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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水平与贡献

２０２３年，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承担省部级以上各类研究课题 １００项，

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研究课题 ８１项，其中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

题 １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５８项。２０２３年牵头申请的 １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开始实施；申请的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２０项获得资助，其中包括外国学者研究基

金 １项；获得重大横向项目 １项。

２０２３年，实验室固定人员、流动人员和研究生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２４６篇，其中被 ＳＣＩ收录或被 ＳＣＩ和 ＥＩ同时收录论文 １８１篇，被 ＥＩ收录论文 ３７篇

（不含ＳＣＩ和ＥＩ同时收录）。其中，在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自然指数收录期刊发表论文２１篇，

占实验室发表论文总数的 ８５％；在中国卓越科技期刊发表论文 ２３篇，占实验室发

表论文总数的 ９３％。依据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最新 ＪＣＲ论文分区，实验室在

综合类和地学领域 １区期刊发表论文 ３５篇，Ｔｏｐ期刊发表论文 ５０篇，２区期刊发表

论文 ４９篇，分别占实验室发表论文总数的 １４２％、２０３％和 １９９％。在国内外会议

论文集发表论文 ５篇。本年度实验室人员以第一作者在国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

文 ４０余篇，在国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 １９０余篇，与其他研究机构人员在国内

外学术会议共同展示论文 ７０余篇。

７名科研人员分别在 “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中国地震科学实验

场第五届学术年会”、“中国第十八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上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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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特邀报告，２０多名科研人员分别在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中国地震学

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第二十次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年会”等会议上做专题

特邀报告。

２０２３年，获发明专利 ４项，实用新型专利 ３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３项，参与制

定行业标准 １项。

实验室人员牵头完成的研究成果 “活动断裂带形变全过程集成监测与震源参数

反演关键技术及地震危险性判定”获 “中国地球物理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实

验室人员作为参加人员取得的研究成果 “地壳深部压力状态及超高压岩石形成研

究”和 “南北地震带及华北地区大规模宽频带地震台阵探测及应用”分别获 “绿色

矿山科学技术奖”基础研究一等奖和 “中国地球物理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由俞晶星副研究员等完成的论文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ｉｔ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ｒｅｇｉｍｅ”和由李彦川副研究员等完

成的论文 “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ａｓｐｅｒ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ｎｍａｊｏｒ

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分别获得第 “十三届李善邦青年优秀地震科技论文奖”

二等奖和三等奖。由詹艳研究员等完成的论文 “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２２日青海玛多 ＭＳ７４

地震深部环境及发震构造模式”获 “陈宗器地球物理优秀论文奖”。由单新建研究

员等完成的论文 “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８日四川九寨沟 ７０级地震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及断层

分布滑动反演”和由詹艳研究员等完成的论文 “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２２日青海玛多 ＭＳ７４

地震深部环境及发震构造模式”入选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领跑者 ５０００中国

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

由博士生李昕泽等完成的论文 “纳米材料超塑性扩散流变实验对断层动态弱化

机制的启示”获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学生优秀论文奖”。由博士生韩冰等

完成的论文 “震前低频电磁辐射异常的辨识处理与反演定位”获 “第 １６届中国国

际地球电磁学术研讨会优秀学生论文奖”。

李传友研究员获中国地震局四川泸定６８级地震应急处置奖励，记二等功。胡钢

副研究员参与创作的 “黄河的前世今生”视频获 《中国科学》杂志社科技短视频大

赛一等奖。

二、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截至 ２０２３年底，在实验室工作的固定人员为 １２６人，其中研究人员 １０８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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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员 １７人，专职管理人员 １人。实验室人员在职称结构上以高级研究人员为主，

其中正高级人员 ４１人，副高级人员 ６１人；在学历结构上以高学历者为主，其中具有

博士学位人员 １１６人，具有硕士学位人员 ６人；在年龄结构上以中青年人员为主，其

中 ４５岁以下人员 ８２人。研究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１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 ３人，国家级青年人才 ２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３人，万人计划青年拔尖

人才人选 １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选 １人，９７３首席科学家 １人，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 ６人。

２０２３年，实验室队伍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新疆－中亚活动构造与强震研究创新

团队”入选 “中国地震局创新团队”；陈建业研究员入选 “中国地震局骨干人才”。

聘任北京大学黄清华教授担任实验室主任；聘任赵凤新研究员为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通过公开招聘方式，新增８名青年科研人员 （于勇、张淼、张迎峰、高一帆、李朝鹏、

赵旭东、胡宗凯、王康），２０２２年引进的国内优秀学者郑德文研究员进入实验室开展

工作。实验室 ６名科研人员晋升研究员岗位。

实验室邀请的国际知名学者在实验室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的同时，还参与指导

青年科技人员工作，并开设短期课程。其中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汪荣江教授 （德国地

学研究中心）、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ｐｉｅｒｓ教授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和李盛华教授 （香港大

学）分别开设了 “计算地震学”、“岩石变形机制与断层流变学”和 “第四纪年代

学”课程，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ｐｉｅｒｓ教授针对英文科技论文写作作了题为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Ｈｏｗｔｏｂｅａｔｔｈｅｎａｔｉｖｅｓａｔ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ｇａｍｅ！”的报告。美国南加

州大学 ＳｙｌｖａｉｎＢａｒｂｏｔ教授开设了 “地震动力学－理论与模拟实践”课程。

实验室仍把选送青年人员到发达国家高校和科研机构访问学习作为人才培养的

重要手段。２０２３年，受中国地震局和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派出２名青年科技人员分

别赴英国伦敦大学和利物浦大学开展为期 １年的访问和交流；受科技部青年科技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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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中长期出国 （境）培训专项资助，派出 ２名青年科技人员分别赴德国慕尼黑大学

和波茨坦大学学习和交流；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派出 ２名博士研究生分别前往荷

兰乌得勒支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

２０２３年，实验室共有 ２５名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学位 （其中博士 ９人，硕士 １０人；

联合培养硕士 ６人），出站博士后 ６人。截至 ２０２３年底，实验室在读研究生 １３７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 ８１人，含联合培养博士生 ３人；硕士研究生 ５６人，含联合培养硕

士生 １２人），在站博士后 １７人。博士生余博文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三、开放与合作交流

１、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主要情况

　　２０２３年 ２月 ６日土耳其先后发生两次 ＭＷ７８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土耳其 ７８

级地震国际科学考察，成立地震科考队，实验室副主任张会平研究员任队长。３月 ２１

日—４月 ２日，由实验室李传友研究员、俞晶星副研究员、ＭｕｒａｔＴａｍｅｒ副研究员、博

士生马字发、硕士生李俊杰等组成的科考队地质／地球化学组对发震构造和沿破裂带

流体地球化学开展了调查。此外，科考队应邀赴土耳其灾害应急管理局、安卡拉大

学、伊斯坦布尔大学、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等科研机构与相关研究人员开展了深入

的学术交流，推进了中土两国地震科技领域的合作。

２０２３年 ８月 ２５—２７日，由中国地理学会地貌与第四纪专业委员会主办、地震动

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山西太原大陆裂谷动力学”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承办

的 “２０２３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来自南京大学、

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等国内高校和中国科学院、中国地震局、中国地质调

查局等系统的３００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实验室副主任、会议组织委员会秘书长张会

平研究员主持开幕式，并介绍了会议筹备情况。会议围绕 “青藏高原隆升、风化剥蚀

和环境变化”、“亚洲大河形成与演化”、“活动构造与河流地貌演化”、“新构造活动

与地貌演化”、“地貌学研究新方法与新技术”、“古洪水与灾害地貌”、“地貌过程与

人类活动”等主题方向开展了深入交流。此次会议为地貌与第四纪学科与其他学科

的有机融合提供了全方位、多角度的交流机会，有助于学科更好发展。

２０２３年 １２月 ２７—２８日，“ＩｎＳＡＲ／ＧＮＳＳ／红外遥感技术与地震危险性分析应用研

讨会”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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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国地震学会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专业委员会牵头主办，

“新疆帕米尔陆内俯冲”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和中国地震局乌鲁木齐中亚地震

研究所参与协办。来自国内数 １０所科研院所、高校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近

１００位专家和青年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 ２０多名学者分别做了关于 ＩｎＳＡＲ／ＧＮＳＳ／红

外遥感技术及应用的学术报告。报告内容涵盖了 ＩｎＳＡＲ／ＧＮＳＳ处理关键技术、热红外

遥感及机理、地壳形变观测、活断层探测与发震机理、地震监测预警和地震危险性分

析、海底地形测绘等多个地学领域。与会专家对 ＩｎＳＡＲ／ＧＮＳＳ／红外遥感技术进步及

其在地震地质研究领域取得的最新技术进展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报与讨论，在如何

构建开放的数据共享平台、促进不同研究团队和单位之间的联动合作，以及多方向

学科交叉融合服务国家地震监测预测预警和地震危险性分析等方面形成了建设性的

意见和建议。

实验室多名科研人员作为召集人在多个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上组织了多个专题。

７名科研人员做了大会特邀报告，２０多名科研人员做了专题特邀报告。

２０２３年，实验室工作人员和研究生实地或线上参加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 ３００余

人次，其中出国 （境）参加会议 ２２人次。赴国 （境）外开展野外联合科考、交流和

学习等 ２７人次，其中 ４名青年骨干人员和 ２名博士研究生赴国外高校开展为期一年

的访问交流和学习。

实验室多项课题的执行过程中需开展国际合作。２０２３年，来自美国、英国、荷

兰、德国、丹麦、新西兰、以色列等国 （境）外科研机构的２６名学者访问实验室，其

中 １０名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开展了实质性合作研究和野外联合科考。

实验室多名科研人员参加了全国或地区地震趋势年中会商会，７名科研人员在

中国地震局主办的 “分析预报地震地质基础理论和方法培训班”和 “活动断层探测

技术培训班”开设专题讲座和指导野外考察，１名科研人员在 “援老挝国家地震监

测台网第一期来华培训班”开设讲座，２名科研人员在河北省地震局举办的 “地球

物理业务培训班”开设讲座。

２、公众开放活动情况

（１）对外开放

２０２３年 ５月 １１日，我国第 １５个 “全国防灾减灾日”前夕，３０名来自中国科学

院大学的师生来实验室参加科普讲座及系列参观活动。实验室副主任张会平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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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基本情况和人才团队建设进展，勉励同学们在各自专业领

域努力奋斗，毕业后为国家防灾减灾事业贡献力量。实验室杨晓平研究员以甘肃北

山地区活动构造研究为例，向同学们详细介绍了北山地区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

问题，激发了同学们的科学研究兴趣。讲座结束后，同学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观

了国家重点实验室，老师们围绕实验设备的应用和相关科研项目展开介绍，大大拓

宽了同学们的科学研究视野，深刻理解了防震减灾工作对护航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

义。本次科普活动增进了同学们对地震事业的关注和兴趣，增加了他们对地震科研

工作的了解，也拓宽了他们的科学研究视野，为强化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

展”的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７月 ２５日，实验室依托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举办第七届 “优秀大学生夏

令营”，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地学类专业的 ２９名优秀大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在工作

人员的引导下，同学们在实验室重点了解和学习了构造物理学、新构造与年代学的

实验技术方法，并积极提问和讨论。此次活动为优秀大学生提供了一次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机会，营员们纷纷表示获益良多，对地震科学研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拓宽

了科学研究视野。

（２）实习基地

２０２３年，实验室先后 ３次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提供教育实习基地。

４月 ８日，根据中国科学院大学 《岩石物理学》课程安排，该校 ２０多名研究生

来实验室开展课程实习。首先，杨晓松研究员简要介绍了高温高压岩石物理实验室

的概况，随后在陈建业研究员等科研人员的指导下，同学们先后完成了岩石渗透率

和岩石弹性波测量实验。

５月 ２８日，２０多名中国科学院大学地学领域研究生来实验室开展课程实习。首

先，实验室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向同学们介绍了构造物理实验室概况和实习内容，

随后郭彦双副研究员、姚路副研究员、张雷副研究员等科研人员引领大家参观了构

造物理实验室，并指导同学们先后完成了岩石单轴压缩破裂实验、断层泥双剪粘滑

实验和辉长岩高速旋转剪切摩擦实验。

１２月 ２４日，根据中国科学院大学 《岩石流变学》课程安排，该校 ２０多名研究

生来实验室参观学习。首先，周永胜研究员介绍了相关仪器设备的功能、用途，以及

课程实习内容和安排，随后姚文明副研究员、马玺副研究员等科研人员分别为学生

先后演示了岩石流变学实验、ＥＢＳＤ数据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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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 ３次实习过程中，研究生们认真聆听、踊跃提问，与研究人员探讨相关研

究的背景、研究动态及相关实验技术的发展趋势等，对这些室内实验研究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经过此次活动，研究生们对构造物理学、实验地震学等学科的实验研究目

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为今后从事相关研究工作奠定了

基础。

３、科学传播情况

为推动向全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实验室积极

组织科普宣传活动。

（１）地震科普走进校园。５月 １１日，郭彦双副研究员受邀前往中科院第四幼儿

园，为教师和小朋友 ３００余人做了 “地震的感知和地震来了怎么办”的科普讲座。

讲述了汶川地震的发生以及地震发生之后国家采取的救灾行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

帮助灾区人民战胜灾难，度过难关。同时，结合自身多年的工作积累，通过各种形象

的比喻和生动的描述，深入浅出地给大家介绍了怎样认识地震，怎样面对地震以及

怎样逃生保护自己。鼓励大家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利用学到的灾

害避险知识，主动担当起 “小小科普宣传员”的责任。

通过面向幼儿教育机构和社会公众的科学传播，使孩子们了解地震常识和灾害

避险知识，懂得如何有效保护自己，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热爱科学的种子，使社会公

众了解科学实验方法及其原理，增进对地震科学研究的认识。

（２）积极参与 “全国科技周”活动。５月 ２０—３１日是 “全国科技周”，主题是

“热爱科学　崇尚科学”。５月 ２０日起，科技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北京城市绿心森

林公园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展览会，实验室派出３名科研人员参会。他们利用中

国大陆活动断层模型及重点区域沙盘，为现场观众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活动断裂与地

震发生位置的密切关系，激发了在场青年学生对地震科技工作的浓厚兴趣。

（３）小视频助力科学传播。新构造与年代学实验室组织相关科研人员，将实验

室承担的 “释光测年法”、“１４Ｃ测年法”、“ＥＳＲ测年法”、“裂变径迹测年法”的基本

原理和应用领域制作成简单易懂的４期科普讲解视频，并对外发布，利用网络更广泛

地推动地震科学研究的知识普及。

４、公共研究平台的作用及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与共享情况

实验室是中国地震研究领域重要的公用研究平台，通过各类研究课题、自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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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开放课题与地震系统、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１０多个单位开展合作研究。

２０２３年，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博士生利用实验室高速旋转摩擦实验机开展联合实验研

究，成果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来自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

中尼 （Ｂｈｕｐａｔｉ）博士、南京大学鹿化煜教授课题组及东华理工大学龚志军副教授课

题组成员在实验室开展释光信号和环境剂量率测试分析研究等。实验室大型仪器设

备对外开放共享，先后为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浙江大学、北京市地热调查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系统等 ４０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了测试服务。

四、专项经费执行情况与效益分析

１、自主研究课题的设置及执行情况

　　２０２３年，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基本科研项目下达经费 ３００万元，分别用

于支持实验室新设立的 １０项自主研究课题以及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设立的 １６项自主研究

课题，其中本年度新设立的自主研究课题投入 １３８万元。截至 ２０２３年底，２０１９年及

以前设立的 ４项自主课题因故延期。２０２３年，利用实验室自主课题共在国内外期刊

发表论文 ２０篇，全部被 ＳＣＩ、ＥＩ收录。

通过实验室重点研究计划课题的实施，在重点研究区开展多手段观测和研究，

增进了对该区域的科学认识。围绕实验室研究方向设立的探索性研究课题开展具有

前瞻性、探索性科学研究，内容涉及新构造与活动构造学、地震学、大地测量学、构

造物理学等各学科领域，产出了一批优秀科研成果，为学科创新发展和交叉融合打

下基础。支持的实验方法与技术课题对实验室观测技术和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取得

一批数据，为实验室测量体系的完善、实验数据的合理解析和实验技术的提升提供

了支撑。

２、开放基金课题的设置及执行情况

２０２３年，实验室共批准开放课题 １０项，资助总额 １３７万元。开放课题负责人分

别来自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地震系统。２０２０年设立的５项开放课题中，有

２项提交了结题报告，其余 ３项因故申请了延期；往年延期的 ５项课题提交了结题报

告。２０２１和 ２０２２年设立的 １３项开放课题均按计划实施。实验室资助的开放课题在

国内外学术刊物表论文 ３７篇。

由四川省地震局梁明剑高级工程师负责的 “五道梁—长沙贡玛断裂晚第四纪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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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习性研究”课题通过遥感解译、地质地貌调查、无人机测绘等工作，开展了巴颜喀

拉块体内部 ＮＷ向的五道梁－长沙贡玛断裂中南段的晚第四纪活动性、活动速率及其

在块体内部构造变形中的作用研究。研究发现五道梁－长沙贡玛断裂中段为全新世活

动的左旋走滑断裂，具有孕育和发生强震的构造条件，其平均滑动速率为 （２５５±

０５０）ｍｍ／ａ，通过探槽共揭露出 ４次古地震事件。综合分析巴颜喀拉块体内部的区

域构造变形特征，发现块体内部的大型走滑断裂 （如：阿万仓、玛多－甘德、达日和

五道梁－长沙贡玛断裂）晚第四纪的水平滑动速率大体相当，表明块体内部没有大的

差异性构造变形，但这些断裂明显的晚第四纪活动性证明它们在巴颜喀拉块体、乃

至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的构造变形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该研究为深入探讨活动块体

构造变形的运动学和动力学机制积累了案例和基础数据。

由浙江大学饶刚研究员负责的 “滑脱层对褶皱－冲断带构造变形的控制及其发

震构造意义”课题取得以下结果：（１）在库车褶皱－冲断带发育初期，构造挤压作用

快速传递至变形前锋带 （亚肯、南喀和羊塔克背斜），并且在短时间内达到了现今的

断层 （褶皱）长度。盐岩层作为良好的滑脱层，对变形传递和构造侧向生长起到了

重要的润滑作用。（２）在上述基础上，通过数值模拟方法重建了准南地区构造楔和

前冲断层的构造变形序列。并且，预测了在山前构造楔发育位置将会发生断层突破，

而后者如果与深部断坡连接，未来将会是重要的地震风险源。模拟结果也强调了断

层隐伏部分可能是逆冲型地震灾害被低估的重要原因之一。（３）模拟了三维褶皱生

长及其地貌演化标志，研究结果对于年代学样品匮乏地区如何快速有效识别活动构

造的生长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由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孙珂副研究员负责的 “新疆北天山地壳变形与热

红外信息特征研究”课题以新疆北天山为研究区，基于热红外卫星数据提取地表热

信息，通过多源数据、不同方法、不同时空尺度的对比分析，总结了一种震前热红外

异常的判别方法，并选取示范区开展地震预测的回溯性研究。之后进一步从不同时

间尺度跟踪了孕震区内块体和断裂处的震前热红外异常，形成了一种中短期地震热

红外的预报思路；基于 ＧＰＳ速度场资料获取地表应变率场的动态演化特征；基于多

台多地震联合反演求解中小地震应力降。通过多种手段的综合分析，能够为深入理

解认识构造活动及孕震过程遥感热异常产生的物理机制提供基础，同时可为该区域

地震危险性分析提供参考。

由西南科技大学王富东博士负责的 “九寨－黄龙钙华沉积序列中的地震事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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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课题以九寨－黄龙钙华为研究对象，利用扫描电镜、Ｘ射线衍射，电感耦合等离

子质谱等先进分析测试技术，辅以１４Ｃ／Ｕ－系等第四纪测年方法，厘定纵向不连续与突

变的钙华沉积时间序列，结合水文地质、构造地质、遥感与地震资料，寻找钙华沉积

记录中的构造活动或地震事件，为重建古地震事件提供新思路。

由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季灵运副研究员负责的 “鲜水河断裂带的能量平衡

状态和大震概率预测研究”课题采用改进的地震能量平衡方法分析鲜水河断裂带的

地震危险性。基于大地测量和地震目录的数据，通过对比鲜水河断裂带的震间能量

亏损累积速率和地震能量释放速率，获得鲜水河断裂带的能量状态。然后结合概率

分析方法推导出最大可能地震的震级和复发周期的概率估计，给出沿鲜水河断裂带

的地震危险性的定量结果。研究结果显示，鲜水河断裂带炉霍南到康定北、磨西附近

存在能量亏损。平均潜在最大震级和复发周期分别为 ６４～７４级左右和 ６９０—１４００

年左右。侏倭附近和磨西北到冕宁未来２００年发生６级以上地震概率超过５０％。本研

究对于认识研究区以及川滇块体东边界的未来地震危险性和强震演化过程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对于地震危险性定量分析方法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由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潘波副研究员负责的 “年轻火山岩与相关产物释光测

年初探”课题依托长白山天池火山和龙岗火山两座活火山，采集其晚期已知喷发年

龄的爆炸式喷发产物和烘烤层，利用释光方法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分析发现：千年

大喷发 （９４６－９４７ＡＤ）的空降喷发产物，火山碎屑流及其烘烤层，细颗粒石英均获

得了～１ｋａ的年龄，这与喷发年龄相近，但细颗粒长石却未能得到相应年龄。另外，

还发现烘烤层随着距接触面越远烘烤影响越小。龙岗的大瓮圈 （～１５６ｋａ）由于喷

发为玄武质岩浆，未发现石英颗粒，而烘烤层过于薄未能获得结果。本项目对千年大

喷发的测试，首次验证了碱性岩石内的石英可具有释光信号，这为国际上首次验证，

且千年尺度的成功测试完成，也是难得的优异成果。该项目的成功开展验证了释光

方法在年轻火山岩上的应用，同时发现的诸多问题也将为未来该方法的研究指明方

向。

由广东省地震局邓志辉研究员负责的 “中国南海卫星红外温度动态特征及其与

构造活动关系研究”课题利用卫星遥感红外观测数据，系统分析了南海地区红外温

度的时空动态分布以及可能的不同活动构造带和强地震前后的差异，研究了卫星红

外背景场特征和异常动态过程，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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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室大事记

１、科研与人才

　　９月，实验室 “新疆－中亚活动构造与强震研究创新团队”入选 “中国地震局创

新团队”，陈建业研究员入选 “中国地震局骨干人才”；

１１月，实验室牵头申请的 １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获批。

２、人员变动

１月，王鹏工程师调离实验室；

２月，引进人才郑德文研究员进入实验室工作；汤吉研究员退休；

５月，赵凤新研究员被聘为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６月，张培震院士卸任实验室主任，聘任黄清华教授为实验室主任；

５—７月，依托单位通过公开招聘方式，确定了高一帆、胡宗凯、李朝鹏、王康、

张淼、张迎峰、赵旭东为实验室工作人员；

９月，刘培洵研究员退休；

１２月，于勇副研究员进入实验室工作；何昌荣研究员退休；实验室全职特聘研

究员闻学泽合同到期离开实验室。

３、大型仪器设备的添置

６月，购置浅层高分辨电火花震源探测系统 １套；

１１月，购置单颗粒释光仪 １台；

１２月，购置水上气泡枪震源系统、裂变径迹测试系统、ＸＲＦ释光测量仪、ＥＭＣ

ＣＤ释光测量仪、单颗粒释光仪各 １台 （套）。

六、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纪要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２０２３年 ６月 ２０日在依托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

究所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会议以现场和线上结合的方式举行，石耀霖、周力平、张

培震、马胜利、单新建、黄清华、陈棋福、何昌荣、何建坤、李海兵、刘静、刘俊来等

学术委员会委员在现场参加了会议，陈晓非通过腾讯视频会议在线上参加了会议，

实验室副主任及各研究单元负责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石耀霖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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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副主任周力平教授主持。学术委员会会议有 ３项议程：（１）实验室副主任马胜利

研究员汇报 ２０２２年实验室总体运行情况和 ２０２３年实验室工作计划，委员们围绕相

关内容进行了讨论，并针对学术方向、团队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实验室重组等方面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２）对 ３项自主课题进行了验收答辩和质询讨论，通过评议和

投票，确定３项课题全部通过结题验收；（３）对２０２３年受理的１１项自主研究课题申

请进行了立项答辩，委员们听取了申请人的汇报，并进行了质询、评议和投票，确定

对 ４项课题予以资助，６项课题需修改后资助，１项课题不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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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实验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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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人员

１、实验室工作人员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学专业
最后

学位
备 注

１ 黄清华 男 １９６７．１２ 教授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实验室主任

２０２３０６来室

２ 马胜利 男 １９６０．０３ 研究员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球物理学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３ 陈　杰 男 １９６６．０２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４ 单新建 男 １９６６．０８ 研究员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５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０７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资源与

地质工程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６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７ 闻学泽 男 １９５４．１１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硕士

特聘研究员

２０２３１２解聘

８ 何昌荣 男 １９６１．０１ 研究员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岩石力学 博士 ２０２３．１２退休

９ 杨晓平 男 １９６２．０６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１０ 汤　吉 男 １９６３．０２ 研究员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０２３．０２退休

１１ 刘培洵 男 １９６３．０９ 研究员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学士 ２０２３．０９退休

１２ 王　萍 女 １９６４．０３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１３ 何宏林 男 １９６４．０７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理学 博士

１４ 甘卫军 男 １９６４．０８ 研究员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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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学专业
最后

学位
备 注

１５ 王　敏 女 １９６４．１０ 研究员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６ 郝重涛 女 １９６５．１０ 研究员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７ 屈春燕 女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质学 博士

１８ 尹功明 男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１９ 尹金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１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２０ 周永胜 男 １９６９．０１ 研究员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１ 陈九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３ 研究员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２ 詹　艳 女 １９６９．１２ 研究员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３ 李传友 男 １９７１．０４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２４ 郑德文 男 １９７１．１０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３．０２来室

２５ 陶　玮 女 １９７１．１１ 研究员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６ 蒋汉朝 男 １９７３．０３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２７ 肖骑彬 男 １９７４．０７ 研究员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质学 博士

２８ 孙建宝 男 １９７５．０７ 研究员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理学 博士

２９ 陈顺云 男 １９７６．０３ 研究员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３０ 王丽凤 女 １９７６．０５ 研究员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球物理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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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学专业
最后

学位
备 注

３１ 陈桂华 男 １９７７．０２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３２ 刘进峰 男 １９７７．０８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３３ 张国宏 男 １９７８．１０ 研究员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３４ 宋小刚 男 １９７９．０６ 研究员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测绘科学

与技术
博士

３５ 刘春茹 女 １９８０．０８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３６ 魏占玉 男 １９８１．０５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３７ 鲁人齐 男 １９８２．０２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资源

与地质工程
博士

３８ 马　严 女 １９８２．０２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化学 博士

３９ 韦　伟 男 １９８２．０７ 研究员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４０ 覃金堂 男 １９８３．０２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４１ 陈建业 男 １９８３．０９ 研究员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４２ 刘彩彩 女 １９８４．０３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４３ 龚文瑜 女 １９８４．１０ 研究员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４４ 李　涛 男 １９８５．０９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４５ 毕海芸 女 １９８８．１２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理学 博士

４６ 李顺成 男 １９６９．０４ 高工 其他 其他

４７ 郑荣章 男 １９７０．０１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３年度报告　　

续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学专业
最后

学位
备 注

４８ 王立凤 女 １９７３．０３ 高工 地球物理学 硕士

４９ 黄雄南 男 １９７４．０９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５０ 郭　飚 男 １９７４．１０ 副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１ 王凯英 女 １９７６．０１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２ 郭彦双 男 １９７６．１２ 副研
力学（可授工学、

理学学位）
博士

５３ 郭　志 男 １９７７．０４ 副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质学 博士

５４ 刘云华 男 １９７７．０９ 副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５ 张竹琪 男 １９８０．０９ 副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６ 张克亮 男 １９８１．０３ 副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７ 王阎昭 女 １９８１．０５ 副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８ 姚文明 男 １９８１．０７ 副研 机械工程 学士

５９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６０ 杨会丽 女 １９８２．０４ 高工 地质学 博士

６１ 胡　钢 男 １９８２．０６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理学 博士

６２ 尹昕忠 男 １９８３．０８ 高工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６３ 李　安 男 １９８３．１１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６４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高工 地质学 博士

６５ 王　英 女 １９８４．０６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６６ 石　峰 男 １９８４．０８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６７ 吴熙彦 女 １９８４．１０ 高工 地理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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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学专业
最后

学位
备 注

６８ 苗社强 男 １９８４．１２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６９ 张　振 男 １９８５．０４ 副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质学 博士

７０ 齐文博 男 １９８５．０９ 副研 机械工程 硕士

７１ 张　雷 男 １９８５．１０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７２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７３ 孙浩越 男 １９８６．０１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７４ 段庆宝 男 １９８６．０３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７５ 张　玲 女 １９８６．０４ 副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质学 博士

７６ 王忠梅 女 １９８６．０５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７７ 葛玉魁 男 １９８６．０６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资源与

地质工程
博士

７８ 熊建国 男 １９８６．０８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理学 博士

７９ 袁兆德 男 １９８６．０８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８０ 姚　路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８１ 马　旭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矿业工程 博士

８２ 卓燕群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８３
Ｍｕｒａｔ
Ｔａｎｅｒ
Ｔａｍｅｒ

男 １９８６．１１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８４ 张金玉 女 １９８６．１２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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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焦中虎 男 １９８７．０２ 副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理学 博士

８６ 于　勇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副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０２３．１２来室

８７ 范佳伟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８８ 俞晶星 男 １９８７．１２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８９ 邵同宾 男 １９８８．０２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９０ 董兴朋 男 １９８８．０２ 副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９１ 刘琼颖 女 １９８８．０６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９２ 张丁丁 女 １９８８．１０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９３ 马　玺 男 １９８９．０１ 副研

材料科学与工程

（可授工学、

理学学位）

博士

９４ 张　淼 男 １９８９．０８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球科学 博士 ２０２３．０５来室

９５ 王一舟 男 １９８９．０９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９６ 杨海波 男 １９８９．１０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９７ 李彦川 男 １９８９．１０ 副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９８ 魏传义 男 １９９０．０３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９９ 张佳伟 男 １９９０．０６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资源与

地质工程
博士

１００ 张迎峰 男 １９９０．１０ 副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０２３．０７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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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陈一方 男 １９９１．０３ 副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０２ 成里宁 男 １９９１．０５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１０３ 吕丽星 男 １９９１．０７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１０４ 高一帆 男 １９９１．１１ 副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０２３．０９来室

１０５ 赵旭东 男 １９９３．０３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３．０７来室

１０６ 李朝鹏 男 １９９３．０５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３．０８来室

１０７ 王继军 男 １９６４．０３ 助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质学 学士

１０８ 郑勇刚 男 １９７２．１２ 工程师 其他 其他

１０９ 李海鸥 男 １９７５．１２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资源

与地质工程
博士

１１０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０９ 助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１１ 蔡明刚 男 １９７７．１１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１２ 扈小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９ 工程师 地球物理学 硕士 实验室秘书

１１３ 李　昱 女 １９８１．０２ 助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１４ 梁诗明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助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１５ 王　鹏 男 １９８２．０９ 工程师 地质学 硕士 ２０２３．０１调离

１１６ 董泽义 男 １９８４．０７ 助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１７ 武　颖 女 １９８５．０１ 工程师 仪器科学与技术 硕士

１１８ 王　恒 男 １９８５．１０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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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 刘　姣 女 １９８７．０９ 助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质学 博士

１２０ 韩　冰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工程师 地球物理学 硕士

１２１ 陈进宇 男 １９８８．０９ 助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１２２ 王　伟 男 １９８９．０２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１２３ 苏　鹏 男 １９８９．０３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１２４ 康　欢 男 １９９１．１０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１２５ 李伊菲 女 １９９２．０７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２６ 苏晓婉 女 １９９２．１１ 助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１２７ 杨文心 女 １９９３．０２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１２８ 胡宗凯 男 １９９３．０３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３．０７来室

１２９ 卞　爽 女 １９９３．０９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１３０ 孙翔宇 男 １９９３．１２ 助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３１ 王　康 男 １９９４．０５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资源

与地质工程
博士 ２０２３．０６来室

２、在站博士后和在学研究生

序号 类 别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研究方向 导 师 备　注

１ 博士后 尹　玲 女 １９８６．０９ 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 博士后 商咏梅 女 １９８９．１０ 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３ 博士后 李玉梅 女 １９８７．０９ 地质学 蒋汉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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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博士后 时　伟 男 １９８９．１０ 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５ 博士后 王志伟 男 １９９０．０８ 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６ 博士后 任东升 男 １９９２．０６ 地球物理学 陈建业

７ 博士后 陶亚玲 女 １９８８．１１ 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８ 博士后 雷蕙如 女 １９９５．０３ 地质学 陈建业

９ 博士后 刘建欢 男 １９９０．１０ 地球物理学 陈建业

１０ 博士后 刘晴日 女 １９９５．０２ 地质学 李传友

１１ 博士后 李　佩 女 １９９１．０１ 地质学 鲁人齐

１２ 博士后 李　帅 男 １９９４．０７ 地质学 李传友

１３ 博士后 刘金瑞 男 １９９２．０５ 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１４ 博士后 刘　奇 男 １９９３．１１ 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１５ 博士后 沈勤径 女 １９９４．０２ 地质学 张会平

１６ 博士后 叶亚培 女 １９９５．０４ 地质学 鲁人齐

１７ 博士后 张博
!

