日漾濞 ＭＳ６．４地
震的震群，对反演得到的震源机制类型、矩心深度、应力场特征等结果进行分析与讨论，研究

结果既可以对前人局部差异性结果进行分析和验证，也可以为研究区构造应力场变化及地

震活动性提供参考。

１　构造特征

滇西北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中段，川滇菱形块体西南部，印度板块挤

压造成青藏高原物质 Ｅ向／ＥＳ向流出和顺时针旋转，红河断裂东北部的川滇菱形块体向
东南楔出，造成川滇块体的断裂多以走滑运动为主（许志琴等，２０１１；罗睿洁等，２０１５；盛
书中等，２０２２；钱晓东等，２０１１）。该区构造特征错综复杂，由一系列反 Ｓ型褶皱带与经向
构造彼此交织复合、相互干扰、穿插、交接（黄小巾等，２０１４）。受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
撞作用的影响，新构造活动显著，发育了众多受近 ＳＮ向断裂控制的地堑或半地堑盆地，构
成了“Ｚ”字形的滇西北裂陷带（吴中海等，２００８；黄小巾等，２０１４；罗睿洁等，２０１５）。在
５５Ｍａ前后，印度板块朝 ＮＥ２３°～２５°对欧亚板块碰撞，出现了区域性逆冲断层和推覆构造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３）。这种区域性推覆作用造成滇西北地区断层多为高倾角，岩石圈的
顺时针旋转使滇西北地区的构造断层多为走滑性质，同时从北到南的扇形构造（刘俊来

等，２００６）使得滇西北地区断层显示为部分正断层。特殊的构造位置使得滇西北地区分布
大量错综复杂的断裂带（图１），如区域北部的德钦—中甸断裂，该断裂在香格里拉 ５．９级
地震序列前后，均没有其他大震记录，香格里拉 ５．９级地震序列的发生，丰富了滇西北北
部的震源机制资料；东北部主要分布大理—丽江断裂、程海—宾川断裂；西南部分布有大

盈江断裂、龙陵—瑞丽断裂、兰坪—永平断裂、畹町断裂等；中部大理地区分布有著名的

红河断裂和维西—乔后断裂。维西—乔后断裂近年来地震频繁，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发生了
２０１３年洱源 ＭＳ５．５、２０１６年云龙 ＭＳ５．０、２０１７年漾濞 ＭＳ５．１、２０２１年漾濞 ＭＳ６．４共 ４次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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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Ｆ１：怒江断裂，Ｆ２：维西—乔后断裂，Ｆ３：红河断裂，Ｆ４：德钦—中甸断裂，Ｆ５：程

海—宾川断裂，Ｆ６：龙蟠—乔后断裂，Ｆ７：丽江—剑川断裂，Ｆ８：兰坪—永平断裂，Ｆ９：大

盈江断裂，Ｆ１０：龙陵—瑞丽断裂，Ｆ１１：畹町断裂。

图 １　研究区断裂、台站及 ＣＡＰ所得震源机制解

级以上地震，成为云南近年来地震相关研究的重要地区。

２　滇西北地区 ＣＡＰ震源机制解反演分析

ＣＡＰ（ＣｕｔＡｎｄＰａｓｔｅ）方法是目前常用的确定震源机制的方法，该方法可以避免完整波
形中由于 Ｐ波振幅相较于 Ｓ波和面波过小导致的 Ｐ波波形信息利用不充分，减小模型对震
源反演结果的影响（苏培臻等，２０２０；陈继锋等，２０２０），该方法最初由 Ｚｈａｏ等（１９９４）提出，
之后 Ｚｈｕ等（１９９６）为了减小波形记录中出现的大的振幅波形对反演结果的影响，对反演的
目标函数进行了改进，最后，Ｚｈｕ等（２０１３）将该方法进一步推广，用于非双力偶震源机制的
反演。ＣＡＰ方法不需要大量地震台站数目，在震源机制解与地震矩心深度研究方面的有效
性与可靠性较好（朱音杰等，２０１７；赵小艳等，２０１４；孙业君等，２０１７；潘睿等，２０１９）。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云南地震台网和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大理中心小孔径测震台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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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 １月—２０２２年 ５月记录到的地震波形数据，所使用的速度模型为小孔径测震台网使
用的速度模型（杨军等，２０１４），如表１所示。反演前，首先对观测波形进行了去除仪器响应，
垂直、东西、南北 ３分量旋转至 ｒｔｚ方向，并对波形进行 ０．０８ｓ的重新采样。在震源机制解
求解的网格搜索过程中，设定断层面参数走向、倾角、滑动角搜索步长 ５°，深度步长 １ｋｍ。考
虑到震中附近台站记录的主震波形限幅，在给定波形权重时，将 ７０ｋｍ以内的近台面波权重
设为 ０，震中距范围选择在 ３５０ｋｍ以内。

表 １ ＣＡＰ反演使用地壳速度模型

地壳厚度／ｋｍ ｖＰ／（ｋｍ·ｓ
－１） ｖＳ／（ｋｍ·ｓ

－１）

１．２５ ４．３０ ２．１０

１６．７５ ５．９２ ３．４３

１８．００ ６．４９ ３．６０

９．００ ６．９３ ３．７４

５０．００ ７．９６ ４．３５

图 ２　研究区地震震源机制解节面Ⅰ、节面Ⅱ倾角大小与数量分布

本研究参照 Ｚｏｂａｃｋ（１９９２）分类标准，将震源机制解划分 ６类：正断型、正走滑型、走滑
型、逆走滑型、逆冲型和不确定型，本研究将正走滑型归为正断型，将逆走滑型归为逆冲型，

