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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水平与贡献

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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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７项，包

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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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家级研究课题 ７３项，其中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 ２０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４８项。２０２２年牵头申请的 １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开

始实施，２０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获得资助，其中包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１项，地

震联合基金 １项，作为主要参加人参与执行地震联合基金 １项。

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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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７篇，其中被 ＳＣＩ收录或被 ＳＣＩ和 ＥＩ同时收录论文 ２１１篇，被 ＥＩ收录论文 ５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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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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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篇，占实验室发

表论文总数的 １０７％。依据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最新 ＪＣＲ论文分区 （升级

版），实验室在综合类和地学领域 １区期刊发表论文 ４４篇，Ｔｏｐ期刊发表论文 ８７篇，

２区期刊发表论文７９篇，分别占实验室发表论文总数的１４３％、２８３％和２５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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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余篇，在国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８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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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余篇。

３名科研人员分别在 “第二届构造物理化学学术会议”、“第一届辽宁省地震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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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论坛学术研讨会”、“‘一带一路’经济带强震破坏与重大工程地震灾害风险研讨

会”上做大会特邀报告，１０余名科研人员分别在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第二届构造物理化学学术会议”、“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年会”等会议上做专

题特邀报告。

２０２２年，获实用新型专利 ４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１项。

实验室先后派出科研人员对青海门源 ６９级地震、四川泸定 ６８级地震的震区

开展科学考察，快速产出了区域地震构造图、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图、震前遥感和地势

图、Ｗ－ｐｈａｓｅ矩张量解等一批科技支撑产品，为地震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二、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截至 ２０２２年底，在实验室工作的固定人员为 １２１人，全职特聘人员 １名 （闻学

泽），其中研究人员 １０３人 （含特聘研究员 １人），技术人员 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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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人 （含特聘

研究员 １人），副高级人员 ６１人；在学历结构上以高学历者为主，其中博士学位 １０９

人，硕士学位 ８人；在年龄结构上以中青年人员为主，其中 ４５岁以下人员 ７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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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人，国家优秀青年基

金获得者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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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７３首席科学家 １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 ４人。

２０２２年，实验室队伍建设取得一定成效。“四维地震构造建模与模拟创新团队”

入选中国地震局创新团队；孙浩越副研究员入选 “中国地震局青年人才”。通过公开

招聘方式，新增 ９名青年科研人员 （李彦川、李伊菲、吕丽星、邵同宾、苏晓婉、陈

一方、杨海波、张丁丁、张振），由依托单位其他研究部门调入 ２名青年科研人员

（韦伟、董兴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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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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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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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迪夫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展为期 １－２年的访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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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习。实验室 ６名科研人员申报研究员岗位，受新冠疫情影

响，职称评审结果待定。

２０２２年，实验室共有 ３３名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学位 （其中博士 １５人，硕士 １０

人；联合培养博士 ３人，联合培养硕士 ５人），出站博士后 ９人。截至 ２０２２年底，实

验室在读研究生 １２５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 ７３人，含联合培养博士生 ２人；硕士研究

生 ５２人，含联合培养硕士生 １０人），在站博士后 １６人。１名研究生 （胡宗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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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年 ７月 ７日，实验室主办的 “‘一带一路’经济带强震破坏与重大工程地

震灾害风险研讨会”在京召开，系统内外近 ３００名科研人员和研究生以现场和线上

的方式参加了交流和讨论。本次会议由何宏林研究员担任会议主席，实验室副主任

单新建研究员致开幕词，来自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国家

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以及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１０位专家分别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并与参

会人员就 “一带一路”经济带地震构造复杂性与地表破坏带、生命线工程与断层地

表错断、弥散变形、近断层强震动、滑坡等次生灾害危险性和风险等一系列科学问题

展开了积极而热烈的讨论，交流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次研讨会立足不同学科之间的协同和交叉研究，探讨了强震破坏与重大工程

地震灾害风险的深层次科学和技术问题，对 “一带一路”经济带强震破坏与重大工

程地震灾害风险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实验室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参与了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会学术年会”的

筹备和组织工作，实验室多名人员作为召集人在大会上组织了多个专题。２名科研人

员在国内学术会议上做大会特邀报告，多名科研人员在国内学术会议上做专题特邀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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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实验室工作人员和研究生现场或线上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９０余人次。

受国内外新冠疫情影响，除 ２名青年骨干人员和 ２名博士研究生赴国外高校开展访

问交流和学习外，无其他人员再赴国外实地参加合作研究、学术考察和国际学术会

议。

实验室多项课题的执行过程中需开展国际合作，因疫情影响，实验室与国内外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以网络会议等线上形式开展。２０２２年，１名来自巴基斯坦

高校的科研人员，以及 １０余名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来实验室实地开

展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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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名研究人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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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专题讲座和指