男 １９９２．０２ 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１８ 博士生 张永奇 男 １９８５．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１９ 博士生 刘钟尹 男 １９９０．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２０ 博士生 闫　伟 男 １９８２．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２１ 博士生 李　媛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２２ 博士生 韩　冰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实验室在职

２３ 博士生 王　鹏 男 １９８２．０９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实验室在职

２４ 博士生 岳　冲 男 １９８９．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２５ 博士生 曾宪阳 男 １９９１．０３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２６ 博士生 陈　勇 男 １９９１．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２７ 博士生 程　理 男 １９８２．０３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２８ 博士生 崔富荣 女 １９９１．１１ 地球化学 刘进峰 联合培养

２９ 博士生 李　伟 男 １９９１．１１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３０ 博士生 刘　恋 女 １９９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３１ 博士生 邱江涛 男 １９８８．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３２ 博士生 孙　凯 男 １９９４．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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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博士生 徐　伟 男 １９８６．０２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３４ 博士生 姚　远 男 １９８８．０９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３５ 博士生 黄　星 男 １９９３．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３６ 博士生 代成龙 男 １９９５．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杨晓平

３７ 博士生 邸　宁 男 １９９４．０５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刘进峰

３８ 博士生 刘冠伸 男 １９９４．０７ 构造地质学 鲁人齐

３９ 博士生 罗全星 男 １９９５．１２ 自然地理学 李传友 联合培养

４０ 博士生 马字发 男 １９９２．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４１ 博士生 石文芳 女 １９９２．０４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４２ 博士生 孙佳臖 女 １９９０．０７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４３ 博士生 王飞飞 女 １９８６．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４４ 博士生 卫晓彤 男 １９９６．０６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４５ 博士生 徐　博 男 １９９５．０１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４６ 博士生 余博文 男 １９９５．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４７ 博士生 张　扬 男 １９８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４８ 博士生 陈　浩 男 １９９７．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４９ 博士生 董凌峰 男 １９９０．１１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５０ 博士生 耿　爽 男 １９９４．１０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５１ 博士生 韩娜娜 女 １９９１．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５２ 博士生 李成龙 男 １９９２．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５３ 博士生 李科长 男 １９９０．０８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刘进峰

５４ 博士生 孙　晓 女 １９９１．０８ 构造地质学 鲁人齐

５５ 博士生 吴东霖 女 １９９５．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５６ 博士生 谢　皓 男 １９９６．０７ 构造地质学 詹　艳

５７ 博士生 叶轶佳 女 １９９６．０６ 构造地质学 杨晓平

５８ 博士生 张茜茜 女 １９９５．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５９ 博士生 张熠辉 女 １９９６．１１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６０ 博士生 陈　晗 男 １９９７．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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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博士生 崔华伟 男 １９９０．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６２ 博士生 范晓冉 男 １９９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６３ 博士生 华　俊 男 １９９６．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６４ 博士生 姬　昊 男 １９９６．１０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６５ 博士生 李佳妮 女 １９９５．１１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联合培养

６６ 博士生 李　瑞 男 １９９１．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６７ 博士生 李昕泽 女 １９９８．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６８ 博士生 李兆宁 男 １９９７．１１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６９ 博士生 梁德宝 男 １９９６．０１ 构造地质学 陈建业

７０ 博士生 刘书峰 男 １９９０．１０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７１ 博士生 卢丽莉 女 １９９７．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７２ 博士生 钱　黎 男 １９９８．０８ 构造地质学 李　涛

７３ 博士生 申丰铭 男 １９９６．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丽凤

７４ 博士生 谭　翮 男 ２００１．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韦　伟

７５ 博士生 石灵 女 １９９７．０１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７６ 博士生 席　茜 女 １９９５．１２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７７ 博士生 徐　芳 女 １９９７．１２ 构造地质学 鲁人齐

７８ 博士生 杨　顺 男 １９９５．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７９ 博士生 杨彦明 男 １９８０．１０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８０ 博士生 张　林 男 １９９６．０１ 构造地质学 陈建业

８１ 博士生 何鹏宇 男 １９９５．０２ 构造地质学 李　涛

８２ 博士生 李瑞杰 男 １９８８．０６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８３ 博士生 李子鸿 男 １９９６．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８４ 博士生 刘皓晴 女 １９９８．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８５ 博士生 娄晓宇 女 １９９８．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８６ 博士生 缪　杰 男 １９８５．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肖骑彬

８７ 博士生 濮逸铖 男 １９９６．０６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刘进峰

８８ 博士生 齐路晶 男 １９８９．０４ 第四纪地质学 刘进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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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博士生 容伊霖 男 １９９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９０ 博士生 覃伟峰 男 １９９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建业

９１ 博士生 王家庆 男 １９９０．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９２ 博士生 严小敏 男 １９８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９３ 博士生 杨　晶 女 １９９７．０２ 构造地质学 鲁人齐

９４ 博士生 杨旭航 男 １９９７．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９５ 博士生 杨泽康 男 １９９９．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９６ 博士生 张　达 男 １９９７．０３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９７ 博士生 张定文 男 １９９８．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９８ 博士生 左玉琦 男 １９９６．０６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９９ 硕士生 郝雨萌 女 １９９９．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焦中虎

１００ 硕士生 花春雨 女 １９９９．０２ 构造地质学 石　峰

１０１ 硕士生 黄　莹 女 １９９８．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丽凤

１０２ 硕士生 李俊杰 男 ２０００．０１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１０３ 硕士生 刘睿哲 男 １９９８．０３ 构造地质学 陈建业

１０４ 硕士生 宋妤婧 女 １９９９．０１ 测绘工程 屈春燕 联合培养

１０５ 硕士生 苏晓倩 女 １９９６．０６ 地球化学 庞建章

１０６ 硕士生 孙泽林 男 １９９９．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肖骑彬

１０７ 硕士生 王　婉 女 １９９７．１０ 测绘工程 张国宏 联合培养

１０８ 硕士生 王小萌 女 １９９９．０１ 构造地质学 李　涛

１０９ 硕士生 王艳文 女 １９９９．０８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１１０ 硕士生 王　者 女 ２０００．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云华

１１１ 硕士生 武小文 女 １９９９．０１ 第四纪地质学 胡　钢

１１２ 硕士生 张朝阳 男 １９９８．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１１３ 硕士生 张秀丽 女 １９９８．１２ 构造地质学 熊建国

１１４ 硕士生 赵　琳 女 １９９８．１１ 资源与环境 魏传义 联合培养

１１５ 硕士生 周　波 男 １９９８．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琼颖

１１６ 硕士生 崔娅琪 女 ２００１．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党嘉祥

１１７ 硕士生 邓亚婷 女 ２０００．０９ 构造地质学 魏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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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 硕士生 杜婷婷 女 １９９９．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姚　路 联合培养

１１９ 硕士生 甘俊峰 男 １９９９．０３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袁兆德 联合培养

１２０ 硕士生 胡祺波 男 ２０００．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阎昭 联合培养

１２１ 硕士生 黄　杰 男 ２００１．０３ 构造地质学 袁兆德

１２２ 硕士生 李姿资 女 ２０００．０７ 构造地质学 陈建业

１２３ 硕士生 梁宏伟 男 １９９８．０９ 资源与环境 刘云华 联合培养

１２４ 硕士生 刘庆一 男 ２０００．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迎峰 联合培养

１２５ 硕士生 刘　政 男 ２０００．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克亮

１２６ 硕士生 马　芳 女 １９９９．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段庆宝

１２７ 硕士生 马钰杰 男 １９９６．１２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孙浩越 联合培养

１２８ 硕士生 邱　辉 男 １９９８．１２ 构造地质学 毕海芸

１２９ 硕士生 王雪宁 女 １９９９．１０ 测绘科学与技术 李彦川 联合培养

１３０ 硕士生 徐　超 男 １９９９．０５ 构造地质学 陈桂华

１３１ 硕士生 徐星烁 男 ２０００．０８ 第四纪地质学 尹功明 联合培养

１３２ 硕士生 闫秀丽 女 １９９９．１２ 资源与环境 陈建业 联合培养

１３３ 硕士生 易文星 男 ２０００．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李　安

１３４ 硕士生 余金燕 女 １９９９．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凯英

１３５ 硕士生 袁冰倩 女 １９９８．１１ 第四纪地质学 刘进峰

１３６ 硕士生 云文峥 女 ２０００．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龚文瑜

１３７ 硕士生 张芳铭 女 １９９９．０９ 第四纪地质学 范佳伟

１３８ 硕士生 张俊杰 男 １９９８．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宋小刚

１３９ 硕士生 张亚荣 男 ２０００．０６ 构造地质学 刘彩彩

１４０ 硕士生 陈虹臻 女 ２０００．１１ 构造地质学 熊建国

１４１ 硕士生 陈炫博 男 ２０００．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卓燕群

１４２ 硕士生 郭　澎 男 ２０００．１０ 构造地质学 石　峰

１４３ 硕士生 韩嘉晖 男 ２００１．０７ 构造地质学 毕海芸

１４４ 硕士生 金小兵 男 ２０００．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郝重涛

１４５ 硕士生 李小龙 男 ２０００．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　玲

１４６ 硕士生 马　睿 男 ２００１．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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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７ 硕士生 梅群岭 男 ２００１．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姚　路

１４８ 硕士生 祁诗淼 女 ２００１．０６ 构造地质学 张金玉

１４９ 硕士生 乔俊香 女 ２００１．１０ 构造地质学 孙浩越

１５０ 硕士生 王姗姗 女 １９９９．０６ 第四纪地质学 马　严

１５１ 硕士生 王兴艳 女 ２００１．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宋小刚

１５２ 硕士生 杨艺璇 女 １９９８．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陶　玮

１５３ 硕士生 张育鸣 男 ２０００．１１ 构造地质学 王一舟

１５４ 硕士生 钟心怡 女 ２００１．１０ 构造地质学 覃金堂

　　注：带者非本实验室人员。

３、出站博士后和毕业研究生

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　业 导师 备　注

１ 博士后 张浩然 男 １９８５．０２ 地质学
徐锡伟

谭锡斌

２ 博士后 张炜斌 男 １９８７．０８ 地质学
徐锡伟

谭锡斌

３ 博士后 王?? 女 １９８６．０７ 地质学 王　萍

４ 博士后 张迎峰 男 １９９０．１０ 地质学 屈春燕

５ 博士后 赵德政 男 １９９２．１０ 地质学 单新建

６ 博士后 赵旭东 男 １９９３．０３ 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７ 博士生 黄元敏 男 １９８２．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８ 博士生 王　博 男 １９８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９ 博士生 徐　晶 女 １９８７．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１０ 博士生 杨劲松 男 １９８７．０６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１１ 博士生 王培杰 男 １９９３．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１２ 博士生 胡宗凯 男 １９９３．０３ 构造地质学 杨晓平

１３ 博士生 刘　奇 男 １９９３．１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１４ 博士生 冯嘉辉 男 １９９５．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１５ 博士生 刘世民 男 １９９５．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１６ 硕士生 陈俊先 男 １９９７．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云华 联合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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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硕士生

迪里亚

尔·迪里

木拉提

男 １９９５．１１ 资源与环境 李　涛 联合培养

１８ 硕士生 赫洪哲 男 １９９９．０５ 构造地质学 谭锡斌

１９ 硕士生 黄传超 男 １９９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焦中虎 联合培养

２０ 硕士生 李新秀 女 １９９６．１１ 第四纪地质学 刘春茹 联合培养

２１ 硕士生 李子鸿 男 １９９６．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２２ 硕士生 刘雪华 女 １９９８．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２３ 硕士生 彭　白 男 １９９７．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郝重涛

鲁人齐

２４ 硕士生 覃伟峰 男 １９９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姚　路

２５ 硕士生 隋雅诗 女 １９９７．１０ 第四纪地质学 覃金堂

２６ 硕士生 杨悦彤 女 １９９８．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宋小刚

２７ 硕士生 游子成 男 １９９７．０２ 构造地质学 毕海芸

２８ 硕士生 原浩东 男 １９９７．０４ 资源与环境 李　安 联合培养

２９ 硕士生 张国霞 女 １９９８．０２ 构造地质学 孙浩越

３０ 硕士生 赵家豪 男 １９９７．０２ 资源与环境 石　峰 联合培养

３１ 硕士生 左玉琦 男 １９９６．０６ 构造地质学 杨晓平

　　注：带者非本实验室人员。

二、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职称
学委会

职务
专业 工作单位

１ 石耀霖 男 １９４４．０２
教　授
（院士）

主任 地球动力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２ 陈晓非 男 １９５８．０２
教　授
（院士）

副主任 地球物理学 南方科技大学

３ 周力平 男 １９５７．０８ 教　授 副主任
第四纪地质

及年代学
北京大学

４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研究员

（院士）
委员 构造地质学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５ 陈棋福 男 １９６４．１０ 研究员 委员 固体地球物理学
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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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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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工作单位

６ 何昌荣 男 １９６１．０１ 研究员 委员 岩石力学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７ 何建坤 男 １９６３．０１ 研究员 委员
构造地质与

地球物理学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８ 黄清华 男 １９６７．１２ 教　授 委员 地球物理学 北京大学

９ 李海兵 男 １９６６．１０ 研究员 委员 构造地质学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１０ 刘　静 女 １９６９．１０ 研究员 委员 地质学 天津大学

１１ 刘俊来 男 １９６０．１２ 教　授 委员 构造地质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１２ 马胜利 男 １９６０．０３ 研究员 委员 地球物理学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１３ 任金卫 男 １９５７．０６ 研究员 委员 构造地质学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１４ 单新建 男 １９６６．０８ 研究员 委员 地球物理学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１５ 吴建平 男 １９６３．１２ 研究员 委员 地球物理学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三、实验室承担的科研项目

１、实验室承担的国家和省部级课题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１
地壳形变空间大地

测量技术研究
２０１９ＹＦＣ１５０９２０１ 廖明生 张桂芳，龚文瑜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２

构造活动卫星热红

外信息提取与地震

异常精细识别技术

研究

２０１９ＹＦＣ１５０９２０２ 孟庆岩 焦中虎，陈顺云，

刘琼颖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３
断裂带逸出气体时

空特征与应力应变

研究

２０１９ＹＦＣ１５０９２０３ 高小其 单新建，朱传华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４

地壳形变场、温度

场、流体场耦合断

层力学模型与协同

机制研究

２０１９ＹＦＣ１５０９２０４ 王振杰 宋小刚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５
基于地震孕育过程

的地震异常信息监

测技术示范应用

２０１９ＹＦＣ１５０９２０５ 张国宏

张会平，刘云华，

刘　姣，张迎峰，
王建军，许文斌，

聂志喜，李智涛，

徐晓飞，刘小鸽，

李彦川，高志钰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６
川滇地区主要活动

断裂地表精细结构

与活动特征

２０２１ＹＦＣ３０００６０１ 魏占玉

石　峰，庞建章，
马　严，刘春茹，
尹金辉，郑荣章，

郑勇刚，覃金堂，

梁明剑，王明明，

徐岳仁，廖　程，
左　洪，孔令?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７
川滇地区速度结构

及关键构造部位的

精细结构

２０２１ＹＦＣ３０００６０２ 李俊伦

孙翔宇，董泽义，

韩　冰，冯吉坤，
王长在，钱佳威，

吴微微，段云歌，

陈学芬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８
川滇地区断裂带岩

石物性、摩擦参数

与力学机理

２０２１ＹＦＣ３０００６０３ 陈建业

段庆宝，苗社强，

张　雷，姚　路，
卓燕群，马　旭，
陈进宇，姚文明，

郭彦双，刘培洵，

成里宁，齐文博，

甘　泉，刘　洋，
任东升，马跃强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９
构建三维公共断层

模型和四维构造动

态演化模型

２０２１ＹＦＣ３０００６０４ 鲁人齐

张金玉，袁兆德，

王　伟，王　鹏，
苏　鹏，王毛毛，
孙　闯，李云帅，
江国焰，闫　兵，
苏金宝，郭　鹏，
范清彪，熊　维，
刘传金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０
基于断裂体系相互

作用的孕震环境与

大震危险区判定

２０２１ＹＦＣ３０００６０５ 刘　静

李彦川，张桂芳，

王　恒，姚　琪，
罗　纲，姚文倩，
吴　果，王　辉，
贾剑钢，冉洪流，

周　庆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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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１１
新疆—中亚陆内俯

冲带岩石圈三维结

构与强震孕育环境

２０２２ＹＦＣ３００３７０１ 裴顺平 郭　飚，尹昕忠，
赵俊猛，冯吉昆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５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２
新疆—中亚陆内俯

冲带主要活动断裂

空间分布及活动性

２０２２ＹＦＣ３００３７０２ 李　涛
袁兆德，吕丽星，

张　玲，袁四化，
姚　远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５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３
新疆—中亚陆内俯

冲带现今三维地壳

形变与应变能累积

２０２２ＹＦＣ３００３７０３ 甘卫军

张克亮，孙建宝，

李　杰，乔学军，
武艳强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５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４
新疆—中亚陆内俯

冲带大震源区识别

与危险区判定

２０２２ＹＦＣ３００３７０４ 陈　杰

王凯英，张　雷，
张迎峰，王丽凤，

杨文心，石许华，

路　珍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５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５
巴颜喀拉活动地块

主要活动断裂空间

分布与活动特征

２０２３ＹＦＣ３０１２００１ 石　峰
何宏林，李　安，
党嘉祥，卞　爽，
李文巧，周　朝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６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６
巴颜喀拉活动地块

孕震背景与深部变

形特征

２０２３ＹＦＣ３０１２００２ 王　凯

陈一方，孙翔宇，

陈九辉，李顺成，

李　昱，刘巧霞，
赵盼盼，周仕勇，

林吉焱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６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７
巴颜喀拉活动地块

强震迁移与丛集模

型

２０２３ＹＦＣ３０１２００３
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ＭａｒｉｅＬｕｃｅ

王忠梅，郑　勇，
邹俊杰，郝海健，

闫　坤，杨少华，
张　蕾，王　焕，
卢海建，李春锐，

陈沈强，张斯琪，

叶亚培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６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８

巴颜喀拉活动地块

三维地震构造模型

与大震危险区段预

测

２０２３ＹＦＣ３０１２００４ 陶　玮

张竹琪，王　伟，
王阎昭，张金玉，

王　康，郭松峰，
熊　峰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６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９

中缅边境地区 （滇

西南和缅甸东部高

原）构造活动、地

壳形变与地震危险

性合作研究

２０１９ＹＦＥ０１０８９００ 孟国杰

张克亮，梁诗明，

甘卫军，张　玲，
代成龙，王阅兵，

张永奇，熊小慧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政

府间国际科

技创新合作

项目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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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２０
活动断裂与地震灾

害
２０１９ＱＺＫＫ０９０１ 郑文俊

李传友，陈　杰，
毕海芸，张竹琪，

尹功明，李　涛，
刘彩彩，龚文瑜，

杨会丽，覃金堂，

俞晶星，李新男，

刘春茹，孙　凯，
任光雪，罗全星，

董金元，刘　奇，
张伟恒，邸　宁，
李科长，魏传义，

程　理，陈　倩，
张　瑞，刘　康，
谢　皓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４

第二次青藏

高原综合科

学考察研究

２１
中国地震科学实验

场及邻区新生代地

质构造体系调查

２０２１ＦＹ１００１０１ 潘家伟 俞晶星，赵旭东，

陶亚玲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６

科技基础资

源调查专项

２２
典型沉积盆地钻孔

调查与实验场第四

系年代格架构建

２０２１ＦＹ１００１０２ 刘进峰

杨会丽，熊建国，

魏传义，尹功明，

徐红艳，张志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６

科技基础资

源调查专项

２３
块体边界带重要断

裂活动性鉴定
２０２１ＦＹ１００１０４ 孙浩越

蔡明刚，李海鸥，

刘栋梁，吴中海，

何仲太，梁　朋，
邹俊杰，卢海峰，

陈　鹏，黄小龙，
李林林，李文巧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６

科技基础资

源调查专项

２４ 构造地貌学 ４２２２５２０５ 张会平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２５
基岩区正断层活动

性评价与古地震事

件识别

Ｕ１９３９２０１ 何宏林

尹金辉，刘春茹，

魏占玉，石　峰，
党嘉祥，张　波，
苏　鹏，邹俊杰，
孙　稳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震联合

基金

２６

鲜水河断裂带震间

蠕滑的识别、机制

及强震危险性预测

研究

Ｕ２１３９２０２ 单新建

周永胜，张国宏，

姚文明，李彦川，

赵德政，高志钰，

张迎峰，黄　星，
李成龙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震联合

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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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２７

青海湖地块周缘不

同走向活动断裂体

系的应变分配和相

互作用

Ｕ２２３９２０２ 任治坤 甘卫军，张竹琪，

梁诗明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震联合

基金

２８

联合实验室物理模

拟、机器学习和数

值模拟的地震预测

研究

Ｕ２２３９２０４ 王丽凤

马胜利，郭彦双，

刘培洵，王凯英，

张　雄，田　宵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震联合

基金

２９
大陆演化与季风系

统演变
４１８８８１０１ 郭正堂 张会平，熊建国，

刘彩彩，俞晶星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基础科学

中心项目

３０
深地工程多场耦合

动力灾变试验仪
５２２２７９０１ 袁　亮

陈建业，郭彦双，

余博文，任东升，

陈　浩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７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大

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

３１

不同晶型黄钾铁矾

氩扩散动力学研究

———对火星地质年

代学的启示

４２２４１１６１ 杨　静 武　颖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专项项目

３２
使用历史地震图研

究 １９２０海原 Ｍ８５
级地震

４１７７４０５０ 郭　志 陶京
"

，李　通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３
俯冲带脱水－流体
迁移及其效应的高

温高压实验研究

４１９７２２０９ 杨晓松

陈进宇，杨　，
成里宁，宋　刚，
张明洋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４

基于断错位移累积

的断裂带强震活动

特性研究———以河

套盆地北缘断裂带

为例

４１９７２２２８ 毕海芸

庞建章，王一舟，

张佳伟，黄飞鹏，

李雪梅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５

磁铁矿 （ＵＴｈ）／Ｈｅ
测年方法的建立及

其 Ｈｅ扩散机制研
究

４１９７３０５４ 王　英

庞建章，武　颖，
王一舟，陶亚玲，

李雪梅，刘　康，
张　瑞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６

基于航空、卫星影

像的 １９８５年乌恰
ＭＷ７．０地震逆冲断
层破裂机制及运动

特征研究

４１９７４０３７ 宋小刚

石　峰，韩娜娜，
张迎峰，赵德政，

沙鹏程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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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３７
青藏高原北部地幔

岩石圈横向变化的

三维电性结构证据

４１９７４０９１ 肖骑彬

刘琼颖，韩　冰，
杨竹转，邓　琰，
喻　国，李　满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８
红河断裂精细运动

状况及分段变形机

理的 ＧＰＳ观测研究
４１９７４１１３ 张克亮

梁诗明，李彦宝，

熊小慧，代成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９
河流阶地砾石埋藏

年龄的光释光测年

方法研究

４１９７７３８６ 刘进峰
张金玉，罗　明，
李天元，伍纪元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０
长江现代沉积物源

汇关系的石英 ＥＳＲ
法示踪研究

４２００２２０３ 魏传义 尹功明，刘春茹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１

北天山晚新生代以

来的活动速率变化

过程：来自准噶尔

盆地南缘昌吉背斜

河流阶地和生长地

层的约束

４２００２２３２ 苏　鹏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２

东秦岭铁炉子断裂

晚第四纪运动学特

征及其对青藏高原

向东扩展的响应

４２００２２３３
李传友

李新男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３

黄河源唐乃亥－若
尔盖盆地水系贯通

的时间、过程与机

制

４２０７２２１４ 王　萍
胡　钢，葛玉魁，
王慧颖，石灵，

孙翔宇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４

天山北麓库松木楔

克断裂东段褶皱带

晚第四纪地壳缩短

及大地震风险

４２０７２２４９ 杨晓平

黄雄南，张　玲，
杨海波，胡宗凯，

苗树清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５

东天山碱泉子－巴
里坤断裂带晚第四

纪活动习性及其强

震行为研究

４２０７２２５０ 李传友

张竹琪，李新男，

任光雪，孙　凯，
张熠辉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６
钾长石脆塑性转化

变形特征和机制的

实验研究

４２０７２２５５ 党嘉祥

姚文明，成里宁，

刘　洋，戴文浩，
雷蕙如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７
祁连山西段山间盆

地新生代沉积磁性

地层学研究

４２０７４０７７ 刘彩彩

俞晶星，张佳伟，

赵旭东，刘　康，
谢　皓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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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４８
青藏高原东缘三维

形变分配数值模拟

研究

４２０７４１１８ 陶　玮
沈正康，李明佳，

包雨鑫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９

断裂带中－深部的
流体传输性质及其

地震动力学意义：

以红河断裂带为例

４２０７４２２１ 段庆宝

姚文明，陈进宇，

成里宁，韩明明，

宋　刚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０

甘肃北山柳园断裂

系晚第四纪构造活

动及其对稳定地块

活化的指示

４２１０２２５７ 杨海波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１

海原断裂 １９２０年地
震破裂段闭锁／蠕
滑特征及断层自发

破裂模拟研究

４２１０４００７ 李彦川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２
石英断层泥蠕滑摩

擦－流变实验及其
本构关系的研究

４２１０４１７６ 任东升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３

释光年代学约束的

末次冰盛期以来金

沟河 “填充－下切”
和物质输运过程

４２１７１０１７ 覃金堂
刘　奇，隋雅诗，
濮逸铖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４
碳酸盐岩基岩断层

面上重结晶碳酸盐

的 ＥＳＲ年代
４２１７２２１１ 刘春茹

郑勇刚，姚文明，

袁仁茂，石文芳，

靳立周，黎承球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５

上新世以来构造隆

升、地表侵蚀与地

壳均衡反弹作用对

北祁连山地貌演化

的影响

４２１７２２４２ 王一舟
李朝鹏，郝宇琦，

陶亚玲，马字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６
青藏高原腹地深部

地壳各向异性特征

及其成因机制分析

４２１７２２６４ 杨晓松

齐文博，商咏梅，

戴文浩，雷蕙如，

宋　刚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７

天祝地震空区及周

边断层闭锁／蠕滑
形变时空特征及地

震危险性 ＩｎＳＡＲ精
细研究

４２１７４００９ 屈春燕

张桂芳，李铁明，

赵德政，刘　恋，
高志钰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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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５８

ＩｎＳＡＲ和 ＧＮＳＳ融
合的高精度垂直构

造形变重建与断裂

带构造转换／分配
研究：以大凉山和

祁连山为例

４２１７４０１５ 龚文瑜
陈　杰，张迎峰，
李成龙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９
任意空间取向上地

幔橄榄岩层 ＳＫＳ分
裂图案理论研究

４２１７４０７５ 郝重涛
姚　陈，齐少华，
彭　白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０

天祝地震空区地震

构造与老虎山、毛

毛山断层深部运动

特性的地震台阵探

测研究

４２１７４０７８ 陈九辉
尹昕忠，赵盼盼，

陈　勇，冯　鹏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１

位移量和滑动历史

对断层摩擦滑动稳

定性影响的实验研

究

４２１７４２２３ 姚　路
马胜利，余博文，

覃伟峰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２
变正应力下断层摩

擦本构关系：物理

实验与控制方程

４２１７４２２４ 陈建业

郭彦双，任东升，

梁德宝，陈　浩，
余博文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３

青藏高原东缘早新

生代水系演化及其

对高原生长的启示

———基于宁蒗盆地

沉积学和物源研究

４２２０２２４２ 赵旭东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４

藏南谷露裂谷活动

历史的热年代学与

热动力数值模拟研

究

４２２０２２４９ 卞　爽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５

西南天山喀什前陆

褶皱－逆冲带变形
过程研究：来自滑

脱面空间展布的约

束和砂箱构造物理

模拟

４２２０２２５２ 杨文心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６

基于 ＧＰＳ观测的喜
马拉雅东构造结墨

脱断裂带现今运动

性质和滑动速率厘

定

４２２０２２５４ 张　玲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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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６７

山西地堑系蔚－广
盆地南缘基岩区断

层活动特征及其构

造意义

４２２０２２５５ 邹俊杰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８

基于造山带应力平

衡关系的祁连山南

缘断裂系地震震级

与发震周期特征研

究

４２２０４００７ 张迎峰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９

华北中部造山带的

接收函数研究：岩

石圈改造或减薄及

深部构造环境

４２２０４０７２ 陈一方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０

龙门山断裂带中北

段和岷山隆起接触

区三维电性结构和

孕震环境研究

４２２０４０８６ 孙翔宇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１
过去 ２０００年九寨沟
湖泊沉积对地震事

件的响应

４２２０７２３９ 时　伟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２
准噶尔盆地西缘晚

新生代构造变形样

式及变形时间研究

４２２７２２６０ 俞晶星 赵旭东，陶亚玲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３

基于倒钩状支流与

反向河道重建藏南

雅鲁藏布江水系新

生代河流演化过程

４２２７２２６４ 张金玉 王　伟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４

祁连山新生代变形

起始时间的方解石

Ｕ－Ｐｂ和磷灰石低
温热年代学联合约

束

４２２７２２６９ 庞建章 李朝鹏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５
昆仑山口－江措断
裂江措段晚第四纪

活动习性研究

４２２７２２７２ 孙浩越 苏　鹏，顾勤平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６

基 于 ＩｎＳＡＲ／ＧＮＳＳ
的柯坪塔格断裂带

发震构造及变形机

制研究

４２２７４０４６ 张国宏 郭　志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７７

近震 Ｐ波、噪声面
波和大地电磁三维

联合反演及其在九

寨沟地震区应用研

究

４２２７４０７８ 吴萍萍 孙翔宇，黄　翔，
郭慧丽，吕苗苗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８
热测应力的现场实

验研究
４２２７４０７９ 陈顺云

刘培洵，刘琼颖，

卓燕群，扈小燕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９
青藏高原拉萨地体

中下地壳熔体的高

温高压电性研究

４２２７４０９８ 董　浩 陈进宇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０

五大连池火山和哈

拉哈河火山深部岩

浆系统的远震体波

全波形层析成像研

究

４２２７４１３６ 韦　伟 白　翔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１
高压流体对于断层

岩石摩擦特性及水

岩反应的控制作用

４２２７４２３４ 张　雷 何昌荣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２

东昆仑断裂带东段

ＩｎＳＡＲ三维形变场
与主次断裂带地震

危险性研究

２０２１Ｍ７０２９８９ 赵德政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８３
青藏高原东缘新生

代东旺盆地沉积演

化研究

２０２２Ｍ７１２９４４ 赵旭东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８４

多物理场、多通道

声发射条件下的深

度学习预测实验室

地震

２０２３Ｍ７３３２８９ 刘建欢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８５

祁连山北缘民乐－
大马营断裂中更新

世以来变形速率研

究

２０２３Ｍ７３３２９０ 刘晴日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８６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

划引进项目 （２０２２
年，第二批）

ＹＪ２０２２０３３０ 刘建欢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４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８７

基于地震数据的河

北省典型活动断裂

三维建模技术研究

与示范

２０３７５４０４Ｄ 曹　筠 鲁人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省部级项目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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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８８
天山北坡活动构造

三维形态研究及孕

震模型构建

２０２０Ｂ０３００６－１ 姚　远

李　涛，张伟恒，
刘　奇，邸　宁，
李科长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省部级项目

８９
西南天山－西昆仑
地区强震潜在危险

源关键技术研究

２０２２Ｂ０３００１－１ 唐明帅 李　涛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４

省部级项目

９０
面向复杂震相环境

的矿震智能识别技

术研究

２０２２０２０２０１０１００９ 宋志荣 马　旭，陈建业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５

省部级项目

９１

太行 山 山 前 平 山

４３级地震发震构
造和孕震环境探测

研究

ＤＺ２０２３１２０５００００４ 彭远黔 詹　艳，孙翔宇，
董泽义，刘雪华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省部级项目

９２
实验场活动断层与

地震构造探查任务

（一期）

ＪＨ－２２－１４
龚文瑜

单新建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省部级项目

９３ 协同创新 （科技） ＪＨ－２３－０３ 马胜利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省部级项目

９４
实验场活动断层与

地震构造探查任务

（科技）

ＪＨ－２３－０５ 单新建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省部级项目

９５
断错地貌位移提取

与分析
ＪＨ－２３－０６ 魏占玉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省部级项目

９６ 地震构造图编制 ＪＨ－２３－０７ 陈　杰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省部级项目

９７
龙首山南缘断裂东

段 １
#

５万活动断裂
填图

ＪＨ－２３－１０ 魏占玉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省部级项目

９８
应急响应产品产出

———地 震 构 造 图

２０２３
ＪＨ－２３－１４ 吴熙彦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省部级项目

９９
新发展阶段防震减

灾战略研究
ＪＨ－２３－２４ 马胜利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省部级项目

１００
水库大坝地震安全

保障问题
ＪＨ－２３－２５ 单新建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省部级项目

　　注：带  者非本实验室人员。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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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横向协作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起止时间

１ 塞罕坝山地辐射数据获取和处理 焦中虎 北京师范大学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２
“宿州市城市活动断层探测及危险性评