获得了 ＣＡＰ方法对 ２０１３年 １月—２０２２年 ５月滇西北地区 ２５９个 ３级以上地震震源机制的
反演结果（图１），结果显示滇西北地区地震的震源机制多为走滑类型，约占 ８０％，少量正断
型，逆冲型最少，仅约 ３％。震源深度大部分小于 １０ｋｍ，矩心深度最深达 １５ｋｍ，最浅为 １ｋｍ，
矩心深度在 １０～１５ｋｍ范围仅有 ９％左右，其余矩心深度均在 １０ｋｍ以下，属于上地壳脆性层
内发生的地震，震源深度浅。节面Ⅰ倾角小于 ３０°的地震有 ９个（图２），约占总共事件的
３％，倾角范围在 ３０°～４５°之间的地震事件有 ２１个，约占总共事件的 ８％，倾角范围在
４５°～６０°之间的地震事件有 ４４个，约占总共事件的 １７％，倾角大于 ６０°的地震事件有 １８５
个，约占总共事件的 ７２％；节面Ⅱ倾角小于 ３０°的地震有 ３个（图２），约占总共事件的 １％，
倾角范围在 ３０°～４５°之间的地震事件有 ２０个，约占总共事件的 ８％，倾角范围在 ４５°～６０°之
间的地震事件有 ４７个，约占总共事件的 １８％，倾角大于 ６０°的地震事件有 １８９个，约占总共
事件的 ７３％。如图 ２可知，滇西北地区大多为高倾角地震，地震破裂面较陡，这与前文所述
的区域性推覆作用造成滇西北地区断层多为高倾角的结论（刘俊来等，２００６）相吻合。根据
Ｐ、Ｔ轴空间分布图（图３），Ｐ轴方向自北向南显示为 ＮＮＷ向、ＮＷ和 ＮＥ向，ＮＮＷ向、Ｎ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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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于区域内北部，ＮＥ向分布于区域西南部，自北向南有顺时针偏转趋势，这与前人对云南
地区应力场研究结果一致（田建慧，２０１９；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崔效锋等，２００６），Ｔ轴方向为
ＮＥＥ、ＮＥ和 ＮＷ向。Ｐ轴倾伏角（图４）小于 ３０°的地震多达 １７４个，约占总共事件的 ６７％，
大于 ４５°的地震 ６５个，约占总共事件的 ２６％，Ｔ轴倾伏角（图４）小于 ３０°的地震多达 ２３８个，
约占总共事件的 ９１％，大于 ４５°的地震 ９个，约占总共事件的 ３％。Ｐ轴、Ｔ轴均有着较小的
倾伏角，滇西北地区地震震源应力作用以水平为主。

注：线段的方向代表方位角；线段的长短表示倾角大小，越短倾角越大，越长倾角越小。

图 ３　Ｐ轴（ａ）、Ｔ轴（ｂ）空间分布

图 ４　研究区 Ｐ轴、Ｔ轴倾伏角大小与数量分布

３　应力场反演结果及分析

本研究通过阻尼反演方法获得（Ｈａｒｄｅｂｅ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Ｇａｒｚ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滇西
北地区的构造应力场，Ｈａｒｄｅｂｅｃｋ等（２００６）提出了区域尺度的应力张量阻尼反演方法 ＳＡＴＳＩ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算法；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Ｇａｒｚｏｎ等（２０１４）在 Ｍａｔｌａｂ环境下基于
ＳＡＴＳＩ算法开发形成了应力反演的ＭＳＡＴＳＩ软件包，本文使用ＭＳＡＴＳＩ软件包进行反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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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尼反演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应力场的反演研究，在应力场反演的计算过程中加入一个合适

的阻尼因子，使得相邻网格的应力张量差异变化减小，从而消除因人为划分反演区域而造成

的应力偏转假象，能更好地呈现应力场的整体特征（戴盈磊等，２０２１；盛书中等，２０２２；田建
慧，２０１９；孙业君等，２０１７）。获得的模型长度和数据拟合残差之间的折中曲线如图５所示，
最佳阻尼参数 ｅ＝１．４，本研究以 ０．８°×０．８°对滇西北地区进行网格化，划分为 ３６个应力单
元，每个网格内参与应力场反演的最少地震事件数为 ５个，重采样次数设置为 ２０００次，在
９５％的置信度水平下进行反演。反演结果如图６、图７所示，共获得 １５个网格的应力场最优
方向和不确定范围以及应力场类型。可以明显看到，滇西北地区主压应力轴（σ１）优势方向
由北向南呈 ＮＷ向、ＮＮＷ向、ＮＥ向分布，整体表现为由北向南的顺时针旋转，这和图３中 Ｐ
轴方向的空间分布一致；Ｒ值自北向南显示出由高降低再升高变化，最大值在德钦—中甸地
区，大于 ０．５，中间主应力接近于主张应力，其余 Ｒ值小于 ０．５；滇西北地区总体受走滑应力
场控制（图７），但在北部的德钦—中甸地区和丽江地区附近受拉张应力场控制，大理地区红
河断裂附近存在两处过渡型应力场，腾冲地区为走滑型。

注：圆圈旁的数字表示阻尼参数 ｅ的取值；图中十字代表最佳阻尼参数。

图 ５　模型长度和数据拟合残差的折中曲线

根据震源机制空间分布（图１）来看，滇西北地区地震主要集中四个地区，分布在区域主体
断裂附近，分别为区域北部德钦—中甸断裂（图１（ａ））、北东部大理—丽江断裂（图１（ｂ））、大
理地区红河断裂及维西—乔后断裂（图１（ｃ））以及西南部大盈江断裂、龙陵—瑞丽断裂、兰
坪—永平断裂（图１（ｄ））四个区域附近。下面分别对四个区域进行分析和讨论。

德钦—中甸断裂（图１（ａ））附近地震活动不强，主要地震事件为 ２０１３年香格里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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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σ１、σ２、σ３分别表示最大、中间和最小主压应力轴；红点、绿点和蓝点分别表示在 ９５％置信度水