导野外考察。

２、公众开放活动情况

２０２２年 ７月 １９日，实验室面向依托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举办的 “第六

届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开放。本次夏令营采取视频会议的方式举行，来自北京

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等高校的 ３１名优秀大学生通过线上参加了此次

活动。首先，实验室副主任单新建研究员致辞欢迎。随后，营员们跟随摄像机镜头，

对实验室进行 “云参观”，周永胜研究员、尹金辉研究员、覃金堂研究员为营员们介

绍了各种实验仪器设备。最后，实验室陈九辉研究员、王丽凤研究员、尹金辉研究

员、龚文瑜副研究员向营员们详细介绍了各研究单元的研究方向、科研成果、人才培

养等情况，并分别从构造地质学、固体地球物理学、大地测量等领域做了精彩纷呈的

报告，激发了同学们对地球科学研究的兴趣。此次活动展示了实验室的科研水平，有

助于同学们熟悉实验室学科和专业方向，了解学术前沿动态，提高对地震事业的关

注度，对以后的科研学习和学业规划有更清晰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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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１２日是第 １４个 “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 “减轻灾害风险　守

护美好家园”。实验室研究人员以 “地壳形变与地震”为主题，先后录制了 “地震是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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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发生的？”、“导航系统还能监测地震？”、“导航系统如何监测地震？”、“ＩｎＳＡＲ技

术与地壳形变监测”、“给地球把把脉”５个科普短视频，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从科

学的角度讲述如何从地壳形变监测地震的特征、地壳形变的监测如何通过导航系统

来实现、地震发生以及地震灾害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利用新技术新手段监测地壳形

变等多方面的地震知识。同时也让大家认识到，地震探秘的道路充满了未知与挑战，

对于有效减轻地震灾害、守护美好家园的目标仍需继续努力奋斗。

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２１—２８日是 “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为 “走进科技　你我同行”。

实验室依托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与北京科学中心 “小球大世界”主题展联合

录制了科普视频 “导航系统还能监测地震？”，实验室王阎昭副研究员从 “科技与地

震”的角度介绍了地震监测的相关知识。视频从当前人们熟悉的导航系统讲起，带

领大家了解与地震相关的地壳形变监测过程以及导航系统如何监测地壳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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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和开放课题与地震系统、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 １０多个单位开展合作研

究。受疫情影响，２０２２年来实验室开展合作实验研究的人员仍以国内研究学者为主，

例如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琚宜文教授课题组在实验室开展页岩低速至高速摩擦实

验研究，来自重庆大学的甘泉教授在实验室开展岩石渗透率实验研究，来自华东师

范大学的吕红华教授课题组、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李鹏飞教授课题组

在实验室开展磷灰石和锆石 Ｕ－Ｔｈ／Ｈｅ测试研究等。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对外开放共

享，为地震系统及其它部门数 １０家单位的科技人员提供了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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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年，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基本科研项目下达经费 ２８５万元，分别用

于支持 ２０２１年设立的 ９项自主研究课题和 ２０２２年设立的 ７项自主研究课题，其中

２０２２年设立的自主研究课题投入 １５４５万元。

截至 ２０２２年底，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设立的 ３项自主研究课题已提交结题报告；２０１９

年及以前设立的 ４项自主研究课题因故延期。本年度利用实验室自主课题共在国内

外期刊发表论文 ２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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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刘静研究员负责的 “老虎山断裂蠕滑段及邻近断裂带的第四纪活动性与几何

复杂度研究”课题以海原断裂老虎山段及邻区为研究对象，通过详细的活动构造学、

构造地貌学，以及地震地质学等理论指导，基于高精度地形数据、多方法年代学数据

等，精细刻画了该区域内断裂的几何复杂度，揭示了景泰阶区两侧的海原断裂不同

区段的晚第四纪断裂活动性，分析了 １９２０年海原大地震地表破裂传播至景泰拉分盆

地被阻碍的原因等，此项研究对于该地区的强震危险性的合理有效评价具有重要意

义。

由屈春燕研究员负责的 “基于时序 ＩｎＳＡＲ的天祝地震空区断裂带形变场精细观

测及地震危险性研究”课题针对海原断裂带震间形变场及闭锁模型分布特征以及老

虎山蠕滑开展研究，使用 Ｅｎｖｉｓａｔ长条带数据，获取了海原断裂带大范围平均形变速

率场，并结合 ＧＰＳ水平速度场，分别使用二维反正切模型和三维负位错模型对断层

滑动速率及闭锁深度等运动学参数进行了高分辨率精细反演，定量确定了海原断裂

老虎山蠕滑的长度及蠕滑速率，以及海原断裂不同段落的滑动速率和闭锁深度，评

估了海原断裂的未来地震危险段落。

由孙建宝研究员负责的 “利用多波段 ＩｎＳＡＲ时间序列方法研究北京及其周边地

区地壳形变场与活动构造的关系”课题针对北京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大量 ＩｎＳＡＲ数