价项目子专题 ６———目标断层的晚第
四纪活动性鉴定专题”地质年代测试

刘春茹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勘

探中心郑州基础工程勘

察研究院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３
贵州省区域段断裂遥感解译及野外补

充调查
郑荣章 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４
基于 ＩｎＳＡＲ、ＧＰＳ监测高精度遥感技
术在活动断裂、岸坡稳定性监测中的

应用专题 （段落 ３：昌林段 ＧＰＳ分析）
甘卫军

中铁第一勘察

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５
新建川藏铁路雅安至昌都段大地热流

场评价地质专题研究
陈顺云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６ 泸州区块震源机制解释研究 宋小刚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７
西藏增期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场地地震

安全性评价咨询
李　安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８
西藏玉曲河碧土水电站工程场地地震

安全性评价咨询
李　安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９ 河南省地震构造探查工程三维建模 鲁人齐 河南省地震局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１０
华北第四纪火山活动区地热资源开发

潜力研究———岩浆活动区深部地球物

理特征与野外地质考察

韦　伟
中国石化集团新星

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１１
莆田市城市活动断层探测及地震危险

性评价专题 ２：标准钻孔探测与第四纪
地层剖面建立

尹金辉 福建省地震局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１２
（马鞍山六安）活动断层探测项目样

品测年
刘春茹

华东冶金地质

勘查研究院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１３
辽宁省地震灾害风险调查鞍山城市活

断层探测技术服务
孙浩越 辽宁省地震局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１４ 安阳市地震灾害风险普查 石　峰 安阳市防震减灾中心 ２０２３～２０２３

１５
朔州市解译区遥感图像处理与活动构

造解译
张国宏

山西省震灾

风险防治中心
２０２３～２０２３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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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起止时间

１６
海南三亚羊林抽水蓄能工程场地地震

安全性评价
魏占玉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２０２３

１７
西藏桑日县沃卡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场

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孙浩越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２０２３

１８
西藏澜沧江邦多水电站工程场地地震

安全性评价
李　安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１９
西藏左贡县塔隆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场

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李　安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２０２３

２０
广东肇庆长滩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场地

地震安全性评价
魏占玉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２０２３

２１
广东省大埔青溪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场

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魏占玉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２０２３

２２
广东省郁南大旱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场

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魏占玉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２０２３

２３
活动断层探测数据库入库软件、检测

软件和集成软件服务
吴熙彦 山东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２４
海南琼中黄竹坪抽水蓄能工程场地地

震安全性评价
魏占玉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２０２３

２５
河北省重大地震灾害源探查项目———

地震构造综合数据库建设
鲁人齐 河北省地震局 ２０２３～２０２３

２６
场址区域连续和流动 ＧＰＳ观测数据的
分析研究

梁诗明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

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２７
新疆重点城市活动断层探测项目专题

２－３：探测区孕震环境探测
郭　飚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２８
河北宽城大石柱子抽水蓄能电站工程

场地 （基岩）地震安全性评价
李　安

河北大文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２９ 新疆重点城市活动断层探测 陈　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３０ 墨脱断裂带大地电磁探测 詹　艳 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３１
兵地融合发展 ＣＨ项目区活动断层探
测项目———活断层探测及数据库建设

蒋汉朝 新疆防御自然灾害研究所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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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起止时间

３２
“一带一路”地震监测台网项目物探

中心单位工程科学台阵分系统初值测

定

陈一方
中国地震局

地球物理勘探中心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３３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１新增钻探工作

王　萍
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防震减灾局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３４ 新疆活断层探察项目 Ｃ 陈　杰
中国地震局

地球物理勘探中心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３５
威远－渝西页岩储层低－高速摩擦实验
与激活断层临界条件分析

陈建业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３、实验室设立的自主研究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类型 起止时间

１ 多引线高温高压三轴实验系统的总装与测试 刘力强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２４

２
海原断裂带 “天祝地震空区”断裂精细运动

特征的 ＧＰＳ观测研究
甘卫军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４

３
天祝地震空区深浅构造及地震活动性的流动

台阵探测研究
陈九辉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４

４
断层亚失稳过程测震学特征———基于天祝高

频微震台网的信号分析
杨晓松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９～２０２４

５
阿尔金断裂东端嘉峪关地区弥散活动构造晚

第四纪几何学、运动学和深部结构
杨晓平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６
正断层相互作用与生长机制：以当雄盆地和公

格尔拉张系塔合曼段为例
石　峰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７
末次冰期以来易贡藏布裂点带的链式灾害事

件及其地貌效应
王　萍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８
祁连山南缘新生代剥露历史的方解石Ｕ－Ｐｂ和
磷灰石低温热年代学联合研究

庞建章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９
基于 ＩｎＳＡＲ／ＧＮＳＳ的柯坪前陆冲断带上地壳
变形特征研究

单新建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１０
汶川地震前后川西地区微震精细活动特征研

究
尹昕忠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１１ 地震成核过程的数值模拟研究 张　雷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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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类型 起止时间

１２
哀牢山－红河断裂带高温高压弹性与电性特征
的实验研究

陈进宇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１３
断裂带断层岩的铁氧化物 （Ｕ－Ｔｈ）／Ｈｅ年代
学研究

王　英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１４
西准噶尔阿拉湖断裂晚第四纪构造活动特征

及其指示的块体运动
李　安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１５
当惹雍措裂谷中新世以来构造变形时空演化

特征
张佳伟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１６
西藏亚热正断层晚第四纪活动特征及构造意

义
王　鹏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１７
喜马拉雅造山带构造活动性、气候和侵蚀的相互

作用：来自雅江典型河段分水岭稳定性的约束
卞　爽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１８
运城盐湖地区晚第四纪断层活动及其对湖泊

水体影响研究
胡　钢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１９
云南阳宗海沉积过程与区域历史和史前地震

事件研究
范佳伟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２０
变温热年代计———锆石中辐射损伤对 Ｈｅ扩散
的影响及其原子层级机制解释

马　严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２１ 雁列断层失稳过程流体响应特征的实验研究 陈顺云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２２
诱发地震成核机制与动态失稳过程的实验研

究
姚　路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２３
旋转剪切高压实验耦合声发射观测集成及其

在叶蛇纹石脆－塑性转化研究中的应用
邵同宾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２４ 红河断裂科学钻探地震观测野外实验研究 马　旭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２５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地壳三维构造运动研究 王　敏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２６
基于高频 ＧＮＳＳ与深度学习的强震震级快速预
估研究

张国宏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２７ 强震的红外和电磁异常协同响应研究 焦中虎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２８
巴颜喀拉地块内部大型走滑断裂延展特征和

深部结构大地电磁探测研究
詹　艳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２９
１９０２年阿图什大地震震源区深部结构及变形
机制研究

郭　飚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３０
河西走廊北缘金塔南山断裂－褶皱带内不同类
型构造的结构特征与变形机制

杨海波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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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室发表的学术论文

１、在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

　　１）ＡｂｂａｓＡｑｅｅｌ，ＺｈｕＧａｏｈｕａ，Ｚ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ＣｈｅｎＨａｎ，ＹａｎｇＨｏｎｇｆｅｎｇ，２０２３，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ｃｌｏｃｋｄｒｉｆｔｉｎ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３（２）：２４—３８．

２）ＢａｒｂｏｔＳｙｌｖａｉｎ，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２０２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ｏｌｉｖｉｎｅｇｏｕｇｅ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

ｂｒｉｔｔｌｅｄｕｃｔｉｌ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５０（２４）：ｅ２０２３ＧＬ１０５９１６

３）ＢｉＷｅｉｌｉ，ＹｉＣｈａｏｌｕ，ＹａｎｇＨａｉｊｕｎ，ＸｕＸｉａｎｇｋｅ，ＨｕＧａｎｇ，２０２３，ＴｈｅＥＳＲｓｉｇ

ｎａｌ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１３（８）：１１０８

４）ＢｉＷｅｎｊｕｎ，ＬｉＹａｌｉｎ，ＫａｍｐＰｅｔｅｒＪ．Ｊ．，ＸｕＧａｎｑ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ｗｅｉ，ＨａｎＺｈｏｎｇ

ｐｅｎｇ，ＤｕＬｉｎｔａｏ，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ＨｅＨａｉｙａｎｇ，ＸｕＴｉａｎｋｕｎ，ＭａＺｉｎｉｎｇ，２０２３，Ｃｒｅｔａ

ｃｅｏｕｓ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ｃｏｏｌ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３５（５－６）：１５８７—１６０１．

５）毕文军，张佳伟，李亚林，邓玉珍，２０２３，西藏中部羌塘地体白垩纪以来隆升

剥露过程，地学前缘，３０（２）：１８—３４．

６）ＣａｉＪｕｎｔａｏ，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ＤｏｎｇＺｅｙｉ，ＺｈａｎＹａｎ，ＬｉｕＺｈｏｎｇｙｉｎ，ＣｕｉＴｅｎｇｆａ，

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２０２３，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ｚｏｎｅ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１９７６ＭＳ７８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５０（１４）：ｅ２０２２ＧＬ１０２２９１

７）ＣａｉＱｉｎｇｓｏｎｇ，ＦａｎＹｕｘｉｎ，ＹａｎＸｕｅｙｕ，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ＧａｏＭｉｎｍｉｎ，Ｙ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ｌｉ

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ｉｅ，ＢｉＫｅ，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ｆｕ，ＬｉＸｉａｏｈｕ，２０２３，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ｒａｐｉｄ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ＪｉｎｃｈｕａｎＮｉＣｕＰＧＥｓｕｌｆｉｄ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ＮＷ 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ｓｉｎｇｌｅｇｒａｉｎ

ｚｉｒｃｏｎ（Ｕ－Ｔｈ）／Ｈ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５５：１０５７６２

８）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２０２３，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ｆｏｕｒ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ｌｏｗｓｌｉｐｃｙｃｌｅｓｏｎｄｉｌａｔａｎｔ，

ｆｌｕｉｄ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ｕｌ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 １２８（２）：

ｅ２０２２ＪＢ０２４３８２

９）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ＨｕｎｆｅｌｄＬｕｕｋＢ．，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ｎｄｒｅＲ．，Ｓｐｉｅｒ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２０２３，

Ｆａｕｌｔ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ｓｈｏｒ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ｐｕｌｓ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ｗａ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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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８（２）：ｅ２０２２ＪＢ０２５７２９

１０）ＣｈｅｎＪｉｎｙｕ，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ＹａｏＬｕ，２０２３，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ｕｃ

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ａｌｃｉｔｅ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ｓｈｅａｒｅｄａｔａｓｕｂ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ｒａｔｅ，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６８：２３００８５

１１）ＣｈｅｎＪｉｎｙｕ，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ＹａｏＬｕ，ＭａＸｉ，２０２３，Ｓｈｅａｒ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ｎ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ｑｕａｒｔｚ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ｇｏｕｇｅ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ｅｏｕｓｓｈｅａｒｚｏｎ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８（１１）：

ｅ２０２３ＪＢ０２７７１６

１２）ＣｈｅｎＪｉｎｇ，ＬｉＤａｐｅｎｇ，ＸｕＢｅｎｙａｎ，Ｇｅ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ｅｎ，ＫａｎｇＨｕａｎ，ＣｈｅｎＹｕｅ

ｌｏｎｇ，ＹｕＹａｎｇ，２０２３，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ｍ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ａｌｏｎｇ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ｍａｏｔｅｒｒａｎｅ，ＳＥＴｉｂｅｔ

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ａｌａｅｏＴｅｔｈｙａｎ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ｔｈｅ

ＡｉｌａｏｓｈａｎＯｃｅａ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５８（７）：２８４１—２８５７．

１３）陈顺，杨小秋，何昌荣，徐子英，林
$

人，姚文明，施小斌，许鹤华，孙珍，

２０２３，南海神狐峡谷群海底沉积物摩擦特性，地球物理学报，６６（１１）：４７０５—４７２０．

１４）ＣｈｅｎｇＬｉｎ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ｏ，２０２３，Ｍａｇｍａ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ｌｅｕ

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ｂｙ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ｅｈｏｓｔｒｏｃｋ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ｏｒｏｎ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ｏｕｒｍａｌｉｎ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６５（１８）：２７５６—２７７３．

１５）Ｃ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ｚｈｉ，ＧａｏＲｕｉ，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ｕＺｈａｎｗｕ，ＬｉＷｅｎｈｕｉ，ＷａｎｇＧｕａｎｇ

ｗｅｎ，ＣｈｅｎＨａｏ，ＨａｎＲｕｂｉｎｇ，ＮｉｕＸｉａｏ，ＷｕＧｕｏｗｅｉ，ＣｈｅｎＳｉ，ＣａｉＹｕｇｕｏ，２０２３，Ｃｒｕｓ

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Ｑｉｌｉ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ＮＥ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

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１：１１９３１６７

１６）ＣｕｉＦｕｒｏｎｇ，ＭｕｒｒａｙＡｎｄｒｅｗＳｅａｎ，ＪａｉｎＭａｙａｎｋ，ＫｏｏｋＭｙｕｎｇｈｏ，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

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２０２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

ｍｉｘ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ｕｓｉｎｇｐｕｌｓｅｄｇｒ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１３：１１１２０５

１７）Ｄａｉ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Ｌｉ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ＸｉａｏＧｅｎｒｕ，Ｚｈａｎｇ

Ｋｅ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２０２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ＰＳ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２０２１ＹｕｎｎａｎＹａｎｇｂｉＭＳ６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ｏｆｆｕｔｕｒ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５（１２）：３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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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戴梦瑶，王平，李安波，丁璐，刘品钦，戴紧根，张会平，刘少峰，２０２３，低

温热年代学数据库建设现状与前景展望，地震地质，４５（６）：１４３２—１４５１．

１９）Ｄ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２０２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ａｂｒｉｃｓ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ｇｒａｉｎｓｉｎ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ｒ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ｅｒｒａＮｏｖａ，３５（２）：

９１—１００．

２０）ＤｉＮｉ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ＬｉＴａｏ，ＨｕＷｅｉｈｕａ，ＣｈｅｎＺｈｕｘｉｎ，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Ｌｕ

Ｌｉｘｉ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２３，Ｔｈｅ２０２１ＭＷ５２Ｂａｉｃｈｅ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ｚａｒｄｓ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ｓｈａｌｌｏｗ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

９４（４）：１７７５—１７９０．

２１）董蔺，姬生月，王振杰，２０２３，基于北斗短报文的低成本远海伪距差分定位

方法，测绘通报，（２）：１２８—１３３＋１４９

２２）Ｄｏｎｇ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ＨａｎＺｈｕｊｕｎ，ＧｕｏＰｅｎｇ，ＸｉｅＺｈａｎｇｄｉ，ＹｉｎＸｉｎｚｈｏｎｇ，２０２３，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Ｒｉｖｅｒ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ｅｎｃｅ，１１：１２３９６８９

２３）董兴朋，杨顶辉，蒙伟娟，２０２３，熔／流体迁移与 ２０２２年泸定 ＭＳ６８地震，

科学通报，６８（２０）：２６４２—２６４７．

２４）ＤｏｎｇＺｅｙｉ，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ＤｅｎｇＹａｎ，ＨａｎＢｉｎｇ，ＴａｎｇＪｉ，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ＷａｎｇＪｉ

ｊｕｎ，２０２３，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ａｇｍａｐｌｕｍｂ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ｂｅ

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Ｗｕｌａｎｈａｄａ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ｆｉｅｌ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ｇｍａ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ｎｄｐａｔｈｗａ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ｏｌｃａ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４４３：１０７９３８

２５）ＤｏｎｇＺｅｙｉ，ＺｈａｎＹａｎ，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ＬｉＮｉ，ＨａｎＢｉｎｇ，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ＬｉｕＸｕｅ

ｈｕａ，ＴａｎｇＪｉ，２０２３，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ＡｂａｇａＤａｌｉｎｏｒ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ｆｉｅｌ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３－Ｄ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５８：１０５５７４

２６）杜林涛，毕文军，李亚林，张佳伟，张少文，尹须伟，王成秀，２０２３，羌塘盆

地安多 １１４道班地区上白垩统阿布山组沉积环境、物源分析及其构造意义，地学前

缘，３０（４）：２４５—２５９．

２７）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ＺｈａｉＤａｙｏｕ，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ＷｅｉＸｉａｏｔｏｎｇ，ＪｉｎＣｈａｎｇｆｅｉ，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ｃｈａｏ，ＳｈｉＷｅｉ，ＬｉｕＸｉｎｇｑｉ，２０２３，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ｌａｋ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ｉｍｐｒｉｎｔ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ｆｌｏ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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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ｎ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８６８：１６１６６２

２８）ＦａｎＹｅ，ＨｕＷｅｎｂａｏ，ＨａｎＢｉｎｇ，ＴａｎｇＪｉ，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ｅＱｉｎｇ，２０２３，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１：１１１００５６

２９）ＦｅｎｇＪｉａｈｕｉ，ＣｈｅｎＬｉｃｈｕｎ，ＨａｎＭｉｎｇｍｉｎｇ，ＧａｏＳｈｕａｉｐｏ，ＬｉＹａｎｂａｏ，ＬｕＬｉｌｉ，

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２０２３，Ｍｕｌｔｉｆａｕｌｔｒｕｐｔｕｒ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ｔｈｅ１７８６Ｍ７３／４ｋａｎｇｄ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１：１１４０３２６

３０）ＦｅｎｇＬｉｘｉａ，ＨａｎＢａｏｆｕ，ＷｕＬｉｎ，ＨａｎＺｈｏｎｇｐ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ｗｅｉ，ＬｉｕＭｅｉ，

２０２３，ＴｈｅＬａｔｅＰａｌｅｏｃｅｎｅＥｏｃｅｎ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Ｄａｑｉｎｇ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Ｂｌｏｃｋ，ｗｅ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ａｐａｔｉｔｅ（Ｕ－Ｔｈ）／Ｈ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３

（Ｓｐｅｃｉａｌ１４）：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３＿１６６

３１）冯鹏，郭飚，陈九辉，２０２３，地震事件的多重时空聚类算法研究，地球物理

学进展，３８（１）：１—１１．

３２）ＦｅｎｇＷｅｉ，ＹａｏＬｕ，ＣｏｒｎｅｌｉｏＣｈｉａｒａ，ＧｏｍｉｌａＲｏｄｒｉｇｏ，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ＹａｎｇＣｈａｏ

ｑｕｎ，ＧｅｒｍｉｎａｒｉｏＬｕｉｇｉ，ＭａｚｚｏｌｉＣｌａｕｄｉｏ，ＤｉＴｏｒｏＧｉｕｌｉｏ，２０２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ｏｆ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ｂｂｒｏｂｕｉｌｔｆａｕｌｔｓ，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４（１）：４６１２

３３）ＦｒｅｉｅｓｌｅｂｅｎＴｒｉｎｅＨ．，ＴｈｏｍｓｅｎＫｒｉｓｔｉｎａＪ．，ＳｅｌｌｗｏｏｄＥｌａｉｎｅ，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Ｍｕｒ

ｒａｙＡｎｄｒｅｗＳ．，２０２３，Ｔｅｓｔｉｎｇｎｅｗｋｉ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Ｒｏｃｋ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ｄａｔ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１６９：１０７０３３

３４）ＧａｏＬｉｎ，ＨｅＣｈｕａｎｑｉ，ＲａｏＧａｎｇ，ＹａｎｇＣｉＪｉａｎ，Ｙｕａｎ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ＬａｉＪｉｎｇｔａｏ，

Ｔａｎｇ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ＷｕＬｅｉ，２０２３，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ｆｏｒ

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ｏｌｄｇｒｏｗｔｈ，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４３２：１０８７０２

３５）ＧｅＹｕｋｕｉ，ＦｏｘＭａｔｔｈｅｗ，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Ｓｈｅｎ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２０２３，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ＭｅｋｏｎｇＲｉｖｅｒｖａｌｌｅｙ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ｘｈｕｍａ

ｔｉｏｎ，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４３５：１０８７３０

３６）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ＨｕａＪｕｎ，ＳｕｎＨａｏｙｕｅ，Ｚｈａｏ

Ｄ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ｕＣｈｕａｎｈｕａ，ＳｈａｎＸｉａｎｊｉａｎ，２０２３，ＩｎＳＡＲｄｅｒｉｖｅ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ｖ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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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ｍｅｎｔｏｆＤａ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ｏ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３３（１）：３８４—４０１．

３７）ＧｕｏＬｏｎｇ，ＨｅＺｈｏｎｇｔａｉ，ＬｉＬｉｎｌｉｎ，２０２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ｓｔｒｅａｍ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ｉｎｄｉ

ｃｅｓｔｏＰｉｅｄｍｏｎｔＦａｕｌ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Ｒｉｖｅｒ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５（４）：９８８

３８）郭汝军，魏传义，李长安，张玉芬，李亚伟，孙习林，张增杰，冷勇辉，苏建

超，李国鼐，吕凌云，陈旭，丁智强，２０２３，长江演化百年谜题：回溯与进展，地震地

质，４５（１）：１—２８．

３９）ＨａｎＢ．，ＴａｎｇＪ．，ＺｈａｏＧ．Ｚ．，ＷａｎｇＬ．Ｆ．，ＤｏｎｇＺ．Ｙ．，ＸｕＹ．Ｃ．，２０２３，Ｓｅａ

ｓｏ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ｃｈｕｍａｎ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ＬＦｅｌｅｃｔｒｏ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１２８（２２）：

ｅ２０２３ＪＤ０３８６０２

４０）ＨａｎＮａｎａ，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ＨｅｔｌａｎｄＥｒｉｃ，Ｑｕ

Ｃｈｕｎｙａｎ，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ＳｕｎＧｕａｎｇｔｏ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ＦａｎＸｉａｏｒａｎ，Ｈｕ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ｃｈａｏ，

２０２３，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２ＭＷ６６Ｍｅｎｙｕａｎ，Ｑｉ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ｉｘｅ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Ｆ－７ｓｔｅｒｅｏ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ｓ，Ｓｅｉｓｍ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４（４）：１７４７—１７６０．

４１）ＨａｏＹｕｑｉ，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２０２３，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ｌａｔｅ，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

ｅｃｏｌｏｇｙ，６２０：１１１５４６

４２）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ＣｈｅｎＱｉｆｕ，２０２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ｆｉ

ｎａｌｓｔａｇｅ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ｅｄｂｙ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ｆａｕｌ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８（５）：ｅ２０２３ＪＢ０２６４２２

４３）ＨｕＺｏｎｇｋａｉ，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ＬｉＡｎ，Ｙ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ＹｕａｎＨａｏｄｏｎｇ，ＺｕｏＹｕｑｉ，

２０２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Ｗ≥６５ｓｔｒｏｎｇｍａｊｏｒ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２０１７ＭＷ６３

Ｊｉｎｇ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ｒｅｎ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Ｊｉｎｇｈｅｎ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４（１）：８７—９９．

４４）ＨｕａＪｕｎ，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２０２３，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１ＭＷ７４Ｍａｄｕ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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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３年度报告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ｙｎｅｒｇｙｏｆＳＡＲ，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１：

１０６００４４

４５）Ｈｕ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ｃｈａｏ，ＸｉｅＣｈａｏｄｉ，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Ｗａｎ，ＴｓａｉＭｉｎＣｈｉｅｎ，

ＨｕＪｙｒＣｈｉｎｇ，２０２３，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ｔｈ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

ｂｕｒｉｅｄｆａｕｌ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２

ＭＷ７０Ｔａｉｗ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５（１９）：４８６８

４６）ＨｕａｎｇＫａｉｔｅｎｇ，ＴａｎｇＬｉｔａｏ，ＦｅｎｇＷａｎｐｅｎｇ，２０２３，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ｂ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１９ＭＷ７１Ｒｉｄｇｅｃｒｅｓｔ，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Ｐｕｒｅ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８０（７）：２５２９—２５４２．

４７）ＨｕａｎｇＸｉｎｇ，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ＧａｏＺｈｉｙｕ，ＧｏｎｇＷｅ

ｎｙｕ，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２０２３，ＩｎＳＡ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ｅ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ｃｒｅｅｐｏｎｔｈｅ

Ｋａｎｇｄｉ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４（５）：

２２９１—２３００．

４８）黄雄南，杨晓平，胡宗凯，杨海波，２０２３，白龙江断裂西段晚第四纪构造活

动特征研究，震灾防御技术，１８（４）：７０１—７１７．

４９）黄元敏，马胜利，李晓慧，２０２３，注水诱发地震的研究进展，地震工程学报，

４５（２）：３８７—４００．

５０）ＨｕａｎｇＹｕａｎｍｉｎ，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ＬｉＸｉａｏｈｕｉ，ＳｈａｏＹｅ，２０２３，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３（３）：６３—７１．

５１）ＨｕａｎｇＹｕａｎｍｉｎ，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ＬｉＸｉａｏｈｕｉ，２０２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ｒｏｃｋ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ｌｉｄ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ａｓｅｌ，１３（２０）：１１４６６

５２）ＨｕａｎｇＹｕｎ，ＸｉａｏＪｕｌｅ，ＷｅｎＲｕｉｌｉｎ，ＣｈｕＧｕｏｑ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Ｌｕｏ，Ｘｕ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ｒｕｉ，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２０２３，Ｈｉｇｈａｎｄｌｏｗ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ｆｏｒｃｉｎｇｏｎｈｙｄｒ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ｖａｒｉａ

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ｏｖｅｒｔｈｅｌａｓｔｔｗｏ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ａ，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６１０：１１１３５２

５３）ＪｉＨａｏｍｉｎ，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ｕＭｅｎｇｈａｏ，ＭｉｎＷｅｉ，ＬｉｕＪｉｎｒｕｉ，ＦｅｎｇＹｉｎｇｃｉ，

２０２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ｔ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９９０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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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５４）Ｊｉａ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Ｓｈｅｎ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ＬｕＬｉｘ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２０２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ｓｏ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ｏ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Ｋｅｇｕｑ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４７：２２９６８５

５５）蒋海昆，王锦红，２０２３，适用于机器学习的地震序列类型判定特征重要性讨

论，地震研究，４６（２）：１５５—１７２．

５６）ＪｉａｎｇＨ．Ｃ．，ＹｉｎＱ．Ｚ．，ＢｅｒｇｅｒＡ．，ＷｅｉＬ．Ｈ．，ＷｕＺ．Ｐ．，ＷｅｉＸ．Ｔ．，ＳｈｉＷ．，

２０２３，Ｏｒｂｉｔａｌｌｙａｎｄｇａｌａｃｔｉｃｃｏｓｍｉｃｆｏｒｃｅｄａｂｒｕｐｔ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ｖ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ｓｔｇｌａｃｉａｌｐｅ

ｒｉｏｄ，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３０１：１０７９２１

５７）ＪｉａｎｇＺｉｈａｎ，ＨｕＧａｎｇ，ＹｉＣｈａｏｌｕ，ＷａｎｇＮｉｎｇｌｉａｎ，ＬｉｕＪｉ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Ｌｉ，

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ｎ，２０２３，Ｇｌａ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ｔ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ｉｎｔｈｅＤｒｏｎｇｔｓｏ

ＬｕｎｇｐａＣｏＶａｌｌｅｙ，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１０Ｂｅ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ｄ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ｇｌａｃｉｅｒ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５５：１０５７７７

５８）Ｊ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ｈｕ，ＨａｏＹｕｍ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２３，Ａ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ｍｕｌ

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５（１５）：３８０３

５９）Ｊ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ｗｅｎ，ＷａｎｇＦｕｄｏｎｇ，ＣａｐｅｚｚｕｏｌｉＥｎｒｉｃｏ，ＨｕａｎｇＧｕｏｑｉｎｇ，ＬｉＪｕｎｈａｏ，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ＺｈｏｕＺｉｊｉａｎ，ＺｈａｏＸｕｅｑｉｎ，ＤｏｎｇＦａｑｉｎ，ＢｒｏｇｉＡｎｄｒｅａ，２０２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ｄｕｓｔ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ｆｒｏｍ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ｉｎａｔｕｆ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Ｃｈｉｎａ，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１３（７）：９８１

６０）ＫａｎｇＨｕａｎ，ＣｈｅｎＹｕｅｌｏｎｇ，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ＬｉＤａｐｅｎｇ，ＸｕｅＧｕｏｌｉａｎｇ，２０２３，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Ｂｌｏｃｋ：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ｒｉｖｅ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ＱｉｌｉａｎＢｅｌｔ，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８３（１）：１２５９２３

６１）ＬｅｅＹｕａｎＨｓｉ，ＣｏｏｋＫｒｉｓｔｅｎＬ．，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ＣｈｕＭｅｉＦｅｉ，ＣｈｉｕＨａｎＹｉ，Ｌｉ

ＱｕｉＬｉ，ＳｈｅｌｌｎｕｔｔＪ．Ｇｒｅｇｏｒｙ，ＸｕＸｉＷｅｉ，２０２３，Ｕ－ＰｂａｇｅｓｏｆＧｏｎｇｇａＳｈ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ｗｅｓｔ

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１：１１７６９３７

６２）雷蕙如，周永胜，２０２３，大陆断层脆塑性转化带强度与孕震深度的定量研

究，地震地质，４５（１）：２９—４８．

６３）李安，万波，王晓先，计昊，索锐，２０２３，金州断裂盖州北－鞍山段古地震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３年度报告　　

破裂的新证据，地震地质，４５（１）：１１１—１２６．

６４）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

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ＭａＹａｎ，ＨａｏＹｕｑｉ，ＸｕＹｉＧａｎｇ，２０２３，Ｌａｔｅ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ｏｒｏｇｅｎｓｃａｌｅｔｉｌｔｉｎｇ

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ｎｏｒｔｈｗａｒｄ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Ｇｅｏ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５０（８）：ｅ２０２２ＧＬ１０２７００

６５）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ｏｕＲｅｎｊｉｅ，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Ｐ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ＨａｏＹｕｑｉ，ＸｕＹｉＧａｎｇ，２０２３，Ｌａｔｅ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ＫｕｎｌｕｎＳｈａ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Ｃｈａｎｇｅ，２２４：１０４１１４

６６）Ｌｉ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ＬｉＴａｏ，ＨｏｌｌｉｎｇｓｗｏｒｔｈＪａｍｅｓ，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ＱｉａｎＬｉ，Ｓｈａ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２３，Ｓｔｒａｉｎ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５０（１６）：ｅ２０２３ＧＬ１０３６６６

６７）Ｌｉ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ＬｉＴａｏ，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２０２３，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ｌａｒｇｅ

ｏｆｆｆａｕｌ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２１ＭＷ７４Ｍａｄｕｏ，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ｉｓ

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４（１）：３９—５１．

６８）ＬｉＪ．Ｆ．，ＳｏｎｇＭ．Ｓ．，ＳｈａｏＴ．Ｂ．，ＺｈｅｎｇＸ．Ｄ．，ＪｉａｎｇＺ．Ｘ．，２０２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ｒｉａｘ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ｔ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ｗｉｔｈ

ａＰａｔｅｒｓｏｎｇａｓｍｅｄｉｕ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９４（８）：８３９０７

６９）ＬｉＪｕｎｌｕｎ，Ｘｕ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Ｗｅｎ，ＴａｎＹｕ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Ｆｅｎｇｓｈｏｕ，

ＭｅｎｇＬｉｎｇｙｕａｎ，ＺａｎｇＹａｎｇ，ＭｉａｏＳｉｙｕ，ＧｕｏＣｈａｎｇ，ＬｉＺｈｅｎｙｕｅ，ＬｕＲｅｎｑｉ，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

２０２３，Ｈｉｇｈｓｅｉｓｍ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ｏｓｔｒｏ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ｓｂｙ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ｔ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４（１）：１８８

７０）李明佳，孙建宝，薛莲，沈正康，２０２３，广域 ＩｎＳＡＲ时序分析技术对华北平

原地表形变的监测，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５９（６）：９３４—９４４．

７１）ＬｉＷｅｎｐｅｎｇ，ＪｉＨａｏ，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

２０２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

ＳａｎｇｇａｎＲｉｖｅｒ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ｉｈｅｗａｎ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２１３：１１１２５２

７２）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Ｈａｍｍｏ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ＰｉｅｒｃｅＩａｎＫ．Ｄ．，ＢｏｒｍａｎｎＪａｙｎｅＭ．，Ｚｈ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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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ｕｑｉ，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２３，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

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ＰＳ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４（７）：ｅ２０２２ＧＣ０１０７８１

７３）ＬｉＸｕｅｍｅ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ＬｉｕＷｅｉｍｉｎｇ，ＨａｎＭｉｎｇｍｉｎｇ，

Ｚｈ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２０２３，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ｎａ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４３７：１０８８０２

７４）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ｏＺｈｉｙｕ，ＨｕａｎｇＸｉｎｇ，２０２３，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ｏｕ

ｐｌｉｎｇ，ａｓｐｅｒ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ｎｍａｊｏｒ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５０（８）：ｅ２０２２ＧＬ１０１２０９

７５）ＬｉＹｏｕｊｕａｎ，ＪｉｃｈａＢｒｉａｎＲ．Ｒ．，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Ｗｅｎ，ＳｉｎｇｅｒＢｒａｄＳ．Ｓ．，

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ＨｅＨｕａｉｙｕ，２０２３，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Ｋ０１ｓａｎｉｄｉｎｅ：Ａ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Ｇｅ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Ｇｅ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４７（３）：６５７—６６８．