平下，σ１、σ２、σ３的不确定范围；加号“＋”表示最优解；网格颜色表示应力形因子 Ｒ分布。

图 ６　应力场反演结果

注：绿色代表走滑型；红色代表正断型；黑色代表不确定型。

图 ７　滇西北地区主压应力方向的空间分布和应力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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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５．１级、５．９级震群序列，该地震序列发生于德钦—中甸断裂带中段（田建慧，２０１９；孙业
君等，２０１７），震源机制解结果为正断型，根据 Ｐ轴、Ｔ轴空间分布（图２），Ｐ轴方向主要为
ＮＮＷ向，接近直立状态，Ｔ轴方向主要为 ＮＥＥ向，接近水平状态，应力场反演结果显示为正
断型，前人对该区域研究较多，应力场类型也基本一致（罗钧等，２０１５；孙业君等，２０１７；盛书
中等，２０２２；田建慧，２０１９），该区域受到强烈的拉张作用，和前人利用 ＧＰＳ资料分析得到的
该区域多种力源导致拉张作用显著的结果吻合（程佳等，２０１２）。

大理—丽江断裂图 １（ｂ）附近震源机制解类型以走滑型和正断型为主，少部分为逆断
型，该区域正断型地震较多，沿大理—丽江断裂带东北段至南段，震源机制解类型从走滑型

转变为正断型。Ｐ轴方向为 ＮＮＷ向，Ｔ轴方向为 ＮＥ向。从应力场反演结果来看，该区域存
在走滑型和正断型应力场，分布于丽江—剑川一带，从东北侧向西南，应力场类型从走滑转

变为拉张，与震源机制解的空间分布表现出一致性。同时，从图７来看，最大水平主压应力
方向在此开始顺时针旋转，由 ＮＷ向转为 ＮＮＷ向。

顺时针旋转持续向南延伸，在大理地区红河断裂附近旋转幅度最大，由 ＮＮＷ转向 ＮＮＥ
向。大理地区红河断裂及维西—乔后断裂（图１（ｃ））附近地震震源机制解以走滑和正断层
为主，走滑型较多，正断层占一定比例，Ｐ轴方向复杂，由维西—乔后断裂东北 ＮＷ向到西南
ＮＥＥ变换交汇，Ｔ轴方向主要为 ＮＮＥ向近直立。该区域是滇西北地区最大水平主压应力顺
时针旋转变化的显著转变区域，最大水平主压应力方向逐渐由 ＮＮＷ向转为 ＮＮＥ向，孙业君
等（２０１７）研究认为这或许表示了该区构造应力场的复杂性，表明附近存在 ２处过渡型应力
场。该区域地震震群丰富，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发生了多次 ５级以上的中强地震，如 ２０１３年洱源
ＭＳ５．５、２０１６年云龙 ＭＳ５．０、２０１７年漾濞 ＭＳ５．１以及 ２０２１年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

最大水平主压应力方向持续顺时针旋转，在区域西南部（图１（ｄ））兰坪—永平断裂、大盈
江断裂、龙陵—瑞丽断裂附近旋至 ＮＥ向。该地区地震震源机制以走滑为主，部分为正断型，
Ｐ轴优势方位为 ＮＥ向，Ｔ轴优势方位为 ＮＷ向，区域由西南向东北，震源机制类型由走滑向正
断型变化，正断型地震主要靠近腾冲一带。应力场为走滑型，最大水平主压应力轴为 ＮＥ向和
ＮＮＥ向，主张应力轴方位为 ＳＥＥ向，Ｒ值在０．３左右，与盛书中等（２０２２）研究结果一致。

４　分析和讨论

根据前文滇西北地区震源机制和应力场反演结果，滇西北地区地震的震源机制多为走

滑类型，部分为正断型，逆冲型最少，震源深度较浅，矩心深度主要集中在 １０ｋｍ以内，大多为
高倾角地震，这与区域性推覆作用造成滇西北地区断层多为高倾角特征相吻合（刘俊来等，

２００６）。Ｐ轴方向自北向南显示为 ＮＮＷ向、ＮＷ和 ＮＥ向，从北向南有顺时针偏转趋势，Ｐ
轴、Ｔ轴均有着较小的倾伏角，滇西北地区以水平应力为主。滇西北地区主压应力轴（σ１）优
势方向由北向南呈 ＮＷ向、ＮＮＷ向、ＮＥ向分布，整体表现为由北向南的顺时针旋转，这与
图３中 Ｐ轴方向的空间分布一致；Ｒ值从北向南显示出由高降低再升高的变化，最大值在德
钦—中甸地区，Ｒ值大于 ０．５，中间主应力接近于主张应力，其余 Ｒ值小于 ０．５；滇西北地区
总体受走滑应力场控制，但在北部的德钦—中甸地区和丽江地区附近存在 ２处正断型应力
场，大理地区红河断裂附近存在 ２处过渡型应力场，腾冲地区为走滑型。前人研究显示丽
江—剑川一带是布格重力异常区（苏有锦等，１９９８），也是磁场变化剧烈、正负交替变化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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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磁异常区（钱晓东等，２０１１），反映了该区地壳介质结构的高度横向不均匀性；田建慧
（２０１９）和胡鸿翔等（１９９３）研究分析该区域下部有高速物质呈穹状隆起，推测是岩浆沿深大
断裂的缝隙上涌，在基底层形成较大范围的侵入岩带；陈佳等（２０２１）利用接收函数研究滇
西北地区地壳厚度及泊松比特征，显示丽江—小金河断裂深部存在流变物质，因此该区域可