据的技术开发和应用，使其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辨率有了显著提高。虽然客观上依

然无法直接识别活动构造变形，但是地面沉降与活动构造的关系更加清晰。地表变

形成果在研究区的水文地质活动方面得到很好的应用，特别是南水北调对该区域的

水循环过程的影响，也将有利于未来将微震与形变信息结合进行地震活动性的进一

步分析。

自主研究课题的设立为实验室针对重点研究区域开展持续深入的系统性研究提

供了支持，为探索性的科学研究创造了宽松自由的环境，为实验方法和技术相关的

创新研究开辟了空间，同时促进了实验室人才培养。

２、开放基金课题的设置及执行情况

２０２２年，实验室共批准开放课题７项，资助总额１２５万元。开放课题负责人分别

来自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地震系统。２０１９年设立的８项开放课题中，已有５项

提交结题报告，其余 ３项因故申请延期。往年延期的 １项课题已提交结题报告。２０２０

和 ２０２１年设立的 １１项开放课题均按计划实施。本年度实验室资助的开放课题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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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学术刊物表论文 ３８篇。

由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王庆良研究员负责的 “拉脊山构造带三维电性结构

特征与地壳变形研究”课题在拉脊山构造带东西两侧新采集了 ４０个大地电磁测点

数据，结合已有测点共获得 ６９个测点的完整覆盖拉脊山构造带的大地电磁数据。通

过三维电磁反演计算和成像技术获取拉脊山构造带立体的精细三维深部电性结构图

像并进行了详细的解译分析，结合该区最新观测到的三维地壳运动场数据，开展了

拉脊山构造带现今构造变形模型研究。结果揭示拉脊山构造带为重要的南北物性差

异带，北侧为坚硬的高阻结构，南侧中下地壳以由南往北越来越浅的低阻体为主。拉

脊山构造带北侧的高阻结构可能阻挡了以南地区中下地壳低阻层的 ＮＥ向拓展作用，

不但导致了拉脊山形成一个正向的构造窗且进行着剧烈的造山运动和地震活动，还

使西秦岭北缘断裂和拉脊山构造带等以叠瓦状向 ＮＮＥ向顺序推覆拓展至西宁盆地，

南倾的拉脊山北缘断裂在拉脊山构造变形中起主要作用，是拉脊山构造带中的主控

断裂。在研究区中下地壳没有发现北东－南西向大规模连续贯通的低阻层，这表明青

藏高原东北缘在该地区的ＮＥ向构造变形不是下地壳流模型为主，可能以连续变形和

地壳缩短运动为主。

由云南大学谢朝娣副教授负责的 “应力扰动对断层孕震过程影响的研究”课题

从应力扰动 （静态应力扰动、动态应力扰动、潮汐应力扰动、流体压力等）与断层

地震孕震规律相结合的角度，对应力触发与应力传递的相关实质问题开展研究。建

立了应力扰动与断层成核－失稳过程相结合的数理模型，开展了周期性起潮力扰动下

断层孕震失稳过程的研究，分析了断层的孕震成核过程受到不同周期的潮汐应力作

用时，其状态变量随滑动距离演化趋势，以及潮汐应力作用对孕震断层临界失稳过

程的影响。此外，以四川及周边地区的一系列显著地震为例，开展了应力扰动对断层

孕震成核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震后的粘弹性松弛效应导致了龙门山断层北缘

和南缘库仑应力累积的增加，引起断层不稳定性增强，未来可能发生较大地震活动。

比较同震和震后应力变化，汶川地震引起的同震应力变化比其他地震更大。并以云

南盈江和日本３·１１地震为例，进行了潮汐应力扰动对地震触发作用的研究。课题的

实施对应力扰动和断层孕震过程相关研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刘贵博士负责的 “剪切变形与流体对花岗岩

流变影响的高温高压实验研究”课题选取细粒花岗岩，系统开展了高温高压流变实

验，模拟研究剪切变形作用下，花岗岩向糜棱岩转变过程以及韧性剪切变形叠加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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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破裂过程，精细分析了实验变形样品的物质成分和微观结构与岩石的变形机制，