７６）李煜航，梁诗明，郝明，葛伟鹏，李长军，宋尚武，张迎峰，华俊，陈俊先，

梁洪宝，朱爽，甘卫军，２０２３，２０２２年１月８日门源 ＭＳ６９地震同震位移场及其发震

断层形变破裂特征，地球物理学报，６６（２）：５８９—６０１．

７７）李玉梅，罗勇，赵龙，２０２３，北京市平原区地面沉降研究进展与思考，灾害

学，３８（４）：１２１—１２６．

７８）李媛，陈长云，李腊月，周伟，２０２３，２０２２年门源 Ｍ６９地震前孕震区跨断

层形变异常特征及其机理，地震，４３（１）：１—１４．

７９）李媛，杨周胜，庞亚瑾，梁洪宝，刘峡，２０２３，２０２２年门源 ＭＳ６９地震前断

层活动及应力状态的数值模拟，地震地质，４５（６）：１２８６—１３０８．

８０）ＬｉＺｉｊｉａｎ，ＬｉＹａｌｉｎ，Ｔａｎ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ＬｉＳｈｕａｉ，ＭａＸｉｎｇｄｕｏ，Ｈｕａ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

Ｓｉｑｉ，Ｃ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ｂｏ，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ｗｅｉ，２０２３，Ｎｅｗｐａｌａ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ｅｒｍｉａ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ｂｌｏｃｋｓ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ＹａｒｌｕｎｇＺａｎｇｂｏ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５８（７）：２６５０—２６６７．

８１）ＬｉａｎｇＨａｏ，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Ｚｈｏｎｇｙｕｎ，ＦｕＪｉａｎｌｉ，Ｙｕ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Ｌｉ

Ｘｉａｏｙａｎｇ，ＭａＺｈａｎｗｕ，ＨｕａｎｇＰｉｎｇ，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ｐｅｎｇ，ＨｕｉＧｅｇｅ，ＴｉａｎＱｉｎｙｉｎｇ，

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２３，Ｈｏｗｈｅａｄｗａｒｄｅｒｏｓｉｏｎｂｒｅａｃｈｅｓｕｐ

ｓｔｒｅａｍｐａｌｅｏｌａｋｅ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ｄａｔｅｄ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ｆ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ｃ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ａｎ

ｍｅｎＧｏｒｇ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３５（５－６）：１６０２—１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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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Ｌ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ＤｏｎｇＹｕｎ，ＬｉａｏＣｈｅｎｇ，ＱｉｎＹｕｌ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ＷｕＷｅｉ

ｗｅｉ，ＺｕｏＨｏｎｇ，ＺｈｏｕＷｅｎｙｉｎｇ，ＸｉｏｎｇＣｈａｎｇｌｉ，ＹａｎｇＬｉ，ＧｏｎｇＹｕｅ，ＬｉＴｉａｎ，２０２３，Ｈｏｌ

ｏｃｅｎ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Ｗｕｄａｏｌｉ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ｇｏｎｇｍａｆａ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Ｒｅ

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５（９）：２４５８

８３）Ｌ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ＷｕＷｅｉｗｅｉ，ＹａｎｇＹａｏ，ＤｕＦａｎｇ，ＺｈｏｕＷｅｎｙｉｎｇ，ＺｕｏＨｏｎｇ，

ＬｉａｏＣｈｅｎｇ，ＬｉｕＳｈａｏ，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２０２３，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ｆａｕｌ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Ｄａｒｉｆａｕｌｔ，ＢａｙａｎＨａｒＢｌｏｃｋ），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６５６：２６—３６．

８４）ＬｉａｎｇＱｉａｎｋｕｎ，ＫａｎｇＨｕａｎ，ＣｈｅｎＹｕｅｌ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ｚｈｅｎ，ＷａｎｇＤａｎ，

２０２３，ＵＰｂＨｆｉｓｏｔｏｐ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ｏｎｇｔｉａｎＲｉｖｅ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ｌｏｓ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ＪｉｎｓｈａｊｉａｎｇＯｃｅａｎ，Ｇｅ

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８３（４）：１２６０１８

８５）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ＧｕｏＲｕｍｅｎｇ，ＹａｎｇＨｏｎｇｆｅｎｇ，Ｔ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ｗｅｉ，ＸｕＸｉａｏｘｕｅ，

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２０２３，Ｒｕｐ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１ＭＳ６４Ｙａｎｇｂｉ，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ｕｓ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Ｒｉｖｅｒｆａｕｌｔ，Ｔｅｃｔｏｎｏ

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６２：２２９９３２

８６）廖程，梁明剑，周文英，吴微微，薛莲，毛泽斌，毛富林，２０２３，２０２２年四川

芦山 ６１级地震构造与地质灾害分析，中国地震，３９（２）：３３４—３４５．

８７）刘白云，陈九辉，刘云全，赵莉，孙艳萍，２０２３，甘肃临夏机场二维微动剖

面探测，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４３（１２）：１２３５—１２３９．

８８）刘白云，赵莉，刘云云，王文才，张卫东，２０２３，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２日青海玛多

Ｍ７４地震余震重新定位与断层面参数拟合，地震地质，４５（２）：５００—５１６．

８９）ＬｉｕＢｉｎｇｑｕａｎ，ＬｉＬｉｙｕ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ｕ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ＪｉａｏＸｉａｏ

ｊｉｅ，ＦａｎＳｈｕａｉｊｉｅ，２０２３，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

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ｐｏｌｙ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ｔｈａｃｒｙｌａｔｅ，ＰｏｌｙｍｅｒＴｅｓｔｉｎｇ，１１７：１０７８０９

９０）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Ｔｉａｎ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ＪｉＨａｏ，ＭａＸｉ，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Ｄ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ｇ，Ｙｉｎ

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Ｒｅｎｍａｏ，２０２３，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ｕｇｅ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ｎｓｌｉｄｉｎｇｆａｃｅｉｎ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ａｒｅａ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７６：１０１４４２

９１）刘冠伸，何登发，鲁人齐，张煜颖，单帅强，２０２３，渤海湾盆地廊固凹陷杨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税务潜山带地质结构与构造演化，地质科学，５８（１）：２２６—２３９．

９２）ＬｉｕＧｕａｎｓｈｅｎ，ＬｕＲｅｎｑｉ，ＨｅＤｅｎｇｆａ，ＴａｏＷｅｉ，ＳｕＰ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ｋ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ＸｕＦａｎｇ，ＳｕｎＸｉａｏ，ＷａｎｇＷｅｉ，２０２３，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ａ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

ｆａｕｌｔｔｈａ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ｔｗｏ２０１９Ｗｅｉｙｕａｎ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４（３）：１３７９—１３９１．

９３）ＬｉｕＨａｉｂｏ，ＬｉｕＬｅｉ，ＸｉｎＣｕｎｌｉｎ，ＹａｎｇＬｏｎｇｘｉｎｇ，ＧｕＸｉａｏｙｕ，２０２３，Ａ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ｎｄｅｌ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ｅＯ２－ＦｅＯ２Ｈｅｓｙｓ

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５（３０）：２０２２５—２０２３４．

９４）刘静，徐晶，偶奇，韩龙飞，王子君，邵志刚，张培震，姚文倩，王鹏，

２０２３，关于 １９２０年海原大地震震级高估的讨论，地震学报，４５（４）：５７９—５９６．

９５）ＬｉｕＬｅｉ，ＣｈｅｎＺｈｉ，ＬｉＹｉｎｇ，ＬｉｕＺｈａｏｆｅｉ，ＨｕＬｅ，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Ｌｏｎｇｘｉｎｇ，

ＤｕＪｉａｎｇｕｏ，ＺｈｏｕＸｉａｏｃｈｅｎｇ，２０２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ＲｎａｎｄＣＯ２ ｆｒｏｍｓｏｉｌａｔ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ｓ，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６）：ｅ２０２３ＥＡ００３０１２

９６）ＬｉｕＱｉ，ＣｈｅｎＪｉｅ，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ＤｉＮｉｎｇ，ＬｕｏＭｉ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

２０２３，ＺｅｒｏｉｎｇｏｆＩＲＳＬｓｉｇｎａｌｓｉｎｃｏｂｂｌｅ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ｆｒｏｍａｍｏｄｅｒｎｒｉｖｅｒ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Ｍａ

ｎａｓＲｉｖｅｒ，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６７２：５２—６２．

９７）刘琼颖，何丽娟，２０２３，挽近重大构造－热事件及其对深层地热能的潜在影

响，地球科学，４８（３）：８３５—８５６．

９８）刘世民，张雷，何昌荣，２０２３，高压流体条件下叶蛇纹石摩擦特性及其对俯

冲带慢滑移事件的启示，地球物理学报，６６（４）：１３３４—１３４７．

９９）ＬｉｕＹａｎ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２０２３，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ｒｎｂｌｅｎｄｅａｎｄｔｒｅｍｏｌｉｔｅａｔｈｙｄｒｏ

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ｌｏｗ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ｐ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８６３：２３０００２

１００）ＬｉｕＹｕ，ＳｕｎＬｕ，ＭａＹａｎ，ＸｕＳｈｅｎｇ，Ｌｉｕ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Ｓｈｉｊｉｅ，ＬｕｏＷｅｉｊｕｎ，

２０２３，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ｎｕｃｌｉｄｅ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ｓｔｒ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ｘｉａ

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６２６：

１１１６９５

１０１）刘志成，徐伟，王继，王丽泽，高战武，２０２３，伊朗活动构造发育特征，震

灾防御技术，１８（３）：５１８—５３５．

１０２）刘钟尹，陈小斌，蔡军涛，张
%

昀，王培杰，２０２３，一种大地电磁多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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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３年度报告　　

多时段探测方法，地球物理学报，６６（９）：３７６１—３７７３．

１０３）ＬｕｏＱｕａｎｘ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ＲｅｎＧｕａｎｇｘｕｅ，ＨｕＸｉｕ，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ＬｉＹｏｕｌｉ，

２０２３，Ｔｈｅ１６７３Ｔｉａｎｚｈｅ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ｒｕｐｔｕｒ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ｇａｏＴｉａｎｚｈｅｎＦａｕｌｔ

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ｈａｎｘｉＧｒａｂｅｎ，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２（３）：ｅ２０２２ＴＣ００７５８２

１０４）ＬｕｏＱｕａｎｘｉｎｇ，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Ｌｉｎｄｓａｙ，ＲｉｍａｎｄｏＪｅｒｅｍｙ，ＬｉＹｏｕｌｉ，ＬｉＣｈｕａｎｙ

ｏｕ，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２０２３，Ｍｏｒｐｈ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Ｌｉｕｌｅｎｇ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ｈａｎｘｉＧｒａｂｅ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ａｃｔｉｖ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４４０：１０８８６２

１０５）ＬＣｏｎｇｃｏｎｇ，ＺｈａｏＸｕｅｑｉｎ，ＪｉａｎｇＹａｏｘｉ，ＺｈｕＨｅ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ｍｉｎ，Ｗａｎｇ

Ｆｕｄｏｎｇ，ＬｉＱｉｏｎｇｆａｎｇ，ＨｏｕＫｅｌｉ，２０２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ａｌｐｉｎｅｋａｒｓｔｔｙｐｅｔｕｆａ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ｇｅ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ｔｕｆａ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ｈｅ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

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１３（１）：１２０

１０６）吕钊，许展，庞建章，王继春，王建平，袁硕浦，２０２３，内蒙古白乃庙铜金矿

区侵入岩锆石和磷灰石裂变径迹年代学及其地质意义，地学前缘，３０（３）：３８６—３９８．

１０７）ＭａＸｕ，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２０２３，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ｓｈｅａｒｓｌｉｐ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ＤＥＭｉｎ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ｍｉｎｉｎｇ，Ｍｉｎｉｎｇ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４０（１）：

４０５—４２０．

１０８）ＭａＹａｎ，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ＬｉＣｈａ

ｏｐ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ＨａｏＹｕｑｉ，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ＷｕＹｉｎｇ，２０２３，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ｎ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ｐａｔｉｔｅ（Ｕ－Ｔｈ）／Ｈｅａｎｄ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
２１Ｎ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６２０：１１１５６３

１０９）孟睿，张远帆，谢霄峰，聂志喜，王振杰，单新建，２０２３，基于强震动记录

的震级快速估算方法，地震地质，４５（５）：１２１９—１２３２．

１１０）缪阿丽，马胜利，郭彦双，刘培洵，２０２３，岩盐断层带黏滑及稳滑过程中声

发射活动特征的初步分析，地球物理学报，６６（１１）：４５９７—４６０８．

１１１）ＭｉａｏＹｕｎｆａ，ＺｈａｎｇＴｅｎｇ，ＨｕａｎｇＫａｎｇｙｏｕ，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ｘｉｎ，ＮｉｕＧａｉｈｏｎｇ，

ＷａｎｇＸｕｅｌｉａｎ，ＹａｎｇＹｏｎｇｈｅｎｇ，ＡｎＣｏｎｇｒｏｎｇ，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ＵｔｅｓｃｈｅｒＴｏｒｓｔｅｎ，２０２３，

Ｐｏｌｌｅ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ＭｉｄＭｉｏｃｅｎ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６１７：１１１５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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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１１２）ＮａｉｋＳａｍｂｉｔＰｒａｓａｎａｊｉｔ，ＭｏｈａｎｔｙＡｓｍｉｔａ，ＳｏｔｉｒｉｓＶａｌｋａｎｉｏｔｉｓ，ＭｉｔｔａｌＨｉｍａｎ

ｓｈｕ，ＰｏｒｆｉｄｏＳａｂｉｎａ，Ｍｉｃｈｅｔｔｉ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Ｍａｒｉａ，ＧｗｏｎＯｈｓａｎｇ，ＰａｒｋＫｉｗｏｏｎｇ，ＪａｙａＡｓｒｉ，

ＰａｕｌｉｋＲｙａｎ，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ＭｉｋａｍｉＴａｋａｈｉｔｏ，ＫｉｍＹｏｕｎｇＳｅｏｇ，２０２３，２８ｔｈ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ＭＷ７５ＳｕｌａｗｅｓｉＳｕｐｅｒｓｈｅａ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Ｇｒｏｕ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ＥＳＩ－２００７ｓｃａｌ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１７：１０７０５４

１１３）ＮｅｕｐａｎｅＢｈｕｐａｔｉ，ＺｈａｏＪｕｎｍｅ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ＰｅｉＳｈｕｎｐｉｎｇ，ＭａｈａｒｊａｎＢｉｓｈ

ａｌ，ＤｈａｋａｌＳａｎｊｅｖ，２０２３，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脉中央丘里亚冲断层的电子自旋共振测

年 （英文），地学前缘，３０（４）：２６０—２６９．

１１４）牛露，徐锡伟，周永胜，２０２３，脆塑性转化带 Ｃａｒｒａｒａ大理岩断层稳定性的

实验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６６（９）：３７８９—３８０１．

１１５）ＮｉｕＰｅｎｇｆｅｉ，ＨａｎＺｈｕｊｕｎ，ＬｉＫｅｃｈａｎｇ，ＬＬｉｘｉｎｇ，ＧｕｏＰｅｎｇ，２０２３，Ｔｈｅ

２０２２ＭＷ６７Ｍｅｎｙ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

ｎａ：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ｌａｒｇｅｓｌｉｐ，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

ｃａ，１１３（３）：９７６—９９６．

１１６）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ｃｈｅｎ，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ＫｕｎＳｈａｎ，ＬｉＺｈｅｎ，Ｍａ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ＳｈｉＰｅｎｇｆｅｉ，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ｔｉａｎ，ＹｉＬｕ，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２０２３，Ｇｌｏｂａｌ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

ｒａｌｔｒｅｎｄ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ｂａｓｅｄ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９１：１１３５６９

１１７）ＰｅｎｇＨｕｉ，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Ｄｏｎｇ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ＷａｎｇＸｕ

ｌ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ＧｏｎｇＺｈｉｋａｎｇ，ＤｕＪｉｎｈｕａ，２０２３，Ｎｅｗ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ｅ

ｖｅｎｔｓｒｅｖｅａｌｄｅｃａｍｉｌｌｅｎｉａｌ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ｆｏｒ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Ｍ≥７）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Ｙｕ

ｇｕａｎｇＧｒａｂｅ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６９：２３０１３５

１１８）ＱｉｕＫｕｎｆｅｎｇ，ＤｅｎｇＪｕｎ，ＳａｉＳｈｅｎｇｘｕｎ，ＹｕＨａｏｃｈｅｎｇ，ＴａｍｅｒＭｕｒａｔＴ．，Ｄｉｎｇ

Ｚ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Ｘｕｅｆｅｎｇ，ＧｏｌｄｆａｒｂＲｉｃｈａｒｄ，２０２３，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ｎ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ｇｏｌｄ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ＪｉａｏｄｏｎｇＰｅｎｉｎ

ｓｕｌａ，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２（１）：ｅ２０２２ＴＣ００７６６９

１１９）屈春燕，赵德政，单新建，岳冲，陈晗，吴东霖，刘恋，张国宏，２０２３，２００１

年昆仑山地震同震－震后效应与 ２０２１年玛多地震关系探讨，地球物理学报，６６（７）：

２７４１—２７５６．

１２０）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ＯｇｕｃｈｉＴａｋａｓｈｉ，ＨｅＺｈｏｎｇｔａｉ，２０２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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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５（９）：２３２７

１２１）ＲｉｃｈｔｅｒＦａｂｉａｎａ，ＰｅａｒｓｏｎＪｏｚｉ，ＶｉｌｋａｓＭａｒｉｕｓ，Ｈｅｅｒｍａｎｃ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Ｖ．，Ｇａｒｚｉ

ｏｎｅＣａｒｍａｌａＮ．，ＣｅｃｉｌＭ．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ＪｅｐｓｏｎＧｉｌｂｙ，ＭｏｅＡｎｎｅｌｉｓａ，Ｘｕ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Ｌｉｕ

Ｌａｎｇｔ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ｅ，２０２３，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Ｐａｍｉｒ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３５（７－８）：１８５９—１８７８．

１２２）ＲｏｎｇＹｉｌｉｎ，ＢａｉＹ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ＲｅｎＭｅｎｇｊｉａｏ，Ｌ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ｊｉｅ，

２０２３，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３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ｕｐｔｕｒｅｄ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Ｓｅｉｓｍｉｃ

Ｂｅｌｔ，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１０２３１０６

１２３）单新建，李彦川，高志钰，华俊，黄星，龚文瑜，屈春燕，赵德政，陈俊先，

黄传超，张迎峰，张国宏，２０２３，２０２２年泸定 ＭＳ６８地震同震形变特征及周边强震危

险性，科学通报，６８（８）：９４４—９５３．

１２４）ＳｈａｏＴｏｎｇｂｉｎ，ＳｏｎｇＭａｏｓｈｕａｎｇ，ＭａＸｉ，ＤｉｎｇＸｉｎｇ，ＬｉｕＳｈｉｒｏ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

ｓｈｅｎｇ，ＷｕＪｉｅ，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ｎｉｎｇ，Ｌｉ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２０２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ｉｎ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ｎｔｉｇｏｒｉｔｅｄｅ

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ａｌｌｏｗ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ｅｐｔｈ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ｈｏｔ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ｓｔ，１０８（１）：１２７—１３９．

１２５）ＳｈａｏＴｏｎｇｂｉｎ，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ｎｉｎｇ，Ｌｉ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ＳｏｎｇＭａｏ

ｓｈｕａｎｇ，２０２３，Ａ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ｍｙｌｏｎｉｔｅｉｓ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ｌｉｎｅ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８（１２）：ｅ２０２３ＪＢ０２８０４７

１２６）ＳｈａｏＺｈｉｇａｎｇ，ＷｕＹａｎｑｉａｎｇ，ＪｉＬｉｎｇｙｕｎ，ＤｉａｏＦａｑｉ，ＳｈｉＦｕｑｉａｎｇ，ＬｉＹｕ

ｊｉａｎｇ，Ｌｏｎｇ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ＷａｎｇＷｕｘｉｎｇ，ＷｅｉＷｅｎｘｉｎ，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ＬｉｕＸｉａｏｘｉａ，

ＬｉｕＱｉ，ＰａｎＺ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ＹｉｎＸｉａｏｆｅｉ，ＬｉｕＹｕｅ，ＦｅｎｇＷｅｉ，ＺｏｕＺｈｅｎｙｕ，ＣｈｅｎｇＪｉａ，Ｌｕ

Ｒｅｎｑｉ，ＸｕＹｕｅｒｅｎ，ＬｉＸｉ，２０２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ｉｓｋ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

ｉｎｌａｎｄｆｒｏｍ２０２１ｔｏ２０３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３（１）：８１—９１．

１２７）沈柏，张志亮，任治坤，刘金瑞，２０２３，库车坳陷西部喀拉玉尔滚断裂的活

动时间、形成机制及其构造意义，地震地质，４５（６）：１２４７—１２６４．

１２８）ＳｈｅｎＦｅｎｇ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ＢａｒｂｏｔＳｙｌｖａｉｎ，ＸｕＪｉａｈｏｎｇ，２０２３，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ａｓ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ｂｒｉｄｇｅｌｉｎｋｉｎｇ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６２２：１１８４０７

１２９）ＳｈｅｎＫａｉｎａｎ，Ｄｏｎｇ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２０２３，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ｉｎｄｉ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ｒｔｅｎｇｓｈａｎ，Ｈｅｔａｏ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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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５（１３）：３２３０

１３０）ＳｈｅｎＱｉｎｊｉｎｇ，ＺｈｏｕＹｉｎｊｕｎ，ＸｕＹａｎｔｉａｎ，ＬａｉＹｕａｎｓｅｎ，ＹａｎＸｉａ，ＨｕａｎｇＸｉａｎ

ｍｅｉ，ＬｉｕＸｉａｏｂｉｎ，ＺｈｏｎｇＪｉｅｍｅｉ，ＺｈｕＳｈｕａｉ，ＬｉＺｈｉｊｉｎｇ，ＬａｉＺｈｏｎｇｐｉｎｇ，２０２３，ＬａｔｅＱｕａ

ｔｅｒｎａｒｙｒｉｖ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ＭｅｋｏｎｇＲｉｖｅｒｏｆ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４４２：１０８９２０

１３１）ＳｈｉＬｉｎｇｆａｎ，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ＨｕＧａｎｇ，ＧｅＹｕｋｕｉ，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

ＷａｎｇＨｕｉｙｉｎｇ，ＸｕＢｏ，ＸｉａｏＲｕｉｑｉｎｇ，２０２３，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Ｒｕｏ

ｅｒｇａｉＢａｓｉｎｏｕｔｌｅｔｒｅａｃｈａｔ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ｇｌａｃｉａｌ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ｄａｍｍ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１０１７５９７

１３２）ＳｈｉＷｅｉ，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ｊｉ，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２０２３，Ｆａｃ

ｔｏｒ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ｄｕｓｔ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６６１：１—９．

１３３）ＳｈｉＷｅｎ，ＣｈｅｎＳｈ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ｉ，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Ｈａｎ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２０２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ｏｎｔｈｅｕｐｌｉｆ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ｌｅｘｕｒａｌｉｓｏｓｔａｓｙｓｔｕｄｙ，Ｔｅｒ

ｒａＮｏｖａ，３５（６）：５３３—５４１．

１３４）石文芳，徐伟，尹金辉，郑勇刚，２０２３，宇宙成因核素测年中石英分离流程

的改进，地震地质，４５（６）：１４５２—１４６２．

１３５）ＳｈｍｉｌｏｖｉｔｚＹｕｖａｌ，ＳｈｅｌｅｆＥｉｔａｎ，ＷｉｅｌｅｒＮｉｍｒｏｄ，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ＭｕｓｈｋｉｎＡｍ

ｉｔ，２０２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ａｌｌｕｖｉ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ｕｓｉｎｇ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ｇｕｌ

ｌｙ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ａｒ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１２８（３）：ｅ２０２２ＪＦ００６８７５

１３６）ＳｈｕＰｅｎｇ，ＸｕＸｉｗｅｉ，ＦｅｎｇＳｈａｏｙｉｎｇ，ＬｉｕＢａｏｊｉｎ，ＬｉＫａｎｇ，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Ｐａｕｌ，

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ｊｕａｎ，ＣｈｅｎＧｕｉｈｕａ，ＸｉａＮｕａｎ，ＸｕＨｏｎｇｔａｉ，Ｑｉｎ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ＨｅＦｕｂｉｎｇ，Ｍａ

Ｙａｎ，ＺｈｅｎｇＲ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２３，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ａｎｑｕａｎｐｕｌｌａ

ｐａｒｔ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ｄｅｘｔｒａｌ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ａｎｌｕ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６６（４）：７９７—８２０．

１３７）宋冬梅，王慧，单新建，王斌，崔建勇，２０２３，基于汶川地震前重力场与热

场关联性分析的应力致热假说的野外证明，地震地质，４５（５）：１１１２—１１２８．

１３８）宋冬梅，张曼玉，单新建，王斌，２０２３，基于 ＳＣＬＳＴＭ模型的 ＭＯＤＩＳ地表

温度产品重建方法，地震地质，４５（６）：１３４９—１３６９．

１３９）ＳｕＰｅｎｇ，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ＬｉｕＹｉｄｕｏ，ＳｈｉＦｅｎｇ，ＧｒａｎｇｅｒＤａｒｒｙｌＥ．，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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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ｏＬａｎ，ＨａｎＦｅｉ，ＬｕＲｅｎｑｉ，２０２３，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

ＬｉｎｆｅｎＢａｓｉｎ，ＳｈａｎｘｉＲｉｆ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Ｍｉｏｃｅｎ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ｍａｇｍａｐｏｏｒｒｉｆｔｉｎｇ，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２（９）：ｅ２０２３ＴＣ００７８８５

１４０）ＳｕｎＬｕ，Ｄ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ＧｅＪｕｎｙｉ，ＹａｎｇＳｈｉｘｉａ，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ａｉ，

ＨａｎＦｅｉ，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ＲａｓｓｅＭｉｃｈｅｌ，ＢｏｅｄａＥｒｉｃ，ＨｏｕＹａｍｅｉ，ＷｅｉＧｕａｎｇｂｉａｏ，

ＨｕａｎｇＷａｎｂｏ，２０２３，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Ｌｏｎｇｇｕｐｏｆａｕｎａ，ｓｏｕｔｈ

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ｄ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８（３）：３３３—３４６．

１４１）孙庆山，张伟恒，郭忻怡，王亮，２０２３，２０２１年 ５月云南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

序列发震构造及破裂过程初探，地质学报，９７（２）：３４９—３６３．

１４２）ＳｕｎＷｅｎ，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ＳｈｉＦｅｎｇ，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ＳｕｎＨａｏｙｕｅ，ＳｕＰｅｎｇ，２０２３，

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ｉｕｌｅｎｇ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ｈａｎｘｉＲｉｆｔ

Ｓｙｓｔｅｍ，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９５４３３５

１４３）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Ｙａｎ，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ＦｅｎｇＸｉｎｔａｎｇ，Ｚｈａｏ

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ＬｉｕＸｕｅｈｕａ，２０２３，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Ｔａｎｇｙｉｎｇｒａ

ｂｅ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ａｉｈａｎｇｓｈａｎｕｐｌｉｆｔ，Ｃｈｉｎａ：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ｒｏｍ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ｍａ

ｇ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５８：１０５６３１

１４４）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Ｙａｎ，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ＸｕＪｉａｎｄｏｎｇ，ＺｈａｏＹｏｎｇｗｅｉ，Ｚｈａｏ

Ｂｉｎ，ＹａｎｇＷｅｎｄｏｎｇ，２０２３，Ｄｏｅｓａｓｈａｌｌｏｗｍａｇｍａ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ｅｘｉｓｔｉｎｔｈｅＷｕｄａｌｉａｎｃｈｉｖｏｌ

ｃａｎｉｃｆｉｅｌ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 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

５０（１７）：ｅ２０２３ＧＬ１０４３１８

１４５）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Ｙａｎ，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Ｌｉｕ

Ｘｕｅｈｕａ，２０２３，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Ｃｒａｔ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６２：２２９９５９

１４６）ＴａｍｅｒＭｕｒａｔＴ．，Ｋｅｔｃｈａｍ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２０２３，Ｈｏｗｍａｎｙｖｓｗｈｉｃｈ：Ｏｎ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ｔｒａｃｋ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６３４：１２１５８４

１４７）ＴａｏＹａｌ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ＭａＺｉｆａ，２０２３，Ｍｉｄ

ｄｌｅ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５０（６）：ｅ２０２２ＧＬ１００８５９

１４８）田镇，２０２３，基于 ＧＰＳ观测的青藏高原南部构造变形及深部流变结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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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测绘学报，５２（１）：１７３

１４９）童亨茂，侯泉林，陈正乐，柴育成，张进江，刘俊来，侯贵廷，林伟，张波，

颜丹平，王根厚，李亚林，陈宣华，张会平，闫全人，刘少峰，张青，吴春明，于福生，

陈虹，刘汇川，卫巍，张进，郭谦谦，２０２３，走向构造地质学健康发展之路———我国

构造地质学有关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探讨，地质论评，６９（１）：１５—２３．

１５０）王博，崔凤珍，刘静，周永胜，徐胜，邵延秀，２０２３，玛多 ＭＳ７４地震断层

土壤气特征与地表破裂的相关性，地震地质，４５（３）：７７２—７９４．

１５１）Ｗａｎｇ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ｙｕ，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ＴｏｎｇＹａｂｏ，ＪｉｎｇＸｉａｎｑｉｎｇ，２０２３，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ｔ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Ｒｉｖｅｒ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ＳＥＴｉｂｅｔ：Ｎｅｗ

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ｒｅｄｂｅｄ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２（３）：ｅ２０２１ＴＣ００７１１６

１５２）ＷａｎｇＨｕｉ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ＨｕＧａｎｇ，ＹｕａｎＲｅｎｍａｏ，ＧｅＹｕｋｕｉ，ＸｕＢｏ，Ｓｈｉ

Ｌｉｎｇｆａｎ，２０２３，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ａｌｅｏｄａｍｍ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ｓｅｄｉｍ

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ＹａｒｌｕｎｇＴｓａｎｇｐｏＲｉｖ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

ｃｅｎｅ，Ｔｉｂｅｔ，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１０１７８５８

１５３）王锦红，蒋海昆，２０２３，基于地震观测数据的机器学习地震预测研究综述，

地震研究，４６（２）：１７３—１８７．

１５４）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ＢａｒｂｏｔＳｙｌｖａｉｎ，２０２３，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ｉ

ａＥｕｒａｓｉａ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ｔ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４（１）：１６４

１５５）ＷａｎｇＰｅｉｊｉｅ，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Ｙｕｎｙｕｎ，２０２３，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ｉｎｇ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

ｒｉｃ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ｏｒｗａｒ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１：１０８６７４９

１５６）王培杰，陈小斌，张
%

昀，杨静，董泽义，２０２３，大地电磁电场远参考道法

适用条件及应用效果，石油地球物理勘探，５８（６）：１４８９—１４９８．

１５７）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Ｈｕｉｙｉｎｇ，ＨｕＧａｎｇ，ＧｅＹｕｋｕｉ，ＬｉｕＴａｏ，ＸｕＢｏ，２０２３，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ｐｏｓｔｍｉｄ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ｇｌａｃｉａｌｄａｍｍｅｄｐａｌｅｏｌ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ｓａｎｇｐｏＧｏｒｇｅ，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３１４：１０８２２８

１５８）ＷａｎｇＷａｎ，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ＦａｎＸｉａｏｒａｎ，ＭａＣｈａｏ，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２３，Ｃｏｓｅｉｓ

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ｕｌｏｍｂｓｔｒｅｓｓ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３Ｔüｒｋｉｙｅ

Ｓｙｒ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ｏｕｂｌｅ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ＡＲｏｆｆｓｅｔ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５（２３）：５４４３

１５９）ＷａｎｇＷｅｉ，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ＷａｎｇＷｅｎｘｉｎ，ＬｕＲｅｎｑｉ，Ｇｒｏｐｐｅｌｌｉ

Ｇｉａｎｌｕｃａ，２０２３，Ｃｈａｎｎｅ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ｒｅｖｅａｌｆａｕｌ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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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５（１９）：４７２１

１６０） 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ＨｕａｎｇＲｏｎｇ，ＷｕＹｉｎｇ，ＬｉｕＫ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Ｚｈａｎｇ

Ｙｉｐｅｎｇ，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２３，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

ＷｅｓｔＱｉｎｌｉｎｇ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Ｃｈａｎｇｅ，２２４：１０４０９７

１６１）ＷａｎｇＷｅｎｃｈａｏ，ＬｉｕＱｉｏｎｇ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ＣｈｅｎＬｉｃｈｕｎ，

２０２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ｉｎ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ｙａ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ｂｅｄｒｏｃｋ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１：１２０４７１４

１６２）ＷａｎｇＷｅｎｘｉｎ，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ＷａｎｇＺｉｊｕｎ，ＨａｎＬｏｎｇｆｅｉ，Ｓｈｅｎ

Ｘｕｗｅｎ，ＱｉｎＫｅｘｉｎ，ＧａｏＹｕｎｐｅｎｇ，ＹａｏＷｅｎｑｉａｎ，ＨｕＧｕｉｍｉｎｇ，ＺｅｎｇＸｉａｎｙａｎｇ，ＬｉｕＸｉａ

ｏｌｉ，ＷａｎｇＷｅｉ，ＣｕｉＦｅｎｇｚｈｅｎ，ＬｉｕＺｈｉｊｕｎ，ＬｉＪｉｎｙａｎｇ，ＴｕＨｏｎｇｗｅｉ，２０２３，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ｆ