能存在侵入岩继续褶皱和向上垂直压缩，丽江地区附近正断型应力场或许与这种垂直应力

有关（田建慧，２０１９；胡鸿翔等，１９９３）。前人对腾冲地区的应力场类型做了大量研究，但结
果存在一定差异，Ｚｈａｏ等（２０１３）研究结果显示在腾冲地区存在正断型应力场，并认为该应
力场主要源自腾冲火山岩浆囊的贡献；盛书中等（２０２２）研究分析结果为走滑型应力场，且
该地区应力场结果显示出连续性和规律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今岩浆活动较弱。本文获

得的应力场为走滑型，最大水平主压应力轴为 ＮＥ向和 ＮＮＥ向，主张应力轴方位为 ＳＥＥ向，
Ｒ值在 ０．３左右，与盛书中等（２０２２）结果一致，总体上显示该区域应力场可能受岩浆活动产
生的拉张作用的影响在减弱，主体上仍受控于区域板块碰撞作用，本文和盛书中等（２０２２）的
研究均以 ０．８°×０．８°网格化进行应力场反演或许是结果接近的原因，和其他学者研究成果有
所差异可能是与采用的方法、网格化尺度以及本文使用的数据相对较新有关。德钦—中甸

地区应力场反演结果显示该区域受到拉张作用，很多学者对该区域应力场类型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与本文基本一致（罗钧等，２０１５；孙业君等，２０１７；盛书中等，２０２２；田建慧，２０１９）。
该地区的主张应力方向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盛书中等（２０２２）认为区域阻尼应力场反演
方法可能会出现应力场被个别网格内反演结果所平滑的现象，最终不能显示该地区应力场

的差异性变化，这时使用不同的资料就会获得不同的结果，因此其采用无阻尼应力场反演获

得主张应力方向为 ＮＥＥ向。本文采用阻尼应力场反演获得的主张应力方向为 ＮＥ向，与盛
书中等（２０２２）结果有所差异。

大理地区红河断裂及维西—乔后断裂附近最大水平主压应力方向逐渐由 ＮＮＷ向转为
ＮＮＥ向，是滇西北地区最大水平主压应力的顺时针旋转变化的显著转变区域，为走滑型应力
场，周围存在 ２处过渡型应力场。万永革（２０２０）研究认为挤压应力体系只能产生逆断型、逆
走滑型和走滑型震源机制；拉张应力体系则只产生正断型、正走滑和走滑型震源机制，随 Ｒ
值增大，正断型震源机制逐渐增多；而走滑应力体系可以产生正断型、正走滑、逆断型、逆走

滑型和走滑型震源，随 Ｒ值增大，正断型震源机制减少。该区域震源机制以走滑为主，部分
为正断型，从右向左 Ｒ值增大，正断型震源机制减少，可能主要受走滑应力体系控制，反演得
到的 ２处过渡型应力场或许和该区构造应力场的复杂性（孙业君等，２０１７）以及网格化尺度
等有关。该区域地震震群丰富，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分别发生了 ２０１３年洱源 ＭＳ５．５、２０１６年云龙

ＭＳ５．０、２０１７年漾濞 ＭＳ５．１以及 ２０２１年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

对于２０２１年漾濞 ６．４级地震序列，很多学者采用不同方法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存在一
定差异（叶涛等，２０２１；王光明等，２０２１；雷兴林等，２０２１；龙锋等，２０２１）。本文也获得了漾
濞 ６．４级地震震源机制解，理论波形与观测波形拟合及震源机制解反演残差随深度分布见
李见等（２０２２）结果。结果显示（表２）漾濞６．４级主震矩心深度５．８ｋｍ，矩震级 ＭＷ６．０３，震源
机制节面Ⅰ走向 ３９°、倾角 ７５、滑动角－１６°；节面Ⅱ走向 １３３°、倾角 ７５°、滑动角－１６４°；Ｐ轴
方位 ３５６°、倾伏角 ２２°；Ｔ轴方位 ８６°、倾伏角 １°。这一结果与雷兴林等（２０２１）、ＵＳＧＳ、
ＧＣＭＴ、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结果相近，质心深度 ５．７ｋｍ基本一致（雷兴林等，２０２１），２次 ５．０级以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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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２１年 ６月 ２１日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与 Ｍ≥５．０地震震源机制解

震例 发震时刻

（年月日
Ｔ时：分：秒）

ＭＷ
矩心

深度

／ｋｍ

节面Ⅰ参数／（°） 节面Ⅱ参数／（°）
来源

走向 倾角 滑动角 走向 倾角 滑动角

ＭＳ６．４
２０２１０５２１
Ｔ２１：４８：３４．８

４３ ７５ －９ １３５ ８２ －１６５ ＵＳＧＳ

４６ ７８ ４ ３１５ ８６ １６８ ＧＣＭＴ

４５ ８４ －３ １３６ ８７ －１７４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

５．７ ４４ ７７ －１５ １３７ ７５ －１６７ 雷兴林等（２０２１）

６．０３ ５．８ ３９ ７５ －１６ １３３ ７５ －１６４ 本文

ＭＳ５．６
２０２１０５２１
Ｔ２１：２１：２５．１

５．２０ ６．０ １２２ ７０ ５ ３０ ８５ －２０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

５．４６ ７．０ １２２ ８０ －１６５ ３０ ７５ －１０ 本文

ＭＳ５．２
２０２１０５２１
Ｔ２２：３１：１０

２８ ５２ －５８ １６２ ４８ －１２４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

５．１４ ７．６ ３９ ７２ －４０ １４４ ５２ －１５７ 本文

震反演结果与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结果相近，互相印证结果可靠。分析认为漾濞 ６．４级地震为一次
ＮＷ向高倾角右旋走滑型地震，其发震构造为维西—乔后—巍山断裂西侧一条 ＮＷ走向的
隐伏断裂或者次生断裂（李见等，２０２２），这与王光明等（２０２１）研究分析认为该位于地震序
列展布和维西—乔后断裂之间的一条隐伏断裂或者是其伴生断裂为草坪断基本一致，和龙