从微观层面定量分析花岗岩在韧性剪切变形和脆韧性转化过程中矿物成分变化与元

素迁移、富集规律。

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姚琪副研究员负责的 “围岩差异对断层破裂方式的影响研

究：以 ２０１４年康定 ＭＳ６３、ＭＳ５８地震为例”课题分别构建了简化的概念模型和基

于断层地表行迹和岩层地表展布的真实模型，均采用 ＭＳＣ．Ｎａｓｔｒａｎ进行了静力学计

算，模拟了围岩中规则强硬体的强度和规模变化对断层应力的影响，以及贡嘎山花

岗岩存在与不存在状态下鲜水河断裂带的应力分布。数值模拟结果显示，断裂带周

缘的强硬体的强度和规模都会对断层区域的应力造成影响，贡嘎山花岗岩的存在，

使得其周缘鲜水河断裂带的应力更为复杂。本项目利用典型震例展示了非均匀介质

对地震破裂的影响，为后续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证据。

由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黎丽云教授负责的 “地震前兆信息中红外温度变化的

塑性机制”课题通过对岩石、有机玻璃、低碳钢、铸铁、铝合金等 ５种材料的热力耦

合实验，发现岩石的温度凯撒效应、弹性升温、慢变形中的塑性升温幅度都不及其它

４种材料，但岩石在有急剧断裂带变形时有比较明显的塑性升温，这与其它材料性质

相同，该塑性升温可以通过断裂带的摩擦耗能及岩石的热力学参数得到初步估计。

该研究对地震前兆信息的预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白永良博士负责的 “基于时变重力的海底地震震源参

数反演及海啸模拟研究”课题设计了一套定量化表征同震重力变化对震源不同滑动

参数敏感性的方法，系统探究了基于时变重力反演震源参数的方法体系，以及基于

弹性半空间位错理论和浅水方程的海啸生成、传播和爬坡淹没模拟方法。以日本

３·１１地震为例，地表重力对四个震源参数敏感程度由高到低的排序为滑移量、震源

深度、断层滑动角、断层倾角。采用半径 ３５０ｋｍ高斯滤波与 Ｓｌｅｐｉａｎ局部谱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提取了同震重力信号。基于 Ｏｋｕｂｏ位错理论模型，正演出重力变化，并对

其进行半径 ３５０ｋｍ的高斯滤波。将理论时变重力场与观测时变重力场的差值作为目

标函数，引入基于基因进化的遗传算法反演了日本３·１１地震震源参数。采用海啸分

裂 （ＭＯＳＴ）模型摸拟了日本 ３·１１海啸的形成、传播和淹没过程，模拟结果与实际

观测到的海啸参数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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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室大事记

１、科研与人才

　　８月，张会平研究员获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９月，实验室 “四维地震构造建模与模拟创新团队”入选 “中国地震局创新团

队”，孙浩越副研究员入选 “中国地震局青年人才”；

１１月，实验室牵头申请的 １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获批，１名博士后获 “博士后

国家交流计划引进项目”资助。

２、人员变动

１月，杨晓松研究员离开实验室；

２月，谭锡斌研究员调离实验室；

６月，依托单位通过公开招聘方式，确定了陈一方、李彦川、吕丽星、苏晓婉、杨

海波、张振、李伊菲、邵同宾、张丁丁为实验室工作人员，９人出站或毕业后陆续进

入实验室工作；

７月，李新男副研究员、李又娟助理研究员调离实验室；

１１月，依托单位的韦伟研究员、董兴鹏副研究员调入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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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年 ７月 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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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以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周力平、马胜利、吴

建平、陈棋福、黄清华、李海兵、刘俊来、任金卫、单新建、何昌荣等学术委员会委员

在现场参加会议，石耀霖、刘静通过网络参加会议，实验室副主任及各研究单元负责

人列席了本会。

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石耀霖院士和副主任周力平教授主持。本次会议主要有

三项议程：（１）实验室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汇报了 ２０２１年实验室总体运行情况和

２０２２年实验室工作计划，委员们围绕相关内容进行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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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年底提交结题

报告的４项自主课题进行验收答辩和质询讨论，通过评议和投票，确定４项课题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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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结题验收；（３）对 ２０２２年受理的 ７项自主研究课题申请进行立项答辩，委员们

听取了申请人的汇报，并进行质询，通过评议和投票，最终确定对 ４项课题予以资

助，３项课题修改后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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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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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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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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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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杨晓松 男 １９５９．０５ 研究员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特聘研究员

２０２２．０１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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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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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３．０３ 研究员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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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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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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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王　敏 女 １９６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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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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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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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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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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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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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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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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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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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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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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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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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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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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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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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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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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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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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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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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学位
备 注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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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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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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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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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１１来室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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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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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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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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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 谭锡斌 男 １９８５．１２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２．０２离室

４０ 刘培洵 男 １９６３．０９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学士

４１ 李顺成 男 １９６９．０４ 高工 其他 其他

４２ 郑荣章 男 １９７０．０１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４３ 陶　玮 女 １９７１．１１ 副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４４ 王立凤 女 １９７３．０３ 高工 地球物理学 硕士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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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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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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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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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郭彦双 男 １９７６．１２ 副研
力学（可授工学、

理学学位）
博士

４９ 陈桂华 男 １９７７．０２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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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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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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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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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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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 姚文明 男 １９８１．０７ 副研 机械工程 学士

５６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５７ 马　严 女 １９８２．０２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化学 博士