ｓｏｉｌ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２０２１ＭＷ７４Ｍａｄｕｏ（Ｍａｄｏ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ＵＡＶ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５（４）：１０３２

１６３）王阅兵，师宏波，李瑜，王坦，邹锐，张锐，谭凯，２０２３，中国大陆地壳形

变 ＧＮＳＳ站网简述及数据产品应用现状，中国地震，３９（３）：５１６—５３０．

１６４）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ｙｕ，ＸｕＪｉｎｇ，ＳｈａｏＺｈｉｇａｎｇ，ＷａｎｇＷｕｘｉｎｇ，ＰａｎＺ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２０２３，

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ａｌｆｌｏｗ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ｔ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ｕａｎＤｉａｎＲｈｏｍｂｕｓＢｌｏｃｋ，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６８：２３００８７

１６５）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ＤｕＪｉｎｈｕａ，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ＣｈｅｎｇＬｉ，ＪｉＨａｏ，

ＷａｎｇＬｉｂｉｎ，２０２３，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ｆｒｏｍｔｈｅ２０１８Ｂａｉｇｅ

ｄａｍｍｅｄｌａｋｅｉｎＴｉｂｅ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ｌａｙｅｒ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

ｍｅｇａｆｌｏｏｄ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１０３５６５５

１６６）魏传义，尹功明，王旭龙，王度，姬昊，刘春茹，李新秀，２０２３，早更新世

地层 ＥＳＲ法测年可靠性研究———以靖远剖面为例，地震地质，４５（５）：１０４１—１０５６．

１６７）魏雷鸣，徐锡伟，李峰，曹筠，任俊杰，程佳，张宪兵，贾启超，陈桂华，

吴熙彦，２０２３，活动断层避让距离确定的理论基础与应用实例，煤田地质与勘探，

５１（１２）：６９—８２．

１６８）ＷｅｉＸｉａｏｔ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ＬｉＹｕｍｅｉ，ＳｈｉＷｅｉ，ＧｕｏＱｉａｏ

ｑ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Ｓｉｑｉ，２０２３，Ｃｌｉｍ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ｗｏ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ｌａｋ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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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Ｅｂｉｎｕｒ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２１６：１０５０２５

１６９）ＷｕＣｈｕａｎｙ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ＸｕＢｉｎｂｉｎ，

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Ｙｕ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ＤａｉＸｕｎｙｅ，ＺｈａｎｇＢｏｘｕａｎ，ＺａｎｇＫｅｚｈｉ，２０２３，Ｓｌｉｐｐａｒｔｉ

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ｔｈ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ＧＰ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３８：１０４３６２

１７０）武登云，任治坤，吕红华，刘金瑞，雷惊昊，包国栋，张志亮，哈广浩，

２０２３，铲式逆冲断层的地貌约束：以东天山尤路都斯盆地巴音背斜构造为例，地球科

学，４８（４）：１３８９—１４０４．

１７１）吴萍萍，李大虎，詹艳，郭慧丽，刘雪华，徐微，杨歧焱，鲁来玉，丁志峰，

２０２３，２０２１年 ９月 １６日四川泸县 ＭＳ６０地震震区三维 Ｓ波精细速度结构，地球物理

学报，６６（６）：２３８６—２４０３．

１７２）武颖，赵勇伟，李霓，常枥文，渠洪杰，２０２３，内蒙古锡林郭勒晚新生代熔

岩台地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年代学研究，岩石学报，３９（１）：１５９—１６９．

１７３）ＸｉｅＣｈａｏ，ＺｈｅｎｇＭｅｎｇ，ＬｉｕＬｅｉ，ＣｈｅｎＢａｉｘｕ，ＹａｎｇＦａｎ，ＷｕＹｏｎｇｃａｉ，Ｈｅ

Ｓｉｙｕａｎ，２０２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Ｙｉｎｇｘｉｕ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ｌｉｎｆａｕｌｔ，ＯｐｅｎＧｅｏ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１５（１）：２０２２０４８６

１７４）ＸｉｅＪｉｎｍｉｎｇ，ＹａｎｇＴａｉｂａｏ，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ｇｚｈｅ，ＸｕＬｉｕｂｉｎｇ，Ｏｕ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Ｈｕ

Ｇａｎｇ，２０２３，Ｇｌａｃｉａｌ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ｓｔＧｌａｃｉａｌ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ｎｄＬａｔｅｇｌａｃｉａｌｉｎｔｈｅ

ＺｈｕｘｉａｎｄＳｏｎｇｌｏｎｇｖａｌｌｅｙｓ，ｅａｓｔｅｒｎＮｙａｉｎｑｅｎｔａｎｇｌｈａＲａｎｇ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８（４）：５８０—５９６．

１７５）ＸｉｅＸｉｎｇｂｉｎｇ，ＺｈａｎＹａｎ，ＺｈｏｕＬｅｉ，ＰｅｎｇＳｉｍｅｎｇ，２０２３，Ｆａｕｌｔ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Ｇｒａｂｅ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ｏｆｔｈｅＨｏｎｇｄｏｎｇａｎｄＬｉｎｆｅ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５（１９）：４７９２

１７６）邢宇，刘静，王伟，张金玉，李金阳，曾宪阳，２０２３，青藏高原周缘的河

流纵剖面特征及其对构造地貌演化的启示，地质通报，４２（１）：１０７—１２１．

１７７）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ＰｉｃｏｔｔｉＶｉｎｃｅｎｚｏ，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ｉｕＱｉｎｇｒｉ，

Ｚｈ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ＳｕＸｉ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ｕｌｉ，ＬｉＹｏｕｌｉ，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２３，Ｐｒｏｘｉｍａｌｓｕｐｐｌｙｉｎ

ｌｏｅｓ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ａｒｔｈＳｕｒ

ｆａｃｅ，１２８（３）：ｅ２０２２ＪＦ００６８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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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３年度报告　　

１７８）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ＺｈｏｎｇＹｕｅｚｈｉ，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ＬｉｕＱｉｎｇｒ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Ｄｅｎｇ

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ＬｉＹｏｕｌｉ，２０２３，Ｍｉｎｅｒ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ｌｅｌｏｅｓｓ／ｐａｌａｅｏｓｏｌ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ｅＧｌａｃｉａｌｔｏ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３５（２）：１６２４—１６３８．

１７９）徐博，王萍，王慧颖，郭桥桥，石灵，石宇翔，２０２３，雅鲁藏布江中游全

新世溃决洪水滞留沉积物粒度及微观结构特征分析，地震地质，４５（２）：３０５—３２０．

１８０）Ｘｕ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ＨｅＺｈｏｎｇｔａｉ，ＧｕｏＬｏｎｇ，Ｗｕ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ＬｉＬｉｎｌｉｎ，２０２３，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ｉｎｄｅｘｔｏｆａｕｌ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ＬｉａｎｆｅｎｇＮｉｎｇｎａｎＳｅｇｍｅｎｔ

（ＬＮＳ）ｏｆｔｈｅＬｉａｎｆｅｎｇｆａｕｌｔ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１５（９）：２３０９

１８１）Ｘｕ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ＨｅＺｈｏｎｇｔａｉ，ＭａＢａｏｑｉ，ＬｉａｎｇＫｕａｎ，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ｙｕ，Ｚｈａｎｇ

Ｈａｏ，２０２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ｍｉ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ｔｒｅｎｃｈｅｓｏｎ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ｖ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Ｈｅｔａｏ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２（１）：ｅ２０２２ＴＣ００７４４３

１８２）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ＷｅｉＸｉａｏｔｏｎｇ，ＹａｎｇＹａｎｍｉｎｇ，Ｓｈｉ

Ｗｅｉ，ＧｕｏＱｉａｏｑ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Ｓｉｑｉ，２０２３，Ｌａｔ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

ｐｏｌｌｅｎ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ＹｉｌｅｉｍｕＬａｋ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ｌｔａ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Ｃａ

ｔｅｎａ，２２８：１０７１８１

１８３）许建红，陈杰，魏占玉，李涛，２０２３，基于扩散方程的陡坎形貌测年方法进

展，地震地质，４５（４）：８１１—８３２．

１８４）徐锡伟，李峰，程佳，刘保金，陈桂华，李康，任俊杰，贾启超，２０２３，活动

断层研究进展及其科学前沿问题讨论，煤田地质与勘探，５１（１２）：１—１６．

１８５）ＹａｎＣｈｕｎ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ＺｈｏｕＢｉｎ，ＺｈａｎＹａｎ，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ＬｉｕＸｕｅｈｕａ，Ｓｕ

Ｓｈａｎ，ＬｉａｎｇＦｅｉ，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２０２３，Ｄｅｅｐ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ｄｏｆ

Ｙｕｎｋａｉ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ｒｃ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９Ｂｅｉｌｉｕ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１：１０７８７９６

１８６）颜复康，田镇，杨志强，杨兵，梁沛，２０２３，厄瓜多尔俯冲区震间闭锁与粘

弹性变形研究，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４３（１０）：１０８０—１０８５．

１８７）焉力文，刘琼颖，何丽娟，武金辉，陈超强，２０２３，渤海湾盆地新生代拉张

中心迁移的热－流变机制，地球物理学报，６６（５）：２０３９—２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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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ＹａｎＸｉｕｌｉ，ＺｈａｎｇＢｏ，ＷａｎｇＧｕｏｄｏｎｇ，ＹａｎｇＴ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２０２３，Ｃｏｓｅｉｓ

ｍｉｃ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ｆｌｕｉ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ｒｏｃｋ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４（１１）：ｅ２０２３ＧＣ０１１２２３

１８９）Ｙ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ＬｉＡｎ，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Ｄｉｃｋｓｏｎ，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Ｙａｎ，Ｃｈｅｎ

Ｚｈｉｄａｎ，ＨｕＺｏｎｇｋａｉ，ＺｕｏＹｕｑｉ，ＭｉａｏＳｈｕｑｉｎｇ，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ＴａｎｇＲｕｏｎｉ，２０２３，Ａｎｅ

ｖｏｌｖｉｎｇ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ｃａｌｅｗｒｅｎｃｈ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Ｈｅｉ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４２（３）：ｅ２０２３ＴＣ００７７６４

１９０）Ｙ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ＬｉＡｎ，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Ｄｉｃｋｓｏｎ，ＺｈａｎＹａｎ，ＬｕｏＪｉａｈｏｎｇ，ＹａｎｇＸｉ

ａｏｐｉｎｇ，ＣｈｅｎＺｈｉｄａｎ，ＺｕｏＹｕｑｉ，ＨｕＺｏｎｇｋａｉ，ＴａｎｇＲｕｏｎｉ，２０２３，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Ｑｕａｔｅｒｎａ

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Ｊｉａｙｕｇ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ｔ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ｈａｚａｒｄｓｉｎｔｈｅＮＷ 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２（１１）：

ｅ２０２３ＴＣ００７７５３

１９１）杨劲松，刘林敬，赵华，刘哲，宋磊，张鹏，唐亮，２０２３，黄河故道区晚全

新世沉积记录及其对洪水灾害事件的响应，中国地质，５０（４）：１００４—１０１５．

１９２）ＹａｎｇＪｉｎｓｏｎｇ，ＬｉｕＺｈｅ，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Ｔ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ｏＨｕａ，ＳｏｎｇＬｅｉ，Ｚｈａｎｇ

Ｐｅｎｇ，２０２３，Ｐａｌｅｏｆｌｏｏ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１５（２４）：４２６８

１９３）杨静，施炜，王森，张拴宏，庞建章，杨谦，张宇，王天宇，２０２３，磷灰石裂

变径迹实验流程的建立及验证———外探测器法和 ＬＡＩＣＰＭＳ／ＦＴ法，地质学报，

９７（５）：１７０１—１７１０．

１９４）ＹａｎｇＬｏｎｇｘｉｎｇ，ＭａｏＳｈｉｄｅ，ＹｉＬｉ，Ｌｉｕ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Ｈａｎｙｕ，ＬｉｕＨａｉｂｏ，Ｌｉｕ

Ｌｅｉ，２０２３，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Ｈ２ｉｎｑｕａｒｔｚｓｉｌｔｐｏｒｅｓａｔ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ＩＰ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１３（１１）：１１５０２５

１９５）ＹａｎｇＹａｏ，Ｌ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ＭａＣｈａｏ，ＬｉＪｕｎ，ＳｈｅｎＨｕａｌｉａｎｇ，ＤｕＦａｎｇ，Ｌｕｏ

Ｓｏｎｇ，ＬｉｕＳｈａｏ，ＲｕｉＸｕｅｌｉａｎ，２０２３，Ａｐａｌａ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ｖ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ａｇｅ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ｔｈｅ

ｔｒａｖｅｒｔｉｎｅｌａｙｅｒ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ｉｔ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３（３）：５３—６２．

１９６）ＹａｎｇＹｕｅｔｏ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２０２３，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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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３年度报告　　

ｔｈｅ２０２２ＭＷ６７Ｍｅｎｙ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１０００３４９

１９７）ＹａｎｇＺｈｕｚｈｕａｎ，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ＬｉｕＱｉｏｎｇ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Ｌｉｃｈｕｎ，２０２３，Ｐｅｒｍｅａ

ｂｉｌｉｔ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２０２１ＭＷ７４Ｍａｄｕ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ｔｉｄ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ｄｅｐｔ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６３：２３０００６

１９８）ＹａｎｇＺｈｕｚｈｕａｎ，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ＬｉｕＱｉｏｎｇ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Ｌｉｃｈｕｎ，２０２３，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Ｊｉｎｊｉａｗｅｌｌ，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Ｗａｔｅｒ，１５（１６）：２９０５

１９９）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ＤｉＴｏｒｏＧｉｕｌｉｏ，２０２３，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ｅａｌｉｎｇａｎｄｆｌｕｉ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４（１）：１１３６

２００）姚远，温少妍，杨辽，孙晓林，王丽莉，张志斌，２０２３，２０２１年拜城 ＭＷ５３

地震：一次发生在南天山前陆冲断带的超浅源、左旋走滑的破裂事件，新疆地质，

４１（Ｓ１）：１９

２０１）易桂喜，龙锋，梁明剑，赵敏，张会平，周荣军，李勇，刘欢，吴朋，王思

维，李俊，吴微微，苏金蓉，２０２３，２０２２年 ９月 ５日四川泸定 ＭＳ６８地震序列发震构

造，地球物理学报，６６（４）：１３６３—１３８４．

２０２）ＹｉｎＬｉ，ＬｕｏＧａｎｇ，ＬｉｕＭｉａｎ，２０２３，Ｍｏｍｅｎｔｂｕｄｇｅｔ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

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８６２：２２９９３５

２０３）游子成，毕海芸，郑文俊，彭慧，梁淑敏，段磊，覃乙根，２０２３，基于高分

辨率遥感影像的地震破裂带精细特征研究———以理塘断裂为例，地震地质，４５（５）：

１０５７—１０７３．

２０４）ＹｕＢｏｗｅｎ，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ＱｉｎＷｅｉｆｅｎｇ，２０２３，Ｓｈｅａ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ａｉｄｓｉ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ｏｆｓｈａｌｌｏｗｆａｕｌ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ａｒｔｈ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６０２：１１７９７１

２０５）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

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ＨａｏＹｕｑ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２３，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ｅｄｉｍ

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Ｃｈａｎｇｅ，２２４：１０４０９８

２０６）于书媛，黄显良，郑海刚，李玲利，骆佳骥，丁娟，范晓冉，２０２３，２０２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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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源 ＭＷ６７地震的同震破裂模型及应力研究，地震地质，４５（１）：２８６—３０３．

２０７）原浩东，李安，黄伟亮，胡宗凯，左玉琦，杨晓平，２０２３，西准噶尔地区托

里断裂晚第四纪构造变形，地震地质，４５（１）：４９—６６．

２０８）曾宪阳，刘静，王伟，姚文倩，吴静，刘小利，韩龙飞，王文鑫，邢宇，

杜瑞林，杨绪前，２０２３，基于机器学习的地表破裂自动识别和填图———以 ２０２１年青

海玛多 ＭＷ７４地震为例，地球物理学报，６６（３）：１０９８—１１１２．

２０９）ＺｅｎｇＸｕｎ，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２０２３，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ｄｉｖｉｄ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ｓｔｒｉｋｅ

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８４８：２２９７２０

２１０）ＺｈａｉＤａｙｏｕ，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ＷａｎｇＭｉｎ，２０２３，Ｏｓｔｒａｃｏｄ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Ｋｕｎｍｉｎｇａｒｅａ

ｏｆＳＷ 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ｎｅｗ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ｍａｌｅ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Ｃｙｐｒｉｄｏｐｓｉｓｖｉｄｕａ

（ＯＦ．Ｍüｌｌｅｒ，１７７６），Ｚｏｏｔａｘａ，５３２３（２）：１８３—２１５．

２１１）ＺｈａｎｇＡｉｍｉｎ，ＧａｏＱｉｈｕｉ，ＲａｈｍａｎＳｕｆｉＭｏｓｔａｆｉｚｕｒ，Ａｌａｍ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Ｍａｈｂｕｂｕｌ，

ＧｕｏＹｕｊｉｅ，ＣｈｅｎＹｉｗｅｉ，ＣｈｅｎｇＪｉｅ，ＷａｎｇＨｕｉ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ｆｕ，ＹｉＣｈａｏｌｕ，

ＨｕＧａｎｇ，２０２３，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ｓｆｌｕｖｉ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

ｅａｕｔｏｔｈｅ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Ｄｅｌｔａ，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６２２：１１８３８７

２１２）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

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２０２３，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５（２１）：５１９５

２１３）ＺｈａｎｇＨａｏｒａｎ，ＸｕＸｉｗｅｉ，ＹａｎｇＳａｉｈｏｎｇ，２０２３，Ｕｌｔｒａｍａｆｉｃｐｓｅｕｄｏｔａｃｈｙｌｙｔｅｓｉｎ

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ｇｅｎｉｃ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ｆｒｏｍＬｕｏｂｕｓｈａ，Ｔｉｂｅｔ：Ａ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ｐａｌｅｏ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１：１２６７２１１

２１４）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ｙｅ，ＳｕｎＫｅ，ＤｕＣｈｅｎ，ＺｈｕＪｕｎｑｉｎｇ，２０２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

ｍａｌ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ｂｌｏｃｋｔｏｆａｕｌｔｉｎ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１：１１９９３２０

２１５）张敬业，孙珂，张国宏，２０２３，深度学习在 ＩｎＳＡＲ数据处理与地壳形变观

测中的应用研究进展，地震，４３（２）：１６６—１８８．

２１６）张玲，苗树清，杨晓平，２０２３，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平台的天山北麓活动逆断层智

能化提取方法的研究与实现，地震地质，４５（２）：４２２—４３４．

２１７）ＺｈａｎｇＭ．，ＳｐｉｅｒｓＣ．Ｊ．，ＨａｎｇｘＳ．Ｊ．Ｔ．，２０２３，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２－Ｈ２Ｏ－ｓｍｅｃｔｉｔｅ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３年度报告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ｌａｙｒｉｃｈｒｏｃｋｓｕｎｄｅｒＣＯ２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

ｉｃｓａｎｄＲｏｃｋ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５６（５）：３４５１—３４７４．

２１８）ＺｈａｎｇＮｉｎｇｂｏ，ＺｈａｎｇＺｏｎｇＸｉａｎ，ＳｈａｎＲｅｎｌｉａｎｇ，ＱｉＱｉｎｇｘｉｎ，ＺｈａｏＳｈａｎｋｕｎ，

ＳｕｎＺｈｏｎｇｘｕｅ，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２０２３，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ｓｕｎｄｅｒ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ａｌｍｉｎｅ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８２（４）：１２６

２１９）ＺｈａｎｇＰｅｎｇｆｅｉ，ＺｈｏｕＭｅｉｆｕ，ＬｉｕＱｉｏｎｇｙｉｎｇ，ＭａｌｐａｓＪｏｈｎ，ＹｕｍｕｌＪｒ．Ｇｒａｃｉａｎｏ

Ｐ．，Ｗａｎｇ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Ｙａｎ，２０２３，Ｓｌｕｇｇｉｓｈｓｌａｂｒｏｌｌｂａｃｋａｔ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ｏｆｆｌｕｘｍｅｌｔ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Ｌｉ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ｔｏｈｉｇｈＡｌｃｈｒｏｍｉｔｅｄｅｐｏｓｉｔ，

Ｚａｍｂａｌｅｓ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８（４）：

ｅ２０２２ＪＢ０２５５６２

２２０）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Ｊｕｎｊｉｅ，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ＳｕｎＳｈｏｕｈｕａ，ＧｕｏＹｕｆｅｉ，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Ｊｕｎｊｉｅ，ＺｈａｎｇＹｕｌ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ｉｎｇｄｅ，ＸｕＹｉｇａｎｇ，２０２３，Ｓａｍｐｌｅ

ｎｅｕｔｒｏｎ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ｉｎＪｉａｎｇ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ｅａｃｔｏｒ（ＭＪＴＲ）：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ｐｒｅ

ｃｉｓｉｏｎ４０Ａｒ／３９Ａｒｄａｔ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Ａｔｏｍｉｃ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３８（８）：１５４０—１５４８．

２２１）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ｇ，ＬｉＷｅｎ，２０２３，Ｈｉｇｈ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２）：１９８—２０８．

２２２）张洋洋，陈岳龙，李大鹏，康欢，房明亮，徐云亮，２０２３，冀北隐伏火山热

液型铀矿地表地球化学异常，物探与化探，４７（２）：３００—３０８．

２２３）ＺｈａｎｇＹｉｈｕ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ＭａＺｉｆａ，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Ｚｈ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２０２３，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ｔ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ｕｐｌｉｆ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ＤａｘｉａＲｉｖｅｒ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ＮＥＴｉｂｅｔ

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８０（６）：ｊｇｓ２０２３０３０

２２４）张逸凌，刘雷，杜建国，２０２３，高温高压下岩石波速研究进展，地球物理学

进展，３８（５）：１９９９—２０２２．

２２５）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ＨａｎＮａｎａ，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ＳｈａｎＸｉｎ

ｊｉａｎ，２０２３，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２ＭＷ６６Ｍｅｎｙ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ｉｎｔｏ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ｎ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ｅ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３３（３）：１９８７—２００３．

２２６）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

ＬｉＴａｏ，２０２３，Ｓｔｒａｉｎ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Ｋａｌｐｉｎｆｏｌｄａｎｄｔｈｒｕｓｔ

ｂｅｌｔ，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２０２０ＭＷ６０Ｋａｌｐｉｎｅａｒ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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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ｑｕａｋ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８（３）：ｅ２０２２ＪＢ０２５３２８

２２７）ＺｈａｎｇＹｕｌ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ＬｉＰｅｎｇｆｅｉ，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Ｚｈａｎｇ

Ｗａｎｆｅｎｇ，ＷａｎｇＪｕｎｊｉｅ，２０２３，Ｐａｌｅｏｃｅｎｅｒａｐｉｄ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ｔｈ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ｒｉｆｔ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８６８：２３００８２

２２８）ＺｈａｎｇＹｕｎｐｅｎｇ，ＹａｎｇＨｏｎｇｆｅｎｇ，ＹａｎｇＷｅｉ，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ＭａＸｉａｏｎａ，

２０２３，Ａｌｏ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Ｃｈｅｎｇｈａｉ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ｍｅｔｈａｎ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ｄｅｎｓｅａｒｒａｙｓ，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４（５）：２２７３—２２９０．

２２９）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ｃｈａｏ，ＦｅｎｇＷａｎｐｅｎｇ，ＸｕＸｉａｏｈｕａ，ＳａｍｓｏｎｏｖＳｅｒｇｅｙ，２０２３，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ｃｅｎｅ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ＳＡＲ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５（２２）：５３９９

２３０）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ＢｕｒｇｍａｎｎＲｏｌａｎｄ，ＣｈｅｎＨａｎ，Ｗｕ

Ｄｏｎｇｌｉｎ，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２０２３，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ｖｅａｌｓａｍｉｓａｌｉｇｎｅｄ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

ｅａｕｍａｒｇｉ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３５（２）：１３５３—１３７２．

２３１）赵德政，屈春燕，张桂芳，龚文瑜，单新建，朱传华，张国宏，宋小刚，

２０２３，基于 ＩｎＳＡＲ技术的同震形变获取、地震应急监测和发震构造研究应用进展，地

震地质，４５（２）：５７０—５９２．

２３２）ＺｈａｏＬｅｉ，ＸｕＷｅｎｂｉｎ，ＸｉｅＬｅｉ，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ｕＺｈｉｈｕｉ，ＷｕＰｉｎｇｐｉｎｇ，

ＧｕｏＨｕｉｌｉ，２０２３，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ｌｏｗ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ｅ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１ＭＷ７３Ｍａｄｕ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６３：２３００００

２３３）赵莉，刘白云，范兵，王文才，张卫东，刘艳云，杜建清，２０２３，２０２２年 １

月 ８日青海门源 Ｍ６９地震余震精确定位与断层面拟合，地震工程学报，４５（６）：

１４５７—１４６６．

２３４）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Ｙａｎ，ＨａｎＪｉｎｇ，Ｙ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ＷａｎｇＰｅｉ

ｊｉｅ，ＬｉｕＸｕｅｈｕａ，２０２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ｅｐ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

ｔｈｅＨｅｌ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Ｙｉｎ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６６（３）：５０５—５２０．

２３５）ＺｈａｏＰａｎｐａｎ，ＣａｍｐｉｌｌｏＭｉｃｈｅｌ，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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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ｕ，２０２３，Ｕｐｐｅｒｔｏｍｉｄｄｌ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ｍ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４５：１０５５６１

２３６） Ｚｈ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ｅａｓｅＲｉｃｈａｒｄ Ｏ．，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Ｐ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Ｙｉｆｅｉ，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ｗｅｉ，ＸｉｅＨａｏ，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ＴａｏＹａｌｉｎｇ，Ｍａ

Ｚｉｆａ，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２３，Ｅａｒｌｙ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ｉｎｇｌａｎｇＢａｓｉ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５０（１９）：ｅ２０２３ＧＬ１０５４９９

２３７）ＺｈａｏＹａｎ，ＬｉＪｕｎｌｕｎ，ＸｕＪｉａｎ，ＹａｏＨｕａｊｉａｎ，ＺｈｕＧａｏｈｕａ，ＹａｎｇＨｏｎｇｆ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ＬｕＲｅｎｑｉ，２０２３，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ＢａｍｅｉＫａｎｇｄｉ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６６（９）：１９６０—１９７８．

２３８）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ＬｉＨａｉｂ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ｂｉ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Ｙｕ

Ｈａｏ，２０２３，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１８～１０２ｋａ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ｖｅｎｔ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ｔｈｅＬｕｏｂｏｚｈａｉ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６７３：４０—５２．

２３９）钟天任，章鑫，邓志辉，严兴，２０２３，１８２２号台风 “山竹”引起的南海北

部热异常，海洋预报，４０（２）：１１—２１．

２４０）ＺｈｏｕＢｏ，ＬｉｕＱｉｏｎｇ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２０２３，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

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ｈａｌ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ｔｅｍｐｅｒ

ａｔｕｒ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Ｋａｎｇｄｉｎｇａｒｅａ，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Ｗａｔｅｒ，１５（１１）：２１４０

２４１）ＺｈｏｕＣｈａｏ，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２０２３，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ｕｐｌｉｆｔ，

ｂａｓｅｌｅｖｅ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ｒｏ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ｃｒｏｓｓｄｉｖｉｄｅｘ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４２７：

１０８６３４

２４２）ＺｈｏｕＴｏｎｇ，ＣａｉＹｉｗｅｉ，ＡｎＭａｏｇｕｏ，ＺｈｏｕＦｅｉ，Ｚｈｉ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ＳｕｎＸｉｎｃｈｕｎ，

ＴａｍｅｒＭｕｒａｔ，２０２３，Ｖｉｓ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ｒｏｍｖａｒｉｏｕｓ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１３（４）：４９１

２４３）ＺｈｕＸｉａｏｘｉａｏ，ＮｉｅＳｈｅｎｇ，ＺｈｕＹａｍｉｎ，ＣｈｅｎＹｉｍｉｎｇ，ＹａｎｇＢｏ，ＬｉＷａｎｇ，

２０２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ＣＥＳａｔ－２ａｎｄＧＥＤＩｄａｔａｆｏｒｔｅｒｒａｉｎａｎｄｃａｎｏｐｙｈｅｉｇｈ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ｓｉｎｓｈｏｒｔｓｔａｔｕｒ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５（２０）：４９６９

２４４）ＺｈｕＸｉａｏｘｉａｏ，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ＮｉｅＳｈｅｎｇ，ＢａｏＧｕｏｄｏｎｇ，ＨａＧｕａｎｇｈａｏ，Ｂａｉ

Ｍｉｎｇｋｕｎ，ＬｉａｎｇＰｅｎｇ，２０２３，ＤＥＭ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ＧＦ－７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ｔｅｒｅｏｉｍａｇｅｒｙ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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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ＬｉＤＡＲ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５（６）：１４８０

２４５）邹俊杰，何宏林，周永胜，魏占玉，石峰，耿爽，苏鹏，孙稳，２０２３，小型无

人机 （ｓＵＡＶ）在基岩区古地震研究选点中的应用，地震地质，４５（４）：８３３—８４６．

２４６）左玉琦，杨海波，杨晓平，詹艳，李安，孙翔宇，胡宗凯，２０２３，阿拉善地

块南缘北大山断裂的晚第四纪构造活动证据，地震地质，４５（２）：３５５—３７６．

２、在国际学术会议宣读和展示的论文

１）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Ｂｏ，ＺｏｕＪｕｎｊｉｅ，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ｌｉｐｐ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ｙ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ｒｏｃｋ，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３，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ａｎｄＯｎｌｉｎｅ，

２０２３４２３—２８．

２）ＷａｎｇＨｕｉ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ＬｉｕＴａｏ，ＨｕＧａｎｇ，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ｏｕｔｂｕｒｓｔｆｌｏｏｄｓａｔ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Ｂ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ｓｔＧｌａｃｉａｌＭａｘｉｍｕｍ，ＧＳＡＰｅｎｒｏｓｅ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２０２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ＯｕｔｂｕｒｓｔＦｌｏｏｄ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ＳＡ，２０２３６５—９．

３）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Ｈｕｉｙｉｎｇ，ＨｕＧａｎｇ，ＬｉｕＴａｏ，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ｌａｃｉｅｒｄａｍｍｅｄｌａｋｅ

ｏｕｔｂｕｒｓｔｆｌｏｏｄ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ｏｆＹａｒｌｕｎｇＴｓａｎｇｐｏＲｉｖｅ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Ｔｉ

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ＳＡＰｅｎｒｏｓ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２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ＯｕｔｂｕｒｓｔＦｌｏｏｄ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ＳＡ，２０２３６５—９．

４）ＣｕｉＦｕｒｏｎｇ，ＪａｉｎＭａｙａｎｋ，ＭｕｒｒａｙＡｎｄｒｅｗ，ＫｏｏｋＭｙｕｎｇｈｏ，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ＬｉｕＪｉｎ

ｆｅｎｇ，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ｄｅｔｒａｐｐｉｎｇｒａｔｅ，

１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ｐｅｎ

ｈａｇｅｎ，Ｄｅｎｍａｒｋ，２０２３６２５—３０．

５）ＨａｎＦｅｉ，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ＳｈａｏＱｉｎｇｆｅｎｇ，ＶｏｉｎｃｈｅｔＰｉｅｒｒｅ，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

Ｄ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ｏｓ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Ｇｉｇａｎｔ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ｂ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ＥＳＲａｎｄＵ－ｓｅｒｉｅｓｍｅｔｈ

ｏｄ，１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

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Ｄｅｎｍａｒｋ，２０２３６２５—３０．

６）ＪｉＨａｏ，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ＬｉＷｅｎｐｅｎｇ，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ＡｌａｎｄＴｉＬｉｓｉｇｎａｌｓｉｎｑｕａｒｔｚｏｆｆｌｕｖｉｏ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ｉｎＤａｔｏｎｇ，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１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ｕｍｉ

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Ｄｅｎｍａ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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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６２５—３０．

７）ＬｉＫｅ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ＤｉＮｉｎｇ，ＬｉｕＱｉ，Ｙａｏ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Ｌｉ

Ｚｈａｏｎｉｎｇ，ＣｕｉＦｕｒｏｎｇ，ＳｕｉＹａｓｈｉ，Ｐａｃｅｏｆａｌｌｕｖｉａｌｒｉｖｅｒ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ｌｕｍｉｎｅｓ

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１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Ｄｅｎｍａｒｋ，２０２３６２５—３０．

８）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ＪｉＨａｏ，Ｈｕ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ｎａｎ，ＬｉＸｉｎｘｉｕ，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

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ｄａ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ｈｏｌｅ：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Ｓｈｉｎａｉｍｉａｏｃ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ｆｏｏｔｈｉｌｌｓｏｆｔｈｅＴａｉｈａｎｇ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１７ｔｈ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Ｄｅｎｍａｒｋ，２０２３６２５—３０．

９）ＬｉｕＱｉ，ＣｈｅｎＪｉｅ，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ＤｉＮ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ｈｅｎｇ，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ａ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ＭａｎａｓＲｉｖｅｒ，Ｎｏｒｔｈ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