锋等（２０２１）认为的发震断层与维西—乔后断裂平行不同的是，李见等（２０２２）的结果认为发
震断层与维西—乔后断裂并不完全平行，存在一点夹角。

图 ８　２０１３洱源 ＭＳ５．５（ａ）、２０１６云龙 ＭＳ５．０（ｂ）、２０１７漾濞 ＭＳ５．１（ｃ）地震震源机制解结果

２０１３年洱源 ＭＳ５．５地震 ９次震源机制解结果如图８（ａ）所示，包括 ＭＳ５．５主震，共 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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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为正断型，地震序列集中分布于维西—乔后西侧 １０ｋｍ左右，发育一条走向和维西—乔
后断裂基本一致的次生断裂（炼铁断裂），地震发生在炼铁断裂附近，杨军等（２０１５）对洱源
ＭＳ５．５地震及余震的震源机制解特征结果显示为正断型，李涛等（２０１８）通过余震空间展布

分析得出：主震序列的空间展布和正断型特征和炼铁断裂特征吻合。本文洱源 ＭＳ５．５地震
序列中震源机制解结果多数为正断型，倾向于炼铁断裂为其发震断层。对于此次地震序列，

正断层的地震类型较多，一致性较好，显示区域受一定拉张作用影响，结合前人研究分析，洱

源地震序列位处滇中西南单元和滇西地区的交汇区域，可能受滇中西南单元 ＮＥＥＳＷＷ的
拉张性变形影响（胡家富等，２００３；杨军等，２０１５；赵小艳等，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云龙 ＭＳ５．０地

震序列 ６次 Ｍ≥３．０地震（包括主震）的震源机制解结果如图８（ｂ）所示，ＭＳ５．０主震为走滑
型，主震北西侧一次余震为走滑兼正断型，其余均为走滑型。前人研究认为其发震断层可能

是位于维西—乔后断裂和澜沧江断裂之间的 ＮＮＥ向隐伏断层或次生断层，２０１６年云龙
ＭＳ５．０地震可能是兰坪—思茅地块内部新生的 ＮＥ向走滑断层活动的结果（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２０１７年 ３月 ２７日漾濞 ＭＳ５．１地震发生于 ２０１３年洱源地震南部，二者距离较近，但

震源机制解结果（图８（ｃ））显示漾濞 ＭＳ５．１主震矩心深度 ３．８ｋｍ，矩震级 ＭＷ４．９３，断层节面
Ⅰ走向 １４７°、倾角 ８１°、滑动角－１６５°，节面Ⅱ走向 ５４．６０°、倾角 ７５．１９°、滑动角－９．３１°，包括主
震在内 ５次 Ｍ≥３．０的余震震源机制解均为走滑型，一致性较好，余震均发生于主震发震断
层面上，发震断层已不是正断型的炼铁断裂。潘睿等（２０１９）对漾濞地震精定位结果显示地
震序列震源位置在水平方向呈 ＮＮＷ向线性分布，结合震源机制解分析认为节面Ⅰ可能为发
震断层，发震构造可能为右旋走滑的维西—乔后断裂。

根据前文分析显示，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该区域共发生 ４次 ５．０级以上地震震群，有 ３次
（２０１３年洱源 ＭＳ５．５、２０１６年云龙 ＭＳ５．０、２０２１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距维西—乔后断裂较近，但
发震构造并不是维西—乔后断裂，而是维西—乔后断裂西侧次生断裂或隐伏断裂。从构造

上看，该区域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川滇菱形块体西侧兰坪—思茅盆地内，兰坪—思茅盆地

内部构造复杂，发育了早期的逆冲断层、推覆构造与晚期的走滑构造断层（刘俊来等，２００６）。
青藏高原物质持续向东南挤出的过程中，因受到兰坪—思茅地块的阻挡，导致该区产生

ＮＮＷ至近 ＳＮ向构造应力场，进而引发了区域内部先存断层复活和新生断层出现（王光明
等，２０２１），这或许和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该区发生的多次 ５级以上地震发震构造均为次生断裂或
隐伏断裂活动有密切关系，维西—乔后断裂附近可能存在先存隐伏断层或次生断层重新活

动趋势。２０２２年以来，滇西北区域内的维西—乔后断裂一共发生了 ６次 ３级以上地震
（图９），３次为走滑型，３次为正断型，对比 ２０２１年，存在一定规律，从空间上看，走滑与正断
的分界线即为漾濞县平坡镇；从时间上看，以 ５月 ６日洱源地震为界，５月 ６日以前的 ３次
地震均为走滑型，５月 ６日之后，３次地震均为正断型；最后一次 ３级以上地震发生于 ８月
１４日，这可能与区内维西—乔后断裂的应力方向的调整有所联系。一些学者认为（丁国瑜
等，１９７９；徐杰，２０１１，王光明等，２０２１），在区域地质构造演化过程中，当某一构造阶段的动
力条件和构造应力状态发生变化后，活动断层带的分布相对于先存断层构造既具有继承性，

又具有新生性的特点，既构造应力状态的变化也会导致先存隐伏断层或次生断层重新活动。

因此维西—乔后断裂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 ３次 ５级以上地震发震构造均为维西—乔后断裂西侧
次生断裂或隐伏断裂，可能与维西—乔后断裂的应力状态变化导致区域先存隐伏断裂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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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红色代表 ２０２２年震源机制结果；黑色代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震源机制结果。

图 ９　２０２２年维西—乔后断裂附近 ３级以上地震震源机制

活动或者是重新活动后联通而形成的可适应现今应力环境的新断裂有关。同时考虑到，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该区域５级以上中强震空间上距离较近、相连，存在自北向南迁移的趋势，可能
存在应力触发的相互作用，结合前文分析，认为有必要加强对该区域地震活动的监测和研究。