５８ 杨会丽 女 １９８２．０４ 高工 地质学 博士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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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 尹昕忠 男 １９８３．０８ 高工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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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高工 地质学 博士

６３ 王　英 女 １９８４．０６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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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５ 吴熙彦 女 １９８４．１０ 高工 地理学 硕士

６６ 龚文瑜 女 １９８４．１０ 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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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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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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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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０７来室

６９ 齐文博 男 １９８５．０９ 副研 机械工程 硕士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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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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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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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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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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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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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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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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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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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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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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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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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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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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李新男 男 １９８７．０１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２．０７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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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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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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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８ 邵同斌 男 １９８８．０２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２．０７来室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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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１１来室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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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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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０７来室

９２ 毕海芸 女 １９８８．１２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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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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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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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０７来室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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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０７来室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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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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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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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０７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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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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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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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０７来室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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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３ 郑勇刚 男 １９７２．１２ 工程师 其他 其他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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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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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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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７ 扈小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９ 工程师 地球物理学 硕士 实验室秘书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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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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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０ 王　鹏 男 １９８２．０９ 工程师 地质学 硕士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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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２ 武　颖 女 １９８５．０１ 工程师
仪器科学

与技术
硕士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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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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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５ 李又娟 女 １９８８．０３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２．７离室

１１６ 韩　冰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工程师 地球物理学 硕士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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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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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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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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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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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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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０７来室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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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０７来室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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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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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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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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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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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　玲 女 １９８６．０９ 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４ 博士后 商咏梅 女 １９８９．１０ 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５ 博士后 时　伟 男 １９８９．１０ 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６ 博士后 王志伟 男 １９９０．０８ 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７ 博士后 任东升 男 １９９２．０６ 地球物理学 陈建业

８ 博士后 陶亚玲 女 １９８８．１１ 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９ 博士后 王?? 女 １９８６．０７ 地质学 王　萍

１０ 博士后 张迎峰 男 １９９０．１０ 地质学 屈春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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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博士后 赵德政 男 １９９２．１０ 地质学 单新建

１２ 博士后 赵旭东 男 １９９３．０３ 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１３ 博士后 李玉梅 女 １９８７．０９ 地质学 蒋汉朝

１４ 博士后 刘建欢 男 １９９０．１０ 地球物理学 陈建业

１５ 博士后 刘晴日 女 １９９５．０２ 地质学 李传友

１６ 博士后 雷蕙如 女 １９９５．０３ 地质学 陈建业

１７ 博士生 丁　锐 男 １９８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１８ 博士生 张永奇 男 １９８５．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１９ 博士生 黄元敏 男 １９８２．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２０ 博士生 刘钟尹 男 １９９０．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２１ 博士生 闫　伟 男 １９８２．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２２ 博士生 李　媛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２３ 博士生 王　博 男 １９８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２４ 博士生 熊小慧 女 １９８９．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５ 博士生 徐　晶 女 １９８７．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２６ 博士生 杨劲松 男 １９８７．０６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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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 博士生 王培杰 男 １９９３．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２９ 博士生 王　鹏 男 １９８２．０９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实验室在职

３０ 博士生 岳　冲 男 １９８９．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３１ 博士生 陈　勇 男 １９９１．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３２ 博士生 程　理 男 １９８２．０３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３３ 博士生 崔富荣 女 １９９１．１１ 地球化学 刘进峰 联合培养

３４ 博士生 胡宗凯 男 １９９３．０３ 构造地质学 杨晓平

３５ 博士生 李　伟 男 １９９１．１１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３６ 博士生 刘　恋 女 １９９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３７ 博士生 刘　奇 男 １９９３．１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３８ 博士生 邱江涛 男 １９８８．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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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 博士生 姚　远 男 １９８８．０９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４２ 博士生 曾宪阳 男 １９９１．０３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４３ 博士生 代成龙 男 １９９５．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杨晓平

４４ 博士生 邸　宁 男 １９９４．０５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刘进峰

４５ 博士生 冯嘉辉 男 １９９５．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４６ 博士生 黄　星 男 １９９３．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４７ 博士生 刘冠伸 男 １９９４．０７ 构造地质学 鲁人齐

４８ 博士生 刘世民 男 １９９５．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４９ 博士生 罗全星 男 １９９５．１２ 自然地理学 李传友 联合培养

５０ 博士生 马字发 男 １９９２．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５１ 博士生 石文芳 女 １９９２．０４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５２ 博士生 孙佳臖 女 １９９０．０７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５３ 博士生 王飞飞 女 １９８６．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５４ 博士生 卫晓彤 男 １９９６．０６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５５ 博士生 徐　博 男 １９９５．０１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５６ 博士生 余博文 男 １９９５．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５７ 博士生 张　扬 男 １９８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５８ 博士生 陈　浩 男 １９９７．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５９ 博士生 董凌峰 男 １９９０．１１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６０ 博士生 耿　爽 男 １９９４．１０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６１ 博士生 韩娜娜 女 １９９１．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６２ 博士生 李成龙 男 １９９２．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６３ 博士生 李科长 男 １９９０．０８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刘进峰