ｆｒｏｍ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ｅｒｒａｃ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１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Ｄｅｎｍａｒｋ，２０２３６２５—３０．

１０）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ＬｉＫｅｃｈａｎｇ，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ＳｕｉＹａｓｈｉ，ＬｉＺｈａｏｎｉ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Ｙｕ

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１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Ｄｅｎｍａｒｋ，

２０２３６２５—３０．

１１）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ＪｉＨａ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１４Ｃ，ＯＳＬａｎｄ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ｌｏｅｓｓｐａｌｅｏｓｏ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Ｓｏｎｇｎｅｎ

Ｐｌ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１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Ｄｅｎｍａｒｋ，２０２３６２５—３０．

１２）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ＬｉａｎｇＨｕｉ，ＰａｎＢｏ，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ＯＳＬｄａｔｉｎｇ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ａｋ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Ｃｈａｎｇｂａｉ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１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ｕ

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Ｄｅｎｍａｒｋ，

２０２３６２５—３０．

１３）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ＣｈｅｎｇＬｉ，ＭａＸｉ，

ＪｉＨａｏ，Ｄ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ＹｕａｎＲｅｎｍａｏ，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ＥＳＲｄ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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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ｆａｕｌｔｂａｒｉｔ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ｂａｒｉｔｅｉｎｂａｓａｌｔ

ｂｅｄｒｏｃｋｏｆｔｈｅＬｉ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ｉｎ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１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Ｄｅｎｍａｒｋ，

２０２３６２５—３０．

１４）ＳｈｅｎＦｅｎｇ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ＢａｒｂｏｔＳｙｌｖａｉｎ，ＸｕＪｉａｈｏｎｇ，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ｓ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ｂｒｉｄｇｅｌｉｎｋｉｎｇ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２０２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ＩＰＡＣＥＳ）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

ｉｎｇ，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３７２—５．

１５）ＭａＹａ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ｕＹｉｎｇ，Ｚｉｒｃｏｎｕｎｉｔｃｅｌ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ｏｘｙｆｏ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ｕｒａｎｉｕｍｒｉｃｈｚｉｒｃｏｎ

（Ｕ－Ｔｈ）／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２０２３ 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ｙｏ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２０２３７９—１４．

１６）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ＭａＹａ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Ｔｈｅ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２０２３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ｙｏｎ，Ｆ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３７９—１４．

１７）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ｑｉ，ＺｈａｉＨｏｎｇｇｕ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Ｅｎｈｕｉ，Ｄｉｎｇ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ｒｅａｏｆＯｒ

ｄｏｓＢｌｏｃｋ，２０２３ＴｈｅＳｉ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ＷＥＧ２０２３），Ｋｕｎ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３７１５—１６．

１８）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ｃｈｅｎ，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ＫｕｎＳｈａｎ，Ｍａ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ＢｉＨａｉｙｕｎ，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ｔａｇｌｏｂａｌｓｃａｌｅ，２０２３

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２３），Ｐａｓａｄｅ

ｎａ，ＵＳＡ，２０２３７１６—２１．

１９）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ｔｉａｎ，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ＫｕｎＳｈａｎ，Ｍａ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Ａ

ｎｅｗｍｕｌｔｉｂ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ｒｏｍＦＹ－３ｄ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２０２３

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２３），Ｐａｓａｄｅ

ｎａ，ＵＳＡ，２０２３７１６—２１．

２０）ＫａｎｇＨｕａｎ，ＣｈｅｎＹｕｅｌ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Ｄｉｎｇｄｉｎｇ，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Ｂｌｏｃｋ：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ｒｉｖｅ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ＱｉｌｉａｎＢｅｌｔ，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ｅａｎ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Ｐｅｒｔｈ，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２３７２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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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３年度报告　　

２１）ＺｈａｎｇＤｉｎｇｄｉｎｇ，ＯＢｒｉｅｎＰａｔｒｉｃｋＪ．，ＣｈｅｎＹｉ，Ｔ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ＭａＸｕｄｏｎｇ，

ＺｈａｏＬｅｉ，ＧｕｏＪｉｎｇｈｕｉ，Ｍｅｌｔ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ｃｈｅｎｇ，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ｒａｎｓ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Ｏ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ｐｌａｔ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ｅａｎ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Ｐｅｒｔｈ，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２３７２５—２７．

２２）ＨｕｉＰ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Ｄｏｎｇ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ＷａｎｇＸｕ

ｌ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ＧｏｎｇＺｈｉｋａｎｇ，Ｄｅｃａ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ａｌ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ｏｆ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ｙｃｌ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ＹｕｇｕａｎｇＧｒａｂｅｎＦａｕｌｔ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ｈａｎｘｉＧｒａｂｅｎｓ，２０ｔｈ

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２３７３０—８４

２３） ＳｈｉＸｕｈｕａ，ＳｈｕＹｕａｎｈａｉ，ＢüｒｇｍａｎｎＲｏｌａｎｄ，ＸｉｅＬｅｉ，ＨａｎＬｉｂｏ，Ｃａｏ

Ｚ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ｕＷｅｎｂｉｎ，ＷａｎｇＴｅｎｇ，ＭｅｎｇＧｕｏｊｉｅ，ＭａｄｓｏｎＡｕｓｔｉｎ，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Ｃｈｅｎ

Ｈａｎｌｉｎ，ＬｕＲｅｎｑｉ，ＹａｏＱｉ，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ＹａｎｇＳｈｕｆｅｎｇ，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ｆｌｅｘｕｒ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ｗａｔｅｒｌｏａｄｓａｎｄ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ｒｏｕｎｄａｌａｒｇ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２０ｔｈ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２３７３０—８４

２４）ＹｉｎＸｉｎｚｈｏｎｇ，ＳｈｉＱｉｂｉｎ，ＤｅｎｇＷｅｎｚｅ，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ＷｅｉＳｈｅｎｇｊｉ，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ＬＤＡｒｒａ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２２ＭＷ６６Ｌｕｄ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ｔｈＡｓｉａＯｃｅ

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２３７３０—８４

２５）蔡军涛，陈小斌，黄兴兴，叶涛，刘钟尹，张炯，张
%

昀，王培杰，荆燕，富

蕴断裂带南段三维电性结构及深部孕震环境研究，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术

研讨会 （２０２３ＣＩＧＥＷ），深圳，中国，２０２３８１７—２０．

２６）董泽义，肖骑彬，孙泽林，韩冰，王立凤，汤吉，王继军，电各向异性结构揭

示阿尔金断裂走滑作用对青藏高原北部构造变形的贡献，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地球电

磁学术研讨会 （２０２３ＣＩＧＥＷ），深圳，中国，２０２３８１７—２０．

２７）范晔，胡文宝，韩冰，汤吉，王晓，叶青，基于台站电磁阻抗的孕震电磁异

常特征辨识，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术研讨会 （２０２３ＣＩＧＥＷ），深圳，中国，

２０２３８１７—２０．

２８）韩冰，胡文宝，震前低频电磁辐射异常的辨识处理与反演定位，第十六届中

国国际地球电磁学术研讨会 （２０２３ＣＩＧＥＷ），深圳，中国，２０２３８１７—２０．

２９）刘钟尹，陈小斌，适合复杂地形的超宽频频带大地电磁密集倾子探测方法，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术研讨会 （２０２３ＣＩＧＥＷ），深圳，中国，２０２３８１７—２０．

３０）王培杰，陈小斌，关于线源频率域电磁法正演中源和边界条件的讨论，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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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术研讨会 （２０２３ＣＩＧＥＷ），深圳，中国，２０２３８１７—２０．

３１）张炯，陈小斌，蔡军涛，张
%

昀，刘钟尹，王培杰，荆燕，黄兴兴，川西理塘

－巴塘断裂构造区三维地壳电性结构及构造变形研究，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

术研讨会 （２０２３ＣＩＧＥＷ），深圳，中国，２０２３８１７—２０．

３２）张
%

昀，陈小斌，王培杰，蔡军涛，刘钟尹，张炯，荆燕，黄兴兴，川滇菱形

地块北部茶扎－罗麦剖面深部电性结构探测，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术研讨会

（２０２３ＣＩＧＥＷ），深圳，中国，２０２３８１７—２０．

３３）ＫｅｔｃｈａｍＲ．，ＴａｍｅｒＭ．，ＧｌｅａｄｏｗＡ．，Ｅｔｃｈｉｎｇ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ｉｓ

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ＲｉｖａｄｅｌＧａｒｄａ，

Ｉｔａｌｙ，２０２３９３—８．

３４）ＭａＹ．，Ｃａｎｉｎｓｉｔｕ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２１Ｎｅｉｎ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ｑｕａｒｔｚａｎｄｓａｎｉｄｉ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ｍｕｌｔｉ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ｄａｔ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ｇｅｓ，１８ｔｈ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ＲｉｖａｄｅｌＧａｒｄａ，Ｉｔａｌｙ，２０２３９３—８．

３５）ＰａｎｇＪ．，ＭａＹ．，ＺｈｅｎｇＤ．，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ＴＵ／ＰＢＲＥ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ｙＬＡＩＣＰＭＳｆｏｒ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ｂａｓｉ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ａ，１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ＲｉｖａｄｅｌＧａｒｄａ，Ｉｔａｌｙ，２０２３９３—８．

３６）ＳｏｂｅｌＥ．，ＲｅｍｂｅＪ．，ＫｌｅｙＪ．，ＴｈｉｅｄｅＲ．，ＣｈｅｎＪ．，ＧｌｏｄｎｙＪ．，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ａｍｉｒ，１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ｒｍｏ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ＲｉｖａｄｅｌＧａｒｄａ，Ｉｔａｌｙ，２０２３９３—８．

３７）ＴａｍｅｒＭ．，ＫｅｔｃｈａｍＲ．，ＣｈｕｎｇＬ．，ＧｌｅａｄｏｗＡ．，Ｂｅｔ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ｆｏｒ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１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

ｇｙ，ＲｉｖａｄｅｌＧａｒｄａ，Ｉｔａｌｙ，２０２３９３—８．

３８）ＷｕＬ．，ＤａｎｉíｋＭ．，ＺｈａｎｇＺ．，ＷａｎｇＦ．，ＳｈｉＧ．，ＡｎＪ．，ＳｈｅｎＸ．，ＷａｎｇＹ．，Ｈｅ

Ｄ．，ＳｕｎＪ．，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ｆｏｒＩｎｓｉｔｕ（ＵＴｈＰｂ）／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ｔｉｎｇ，

１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ＲｉｖａｄｅｌＧａｒｄａ，Ｉｔａｌｙ，２０２３９３—８．

３９）ＹｕＪ．，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１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ＲｉｖａｄｅｌＧａｒｄａ，Ｉｔａｌｙ，２０２３９３—８．

４０）ＢｉＹａｘｉｎ，ＯＮｅｉｌｌ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Ｈ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ｍｉｎ，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Ｓｗａｒｍ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ｄａｔａｂｙＤｅｅ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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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ｓ，２０２３Ｄｒａｇｏｎ５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Ｈｏｈｈｏｔ，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３９１１—１５．

４１）ＨｕａｎｇＹ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Ｌｅｉ，ＢｏｌｃｈＴｏｂｉａ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ｆｉｒｎａｎｄｗｅｔｓｎｏｗｏｎ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ｇｌａｃｉｅｒｓ：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ｂｉ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２０２３Ｄｒａｇｏｎ５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Ｈｏｈｈｏｔ，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３９１１—１５．

４２）ＬｉＭｉｎｇｊｉａ，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ＸｕｅＬｉａ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ｑｕｉ

ｆ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ｆｕｌｆｉｌ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Ｗａｔｅｒ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ｕ

ｓｉｎｇ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２０２３ Ｄｒａｇｏｎ５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Ｈｏｈｈｏｔ，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３９１１—１５．

４３）Ｑｉｕ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ｆｒｏｍ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ｄａｔａ，２０２３Ｄｒａｇｏｎ５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Ｈｏｈｈｏｔ，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３９１１—１５．

４４）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ＺｈａｎｇＺｈａｏｙａｎｇ，Ｑｉｕ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ＬｉＭｉｎｇｊｉａ，ＢｉＹａｘｉｎ，ＺｈａｎｇＸｕｅ

ｍｉｎ，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ａｄａｒｄａｔａ，２０２３Ｄｒａｇｏｎ５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Ｈｏｈｈｏｔ，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３９１１—１５．

４５）ＺｈａｎｇＺｈａｏｙａｎｇ，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ｒｅａｓｏｎｓｏｆ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２０２３Ｄｒａｇｏｎ５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Ｈｏｈｈｏｔ，

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３９１１—１５．

４６）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ＳｕｎＫａｉ，ＭａＪｕｎ，ＬｉＪｕｎｊｉｅ，Ｌ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

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２０２２Ｌｕｄ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６８），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ＰａｌａｅｏＭａ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Ｌｉｘ

ｏｕｒｉ，Ｇｒｅｅｃｅ，２０２３９１７—２０．

４７）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ＧＮＳ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１ｔｈ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ｍａｔｙ，Ｋａｚａｋｈ

ｓｔａｎ，２０２３９２６—２８．

４８）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ＬｉｕＪ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ＬｉＴａｏ，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ｇｅｏｄｅ

ｓｙｉ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１１ｔｈ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ｍａｔｙ，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２０２３９２６—２８．

４９）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Ｌｉ

Ｔａｏ，Ｓｔｒａｉｎ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Ｋａｌｐｉｎｆｏｌｄａｎｄ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ｓｏｕ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２０２０ＭＷ６０Ｋａｌｐｉ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１１
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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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ｍａｔｙ，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２０２３９２６—２８．

５０）ＳｕＰｅｎｇ，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ｆｅｎＢａｓ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ｒｉｆ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Ｍｉｏｃｅｎ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ｍａｇｍａｐｏｏｒｒｉｆ

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Ｒｉｆ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Ｗｕ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３１１６—８．

５１）ＣｈｅｎＹｏｎｇ，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ｉｎ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Ｏｒｏｇｅ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ｗａｖｅａｎ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３１２１１—１５．

５２）ＤｉＴｏｒｏＧｉｕｌｉｏ，ＦｅｎｇＷｅｉ，ＹａｏＬｕ，ＧｏｍｉｌａＲｏｄｒｉｇｏ，ＷｕＷｅｉＨｓｉｎ，Ｔｅｓｅｉ

Ｔｅｌｅｍａｃｏ，Ｓｃｉａｒｒａ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ａ，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ｃｋ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ｈｏｔ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ｆｌｕｉｄ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ａｎｄ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３１２１１—１５．

５３）ＦａｎＹｕｎｃｈａｎｇ，ＣａｉＳｈｕｈｕｉ，ＰａｖóｎＣａｒｒａｓｃｏＦ．Ｊａｖｉｅｒ，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Ｐａｎ

Ｙｏｎｇｘｉｎ，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ｅｃｕｌａ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ｅ～１３ｋａｆｒｏｍａｌｏｅ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ｓｄａｔ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３１２１１—１５．

５４）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ＨｕａＪｕｎ，ＳｕｎＨａｏｙｕｅ，Ｚｈａｏ

Ｄｅｚ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ｕＣｈｕａｎｈｕａ，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ｏｆＤａｌｉａｎｇｓ

ｈ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ａｎｄ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３１２１１—１５．

５５）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ＰｉｅｒｃｅＩａｎＫ．Ｄ．，ＳｕｎＫａｉ，ＬｉＪｕｎｊｉｅ，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ＹｏｕＺｉｃｈｅｎｇ，

ＬｉｕＳｈｕ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ＴｉｅｌｕｚｉＦａｕｌ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ａｎｄ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３１２１１—１５．

５６）?ｚｂｅｙＶｏｌｋａｎ，ＨｅｎｒｙＰｉｅｒｒｅ，ＯｚｅｒｅｎＭ．Ｓ．，ＨａｉｎｅｓＡｌａｎＪｏｈｎ，ＫｌｅｉｎＥｌｌｉｏｔＣ．，

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ｎｋｅＭａｒｉａ，ＴａｒＥｒｇｉｎ，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Ｋａｈｒａｍａｎｍａｒａ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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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３年度报告　　

ｔｒｉｐｌｅ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ｎｅｗＧＮＳＳ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ａｓｔａｔｉｎｇ２０２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３１２１１—１５．

５７）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ＢａｒｂｏｔＳｙｌｖａｉ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Ｅｕｒａｓｉａ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３１２１１—１５．

５８）ＸｕｅＷｅｉｗｅｉ，ＮａｊｍａｎＹａｎｉ，ＨｕＸｉｕｍｉａｎ，ＰｅｒｓａｎｏＣｒｉｓｔｉｎａ，ＳｔｅｗａｒｔＦｉｎｌａｙＭ．，

ＬｉＷｅｉ，ＭａＡｎｌｉｎ，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ａｎｄｌｏｗｒｅｌｉｅｆｔｏｐｏｇｒａ

ｐｈｙ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ａ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Ｑｉａｎｔａｎｇ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ａｎｄ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３１２１１—１５．

５９）ＹｕＢｏｗｅｎ，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ｆａｕｌｔ

ｇｏｕｇｅｓｕｎｄｅｒ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ａｎｄ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３１２１１—１５．

６０）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ＢａｒｂｏｔＳｙｌｖａ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ｃａｔａｃｌａｓｔｉｃｆｌｏｗｔｏｒａｔ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ｒｅｅｐｉｎｂａｓａｌｔｇｏｕｇ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ＵＳＡａｎｄ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３１２１１—１５．

６１）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ｑｉａｎｇ，ＬｉｕＹａｊｉｎｇ，ＬｉＸｉａｎｒｕｉ，ＬｕＲｅｎｑｉ，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ｆｅｉ，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ｕｐ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ｏｎａｍｕｌｔｉｆａｕｌｔｓｙｓ

ｔｅ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ａｎｄＯｎ

ｌｉｎｅ，２０２３１２１１—１５．

６２）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ＷｉｍｐｅｎｎｙＳａｍｕｅｌＥｄｗａｒｄ，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

Ｓｔｒａｉｎ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ａｓｃａｄ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３１２１１—１５．

６３）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ｇＨｕｉｈｕｉ，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ｆａｕｌｔ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ｊｏｒｂｌｏｃｋｂｏｕｎｄ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ｓ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ａｎｄＯｎｌｉｎｅ，

２０２３１２１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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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国内学术会议宣读和展示的论文

１）陶亚玲，青藏高原东缘雅砻江逆冲带新生代隆升剥露及其对高原扩展的启

示，第 １７届 （２０２２年）青藏高原地球科学学术年会，甘肃兰州，２０２３１６—８。

２）张丁丁，喜马拉雅造山带西构造结榴辉岩变质作用研究及其意义，第 １７届

（２０２２年）青藏高原地球科学学术年会，甘肃兰州，２０２３１６—８。

３）赵旭东，青藏高原东缘早新生代水系演化及其对高原生长的启示：来自宁蒗

盆地沉积和物源证据，第 １７届 （２０２２年）青藏高原地球科学学术年会，甘肃兰州，

２０２３１６—８。

４）王一舟，利用河流非线性侵蚀模型反演流域隆生／下切历史———以大渡河为

例，中国地震学会构造地貌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线上，２０２３１１２。

５）杨晶，鲁人齐，Ｕ型残差网络与 ＰＣＡ数据降维的多属性断层识别，２０２３博鳌

防灾减灾大会，海南琼海，２０２３２１２—１５。

６）陈杰，塔里木盆地中强地震活动的构造背景，新疆巴楚－伽师地震 ２０周年学

术研讨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２０２３２２３—２５。

７）李瑞，艾力夏提·玉山，刘代芹，李杰，２０２０年伽师 ＭＳ６４地震前重力场时

变特征研究，新疆巴楚－伽师地震 ２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

２０２３２２３—２５。

８）李瑞，李杰，苏力坦·玉散，李桂荣，孙小旭，柯坪块体周缘主要断裂闭锁程

度与滑动亏损速率的分布特征，新疆巴楚－伽师地震 ２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喀什，２０２３２２３—２５。

９）姚远，陈杰，李涛，覃金堂，邸宁，张伟恒，北天山前陆盆地山麓背斜带新发

现的活动反冲断层及褶皱陡坎，新疆巴楚－伽师地震 ２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喀什，２０２３２２３—２５。

１０）张会平，熊建国，青藏高原生长与地貌演化，深时数字地球国际大科学计划

第八次工作推进会，浙江杭州，２０２３３２０—２３。

１１）贾营营，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Ｇｌｏｔｚｂａｃｈ，吕丽星，ＴｏｄｄＥｈｌｅｒｓ，帕米尔新生代构造地貌

演化过程：来自碎屑锆石 Ｕ－Ｐｂ年代学的证据，第七届全国沉积学大会，四川成都，

２０２３４２—６。

１２）李乐意，常宏，关冲，陶亚玲，沈俊杰，权春艳，秦秀玲，晚渐新世以来青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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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北部东昆仑山构造隆升对亚洲内陆干旱化的潜在影响———基于现代地质观测证

据，第七届全国沉积学大会，四川成都，２０２３４２—６。

１３）王富东，朱余银，赵学钦，董发勤，蒋汉朝，ＥｎｒｉｃｏＣａｐｅｚｚｕｏｌｉ，ＡｎｄｒｅａＢｒｏ

ｇｉ，断层作用中钙华构造学 （Ｔｒａｖｉｔｏｎｉｃｓ）研究意义，第七届全国沉积学大会，四川

成都，２０２３４２—６。

１４）张丁丁，丁林，陈意，Ｓｃｈｅｒｔｌ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Ｑａｓｉｍ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西构造结

ＵＰ／ＵＨＰ变质岩对喜马拉雅造山带折返历史的限定，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第十

届变质岩专业委员会 ２０２３年学术研讨会，湖北宜昌，２０２３４８—１３。

１５）鲁人齐，２０１３年和 ２０２２年两次芦山强震地质构造精细特征，四川地震监测

预报预警学术研讨会，四川成都，２０２３４１２—１５。

１６）刘彩彩，富铝红层中赤铁矿自反转现象的发现———基于中国南方白色盆地

大梅剖面磁性地层学新结果，中国地质学会古地磁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广东珠海，

２０２３４１４—１７。

１７）何昌荣，断层地震成核过程最后阶段的特征与前兆性标志———２Ｄ模拟与地

震实例，第五届中国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学术大会，湖北武汉，２０２３４２１—２３。

１８）张雷，刘亚静，李多，俞红玉，何昌荣，映秀－北川断裂几何复杂性对同震

破裂过程和地震序列的影响以及对汶川地震的启示，第五届中国大地测量和地球物

理学学术大会，湖北武汉，２０２３４２１—２３。

１９）陈建业，实验室重复地震与断层愈合，第八届青年地学论坛，湖北武汉，

２０２３５５—８。

２０）龚文瑜，宋小刚，张迎峰，华俊，孙浩越，赵德政，朱传华，单新建，基于

ＩｎＳＡＲ的则木河断裂与大凉山断裂的现今运动特征研究，第八届青年地学论坛，湖北

武汉，２０２３５５—８。

２１）郝雨萌，焦中虎，基于 Ｈｉｍａｗａｒｉ－８／ＡＨＩ数据的地表温度反演及角度归一

化，第八届青年地学论坛，湖北武汉，２０２３５５—８。

２２）胡钢，唐代金沙江虎跳峡溃决高能洪水及金沙江下游水电站潜在风险，第

八届青年地学论坛，湖北武汉，２０２３５５—８。

２３）华俊，龚文瑜，单新建，基于 ＡＬＯＳ２数据的 ２０２２年泸定地震同震、震后变

形特征研究，第八届青年地学论坛，湖北武汉，２０２３５５—８。

２４）焦中虎，郝雨萌，基于 ＡＳＴＥＲ观测的晴空地表长波辐射反演，第八届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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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论坛，湖北武汉，２０２３５５—８。

２５）雷蕙如，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ｎｄｒéＲ．，周永胜，Ｓｐｉｅｒ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摩擦实验和微

观机制约束下的花岗岩断层成核条件研究，第八届青年地学论坛，湖北武汉，

２０２３５５—８。

２６）刘晴日，熊建国，张会平，李有利，张培震，冷龙岭走滑断层的弯曲导致了

民乐－大马营逆冲断层的分段？，第八届青年地学论坛，湖北武汉，２０２３５５—８。

２７）任东升，实验模拟震后余滑的时空分布，第八届青年地学论坛，湖北武汉，

２０２３５５—８。

２８）熊建国，全新世急流转换导致亚洲夏季风边缘多次突然干旱，第八届青年

地学论坛，湖北武汉，２０２３５５—８。

２９）熊建国，新近纪以来的黄河演化，第八届青年地学论坛，湖北武汉，

２０２３５５—８。

３０）熊建国，王英，张会平，宿鑫，李有利，张培震，中国黄土高原黄土堆积的

近端供给，第八届青年地学论坛，湖北武汉，２０２３５５—８。

３１）姚路，冯炜，马胜利，滑动位移对断层摩擦强度、稳定性及脆韧性转换影响

的实验研究，第八届青年地学论坛，湖北武汉，２０２３５５—８。

３２）张雷，刘亚静，利多，俞红玉，何昌荣，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ｕｐｔｕｒｅ

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Ｙｉｎｇｘｉｕ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ｗｉｔｈ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２００８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第八届青年地学论坛，湖北武汉，２０２３５５—８。

３３）张林，陈建业，余博文，正应力幅值扰动调控下的实验室地震分布，第八届

青年地学论坛，湖北武汉，２０２３５５—８。

３４）张淼，剪切滑动对页岩裂隙渗透率的影响，第八届青年地学论坛，湖北武

汉，２０２３５５—８。

３５）张秀丽，熊建国，张会平，黄河是中国黄土高原的主要物源区吗？，第八届

青年地学论坛，湖北武汉，２０２３５５—８。

３６）赵德政，屈春燕，玛多地震揭示的低构造成熟度断层同震、震后及深浅变形

特征，第八届青年地学论坛，湖北武汉，２０２３５５—８。

３７）卓燕群，Ｓｌｉｐｄｒｉｖｅｎ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ｓ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第八届青年地学论坛，湖

北武汉，２０２３５５—８。

３８）陈杰，刘进峰，罗明，崔富荣，刘奇，李兆宁，覃金堂，杨会丽，岩石表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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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光测年方法及应用，中国第十八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云南昆

明，２０２３５８—１１。

３９）姬昊，刘春茹，魏传义，尹功明，大同河湖相沉积物石英 Ａｌ心和 ＴｉＬｉ心信

号回零程度评价及火山喷发年代学研究，中国第十八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

术讨论会，云南昆明，２０２３５８—１１。

４０）李亚伟，李长安，魏传义，刘春茹，郭汝军，尹功明，石英 ＥＳＲ年代学不同

拟合函数对等效剂量的影响，中国第十八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

云南昆明，２０２３５８—１１。

４１）刘春茹，基岩滑动面重结晶碳酸盐 ＥＳＲ年代学研究，中国第十八届释光与

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云南昆明，２０２３５８—１１。

４２）隋雅诗，李科长，覃金堂，袁兆德，刘奇，濮逸铖，邸宁，陈杰，单颗粒红外

释光约束的复杂动力条件高分辨率年代序列和地表过程：以阿尔金断裂带中段为例，

中国第十八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云南昆明，２０２３５８—１１。

４３）王小萌，杨会丽，王萍，覃金堂，邸宁，石灵，若尔盖盆地 ＺＫ３－ＯＳＬ孔光

释光测年及年代序列，中国第十八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云南昆

明，２０２３５８—１１。

４４）魏传义，尹功明，刘春茹，姬昊，赵琳，上新世－早更新世地层石英 ＥＳＲ法

测年可靠性研究，中国第十八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云南昆明，

２０２３５８—１１。

４５）张爱敏，胡钢，从青藏高原到孟加拉扇，光释光示踪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

特拉河沉积物搬运过程，中国第十八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云南

昆明，２０２３５８—１１。

４６）赵琳，魏传义，姬昊，尹功明，刘春茹，基岩断层重晶石 ＥＳＲ信号热稳定性

及其测年结果，中国第十八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云南昆明，

２０２３５８—１１。

４７）王丽凤，现今印度－欧亚汇聚的三维运动学特征，“Ｑｕａｋ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ｔｏ

Ｓｔａｒｓ”研讨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５２０—２３。

４８）石峰，山西裂谷起始时间及演化模式，第一届地球物理国家野外站联合学

术研讨会，安徽合肥，２０２３６２—６。

４９）王丽凤，现今印度－欧亚大陆汇聚的三维特征，第一届地球物理国家野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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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学术研讨会，安徽合肥，２０２３６２—６。

５０）张迎峰，西南天山柯坪塔格前陆冲断带应变积累特征———来自 ２０２０ＭＷ６０

柯坪地震的启示，第一届地球物理国家野外站联合学术研讨会，安徽合肥，

２０２３６２—６。

５１）焦中虎，穆西晗，基于 ＡＩＲＳ高光谱红外数据反演晴空地表长波辐射，第六

届全国定量遥感学术论坛，四川成都，２０２３６１６—１８。

５２）范佳伟，翟大有，徐红艳，卫晓彤，靳长飞，蒋汉朝，时伟，刘兴起，阳宗海

湖泊沉积对小江断裂带历史地震的响应过程及机制，第七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上

海，２０２３７５—７。

５３）郝明，李煜航，李长军，梁诗明，梁洪宝，宋尚武，２０２１年青海门源地震震

前和同震变形特征研究，第七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上海，２０２３７５—７。

５４）缪淼，韩鹏，王蕤，赵策，赵翠萍，鲁人齐，溪洛渡－向家坝库区应力场时空

演化与地震活动性分析，第七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上海，２０２３７５—７。

５５）时伟，蒋汉朝，徐红艳，范佳伟，卫晓彤，郭桥桥，张斯琪，过去～１６３０年

九寨沟钙华沉积记录的青藏高原东缘高频的地震丛集，第七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上海，２０２３７５—７。

５６）王鑫，胡钢，胡涵，余子莹，聂军胜，潘保田，陈发虎，钻探揭示的黄河贯通

三门峡过程与机制，第七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上海，２０２３７５—７。

５７）徐红艳，时伟，蒋汉朝，范佳伟，卫晓彤，过去～１６３０年九寨沟自然保护区

植被演替对强震事件的快速响应，第七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上海，２０２３７５—７。

５８）杨家兴，王鑫，李月丛，胡涵，胡钢，东亚季风区北部中晚第四纪降水演化

历史及其生态效应的孢粉记录，第七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上海，２０２３７５—７。

５９）张鹏飞，周美夫，刘琼颖，ＪｏｈｎＭａｌｐａｓ，ＧｒａｃｉａｎｏＰ．ＹｕｍｕｌＪｒ．，王焰，洋内

初始俯冲过程发育多样化岩浆作用的原因，第七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上海，

２０２３７５—７。

６０）钟宁，张献兵，杨镇，于皓，梁莲姬，蒋汉朝，理塘断裂 ５万年以来的古地

震记录及大震复发行为研究，第七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上海，２０２３７５—７。

６１）马玺，ＥＤＳ及 ＥＢＳＤ在地质样品中的应用，２０２３牛津仪器材料分析论坛，云

南丽江，２０２３７８。

６２）邸宁，２０２１年 ＭＷ５２拜城地震的变形特征和形成条件：对超浅源地震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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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示，第一届中亚－天山青年地质论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２０２３７９—

１２。

６３）胡宗凯，２０１７年 ＭＷ６３精河地震发震构造及精河南断层地震危险性，第一

届中亚－天山青年地质论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２０２３７９—１２。

６４）李科长，释光测年揭示的北天山金沟河下切速率研究，第一届中亚－天山青

年地质论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２０２３７９—１２。

６５）李涛，１９８５年乌恰 ＭＷ６９地震 （帕米尔－南天山会聚带）地表变形特征和

可能的发震断层：一次由楔形构造控制的强震事件？，第一届中亚－天山青年地质论

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２０２３７９—１２。

６６）刘奇，北天山玛纳斯河垂向和侧向侵蚀速率：来自河流阶地沉积物光释光

测年的指示，第一届中亚－天山青年地质论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２０２３７９—１２。

６７）俞晶星，塔城盆地东缘断裂带晚第四纪活动性和滑动速率研究，第一届中

亚－天山青年地质论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２０２３７９—１２。

６８）张迎峰，西南天山柯坪塔格前陆冲断带应变积累特征———来自 ２０２０ＭＷ６０

柯坪地震的启示，第一届中亚－天山青年地质论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２０２３７９—１２。

６９）杨晶，鲁人齐，基于迁移学习的断层识别及发震断层分析———以新疆呼图

壁断层为例，第四届人工智能地震学研讨会，安徽合肥，２０２３７１４—１７。

７０）张淼，ＫｅｖｉｎＢｉｓｄｏｍ，ＨａｎｇｘＳｕｚａｎｎｅＴ．Ｊ．，陈建业，剪切滑动对页岩裂隙渗

透率的影响，第七届非常规油气地质评价研讨会，北京，２０２３７３１—８２。

７１）张迎峰，宋小刚，张国宏，龚文瑜，ＩｎＳＡＲ地壳形变监测及其在非常规油气

中的应用和发展战略，第七届非常规油气地质评价研讨会，北京，２０２３７３１—８２。

７２）焦中虎，单新建，基于卫星热红外遥感的震前异常的识别、评估和展望，第

五届全国热红外遥感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２３７３１—８５。

７３）陈浩，陈建业，陈顺云，断层泥蠕变率对同震响应和预滑过程影响的实验研

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７４）陈小斌，蔡军涛，张炯，张
%

昀，王培杰，刘钟尹，孟乐，荆燕，青藏高原东

南缘三维电性结构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７５）何昌荣，地震成核过程的理论模式及影响因素，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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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７６）胡宗凯，２０１７年 ＭＷ６３精河地震发震构造及精河南断层地震危险性，中国