５　结论

本研究基于云南区域台网和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大理中心小孔径台网 ２０１３年 １
月—２０２２年 ５月期间记录到的地震波形数据，利用 ＣＡＰ方法对滇西北地区 ２５９个 ３．０级以
上地震的震源机制进行了反演，采用阻尼参数方法进行应力场反演，基于反演结果对滇西北

地区震源机制和应力场特征进行讨论。获得以下主要结论和认识：

（１）滇西北地区地震的震源机制多为走滑类型，部分为正断型，逆断型最少，震源深度较
浅，矩心深度主要集中在 １０ｋｍ以内，大多为高倾角地震，这与区域性推覆作用造成滇西北地
区断层多为高倾角特征相吻合（刘俊来等，２００６）。Ｐ轴方向自北向南显示为 ＮＮＷ向、ＮＷ
和 ＮＥ向，从北向南有顺时针偏转趋势，Ｐ轴、Ｔ轴均有着较小的倾伏角，滇西北地区以水平
应力为主。

（２）应力场反演结果显示，滇西北地区应力场类型以走滑型为主，存在局部的正断和过
渡型，主压应力轴方向从北向南顺时针旋转。滇西北地区北部德钦—中甸地区德钦中

甸—大具断裂附近震源机制解主要为正断型，Ｐ轴方向主要为 ＮＮＥ向，接近直立状态，Ｔ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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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主要为 ＮＥＥ向，接近水平状态，应力场反演结果显示该区域受到拉张作用，与前人研究
结果基本一致，主压应力轴方向为 ＮＷ向，主张应力轴方向 ＮＥ向，与盛书中等（２０２２）无阻
尼反演的 ＮＮＥ向的结果有所差异；东北部大理—丽江断裂附近震源机制解类型以走滑型和
正断型为主，该区域正断型地震较多，沿断裂东北至西南，震源机制解类型从走滑型转变为

正断型，从应力场反演结果来看，该区域存在走滑型和拉张型应力场，从东北侧向西南，应力

场类型从走滑转变为拉张，与震源机制解的空间分布表现出一致性。结合前人研究，该区域

拉张型应力场或许与区域的垂直压应力有关，最大水平主压应力方向在该区域开始顺时针

旋转变；区域西南部震源机制解以走滑为主，部分为正断型，Ｐ轴优势方位为 ＮＥ向，Ｔ轴优
势方位为 ＮＷ向，正断型地震主要靠近腾冲区域，应力场类型为走滑型，主压应力轴方向主
要为 ＮＥ向；大理地区红河断裂及维西—乔后断裂附近地震类型复杂，中强震频发，震源机
制解以走滑和正断层为主，走滑型较多，Ｐ轴方向主要为 ＮＷＷ向，Ｔ轴方向主要为 ＮＮＥ向，
应力场类型为走滑型和过渡型，主压应力轴方向为 ＮＮＷ近 ＮＳ和 ＮＮＥ向，滇西北地区主压
应力的顺时针旋转在大理地区红河断裂附近显著转变，由 ＮＮＷ逐渐转变为 ＮＮＥ。

（３）区域内维西—乔后断裂附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地震活动性强，共发生 ４次 ５级以上地震
震群（２０１３年洱源 ＭＳ５．５、２０１６年云龙 ＭＳ５．０、２０１７年漾濞 ＭＳ５．１及２０２１年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

漾濞６．４级主震矩心深度 ５．８ｋｍ，矩震级 ＭＷ６．０３，震源机制节面Ⅰ走向 ３９°、倾角 ７５°，滑动角
－１６°；节面Ⅱ走向１３３°、倾角７５°、滑动角－１６４°；其发震构造为维西—乔后—巍山断裂西侧的一
条 ＮＷ走向的隐伏断裂或者次生断裂。该结果与王光明等（２０２１）、雷兴林等（２０２１）研究结果
接近，与龙锋等（２０２１）判定发震构造为维西—乔后断裂的平行伴生断裂存在一定差异。

（４）维西—乔后断裂附近 ４次 ５级以上地震震群中有 ３次地震的发震构造均为维西—
乔后西侧隐伏断裂或者次生断裂，考虑到 ２０２２年震源机制结果规律性变化，或许可能与维
西—乔后断裂应力的变化有关，区域应力的变化可能导致存隐伏断裂重新活动或者是重新

活动后联通而形成新的可适应现今应力环境的断裂，维西—乔后断裂附近可能存在先存隐

伏断层或次生断层重新活动趋势，故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该区域地震活动性的研究和关注。

参考文献

陈继锋，蒲举，罗仁昱，等．２０２０．海原及周边地区中小地震震源机制解研究．地震工程学报，４２（５）：１０４９～１０５４，１０６４．

陈佳，邓嘉美，叶泵，等．２０２１．利用接收函数研究滇西北地区地壳厚度及泊松比特征．中国地震，３７（１）：１２７～１３９．

程佳，徐锡伟，甘卫军，等．２０１２．青藏高原东南缘地震活动与地壳运动所反映的块体特征及其动力来源．地球物理学报，５５

（４）：１１９８～１２１２．

崔效锋，谢富仁，张红艳．２００６．川滇地区现代构造应力场分区及动力学意义．地震学报，２８（５）：４５１～４６１．

戴盈磊，张文静，王承伟，等．２０２１．基于 ＭＳＡＴＳＩ的辽宁地区构造应力场特征．防灾减灾学报，３７（３）：１～８．

丁国瑜，李永善．１９７９．我国地震活动与地壳现代破裂网络．地质学报，（１）：２２～３４．

胡鸿翔，高世玉．１９９３．滇西地区地壳浅部基底速度细结构的研究．中国地震，９（４）：７０～７７．

胡家富，苏有锦，朱雄关，等．２００３．云南的地壳 Ｓ波速度与泊松比结构及其意义．中国科学（Ｄ辑），３３（８）：７１４～７２２．

黄小巾，吴中海，李家存，等．２０１４．滇西北裂陷带的构造地貌特征与第四纪构造活动性．地质通报，３３（４）：５７９～５９３．

李见，陈佳，金明培，等．２０２２．漾濞 Ｍ６．４地震序列 Ｍ≥５．０地震震源机制解及构造特征．大地测量及地球动力学，４２（７）：

６８０～６８６．

李涛，付虹，姜金钟，等．２０１８．２０１３年云南洱源 ＭＳ５．５地震序列不同地震观测台网地震定位结果对比分析．地震研究，４１

（１）：５５～６３．

林向东，葛洪魁，徐平，等．２０１３．近场全波形反演：芦山 ７．０级地震及余震矩张量解．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１２）：４０３７～４０４７．