６４ 博士生 孙　晓 女 １９９１．０８ 构造地质学 鲁人齐

６５ 博士生 吴东霖 女 １９９５．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６６ 博士生 谢　皓 男 １９９６．０７ 构造地质学 詹　艳

６７ 博士生 叶轶佳 女 １９９６．０６ 构造地质学 杨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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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博士生 张茜茜 女 １９９５．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６９ 博士生 张熠辉 女 １９９６．１１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７０ 博士生 陈　晗 男 １９９７．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７１ 博士生 崔华伟 男 １９９０．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７２ 博士生 范晓冉 男 １９９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７３ 博士生 华　俊 男 １９９６．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７４ 博士生 姬　昊 男 １９９６．１０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７５ 博士生 李　瑞 男 １９９１．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７６ 博士生 李昕泽 女 １９９８．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７７ 博士生 李兆宁 男 １９９７．１１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７８ 博士生 梁德宝 男 １９９６．０１ 构造地质学 陈建业

７９ 博士生 刘书峰 男 １９９０．１０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８０ 博士生 卢丽莉 女 １９９７．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８１ 博士生 钱　黎 男 １９９８．０８ 构造地质学 李　涛

８２ 博士生 申丰铭 男 １９９６．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丽凤

８３ 博士生 石灵 女 １９９７．０１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８４ 博士生 谭　翮 男 ２００１．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韦　伟

８５ 博士生 席　茜 女 １９９５．１２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８６ 博士生 徐　芳 女 １９９７．１２ 构造地质学 鲁人齐

８７ 博士生 杨　顺 男 １９９５．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８８ 博士生 杨彦明 男 １９８０．１０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８９ 博士生 张　林 男 １９９６．０１ 构造地质学 陈建业

９０ 硕士生 陈　晗 男 １９９７．０９ 测绘工程 屈春燕 联合培养

９１ 硕士生 陈俊先 男 １９９７．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云华 联合培养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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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 硕士生 赫洪哲 男 １９９９．０５ 构造地质学 谭锡斌

９４ 硕士生 黄传超 男 １９９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焦中虎 联合培养

９５ 硕士生 李新秀 女 １９９６．１１ 第四纪地质学 刘春茹 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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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硕士生 李子鸿 男 １９９６．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９７ 硕士生 刘雪华 女 １９９８．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９８ 硕士生 彭　白 男 １９９７．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郝重涛

鲁人齐

９９ 硕士生 覃伟峰 男 １９９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姚　路

１００ 硕士生 隋雅诗 女 １９９７．１０ 第四纪地质学 覃金堂

１０１ 硕士生 杨悦彤 女 １９９８．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宋小刚

１０２ 硕士生 游子成 男 １９９７．０２ 构造地质学 毕海芸

１０３ 硕士生 原浩东 男 １９９７．０４ 资源与环境 李　安 联合培养

１０４ 硕士生 张国霞 女 １９９８．０２ 构造地质学 孙浩越

１０５ 硕士生 赵家豪 男 １９９７．０２ 资源与环境 石　峰 联合培养

１０６ 硕士生 左玉琦 男 １９９６．０６ 构造地质学 杨晓平

１０７ 硕士生 郝雨萌 女 １９９９．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焦中虎

１０８ 硕士生 花春雨 女 １９９９．０２ 构造地质学 石　峰

１０９ 硕士生 黄　莹 女 １９９８．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丽凤

１１０ 硕士生 李俊杰 男 ２０００．０１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１１１ 硕士生 刘瑞东 女 １９９９．１２ 构造地质学 陈桂华

１１２ 硕士生 刘睿哲 男 １９９８．０３ 构造地质学 陈建业

１１３ 硕士生 宋妤婧 女 １９９９．０１ 测绘工程 屈春燕 联合培养

１１４ 硕士生 苏晓倩 女 １９９６．０６ 地球化学 庞建章

１１５ 硕士生 孙泽林 男 １９９９．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肖骑斌

１１６ 硕士生 王　婉 女 １９９７．１０ 测绘工程 张国宏 联合培养

１１７ 硕士生 王小萌 女 １９９９．０１ 构造地质学 李　涛

１１８ 硕士生 王艳文 女 １９９９．０８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１１９ 硕士生 王　者 女 ２０００．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云华

１２０ 硕士生 武小文 女 １９９９．０１ 第四纪地质学 胡　钢

１２１ 硕士生 杨旭航 男 １９９７．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陶　玮

１２２ 硕士生 杨泽康 男 １９９９．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　雷

１２３ 硕士生 张朝阳 男 １９９８．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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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硕士生 张秀丽 女 １９９８．１２ 构造地质学 熊建国