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７７）黄杰，袁兆德，苏鹏，刘冠伸，丽江－小金河断裂西支古地震记录，中国地

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７８）雷蕙如，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ｎｄｒéＲ．，周永胜，Ｓｐｉｅｒ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摩擦实验和微

观机制约束下的花岗岩断层成核条件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

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７９）李传友，２０２２年马尔康－芦山地震发震构造分析，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

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８０）李传友，土耳其 Ｍ７８双震序列构造背景、历史地震与发震构造，中国地震

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８１）李昕泽，周永胜，姚文明，成里宁，藏南地区电气石摩擦实验和流变实验研

究对断层同震滑动稳定性的启示，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

２０２３８７—９。

８２）李彦川，１９７３年炉霍 ＭＳ７６地震揭示的余滑和粘弹性松弛时空主导，中国

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８３）刘建欢，陈建业，陈浩，深度学习预测实验室地震，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

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８４）刘琼颖，陈顺云，周波，杨竹转，刘培洵，基于多深度温度信息获取瞬时流

体运移特征及其在地震流体研究中的应用，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

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８５）刘世民，张雷，何昌荣，周永胜，高压流体及热条件下蛇纹石摩擦特性实验

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８６）鲁人齐，张金玉，王毛毛，李志刚，苏鹏，王伟，关于认定活动断层三维公

共模型的建议草案，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８７）任东升，张淼，陈浩，陈建业，实验模拟震后余滑的时空分布，中国地震学

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８８）邵同宾，宋茂双，叶蛇纹岩变形实验及其对俯冲带深部慢地震的启示，中国

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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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苏晓婉，刘锦，含铁氢氧化铝的电导率实验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

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９０）孙浩越，雷波断裂带晚第四纪强震活动历史，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

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９１）杨晶，鲁人齐，基于编解码的构造裂缝多尺度识别，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

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９２）杨泽康，张雷，红河断裂带断层岩在水热条件下的摩擦滑动特性研究，中国

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９３）俞晶星，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ｒｅｇｉｍｅ，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

２０２３８７—９。

９４）张金玉，活动断裂三维构造建模技术进展与规范制定，中国地震学会第十

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９５）张淼，任东升，陈浩，陈建业，脆－塑性转化区慢滑移触发孕震层地震的实

验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９６）张茜茜，周永胜，李建峰，姚文明，合成斜长石－辉石集合体流变性质的高

温高压实验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９７）张伟康，何登发，鲁人齐，２０２１年 ９月 １６日四川泸县 Ｍ６０地震构造背景

与发震机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９８）张迎峰，西南天山柯坪塔格前陆冲断带应变积累方式研究，中国地震学会

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９９）赵德政，基于断层应力、ＧＰＳ／ＩｎＳＡＲ数据约束的青藏高原东部主要块体边

界断裂闭锁耦合模型，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１００）赵凌强，胡亚轩，詹艳，王庆良，孙翔宇，祝意青，操聪，利用三维大地电

磁方法揭示吉林龙岗火山区深部岩浆系统及与地震活动关系，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

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１０１）卓燕群，断层粗糙度成因对其稳定性的影响，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

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１０２）邹俊杰，何宏林，邵志刚，魏占玉，石峰，耿爽，黄建桦，赵家豪，断陷盆

地边界带平行正断层的活动性对比研究———以蔚广断陷盆地南缘断裂唐山口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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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八次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３８７—９。

１０３）陈晗，藏南大范围三维形变场获取及特征分析，“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

研究进展 ２０２３年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２３８１０—１２。

１０４）范晓冉，２０２１年 Ｍ６泸县地震：形变和滑动模拟与发震构造和机制分析，

“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研究进展 ２０２３年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２３８１０—

１２。

１０５）李彦川，基于时序 ＩｎＳＡＲ的鲜水河断裂康定段蠕滑特征研究，“大地测量

与地震动力学”研究进展 ２０２３年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２３８１０—１２。

１０６）刘恋，台湾省花莲地区 ２０２２年 ９月 １８日 ＭＬ６８３同震破裂过程研究，“大

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研究进展 ２０２３年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２３８１０—１２。

１０７）宋妤婧，玛多地震同震滑动模型改进优化及震后形变研究，“大地测量与

地震动力学”研究进展 ２０２３年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２３８１０—１２。

１０８）王丽凤，ＧＰＳ约束的青藏高原现今变形和生长状态，“大地测量与地震动

力学”研究进展 ２０２３年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２３８１０—１２。

１０９）王婉，基于偏移量追踪法的 ２０２３年土耳其地震序列同震形变、断层滑动

分布及其对周边区域的应力扰动研究，“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研究进展 ２０２３年

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２３８１０—１２。

１１０）吴东霖，天祝地震空区及周边区域大范围 ＩｎＳＡＲ形变场特征，“大地测量

与地震动力学”研究进展 ２０２３年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２３８１０—１２。

１１１）张迎峰，祁连山北缘盆山过渡带断层系统震间运动特征及其对区域地震风

险的启示，“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研究进展 ２０２３年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

２０２３８１０—１２。

１１２）郭彦双，刘培洵，卓燕群，齐文博，陈顺云，复杂组合体声发射定位的实现

与应用实例，第十八届全国声发射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无损检测分会声

发射检测专业全体会员大会，黑龙江大庆，２０２３８１１—１３。

１１３）卞爽，谭锡斌，刘一多，范索亚，龚俊峰，周朝，石峰，Ｍｕｒｐｈ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Ａ．，

雅鲁藏布江流域响应于构造和气候扰动的动态调整，２０２３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

研讨会，山西太原，２０２３８２５—２７。

１１４）郭龙，何仲太，红河断裂带北段山前河流地貌指数及其构造意义，２０２３年

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山西太原，２０２３８２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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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李兴奥，何仲太，天山内部那拉提断裂带活动特征及天山内部运动速率，

２０２３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山西太原，２０２３８２５—２７。

１１６）刘奇，陈杰，覃金堂，杨会丽，刘进峰，邸宁，李科长，利用河流阶地砾石

光释光测年限定北天山玛纳斯河下切和侧蚀速率，２０２３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

讨会，山西太原，２０２３８２５—２７。

１１７）罗明，陈杰，覃金堂，尹金辉，杨会丽，刘进峰，龚志军，利用岩石表层光

释光测年方法重建基岩断层的活动历史———以狼山山前断裂为例，２０２３年全国地貌

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山西太原，２０２３８２５—２７。

１１８）沈勤径，藏东南澜沧江源区晚更新世以来的堆积与下切过程，２０２３年全国

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山西太原，２０２３８２５—２７。

１１９）谭锡斌，叶轶佳，周朝，刘一多，卞爽，石峰，分水岭稳定性受跨分水岭稳

态高程差控制，２０２３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山西太原，２０２３８２５—２７。

１２０）王慧颖，王萍，胡钢，刘涛，覃金堂，青藏高原东南部古堰塞湖溃决大洪水

—成因、作 用 与 影 响，２０２３年 全 国 地 貌 与 第 四 纪 学 术 研 讨 会，山 西 太 原，

２０２３８２５—２７。

１２１）王萍，胡钢，王慧颖，葛玉奎，马严，余子莹，王鑫，喜马拉雅东构造结中

更新世冰川首次大规模发育及其影响，２０２３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山西

太原，２０２３８２５—２７。

１２２）吴亮亮，何仲太，莲峰断裂带金阳－宁南段晚第四纪活动性研究，２０２３年

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山西太原，２０２３８２５—２７。

１２３）席茜，基于尺度分割算法的构造地貌类研究———以六棱山北麓断裂为例，

２０２３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山西太原，２０２３８２５—２７。

１２４）熊建国，王英，张会平，宿鑫，李有利，张培震，中国黄土高原黄土堆积的

近端供给，２０２３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山西太原，２０２３８２５—２７。

１２５）叶轶佳，谭锡斌，初始地形在分水岭迁移中的重要性，２０２３年全国地貌与

第四纪学术研讨会，山西太原，２０２３８２５—２７。

１２６）曾洵，谭锡斌，走滑断裂活动造成的分水岭迁移———以龙门山北段为例，

２０２３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山西太原，２０２３８２５—２７。

１２７）张爱敏，胡钢，王萍，王慧颖，释光示踪河流沉积物自青藏高原—孟加拉

扇迁移过程，２０２３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山西太原，２０２３８２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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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周朝，谭锡斌，韩竹军，石峰，刘一多，卞爽，曾洵，叶轶佳，分水岭动态

演化及其与现今构造运动的相关性研究，２０２３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山

西太原，２０２３８２５—２７。

１２９）邹俊杰，何宏林，周永胜，张波，魏占玉，石峰，横山典，周朝，白滨吉

起，基岩区正断层活动性研究的现状、建议与展望，２０２３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

研讨会，山西太原，２０２３８２５—２７。

１３０）陈建业，三维断层地震物理模拟实验，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五届学术年

会，云南大理，２０２３９６—８。

１３１）冯炜，水的相态控制着辉长岩断层的摩擦强度，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五

届学术年会，云南大理，２０２３９６—８。

１３２）华俊，基于 ＩｎＳＡＲ的２０２２年泸定地震同震、震后变形特征研究，中国地震

科学实验场第五届学术年会，云南大理，２０２３９６—８。

１３３）焦中虎，基于全球强震的空间自适应多参数异常识别方法，中国地震科学

实验场第五届学术年会，云南大理，２０２３９６—８。

１３４）李彦川，高频 ＧＮＳＳ在强震震源参数快速获取中的应用研究，中国地震科

学实验场第五届学术年会，云南大理，２０２３９６—８。

１３５）鲁人齐，川滇实验场活动断裂研究新进展与三维公共断层模型，中国地震

科学实验场第五届学术年会，云南大理，２０２３９６—８。

１３６）单新建，基于多物理场耦合的地震监测预测技术及示范应用，中国地震科

学实验场第五届学术年会，云南大理，２０２３９６—８。

１３７）孙浩越，雷波断裂带晚第四纪强震活动历史，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五届

学术年会，云南大理，２０２３９６—８。

１３８）魏占玉，基于高精度地形数据的断层近场同震位移场提取，中国地震科学

实验场第五届学术年会，云南大理，２０２３９６—８。

１３９）姚路，断层摩擦滑动中的物理化学变化与力学行为，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

第五届学术年会，云南大理，２０２３９６—８。

１４０）袁兆德，丽江－小金河断裂西支 ５万年以来的古地震记录，中国地震科学

实验场第五届学术年会，云南大理，２０２３９６—８。

１４１）吕古贤，张宝林，胡宝群，王翠芝，周永胜，王红才，王宗秀，曹代勇，焦

建刚，吕承训，马立成，构造物理化学的研究和发展，第二届全国矿产勘查大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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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威海，２０２３９２５—２７。

１４２）阮帅，徐，吕庆田，汤吉，王绪本，任意阻抗旋转角三维大地电磁反演及

华南东部电性结构初探，第二届全国矿产勘查大会，山东威海，２０２３．９．２５—２７。

１４３）张丁丁，华北中部造山带赤城麻粒岩高压－超高温变质作用及其板块构造

的启示，大陆地壳演化与早期板块构造 ２０２３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２０２３．１０．

１０—１５。

１４４）卞爽，谭锡斌，刘一多，范索亚，龚俊峰，周朝，石峰，Ｍｕｒｐｈ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Ａ．，

雅鲁藏布江流域响应于构造和气候扰动的动态调整，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

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４５）蔡军涛，陈小斌，董泽义，詹艳，刘钟尹，崔腾发，姜峰，１９７６年 ＭＳ７８唐

山地震震源区三维电性结构及动力学意义，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

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４６）陈桂华，李忠武，黄雄南，巴彦浩特断裂北段晚第四纪活动特征及其区域

地震构造意义，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４７）陈晗，屈春燕，赵德政，基于 ＩｎＳＡＲ技术的藏南大范围三维形变场获取及

特征分析，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４８）陈浩，陈建业，陈顺云，断层泥蠕变率对地震成核影响的实验研究，２０２３

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４９）陈建业，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ｎｄｒｅ，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ｒｔｚｇｏｕｇｅａｔｃｒｕｓｔ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

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５０）陈九辉，沈旭章，詹艳，侯卫生，郭飚，李昱，鄂尔多斯地块及边界带深部

结构与深 －浅构造耦合，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 学 联 合 学 术 年 会，广 东 珠 海，

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５１）陈小斌，蔡军涛，张炯，张
%

昀，王培杰，刘钟尹，孟乐，荆燕，青藏高原

东南缘三维电性结构及其动力学意义，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

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５２）邸宁，陈杰，李涛，许冰，刘奇，西南天山前陆冲断带前锋喀什背斜的晚第

四纪变形特征与速率，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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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范晓冉，张国宏，２０２１年 ＭＳ６０泸县地震：形变和滑动模拟与发震构造和

机制分析，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５４）冯炜，姚路，马胜利，ＤｉＴｏｒｏＧｉｕｌｉｏ，孔隙水的相态控制辉长岩断层摩擦强

度，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５５）高晨，孙建宝，邱江涛，张朝阳，２０２３年 ８月 ６日山东平原 ＭＳ５５地震发

震构造研究，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５６）高志钰，单新建，李彦川，苏小宁，杨宸，黄星，高频 ＧＮＳＳ在安宁河断裂

强震滑动分布快速反演中的应用研究，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

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５７）郭钊吾，鲁人齐，石峰，闫小兵，山西临汾盆地三维构造特征与历史大震，

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５８）郝重涛，姚陈，上地幔橄榄岩矿物弹性模量与 ＳＫＳ分裂图案研究，２０２３年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５９）何昌荣，地震成核过程的断层动力学基础，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

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６０）胡钢，唐代金沙江虎跳峡溃决高能洪水及金沙江下游水电站潜在风险，

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６１）花春雨，苏鹏，石峰，正断层阶区现今连接模式综合研究———以山西裂谷

系口泉断裂禅房阶区为例，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

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６２）黄杰，袁兆德，苏鹏，刘冠伸，丽江－小金河断裂西支五万年以来的古地震

记录，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６３）黄凯腾，唐立涛，冯万鹏，倪四道，２０１９美国 ＲｉｄｇｅｃｒｅｓｔＭＷ７１地震序列

震后 ｂ值的时空演化特征，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

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６４）黄星，李彦川，赵德政，高志钰，单新建，龚文瑜，屈春燕，ＩｎＳＡＲ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ｅ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ｃｒｅｅｐｏｎｔｈｅＫａｎｇｄｉ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

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６５）黄莹，王丽凤，机器学习揭示实验室地震前兆时空特征，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

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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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李朝鹏，郑德文，俞晶星，王一舟，庞建章，徐义刚，地貌侵蚀面在低温热

年代学数据解释中的利与弊：以东昆仑山－西秦岭为例，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

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６７）李传友，孙凯，李俊杰，李彦宝，梁明剑，２０２２年芦山－马尔康地震发震构

造分析，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６８）李俊杰，李传友，李新男，活动断裂分段对地震破裂活动的影响———以泸

定 ＭＳ６８地震为例，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

１７。

１６９）李昕泽，周永胜，姚文明，成里宁，藏南地区电气石摩擦实验和流变实验

研究对断层同震滑动稳定性的启示，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

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７０）李正晨，王先彦，袁小平，张会平，于洋，鹿化煜，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ｋｎｉｃｋｐｏｉｎｔｍｉ

ｇｒａｔｉｎｇ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ｆａｕｌ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ａｒｇｉｎ：Ａｃａｓｅ

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

１７。

１７１）刘冠伸，鲁人齐，陶玮，徐芳，诱发与触发地震的力学过程———以中国四

川威远页岩气开发区为例，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

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７２）刘恋，屈春燕，台湾省花莲地区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８日 Ｍｌ６８３同震破裂过程及

震后形变特征研究，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

１７。

１７３）刘晴日，熊建国，张会平，青藏高原东北海原走滑断层的弯曲导致了民乐－

大马营逆冲断层的分段？，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

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７４）刘琼颖，陈顺云，杨竹转，刘培洵，周波，卢丽莉，基于多深度温度观测获

取流体运移特征及其在识别地震流体瞬时响应中的应用，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

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７５）刘睿哲，陈建业，陈浩，雷蕙如，岩石摩擦实验的模拟与外推：来自微观物

理模型的约束，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７６）刘志军，刘静，王文鑫，邵延秀，王焱，韩龙飞，王鹏，２０２１年 ＭＷ７４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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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震震后早期形变研究，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

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７７）刘钟尹，陈小斌，适合复杂地形的超宽频频带大地电磁密集倾子探测方

法，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７８）罗全星，李传友，晋冀蒙盆岭构造区内几条 ＮＥ向活动断裂的晚第四纪活动

特征的重新厘定，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７９）吕古贤，张宝林，胡宝群，王红才，周永胜，王宗秀，曹代勇，方维萱，韩

润生，王翠芝，马立成，构造物理化学的研究与进展，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

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８０）马旭，陈浩，陈建业，断层成分非均匀性对地震成核影响的实验研究，

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８１）牛鹏飞，韩竹军，郭鹏，李科长，吕丽星，２０２２年青海门源 ＭＳ６９地震地

表破裂复杂性及其对活断层 “避让带”的启示，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

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８２）邱江涛，孙建宝，卫星大地测量数据揭示的天山现今构造变形，２０２３年中

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８３）屈春燕，赵德政，单新建，陈晗，吴东霖，２００１年昆仑山地震震后形变对

２０２１年玛多地震的促进作用，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

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８４）任雅琼，谢凡，卓燕群，断层接触非均匀性对米尺度断层粘滑失稳成核过

程的控制，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８５）邵同宾，宋茂双，俯冲带深部慢地震机制的实验研究，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

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８６）石许华，葛进，陈汉林，ＷｅｌｄｏｎＲａｙ，Ｗａｌｋ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李丰，杨会丽，陈

杰，李涛，杨笑，魏晓椿，白卓娜，舒远海，Ｍｕｌｔｉ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ＫｏｎｇｕｒＳｈａｎ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ＮＥＰａｍｉｒ，２０２３年中

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８７）宋妤婧，屈春燕，吴东霖，陈晗，刘恋，玛多地震同震及震后形变特征研

究，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８８）孙凯，李传友，梁明剑，甘孜断裂全新世活动特征及强震复发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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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８９）孙晓，鲁人齐，张金玉，王伟，苏鹏，川滇地区活动块体边界新划分参考方

案，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９０）孙泽林，肖骑彬，董泽义，北山地区古剪切带的规模及构造意义：以大地

电磁三维各向异性结构为约束，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

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９１）唐清，郑文俊，毕海芸，张冬丽，刘炳旭，魏拾其，青藏高原中部日干配错

断裂的滑动行为特征，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

１７。

１９２）陶玮，杨旭航，鲁人齐，工业活动诱发地震机理研究进展，２０２３年中国地

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９３）王度，陈立春，常宏，康树刚，韩非，李彦宝，尹功明，王旭龙，西藏中部

申扎－定结裂谷北段晚第四纪 ＥＷ向伸展与构造转换，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

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９４）王念，杨顶辉，ＳｈｅｎＹａｎｇ，包雪阳，ＬｉＪｉａｈａｎｇ，董兴朋，徐小兵，一种基于

三维粘弹性模型的全波形反演方法及其应用研究，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

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９５）王鹏，刘静，基于连续 ＧＰＳ观测的西藏中南部地壳形变特征研究，２０２３年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９６）王萍，胡钢，王慧颖，刘涛，覃金堂，雅鲁藏布江中游溃决大洪水———对青

藏高原南部正断层与冰川活动耦合作用的响应，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９７）王蕤，韩鹏，庄建仓，缪淼，赵策，赵翠萍，鲁人齐，雷红富，姚孟迪，融

合应力演化的地震概率预测模型在水库地震中的应用，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

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９８）王伟，张金玉，鲁人齐，河道坡度指示的龙门山地区断层活动性，２０２３年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１９９）吴传勇，张培震，张竹琪，郑文俊，许斌斌，王伟涛，余中元，戴训也，张

博
!

，臧柯智，天山主要断裂带现今运动特征及区域构造变形样式，２０２３年中国地

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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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吴东霖，屈春燕，赵德政，陈晗，刘恋，青藏高原东北缘 ＩｎＳＡＲ形变场及

主要断层运动特征，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

１７。

２０１）吴林，ＤａｎｉｓｉｋＭａｒｔｉｎ，张志勇，王非，施光海，安洁，沈晓明，王英，何德

峰，孙敬博，ＺａｗＴｈａｎ，原位（ＵＴｈ）／Ｈｅ和 Ｕ－Ｐｂ双定年标准样品研制，２０２３年中国

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０２）吴熙彦，苏鹏，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活动构造数据库模型研究，２０２３年中

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０３）徐芳，鲁人齐，２０２２年四川泸定 ６８级地震区域三维断层精细结构和模型

及地震危险性分析，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

１７。

２０４）许建红，ＡｒｒｏｗｓｍｉｔｈＪＲａｍóｎ，陈杰，魏占玉，李涛，邸宁，张博
!

，基于扩

散方程的陡坎形貌测年方法进展，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

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０５）闫秀丽，张博，王国栋，杨涛，陈建业，同震摩擦升温与热液活动的岩石磁

学记录：以 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地表破裂带为例，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０６）杨海波，杨晓平，黄雄南，胡宗凯，甘肃北山地块活动构造变形及形成机

制，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０７）杨海波，杨晓平，李安，胡宗凯，河西走廊嘉峪关断裂晚第四纪变形特征

及形成机制，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０８）杨晶，鲁人齐，基于编解码的构造裂缝识别及发震断层分析———以新疆呼

图壁储气库为例，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０９）杨旭航，陶玮，鲁人齐，张伟康，泸县地区三维断层活化风险分析：来自数

值模拟与地质力学的见解，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

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１０）姚路，冯炜，马胜利，ＤｉＴｏｒｏＧｉｕｌｉｏ，高压孔隙流体条件下断层的同震摩擦

滑动实验研究，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１１）易桂喜，龙锋，梁明剑，赵敏，张会平，周荣军，李勇，２０２２年 ９月 ５日泸

定 ＭＳ６８地震序列发震构造几何结构特征，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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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１２）俞晶星，川滇地块向 ＳＥ方向挤出的时间约束，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

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１３）袁兆德，黄杰，阿尔金断裂中段乌尊硝尔探槽 ８千年以来古地震事件的识

别，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１４）岳冲，屈春燕，陈晗，吴东霖，李晓帆，王亚丽，吉平，解滔，２０１５年

Ｇｏｒｋｈａ地震对藏南地区断层应力影响研究，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

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１５）张朝阳，孙建宝，２０２３年 ２月 ６日土耳其双震断层几何形态及不同介质模

型对滑动分布反演的影响，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

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１６）张炯，陈小斌，蔡军涛，刘钟尹，张
%

昀，王培杰，黄兴兴，荆燕，川西理

塘－巴塘断裂构造区三维地壳电性结构及构造变形研究，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

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１７）张茜茜，周永胜，李建峰，合成斜长石－辉石集合体流变性质的高温高压实

验研究，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１８）张万峰，李军杰，郑德文，孙寿华，郭雨非，张佳，肖明，汪俊杰，张玉莲，

蒋映德，徐义刚，岷江试验堆 （ＭＪＴＲ）氩氩定年样品辐照初探，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

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１９）张迎峰，龚文瑜，韩娜娜，单新建，刘云华，祁连山北缘盆山过渡带断层系

统震间运动特征及其对区域地震风险的启示，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２０）张迎峰，龚文瑜，单新建，汪驰升，基于震源机制与重力势能差计算的西

昆仑拉张构造动力学机制研究，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

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２１）张永奇，何杨，翟宏光，张恩会，鄂尔多斯地块周缘地区岩石圈有效弹性厚

度分布特征分析，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２２）张
%

昀，陈小斌，王培杰，蔡军涛，刘钟尹，张炯，荆燕，黄兴兴，川滇菱

形地块北部茶扎－罗麦剖面深部电性结构探测，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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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张竹琪，李煜航，王伟涛，郑文俊，郝明，陈九辉，王庆良，刘彩彩，山西

断陷带盆内强震长期概率预测，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

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２４）赵艳，李俊伦，徐健，姚华建，朱高华，杨宏峰，张金玉，鲁人齐，鲜水河

断裂带八美－康定段精细速度结构及强震孕震环境研究，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

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２５）郑德文，李朝鹏，俞晶星，王一舟，庞建章，郝宇琦，～２６Ｍａ东昆仑断裂走

滑运动及其意义，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２６）郑文俊，彭慧，刘兴旺，张竹琪，张冬丽，王旭龙，鄂尔多斯活动地块边界

带 １５０００年以来强震活动与现今大地震空区，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２７）周波，刘琼颖，陈顺云，刘培洵，基于长期温度时间序列获取青藏高原东

部康定地区浅层地下水运动，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

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２８）卓燕群，刘培洵，郭彦双，陈顺云，非均匀接触断层的地震成核过程，２０２３

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２９）邹俊杰，何宏林，邵志刚，周永胜，张波，横山典，白滨吉起，Ｓｐｒｏｓｏｎ

Ａｄａｍ，鄂尔多斯活动地块东边界的基岩区断层活动性研究，２０２３年中国地球科学联

合学术年会，广东珠海，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３０）刘奇，陈杰，覃金堂，杨会丽，刘进峰，邸宁，李科长，利用河流阶地砾石

光释光测年限定北天山玛纳斯河下切和侧蚀速率，第十三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

陕西西安，２０２３１０１４—１６。

２３１）魏传义，尹功明，杜金花，刘春茹，姬昊，赵琳，构造活跃区阶地沉积的复

杂性：以滑坡－堰塞湖沉积为例，第十三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陕西西安，

２０２３１０１４—１６。

２３２）谢皓，末次冰消期以来青海湖地区古风向重建：来自磁化率各向异性的启

示，第十三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陕西西安，２０２３１０１４—１６。

２３３）冯嘉辉，陈顺云，陈浩，卓燕群，刘培洵，李子鸿，花岗岩断层滑动失稳摩

擦热效率的实验研究，２０２３年第二十次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２３１０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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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何昌荣，地震成核过程的理论特征与观测实例，２０２３年第二十次中国岩石

力学与工程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２３１０２０—２２。

２３５）雷蕙如，周永胜，ＳｐｉｅｒｓＣｈｒｉｓ，孔隙压力对花岗岩断层泥强度及滑动稳定

性的影响，２０２３年第二十次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２３１０２０—２２。

２３６）李昕泽，周永胜，姚文明，成里宁，藏南地区电气石摩擦实验对断层同震

滑动稳定性的启示，２０２３年第二十次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２３１０２０—２２。

２３７）苗社强，周永胜，安宁河断裂带几种岩石的高温热传导性质研究，２０２３年

第二十次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２３１０２０—２２。

２３８）邵同宾，王晓宁，李建峰，周永胜，宋茂双，高温塑性域花岗糜棱岩强度各

向异性的实验研究，２０２３年第二十次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２３１０２０—２２。

２３９）张茜茜，周永胜，李建峰，马玺，姚文明，合成麻粒岩流变性质的高温高压

实验研究，２０２３年第二十次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２３１０２０—２２。

２４０）周永胜，断层粘滑与蠕滑的理论、实验与微观结构，２０２３年第二十次中国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２３１０２０—２２。

２４１）卓燕群，刘培洵，郭彦双，陈顺云，断层接触非均匀性对地震成核过程的

影响，２０２３年第二十次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２３１０２０—２２。

２４２）胡钢，王萍，杨晓燕，张家富，ＲａｈｍａｎＳｕｆｉＭｏｓｔａｆｉｚｕｒ，晚全新世不同区域

河流地貌演化及其对人类活动影响，中国第七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河南开封，

２０２３１０２１—２２。

２４３）鲁人齐，川南工业开采区地震灾害及其减灾防控机制探讨，地震灾害链防

灾减 灾 救 灾 学 术 会 议 暨 地 震 灾 害 链 专 业 委 员 会 ２０２３年 学 术 年 会，北 京，

２０２３１０２２—２５。

２４４）吴熙彦，活动断层数据库发展历程、最新进展及应用探索，地震灾害链防

灾减 灾 救 灾 学 术 会 议 暨 地 震 灾 害 链 专 业 委 员 会 ２０２３年 学 术 年 会，北 京，

２０２３１０２２—２５。

２４５）胡钢，胡长城，武小文，王萍，张家富，全新世澜沧江河流地貌演化及其对

吉岔遗址人类活动影响，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陕西西安，２０２３１０２３—２５。

２４６）胡钢，王慧颖，闵锐，董光辉，刘涛，唐代金沙江虎跳峡溃决高能洪水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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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江下游水电站潜在风险，２０２３年中国水利学术大会，河南郑州，２０２３１１４—５。

２４７）何昌荣，地震前兆的断层力学基础，第六届地震多圈层耦合研讨会，广东

深圳，２０２３１２１１。

２４８）詹艳，隐伏发震构造和潜在震源区介质结构三维大地电磁探测成像，第六

届地震多圈层耦合研讨会，广东深圳，２０２３１２１１。

五、获得的发明专利、软件证书、国家标准、规范等

序号 成果名称 编　号 类　别 完成人

１
震前温度异常检测方

法、装置、设备和存储

介质

ＺＬ２０２０１１６１１３１４．７ 发明专利 焦中虎，单新建

２
基于高频 ＧＮＳＳ的地震
预警方法、装置、电子

设备及存储介质

ＺＬ２０２２１０４１３８７７．８ 发明专利
单新建，张迎峰，张国宏，

李彦川

３
多轨道 ＩｎＳＡＲ震间形变
速率场拼接方法、装置、

设备及介质

ＺＬ２０２２１１０２５０７０．３ 发明专利 华　俊，龚文瑜，单新建

４
一种断层运动的监测方

法、装置、设备及存储

介质

ＺＬ２０２３１０３４１１７６．２ 发明专利
龚文瑜，张云生，单新建，

屈春燕，焦中虎，华　俊

５
一种实验室石英浮选提

纯装置
ＺＬ２０２２２２５５１０４９．９

实用新型

专利
尹金辉，石文芳，郑勇刚

６
用于岩石高温高压变形

实验的高灵敏度超声前

置放大器

ＺＬ２０２２２３１３８４０５．０
实用新型

专利

齐文博，郭彦双，陈建业，

段庆宝

７
一种多光路切换的拍摄

装置
ＺＬ２０２３２０７８４５４１．２

实用新型

专利
马　玺，成里宁

８
页岩油　页岩动态储层
物性及裂缝分析方法

ＮＢ／Ｔ１１２９０－２０２３ 行业标准

候连华，赵忠英，吴松涛，

罗　霞，冯子军，段庆宝，
张居和，范　明，柳　波，
杨伟伟，赵忠梅，李洋冰，

林森虎，付晓飞，庞正炼，

陈建业，陈跃都，于志超，

周新平，张丽君，周川闽，

韩睿婧

９
断层陡坎形貌参数测量

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２３ＳＲ１２０５６９５ 软件证书 魏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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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成果名称 编　号 类　别 完成人

１０
文件地理数据库专题模

版抽取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２３ＳＲ１５１３１７３ 软件证书 吴熙彦

１１
断层陡坎形貌年龄测量

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２３ＳＲ１６８２５４６ 软件证书 魏占玉

六、开放与合作交流

１、实验室设立的开放基金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单位 起止时间

１
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时序 ＩｎＳＡＲ
大气噪声去除研究

ＬＥＤ２０２３Ｂ０１ 唐攀攀，南湖实验室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２
地震影响下缓倾堆积层滑坡渗

流特性及其渐近性破坏过程研

究———以樱桃沟滑坡为例

ＬＥＤ２０２３Ｂ０２ 贺拿，河南理工大学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３
青藏高原地区液化型高速远程

滑坡的运动机理研究
ＬＥＤ２０２３Ｂ０３ 梁莲姬，北京工业大学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４
党河南山南缘断裂晚第四纪活

动特征及其在区域构造转换中

的意义

ＬＥＤ２０２３Ｂ０４ 邵延秀，天津大学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５
多源应力数据约束下的丽江—

大理地区三维应力模型构建
ＬＥＤ２０２３Ｂ０５

杨承伟，应急管理部国

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６
２０２２年泸定 ６．８级地震震源区
精细速度结构与发震机理研究

ＬＥＤ２０２３Ｂ０６ 李大虎，四川省地震局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７
基于反投影叠加定位的板内地

震余震序列分析
ＬＥＤ２０２３Ｂ０７ 于有强，同济大学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８
西南天山柯坪塔格前陆冲断带

震间形变特征研究
ＬＥＤ２０２３Ｂ０８ 温少妍，防灾科技学院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９
川滇地块跨断层形变场地断裂

几何展布、地貌类型及形变特征

研究

ＬＥＤ２０２３Ｂ０９ 王明明，四川省地震局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１０
巴颜喀拉块体内部断层玛多－甘
德断裂西段晚第四纪活动速率

研究

ＬＥＤ２０２３Ｂ１０
李文巧，中国地震局地

震预测研究所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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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国 （境）外学者来实验室访问情况