４１６

ＣＭＹＫ



３期 李见等：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滇西北地区 ＭＳ≥３．０地震震源机制解及应力场特征分析

刘俊来，宋志杰，曹淑云，等．２００６．印度———欧亚侧向碰撞带构造岩浆演化的动力学背景与过程———以藏东三江地区构

造演化为例．岩石学报，２２（４）：７７５～７８６．

龙锋，祁玉萍，易桂喜，等．２０２１．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２１日云南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序列重新定位与发震构造分析．地球物理学报，６４

（８）：２６３１～２６４６．

龙海英，高国英，聂晓红，等．２００７．乌鲁木齐地区中小地震震源机制解及构造应力场．地震，２７（３）：８９～９６．

罗钧，赵翠萍，周连庆．２０１５．２０１３年 ８月香格里拉德钦得荣 ＭＳ５．９地震序列震源机制与应力场特征．地球物理学报，５８

（２）：４２４～４３５．

罗睿洁，吴中海，黄小龙，等．２０１５．滇西北宾川地区主要活动断裂及其活动构造体系．地质通报，３４（１）：１５５～１７０．

潘睿，姜金钟，付虹，等．２０１９．２０１７年云南漾濞 ＭＳ５．１及 ＭＳ４．８地震震源机制解和震源深度测定．地震研究，４２（３）：

３３８～３４８．

苏有锦，张俊伟．１９９８．震区深部构造．一九九六年丽江地震．北京：地震出版社，５７～６４．

钱晓东，秦嘉政，刘丽芳．２０１１．云南地区现代构造应力场研究．地震地质，３３（１）：９１～１０６．

盛书中，胡晓辉，王晓山，等．２０２２．云南及邻区地壳应力场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６５（９）：３２５２～３２６７．

苏培臻，安祥宇，李恩来，等．２０２０．辽宁地区近期中小地震震源机制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１１）：４０２３～４０３６．

孙业君，赵小艳，黄耘，等．２０１７．云南地区震源机制及应力场特征．地震地质，３９（２）：３９０～４０７．

田建慧．２０１９．云南地区构造应力环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王光明，吴中海，彭关灵，等．２０２１．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２１日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的发震断层及其破裂特征：地震序列的重定位分析

结果．地质力学学报，２７（４）：６６２～６７８．

万永革．２０２０．震源机制与应力体系关系模拟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６）：２２８１～２２９６．

雷兴林，王伟志，马胜利，等．２０２１．关于 ２０２１年 ５月滇西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序列特征及成因的初步研究．地震学报，４３（３）：

２６１～２８６．

吴中海，张永双，胡道功，等．２００８．滇西北哈巴玉龙雪山东麓断裂的晚第四纪正断层作用及其动力学机制探讨．中国科学

（Ｄ辑）：地球科学，３８（１１）：１３６１～１３７５．

谢富仁，苏刚，崔效锋，等．２００１．滇西南地区现代构造应力场分析．地震学报，２３（１）：１７～２３．

徐杰．２０１１．新生地震构造带的研究———地震地质研究新开拓的一项工作．华南地震，３１（４）：２３～２８．

许志琴，李海兵，唐哲民，等．２０１１．大型走滑断裂对青藏高原地体构架的改造．岩石学报，２７（１１）：３１５７～３１７０．

杨军，苏有锦，陈佳，等．２０１４．利用 ＣＡＰ方法快速计算云南地区中小地震震源机制解．中国地震．３０（４）：５５１～５５９．

杨军，苏有锦，李孝宾，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３年洱源 ＭＳ５．５地震序列 ＭＬ≥３．４地震的震源机制解研究．地震研究，３８（２）：

１９４～２０２．

叶涛，陈小斌，黄清华，等．２０２１．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２１日云南漾濞地震（ＭＳ６．４）震源区三维电性结构及发震机制讨论．地球物

理学报，６４（７）：２２６７～２２７７．

赵小艳，付虹．２０１４．２０１３年洱源 ＭＳ５．５和 ＭＳ５．０地震发震构造识别．地震学报，３６（４）：６４０～６５０．

朱音杰，刘檀，赵英萍，等．２０１７．ＣＡＰ方法反演 ２０１６年唐山 ＭＬ４．３地震震源机制解．华北地震科学，３５（１）：５０～５５．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Ｇ，ＲａｎｇｉｎＣ．２００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ｅｎｔｒａｌＭｙａｎｍａｒ）：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ｄｉａ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ｏｂｌｉｑｕ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Ｊ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２１（１０）：１１３９～１１５７．

ＨａｒｄｅｂｅｃｋＪＬ，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Ｊ．２００６．Ｄａｍｐ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ｆｏｒ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ａｎｄ