１２５ 硕士生 赵　琳 女 １９９８．１１ 资源与环境 魏传义 联合培养

１２６ 硕士生 周　波 男 １９９８．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琼颖

１２７ 硕士生 崔娅琪 女 ２００１．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党嘉祥

１２８ 硕士生 邓亚婷 女 ２０００．０９ 构造地质学 魏占玉

１２９ 硕士生 黄　杰 男 ２００１．０３ 构造地质学 袁兆德

１３０ 硕士生 李姿资 女 ２０００．０７ 构造地质学 陈建业

１３１ 硕士生 刘　政 男 ２０００．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克亮

１３２ 硕士生 马　芳 女 １９９９．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段庆宝

１３３ 硕士生 邱　辉 男 １９９８．１２ 构造地质学 毕海芸

１３４ 硕士生 徐　超 男 １９９９．０５ 构造地质学 陈桂华

１３５ 硕士生 易文星 男 ２０００．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李　安

１３６ 硕士生 余金燕 女 １９９９．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凯英

１３７ 硕士生 袁冰倩 女 １９９８．１１ 第四纪地质学 刘进峰

１３８ 硕士生 云文峥 女 ２０００．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龚文瑜

１３９ 硕士生 张芳铭 女 １９９９．０９ 第四纪地质学 范佳伟

１４０ 硕士生 张俊杰 男 １９９８．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宋小刚

１４１ 硕士生 张亚荣 男 ２０００．０６ 构造地质学 刘彩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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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珍 女 １９８７．０９ 构造地质学 马胜利

２ 博士后 齐少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地质学 张培震

３ 博士后 陈一方 男 １９９１．０３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４ 博士后 郝海健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５ 博士后 李彦川 男 １９８９．１０ 地质学 屈春燕

６ 博士后 刘　洋 男 １９９１．０５ 地质学 何宏林

７ 博士后 吕丽星 男 １９９１．０７ 地质学 李　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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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博士后 杨海波 男 １９８９．１０ 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９ 博士后 邹俊杰 男 １９９１．１０ 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１０ 博士生 李跃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５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刘进峰

１１ 博士生 范　晔 女 １９８７．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１２ 博士生 王阅兵 男 １９８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１３ 博士生 许建红 男 １９８３．０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刘进峰

１４ 博士生 李明佳 男 １９９２．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联合培养

１５ 博士生 林玲玲 女 １９８２．０３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１６ 博士生 雷蕙如 女 １９９５．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１７ 博士生 庄其天 男 １９９２．０２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１８ 博士生 戴文浩 男 １９９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１９ 博士生 郭桥桥 男 １９９２．０１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２０ 博士生 黄飞鹏 男 １９９３．１０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２１ 博士生 黄涵宇 男 １９９３．０１ 矿产普查与勘探 鲁人齐 联合培养

２２ 博士生 孙　稳 男 １９９２．０５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２３ 博士生 吴玮莹 女 １９９３．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４ 博士生 张伟恒 男 １９９３．０６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刘进峰

２５ 博士生 高志钰 男 １９９４．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６ 博士生 刘晴日 女 １９９５．０２ 自然地理学 熊建国 联合培养

２７ 博士生 张斯琪 男 １９９４．０１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２８ 硕士生 范晓冉 男 １９９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联合培养

２９ 硕士生 陈　倩 女 １９９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竹琪

３０ 硕士生 华　俊 男 １９９６．０４ 测绘科学与技术 龚文瑜 联合培养

３１ 硕士生 冯　鹏 男 １９９５．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郭　飚

３２ 硕士生 梁　辉 男 １９９５．０１ 地质工程 陈　杰 联合培养

３３ 硕士生 李兆宁 男 １９９７．１１ 第四纪地质学 刘进峰

３４ 硕士生 李忠武 男 １９９７．０８ 构造地质学
于贵华

陈桂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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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硕士生 王　康 男 １９９７．０６ 第四纪地质学 尹功明 联合培养

３６ 硕士生 王绍俊 男 １９９４．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联合培养

３７ 硕士生 濮逸铖 男 １９９６．０６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３８ 硕士生 申丰铭 男 １９９６．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丽凤

３９ 硕士生 石灵 女 １９９７．０１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４０ 硕士生 邢宇 男 １９９７．０８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４１ 硕士生 徐　芳 女 １９９７．１２ 构造地质学 鲁人齐

４２ 硕士生 张钰曼 女 １９９６．０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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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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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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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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边界带断裂活

动习性与强震复发

行为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１０１ 郑文俊

张培震，毕海芸，

李传友，刘兴旺，

周　宇，雷启云，
邵延秀，李志刚，

田云涛，刘锋涛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２
地块及边界带深部

结构与深－浅构造
耦合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１０３ 陈九辉

詹　艳，郭　飚，
李　昱，李顺成，
尹昕忠，齐少华，

赵盼盼，陈一方，

陈　勇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３
活动地块理论完善

与边界带强震危险

性研究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１０４ 张竹琪 朱守彪，张冬丽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４
巨震震源的深部结