１）２０２３年 ２月 １０日，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姚素丽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作了题为 “基于震间闭锁的未来地震情形动力学模拟”的报告。

２）２０２３年 ２月 １２日—３月 １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沈正康教授访问实

验室，开展项目合作与研讨，作了２个报告，题目分别为① “青藏高原流变学结构与

形变、断层行为与地震危险性”和② “地震学研究中若干物理问题的讨论”。

３）２０２３年 ２月 ２２日，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博士后仲歆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

流，作了题为 “石英包裹体揭示下地壳与高压熔体有关的地震活动”的报告。

４）２０２３年 ３月 １３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彭志刚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

交流，作了题为 “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ｏ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ｄｅｅｐ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ｔｒｅｍｏｒ”的报告。

５）２０２３年 ３月 ２６日—４月 １４日，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汪荣江访问实验室，指导

青年科技人员工作，开设 “计算地震学基础理论和实践”短期课程，并作了 ２个报

告，题目分别为① “２０２１年冰岛法格拉达尔火山爆发前的准周期性地热活动异常”

和② “２０２２年 １月 １５日汤加火山爆发引起的全球大气次声波、重力波和 Ｌａｍｂ波”。

６）２０２３年 ４月 ２１—２４日，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博士后周文访问实验室，开

展学术交流，作了题为 “荷兰 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气田的诱发地震监测”的报告。

７）２０２３年 ５月９—２２日，英国伦敦大学 ＪａｍｅｓＯ．Ｓ．Ｈａｍｍｏｎｄ教授访问实验室，

并开展联合野外科考。

８）２０２３年 ５月 ９—２２日，英国伦敦大学韩存瑞博士访问实验室，并开展联合野

外科考。

９）２０２３年 ５月 １２—１９日，实验室荣誉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教授访问实

验室，与科研人员讨论新设备设计方案，并开展部分测试与实验工作。

１０）２０２３年 ５月 ２２日，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ＳｈｍｕｅｌＭａｒｃｏ教授访问实验室，参

加红河断裂科学钻探工程研讨会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ｋｎｏｗｎ

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ｋｎｏｗ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ｄＲｉ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ＤｅａｄＳｅａ（Ｉｓｒａｅｌ）ｆａｕｌｔｓ），作了题为

“Ａｒｃｈａ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ＤｅａｄＳｅａＦａｕｌｔ”的报告。

１１）２０２３年 ５月２２日，以色列地质调查局 Ｒａｍ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教授访问实验室，参

加红河断裂科学钻探工程研讨会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ｋｎｏｗｎ

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ｋｎｏｗ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ｄＲｉ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ＤｅａｄＳｅａ（Ｉｓｒａｅｌ）ｆａｕｌ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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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０２３年 ５月 ２２日，以色列地质调查局 ＴｓａｆｒｉｒＬｅｖｉ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参加

红河断裂科学钻探工程研讨会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ｋｎｏｗｎａｎｄ

ｔｈｅｕｎｋｎｏｗ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ｄＲｉ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ＤｅａｄＳｅａ（Ｉｓｒａｅｌ）ｆａｕｌｔｓ）。

１３）２０２３年 ５月２２日—８月６日，美国南加州大学 ＳｙｌｖａｉｎＢａｒｂｏｔ副教授访问实

验室，围绕地震动力学开展数值模拟、摩擦实验以及联合野外科考，开设 “地震动力

学－理论与模拟实践”短期课程，并作了题为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ｒｏｃｋｓ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ｙｃｌｅ”的报告。

１４）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０日，欧洲科学院院士、瑞士联邦理工学院ＳｅａｎＷｉｌｌｅｔｔ教授访

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作了题为 “Ｔｈｅ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的报告。

１５）２０２３年 ６月 ３０日，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生王斌昊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

流，作了题为 “Ｐｕｌｓｅｌｉ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ｗａｒｍｓ，ａｎｄｔｒｅｍｏｒｇｅｎｉｃｓｌｏｗｓｌｉｐｅｖ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ｙ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的报告。

１６）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１１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韦生吉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作了题为 “Ｓｏｍｅｎｅｗ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ｏｌｅｓ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ｎｉｔｅｓｐｌａｙｏｎ

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ａｎｄｍｅｇａ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ｓ”的报告。

１７）２０２３年 ８月 １７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后姜宇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

交流，作了题为 “地震群／地震序列的驱动机制是级联触发还是预滑移”的报告。

１８）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１０日—１２月 ２日，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ａｍｅｓＳｐｉｅｒｓ

教授访问实验室，参与实验室断层力学与地震机理方面的课题研究，指导青年科技

人员工作，开设 “岩石变形机制与断层流变学”短期课程，并作了题为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

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Ｈｏｗｔｏｂｅａｔｔｈｅｎａｔｉｖｅｓａｔ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ｇａｍｅ！”的报告。

１９）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１２日—１２月 １６日，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李盛华副教授访问实验

室，参与实验室第四纪年代学方面的课题研究，指导青年科技人员工作，并开设 “第

四纪年代学”短期课程。

２０）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１５日，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王婷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

流，作了题为 “ＨｉｄｄｅｎＭａｒｋｏｖ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

ｔｒｅｍｏｒｓ”的报告。

２１）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２０日，丹麦技术大学 ＭｙｕｎｇＨｏＫｏｏｋ高级工程师访问实验室，

开展学术交流，作了题为 “ＩＲＰＬ（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ｐｈｏｔ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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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ｃｋ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ａｔｉｎｇ”的报告。

２２）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２２日，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博士后郑微雨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作了题为 “基于 ＩｎＳＡＲ的废水注入形变监测与模拟”的报告。

２３）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２８日，日本东京大学 ＹｏｓｕｋｅＡｏｋｉ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作了题为 “Ｉｍａｇ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ＧＮＳＳ”的报告。

２４）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 １９日，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院士卡纳特别克·阿布德拉

赫马托夫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作了题为 “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的报告。

２５）２０２３年 １１月 ２６—２９日，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姜大志教授访问实验室，开

展学术交流，作了题为 “细观力学与多尺度构造地质学”的报告。

２６）２０２３年 １２月 １日，伦敦大学学院 ＰｉｅｔｅｒＶｅｒｍｅｅｓｃｈ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作了题为 “Ｍａｋ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ｎｓｅｏｆＢｉｇＤａｔａｉ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的报告。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沈正康教授访问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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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汪荣江访问实验室，开设 “计算地震学基础理论和实践”短期课程

美国南加州大学 ＳｙｌｖａｉｎＢａｒｂｏｔ副教授访问实验室，
开设 “地震动力学－理论与模拟应用”短期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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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ａｍｅｓＳｐｉｅｒｓ教授访问实验室，
开设 “岩石变形机制与断层流变学”短期课程

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李盛华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开设 “第四纪年代学”短期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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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院士卡纳特别克·阿布德拉赫马托夫访问实验室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ＰｉｅｔｅｒＶｅｒｍｅｅｓｃｈ教授访问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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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实验室人员出国 （境）情况

１）２０２３年 ３月 ７日—４月 ９日，ＭｕｒａｔＴａｎｅｒＴａｍｅｒ副研究员赴土耳其开展联合

地震科考和学术交流。

２）２０２３年 ３月 ２１日—４月 ２日，张会平研究员赴土耳其开展联合地震科考和

学术交流。

３）２０２３年 ３月 ２１日—４月 ２日，李传友研究员赴土耳其开展联合地震科考和

学术交流。

４）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１日—４月２日，俞晶星副研究员赴土耳其开展联合地震科考和学

术交流，并作了题为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的报告。

５）２０２３年 ３月 ２１日—４月 ２日，博士生马字发赴土耳其开展联合地震科考和

学术交流。

６）２０２３年 ３月 ２１日—４月 ２日，硕士生李俊杰赴土耳其开展联合地震科考和

学术交流。

７）２０２３年 ４月 ６日—２０２４年 ４月 ５日，博士生余博文赴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学

习和交流。

８）２０２３年 ５月 ２０日—２０２４年 ５月 １９日，博士生石文芳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

习和交流。

９）２０２３年 ６月 ５—９日，王萍研究员赴美国华盛顿参加美国地质学会彭罗斯会

议—溃决洪水在地球与行星演化中的作用考察会议 （ＧＳＡＰｅｎｒｏｓ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２３），

作了题为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ｌａｃｉｅｒｄａｍｍｅｄｌａｋｅｏｕｔｂｕｒｓｔｆｌｏｏｄ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ｏｆ

ＹａｒｌｕｎｇＴｓａｎｇｐｏＲｉｖｅ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的报告。

１０）２０２３年 ６月 １０—２４日，杨会丽副研究员赴丹麦科学技术大学开展合作研究。

１１）２０２３年 ６月 ２４日—７月 ４日，陈杰研究员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第 １７届国

际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大会 （ＬＥＤ２０２３），作了题为 “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ＭａｎａｓＲｉｖｅｒ，Ｎｏｒｔｈ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ｆｒｏｍ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ｅｒｒａｃ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的报告。

１２）２０２３年 ６月 ２４日—７月 ４日，尹功明研究员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第 １７届

国际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大会 （ＬＥＤ２０２３）。

１３）２０２３年 ６月 ２４日—７月 ４日，刘春茹研究员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第 １７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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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大会 （ＬＥＤ２０２３）。

１４）２０２３年 ６月 ２４日—７月 ４日，覃金堂研究员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第 １７届

国际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大会 （ＬＥＤ２０２３），作了题为 “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ｌａｔ

ｅａｕ”的报告。

１５）２０２３年 ６月 ２４日—７月 ４日，魏传义副研究员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第 １７

届国际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大会 （ＬＥＤ２０２３）。

１６）２０２３年 ６月 ２４日—７月 ４日，博士生姬昊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第 １７届国

际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大会 （ＬＥＤ２０２３）。

１７）２０２３年 ６月 ２４日—７月 ４日，博士生李科长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第 １７届

国际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大会 （ＬＥＤ２０２３），作了题为 “Ｐａｃｅｏｆａｌｌｕｖｉａｌｒｉｖ

ｅｒ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的报告。

１８）２０２３年 ６月 ２５日—７月 ４日，杨会丽副研究员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第 １７

届国际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大会 （ＬＥＤ２０２３）。

１９）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３日，陈建业研究员赴荷兰地质调查局交流访问。

２０）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３日，陈建业研究员赴荷兰乌得勒支大学交流访问。

２１）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４日，陈建业研究员赴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交流访问。

２２）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６日，陈建业研究员赴意大利佛洛伦斯大学交流访问。

２３）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７日，陈建业研究员赴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研究所 （ＩＮ

ＧＶ）交流访问。

２４）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８—１６日，马严研究员赴法国里昂参加 ２０２３年度戈尔德施密特

国际地球化学大会 （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２３）。

２５）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８—１６日，庞建章副研究员赴法国里昂参加 ２０２３年度戈尔德施

密特国际地球化学大会 （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２３）。

２６）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２３日—８月 ６日，张丁丁副研究员赴澳大利亚珀斯参加第六届

国际太古代学术研讨会 （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ｅａｎ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２７）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２３日—８月 ６日，康欢助理研究员赴澳大利亚珀斯参加第六届

国际太古代学术研讨会 （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ｅａｎ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２８）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３０日—８月 ４日，尹昕忠副研究员赴新加坡参加第 ２０届亚洲－

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年会 （ＡＯＧＳ２０２３）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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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０２３年 ８月 ９日—２０２４年 ８月 ８日，党嘉祥副研究员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访问和交流。

３０）２０２３年 ９月２—１０日，马严研究员赴意大利雷瓦德尔加尔达参加第１８届国

际热年代学大会 （１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３１）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２—９日，ＭｕｒａｔＴａｎｅｒＴａｍｅｒ副研究员赴意大利雷瓦德尔加尔达

参加第 １８届国际热年代学大会 （１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作了题为 “Ｂｅｔ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ｆｏｒ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ａｎａｌｙｓｅｓ”的报告。

３２）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２—１０日，庞建章副研究员赴意大利雷瓦德尔加尔达参加第 １８

届国际热年代学大会 （１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作了题为

“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ＴＵ／ＰＢＲＥ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ｙＬＡＩＣＰＭＳｆｏｒ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ｂａｓｉ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

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ａ”的报告。

３３）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２—１０日，俞晶星副研究员赴意大利雷瓦德尔加尔达参加第 １８

届国际热年代学大会 （１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３４）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６—１０日，苏鹏助理研究员赴韩国釜山大学开展合作研究，作

了题为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ｘｉＲｉｆ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的报告。

３５）２０２３年９月１０日—１１月１日，ＭｕｒａｔＴａｎｅｒＴａｍｅｒ副研究员赴土耳其安卡拉

大学访问，并开展联合野外考察。

３６）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１４—２３日，李传友研究员赴希腊利克苏里参加第 ８届历史地

震、古地震、地震构造国际学术研讨会 （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ＰａｌａｅｏＭａ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３７）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１７日—１０月 ６日，李涛研究员赴塔吉克斯坦开展联合野外考

察和学术交流。

３８）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１７日—１０月 ６日，袁兆德副研究员赴塔吉克斯坦开展联合野

外考察和学术交流。

３９）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１７日—１０月 ６日，吕丽星副研究员赴塔吉克斯坦开展联合野

外考察和学术交流。

４０）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１７日—１０月 ６日，博士生钱黎赴塔吉克斯坦开展联合野外考

察和学术交流。

４１）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２５—２９日，单新建研究员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参加第 １１届

中亚天山地震国际学术研讨会 （１１ｔｈ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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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作了题为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ＧＮＳ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的大会特邀报告。

４２）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２５—２９日，刘姣助理研究员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参加第 １１

届中亚天山地震国际学术研讨会 （１１ｔｈ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作了题为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ｉ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ａｎｄ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的报告。

４３）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２７日—１０月 ６日，陈杰研究员赴塔吉克斯坦开展联合野外考

察和学术交流。

４４）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２７日—１０月 ６日，甘卫军研究员赴塔吉克斯坦开展联合野外

考察和学术交流。

４５）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２７日—１０月 ６日，梁诗明助理研究员赴塔吉克斯坦开展联合

野外考察和学术交流。

４６）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 １５日—２０２４年 １０月 １４日，葛玉魁副研究员赴德国波茨坦大

学学习和交流。

４７）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 １５日—２０２４年 １０月 １４日，张雷副研究员赴德国慕尼黑大学

学习和交流。

４８）２０２３年 １２月 ３０日—２０２４年 １２月 ２９日，熊建国副研究员赴英国利物浦大

学访问和交流。

张会平研究员等 ６人赴土耳其开展联合地震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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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杰研究员等８人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第 １７届国际释光
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大会 （ＬＥＤ２０２３）

马严研究员（中）、俞晶星副研究员 （左一）和庞建章副研究员 （右一）赴意大利

雷瓦德尔加尔达参加第 １８届国际热年代学大会 （Ｔｈｅｒｍｏ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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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新建研究员（左二）、刘姣助理研究员 （左一）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参加第 １１届中亚天山地震国际学术研讨会

熊建国副研究员（右一）赴英国利物浦大学交流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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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副研究员赴德国慕尼黑大学交流学习

４、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主要情况

２０２３年 ２月 ６日土耳其先后发生两次 ＭＷ７８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土耳其 ７８

级地震国际科学考察，成立地震科考队，实验室副主任张会平研究员任队长。３月 ２１

日—４月 ２日，由实验室李传友研究员、俞晶星副研究员、ＭｕｒａｔＴａｍｅｒ副研究员、博

士生马字发、硕士生李俊杰等组成的科考队地质／地球化学组对发震构造和沿破裂带

流体地球化学开展了调查。此外，科考队应邀赴土耳其灾害应急管理局、安卡拉大

学、伊斯坦布尔大学、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等科研机构与相关研究人员开展了深入

的学术交流，推进了中土两国地震科技领域的合作。

实验室科研人员参加土耳其 ７８级地震国际科学考察，并与土耳其科研人员开展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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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 ８月 ２５—２７日，由中国地理学会地貌与第四纪专业委员会主办、地震动

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山西太原大陆裂谷动力学”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承办

的 “２０２３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来自南京大学、

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等国内高校和中国科学院、中国地震局、中国地质调

查局等系统的３００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实验室副主任、会议组织委员会秘书长张会

平研究员主持开幕式，并介绍了会议筹备情况。会议围绕 “青藏高原隆升、风化剥蚀

和环境变化”、“亚洲大河形成与演化”、“活动构造与河流地貌演化”、“新构造活动

与地貌演化”、“地貌学研究新方法与新技术”、“古洪水与灾害地貌”、“地貌过程与

人类活动”等主题方向开展了深入交流。此次会议为地貌与第四纪学科与其他学科

的有机融合提供了全方位、多角度的交流机会，有助于学科更好发展。

２０２３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

２０２３年 １２月 ２７—２８日，“ＩｎＳＡＲ／ＧＮＳＳ／红外遥感技术与地震危险性分析应用研

讨会”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动

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国地震学会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专业委员会牵头主办，

“新疆帕米尔陆内俯冲”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和中国地震局乌鲁木齐中亚地震

研究所参与协办。来自国内数 １０所科研院所、高校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近

１００位专家和青年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 ２０多名学者分别做了关于 ＩｎＳＡＲ／ＧＮＳＳ／红

外遥感技术及应用的学术报告。报告内容涵盖了 ＩｎＳＡＲ／ＧＮＳＳ处理关键技术、热红外

遥感及机理、地壳形变观测、活断层探测与发震机理、地震监测预警和地震危险性分

析、海底地形测绘等多个地学领域。与会专家对 ＩｎＳＡＲ／ＧＮＳＳ／红外遥感技术进步及

其在地震地质研究领域取得的最新技术进展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报与讨论，在如何

构建开放的数据共享平台、促进不同研究团队和单位之间的联动合作，以及多方向

学科交叉融合服务国家地震监测预测预警和地震危险性分析等方面形成了建设性的

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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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ＡＲ／ＧＮＳＳ／红外遥感技术与地震危险性分析应用研讨会

实验室多名科研人员作为召集人在多个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上组织了多个专题。

７名科研人员做了大会特邀报告，２０多名科研人员做了专题特邀报告。

２０２３年，实验室工作人员和研究生实地或线上参加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 ３００余

人次，其中出国 （境）参加会议 ２２人次。赴国 （境）外开展野外联合科考、交流和

学习等 ２７人次，其中 ４名青年骨干人员和 ２名博士研究生赴国外高校开展为期一年

的访问交流和学习。

实验室多项课题的执行过程中需开展国际合作。２０２３年，来自美国、英国、荷

兰、德国、丹麦、新西兰、以色列等国 （境）外科研机构的２６名学者访问实验室，其

中 １０名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开展了实质性合作研究和野外联合科考。

实验室多名科研人员参加了全国或地区地震趋势年中会商会，７名科研人员在

中国地震局主办的 “分析预报地震地质基础理论和方法培训班”和 “活动断层探测

技术培训班”开设专题讲座和指导野外考察，１名科研人员在 “援老挝国家地震监

测台网第一期来华培训班”开设讲座，２名科研人员在河北省地震局举办的 “地球

物理业务培训班”开设讲座。

５、实验室开放活动

（１）对外开放

２０２３年 ５月 １１日，我国第 １５个 “全国防灾减灾日”前夕，３０名来自中国科学

院大学的师生来实验室参加科普讲座及系列参观活动。实验室副主任张会平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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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 １１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师生来实验室参观

介绍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基本情况和人才团队建设进展，勉励同学们在各自专业领

域努力奋斗，毕业后为国家防灾减灾事业贡献力量。实验室杨晓平研究员以甘肃北

山地区活动构造研究为例，向同学们详细介绍了北山地区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

问题，激发了同学们的科学研究兴趣。讲座结束后，同学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观

了国家重点实验室，老师们围绕实验设备的应用和相关科研项目展开介绍，大大拓

宽了同学们的科学研究视野，深刻理解了防震减灾工作对护航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

义。本次科普活动增进了同学们对地震事业的关注和兴趣，增加了他们对地震科研

工作的了解，也拓宽了他们的科学研究视野，为强化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

展”的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７月 ２５日，实验室依托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举办第七届 “优秀大学生夏

令营”，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地学类专业的 ２９名优秀大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在工作

人员的引导下，同学们在实验室重点了解和学习了构造物理学、新构造与年代学的

实验技术方法，并积极提问和讨论。此次活动为优秀大学生提供了一次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机会，营员们纷纷表示获益良多，对地震科学研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拓宽

了科学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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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 ２５日实验室面向依托单位组织的第七届 “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开放

　　（２）实习基地

２０２３年，实验室先后 ３次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提供教育实习基地。

中国科学院大学分别于 ４月 ８日、５月 ２８日和 １２月 ２４日来实验室开展课程实习

４月 ８日，根据中国科学院大学 《岩石物理学》课程安排，该校 ２０多名研究生

来实验室开展课程实习。首先，杨晓松研究员简要介绍了高温高压岩石物理实验室

的概况，随后在陈建业研究员等科研人员的指导下，同学们先后完成了岩石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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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岩石弹性波测量实验。

５月 ２８日，２０多名中国科学院大学地学领域研究生来实验室开展课程实习。首

先，实验室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向同学们介绍了构造物理实验室概况和实习内容，

随后郭彦双副研究员、姚路副研究员、张雷副研究员等科研人员引领大家参观了构

造物理实验室，并指导同学们先后完成了岩石单轴压缩破裂实验、断层泥双剪粘滑

实验和辉长岩高速旋转剪切摩擦实验。

１２月 ２４日，根据中国科学院大学 《岩石流变学》课程安排，该校 ２０多名研究

生来实验室参观学习。首先，周永胜研究员介绍了相关仪器设备的功能、用途，以及

课程实习内容和安排，随后姚文明副研究员、马玺副研究员等科研人员分别为学生

先后演示了岩石流变学实验、ＥＢＳＤ数据分析等。

在以上 ３次实习过程中，研究生们认真聆听、踊跃提问，与研究人员探讨相关研

究的背景、研究动态及相关实验技术的发展趋势等，对这些室内实验研究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经过此次活动，研究生们对构造物理学、实验地震学等学科的实验研究目

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为今后从事相关研究工作奠定了

基础。

６、科学传播情况

为推动向全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实验室积极

组织科普宣传活动。

（１）地震科普走进校园。５月 １１日，郭彦双副研究员受邀前往中科院第四幼儿

园，为教师和小朋友 ３００余人做了 “地震的感知和地震来了怎么办”的科普讲座。

讲述了汶川地震的发生以及地震发生之后国家采取的救灾行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

帮助灾区人民战胜灾难，度过难关。同时，结合自身多年的工作积累，通过各种形象

的比喻和生动的描述，深入浅出地给大家介绍了怎样认识地震，怎样面对地震以及

怎样逃生保护自己。鼓励大家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利用学到的灾

害避险知识，主动担当起 “小小科普宣传员”的责任。

通过面向幼儿教育机构和社会公众的科学传播，使孩子们了解地震常识和灾害

避险知识，懂得如何有效保护自己，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热爱科学的种子，使社会公

众了解科学实验方法及其原理，增进对地震科学研究的认识。

（２）积极参与 “全国科技周”活动。５月 ２０—３１日是 “全国科技周”，主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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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彦双副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第四幼儿园开展科普讲座

“热爱科学　崇尚科学”。５月 ２０日起，科技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北京城市绿心森

林公园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展览会，实验室派出３名科研人员参会。他们利用中

国大陆活动断层模型及重点区域沙盘，为现场观众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活动断裂与地

震发生位置的密切关系，激发了在场青年学生对地震科技工作的浓厚兴趣。

实验室科研人员在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展览会上讲解

（３）小视频助力科学传播。新构造与年代学实验室组织相关科研人员，将实验

室承担的 “释光测年法”、“１４Ｃ测年法”、“ＥＳＲ测年法”、“裂变径迹测年法”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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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和应用领域制作成简单易懂的４期科普讲解视频，并对外发布，利用网络更广泛

地推动地震科学研究的知识普及。

科普讲解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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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重 大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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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重大成果　　

成果 １：活动断裂带形变全过程集成监测与震源参数
反演关键技术及地震危险性判定

　　地震预测是当前地震科学领域面临的世界难题，而活动断裂带周期形变全过程

监测是进行地震危险性预测和认识地震孕育发生机理的关键所在。受限于自然环境

等条件，中国现有的地面地震形变监测台网还存在分布不均和站点稀疏的问题。为

此，联合成像雷达、光学高分等遥感监测手段，结合地面 ＧＮＳＳ观测台网，能大大提

高构造形变场动态监视和追踪的能力，实现多维度、多尺度、定量化、全方位监测与

预警分析。实验室依据防震减灾事业现代化纲要的总体要求，在 ９项国家项目支持

下，历时 １０年攻关，突破 ＩｎＳＡＲ多源误差校正、北斗高频 ＧＮＳＳ与强震动实时融合、

震源破裂过程联合反演等关键技术瓶颈，建立了 ＩｎＳＡＲ地壳形变精细处理技术体系，

首次发现震后过程对断层蠕滑的调节机制，实现了断裂带地震破裂过程的准实时反

演，提出了断裂带强震危险段综合判定新方法。主要成果如下：

１、面向活动断裂构造形变观测需求，研发了适用于不同数据和地理条件下的 Ｉｎ

ＳＡＲ多源误差改正系列技术和基于多源异构数据的三维大形变重建方法 （图 １）。

图 １　ＳＳＣ大气改正方法的主要技术流程的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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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研发了北斗高频 ＧＮＳＳ波形与强震动加速度实时解算中的一系列关键技术，

包括北斗高频 ＧＮＳＳ的时域点定位技术和同震位移解算等，实现高精度同震位移的

实时获取 （图 ２），建立了 “高频 ＧＮＳＳ实时解算系统平台”，并开展测试应用。

图 ２　近场强震台站分布及校正前、后加速度、速度和位移结果示例

３、开展了断裂带地震周期形变全过程集成监测，突破了震间震后断层 ｍｍ级形

变观测的技术瓶颈，发现了蠕滑／粘滑时空演化过程和运动学特征，揭示了蠕滑动力

学机制及其与地震周期的关系 （图 ３）。

图 ３　２００１年昆仑山口西地震震后过程触发的断层瞬态蠕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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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研发了 ＩｎＳＡＲ、ＧＮＳＳ与地震波融合的震源破裂过程联合反演算法，提出了基

于高频 ＧＮＳＳ的指纹匹配震源破裂过程实时反演算法，实现了大震震级快速评估、震

源破裂过程准实时反演 （图 ４）。

图 ４　高频 ＧＮＳＳ地震预警系统原型

５、构建了断裂带强震危险段落综合判定新方法，判定了青藏高原大型活动断裂

上闭锁孕震凹凸体的分布位置、几何尺度和耦合强度等，对这些断裂的地震危险等

级给出定量评估，为中国大陆 １０年尺度及中长期地震危险区划分提供了重要的科学

依据 （图 ５）。

图 ５　基于 “历史地震破裂空段＋闭锁段＋应力应变积累”
判定的南北地震带主要断裂强震潜能

以上成果在中国地震局地震危险性年度会商及中国大陆地区中长期地震危险性

判别中得到应用。研发的 ＩｎＳＡＲ微小地壳形变提取技术、震源参数反演技术在多次

地震应急中发挥了数据支撑作用。为提高对大陆构造变形机制的理解、地震孕育及

破裂机制的认识、地震中长期预测的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为国家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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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灾、重大活动保障等提供了高精度、高效、权威的观测成果和技术支撑。

成果 ２：断层动态弱化机制与地震物理过程的实验研究

实验室科研团队聚焦于断层动态弱化机制与地震物理过程的实验研究，在中央

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

目的支持下，在断层同震热增压弱化机制、孔隙水的相态如何影响断层摩擦强度、剪

切变形对富含粘土断层同震动态弱化等方面取得创新成果。

图 １　（ａ）岩石高速（２０ｍ／ｓ）摩擦实验揭示的断层同震热增压弱化的实验证据（流体压力的瞬
时增加与断层摩擦强度突降同步发生）；（ｂ）数值模拟揭示的断层带物质磨损圈闭效应对断层弱
化的促进作用；（ｃ）地震破裂沿中上地壳硅酸盐岩断层传播时断层带内可能的物理－化学过程

１、揭示了断层同震热增压弱化机制的实验证据并对其激活条件提出新认识

实验室研究团队与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 ＧｉｕｌｉｏＤｉＴｏｒｏ教授合作，创新性地设计

了孔隙水压条件下的岩石高速摩擦实验，并发现了断层同震热增压弱化的实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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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ａ）。结合微结构分析和数值模拟，研究团队发现断层带物质磨碎／磨细造成的瞬

态圈闭效应能够与断层带扩容、破裂、流体扩散等效应竞争，进而促进孔隙流体的热

增压弱化机制发挥效力 （图 １ｂ、ｃ）。该研究修正了前人对于断层同震热增压作用强

烈依赖于断层带初始渗透率的认识，表明断层带物质在同震滑动中的磨损效应可能

使得初始渗透性较高的断层也能发生热增压弱化，为断层同震热增压弱化提供了关

键实验证据。同时，该研究也表明了断层带同震阶段的等效渗透率会受到多种复杂

物理化学过程的共同影响，是发生快速动态演化、难以被准确评估的物理量。

该研究对断层同震热增压弱化的激活条件给出了新的认识，提升了断层同震动

态弱化机制的认识，为理解地震破裂传播中断层同震物理－化学过程提供了新思路。

２、揭示了孔隙水的相态控制着辉长岩断层的摩擦强度

图 ２　（ａ）－（ｃ）辉长岩断层在高温孔隙水为液态、超临界态和气态时的摩擦滑动力学行为
（滑动速率 １μｍ／ｓ～１００ｍｍ／ｓ；位移最大约 ３ｍ）；（ｄ）和 （ｅ），摩擦实验后滑动面上细颗粒物
质的 ＸＲＤ和 Ｒａｍａｎ分析结果

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

本利彦教授、马胜利研究员和姚路副研究员历经数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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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旋转剪切低速－高速摩擦实验系统配备的高温孔隙压力容器得以正常投入使用，实

验系统的温度、压力、速率和位移四方面综合性能国际领先。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Ｇｉ

ｕｌｉｏＤｉＴｏｒｏ教授特派遣博士生冯炜前来开展合作研究。中意方双方团队对辉长岩开

展了水热条件下宽速率 （１μｍ／ｓ至 １００ｍｍ／ｓ）和大位移 （最大约 ３ｍ）的摩擦实验

图 ３　（ａ）绿泥石样品在不同位移条件下的中低速摩擦实验结果；（ｂ）剪切变形后绿泥石样
品的代表性热重曲线；（ｃ）绿泥石样品的热分解过程 （热重分析）与样品预先剪切变形中机

械功的关系；（ｄ）未变形 （黑色曲线）和预先变形 （红色曲线）绿泥石断层泥的高速摩擦实

验结果

（光面岩石摩擦实验）；实验中孔隙水的状态包括三种：蒸汽态 （Ｔ＝４００℃，Ｐｐ＝

１０ＭＰａ）、液态 （Ｔ＝３００℃，Ｐｐ＝１０ＭＰａ）和超临界态 （Ｔ＝４００℃，Ｐｐ＝３０ＭＰａ）。研

究发现：当孔隙水为液态和超临界态时，经历大位移的摩擦滑动，辉长岩断层呈现出

不依赖于滑动速率的显著滑动弱化 （图 ２ａ，ｂ）；而当孔隙水为气态时，仅在速率

＞１０ｍｍ／ｓ时才呈现明显的弱化 （图 ２ｃ）。通过物性分析，发现超临界和液态水环境

的实验样品中可见新生成的粘土矿物以及吸附水 （图 ２ｄ和 ２ｅ）。研究团队认为新生

成的弱矿物相、水的化学键以及水力弱化效应是造成超临界和液态高温水环境下断

层呈现显著滑动弱化的原因。该研究表明，断层若由于扩容或压实效应造成孔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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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态的突变，其摩擦强度可能出现瞬时变化，会对断层的运动和地震的孕育发生造

成影响。

该研究对高温孔隙水如何影响断层摩擦强度给出了新的认识，为理解地震成核、

传播、停止等物理过程及其复杂性提供了新思路。

３、揭示了粘土矿物的剪切变形能够促进近地表断层的同震动态弱化

实验室研究团队通过中等速率 （１ｍｍ／ｓ）的摩擦实验、同步热分析、ＸＲＤ、微结

构分析，揭示剪切变形能够显著增加粘土矿物 （绿泥石）的热化学反应速率

（图 ３ａ，ｂ），并且大幅降低其热分解起始温度 （图 ３ｃ）和激活能。理论模型、验证

性高速摩擦实验 （图 ３ｄ）和数值模拟的综合分析表明，上述变化能够提高凹凸体急

速升温 （ｆｌａｓｈｈｅａｔｉｎｇ）弱化机制和热化学增压弱化机制的效率，使得断层的滑动具

有更低的峰值摩擦、更快的弱化速率和更低的破裂能，从而促进地震破裂在近地表

富含粘土地层中的传播。

上述研究表明，近地表断层虽然因为富含粘土矿物，在准静态条件下易于表现

为稳定滑动，但其动态弱化的特征速率比前人认为的可能更低，即在地震破裂到来

时极易出现动态弱化。这些结果对于认识大地震过程中近地表断层的力学行为及地

震破裂传播具有重要启示，也对理解地壳浅部沉积岩地层内的诱发地震事件具有重

要参考意义。

以上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 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

ｔｅｒｓ等高水平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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