ｔｈｅＣｏａｌｉｎｇａ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１１（Ｂ１１）：Ｂ１１３１０．

ＪｉａｎｇＪＺ，ＬＩＪ，ＦＵ Ｈ．２０１９．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６ＭＳ５．０Ｙｕｎｌ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ｕｒｅＡｐｐｌＧｅｏｐｈｙｓ，１７６（３）：１２２５～１２４１．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ＧａｒｚｏｎＰ，ＫｗｉａｔｅｋＧ，Ｉｃｋｒａｔｈ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ＭＳＡＴＳＩ：ａＭＡＴＬＡＢｐａｃｋａｇｅｆｏｒ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ｓｏｌｉｄｃｌａｓｓ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ｎｅｗ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ｕｓｅｒ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ｌ．ＳｅｉｓｍＲｅｓＬｅｔｔ，８５（４）：８９６－９０４．

ＸｕＺＧ，ＨｕａｎｇＺＣ，ＷａｎｇＬ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ｒｕｓｔｍａｎｔｌ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Ｓｃｉ，２９

（２）：１０５～１１５．

ＺｈａｏＬ，ＬｕｏＹ，ＬｉｕＴ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Ｂｕｌｌ

ＳｅｉｓｍＳｏｃＡｍ，１０３（４）：２４９８～２５０７．

ＺｈａｏＬＳ，ＨｅｌｍｂｅｒｇｅｒＤＶ．１９９４．Ｓｏｕｒｃ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ＢｕｌｌＳｅｉｓｍＳｏｃＡｍ，８４（１）：９１～１０４．

ＺｈｕＬＰ，ＢｅｎＺｉｏｎＹ．２０１３．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ｏｔｅｎｃｙａｎｄｍｏｍｅｎｔｔｅｎｓｏｒｓｆｏｒ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５１６

ＣＭＹＫ



中　国　地　震 ４０卷

ｄａｔａ．ＧｅｏｐｈｙｓＪＩｎｔ，１９４（２）：８３９～８４３．

ＺｈｕＬＰ，ＨｅｌｍｂｅｒｇｅｒＤＶ．１９９６．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ｏｕｒｃ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ｕｓｉｎｇ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ＢｕｌｌＳｅｉｓｍ

ＳｏｃＡｍ，８６（５）：１６３４～１６４１．

ＺｏｂａｃｋＭＬ．１９９２．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ｔｒｅｓｓｍａ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９７

（Ｂ８）：１１７０３～１１７２８．

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Ｓ≥３．０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Ｙｕｎｎａｎｆｒｏｍ２０１３ｔｏ２０２２

Ｌｉ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ａ，ＹｅＢｅｎｇ，ＪｉｎＭｉｎｇｐｅｉ，ＬｉＸｉａｏｂ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ｇｅｎｃ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２２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ｗｅｕｔｉｌｉｚｅｔｈｅＣＡＰ（ＣｕｔａｎｄＰａｓｔ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ｆｏ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２５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ｉｔｈ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３．０ｏｒｇｒｅａｔｅｒ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Ｙｕｎｎａｎ，ｓｐ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３ｔｏ２０２２．Ｗｅａｐｐｌｙｔｈｅｄａｍｐ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ｉｎｖｅｒｔ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ＹａｎｇｂｉＭＳ６．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Ｔｈｅｋｅｙ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ａ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① 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Ｙｕｎｎａｎ
ａｒｅ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ｌｙ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ｗｉｔｈｓｏｍｅ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ｏｃｃｕｒａｔｓｈａｌｌｏｗ
ｄｅｐｔｈｓａｎｄｈａｖｅｈｉｇｈｄｉｐａｎｇｌｅｓ．ＴｈｅＰａｘｉ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ｅｓｆｒｏｍＮＮＷ ｔｏＮＷ ａｎｄＮＥ，ｗｉｔｈａ
ｎｏｔｉｃｅａｂｌｅ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ｔｏｓｏｕｔｈ．ＢｏｔｈｔｈｅＰａｘｉｓａｎｄＴａｘｉｓｅｘｈｉｂｉｔｓｍａｌｌ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ｒｅｓｓａｔ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②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Ｙｕｎｎａｎｉｓ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ｎｅａｒ
ｔｈｅＤｅｑｉｎＺｈｏｎｇｄｉａｎｆａｕｌｔ，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ｅｓｓ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ａｘｉｓ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ＮＷ．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ｎｅａｒｔｈｅＤａｌｉＬｉ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ｂｏｔｈ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ａｎｄ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ｓ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ｓｉ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ａｘｉｓ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ＮＮＷ．ＮｅａｒｔｈｅＨｏｎｇｈ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Ｄａｌｉａｒｅａ，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ａｘｉｓｓｈｉｆｔｓｆｒｏｍＮＮＷ ｔｏＮＮ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ｉｎｔｈｅ
ＲｕｉｌｉＢａｏｓｈａｎａｎｄＴｅｎｇｃｈｏｎｇａｒｅａｓ，ｔｈｅ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ｉｓ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ａｘｉｓ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Ｎ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ａｘｉｓｒｏｔａｔｅｓ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
ｔｏｓｏｕｔｈ，ｗｉｔｈａｍａｒｋｅｄｓｈｉｆｔｆｒｏｍＮＮＷ ｔｏＮＮＥｎｅａｒｔｈｅＨｏｎｇｈ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Ｄａｌｉａｒｅａ．③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５ｏｒｇｒｅａｔｅ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ｎｅａｒｔｈｅＶｅｘｉＱｉａｏｈｏｕｆａｕｌｔｓｈａ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ｓ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ｄｄｅｎｏｒ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ａｕｌｔｓｗｅｓｔｏｆ
ｔｈｅＶｅｘｉＱｉａｏｈｏｕｆａｕｌｔ．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２０２２ｍａｙｂ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
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ｔｒｅｓｓ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ｎｅａｒ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Ｔｈｉｓａｒｅａｗａｒｒａｎｔ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ｆ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ｏｓｔｒｏ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ｓ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ａｄｅｅｐｅ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Ｙｕｎｎａｎａｎｄ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ＡＰ ｍｅｔｈｏｄ；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Ｙｕｎｎａ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ｂｉＭＳ６．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６１６

ＣＭＹ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