构特征及其识别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２０４ 申重阳

陈小斌，王立凤，

崔腾发，姜　峰，
刘钟尹，王培杰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５
华南火成岩地区深

层热源机制与地热

系统成因模式

２０１９ＹＦＣ０６０４９０１ 李义曼 刘琼颖，冯嘉辉，

李彦宝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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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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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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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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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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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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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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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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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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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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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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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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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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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止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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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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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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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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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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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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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碰撞以来古地理格

局与构造地貌过程
２０１９ＱＺＫＫ０７０４ 戴　霜

张会平，马　严，
庞建章，熊建国，

任治坤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科技项

目第二次青

藏高原综合

科学考察研

究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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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国家科技项

目第二次青

藏高原综合

科学考察研

究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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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科技项

目科技基础

资源调查专

项－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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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止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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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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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仲泰，梁　朋，
邹俊杰，卢海峰，

陈　鹏，黄小龙，
李林林，李文巧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６

国家科技项

目科技基础

资源调查专

项－课题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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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科技项

目科技基础

资源调查专

项－课题

２６

以阿尔金断裂中段

为例，走滑断裂的

几何构造结对断裂

活动习性的控制作

用

Ｕ１８３９２０３ 刘　静

马　严，张金玉，
王　恒，高战武，
李　峰，徐　伟，
袁兆德，谢　虹，
邵延秀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联合基金

２７

断层亚失稳与地震

短临前兆物理机制

的实验和数值模拟

研究

Ｕ１８３９２１１ 马胜利

马　瑾，王丽凤，
代树红，姚　路，
郭彦双，汲云涛，

黄元敏，李　媛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联合基金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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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基金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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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重点

项目

３０
断层亚失稳与地震

短临前兆物理机制

的实验与野外研究

４２１１１５３００３０ 姚　路
马胜利，王丽凤，

郭彦双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

与交流项目

３１
使用历史地震图研

究 １９２０海原 Ｍ８５
级地震

４１７７４０５０ 郭　志 陶京岑，李　通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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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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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隐伏活动断层的定

量研 究 与 三 维 建

模：以龙门山山前

带为例

４１８７２２０６ 鲁人齐

蔡明刚，李海鸥，

李新男，魏雷鸣，

王振南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３
基岩断层面的古地

震研究
４１８７２２１３ 何宏林

孙浩越，石　峰，
横山典， 白滨吉起，

郝海健，邹俊杰，

周　朝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４

巴颜喀拉地块中部

ＩｎＳＡＲ形变场演化
特征及地震危险性

研究

４１８７２２２９ 屈春燕

龚文瑜，张桂芳，

赵德政，李彦川，

乔　鑫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５
阿尔金断裂带中段

运动特征与应变分

布模式研究

４１８７４０２７ 刘云华

宋小刚，张桂芳，

张迎峰，赵德政，

李彦川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６
俯冲带蛇纹石矿物

摩擦滑动特性实验

研究

４１８７４２１８ 张　雷
马　玺，刘　洋，
田　平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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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
西藏冈底斯山弧高

海拔古地貌开始形

成时间

４１９０２１２１ 张佳伟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９
塔城盆地东缘断裂

晚第四纪活动特征

和滑动速率研究

４１９０２１９９ 俞晶星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０

青藏高原亚东－谷
露裂谷带的隆升剥

蚀对雅鲁藏布江河

流演化的影响

４１９０２２１３ 葛玉魁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１
青藏高原东缘龙门

山南段千年尺度地

表侵蚀定量化研究

４１９０２２１５ 王　伟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２

阿尔金断裂乌尊硝

尔段古地震复发特

征与级联破裂行为

研究

４１９０２２１６ 袁兆德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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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部分熔融对高喜马

拉雅片麻岩电导率

性质影响的实验研

究

４１９０４０８７ 陈进宇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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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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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

磁铁矿 （Ｕ－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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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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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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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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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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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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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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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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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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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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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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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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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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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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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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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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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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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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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平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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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新建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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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止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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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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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永胜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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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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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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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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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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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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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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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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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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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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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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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

南截山断裂带晚第

四纪活动习性及其

在阿尔金北段转换

挤压系统中的构造

作用

２０２０Ｍ６８０６２０ 杨海波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７５

海原断裂 １９２０年地
震破裂段浅层蠕滑

特征及摩擦特性研

究

２０２１Ｍ６９２９７３ 李彦川 单新建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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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春燕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７７
青藏高原东缘新生

代东旺盆地沉积演

化研究

２０２２Ｍ７１２９４４ 赵旭东 詹　艳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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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９
天山北坡活动构造

三维形态研究及孕

震模型构建

２０２０Ｂ０３００６－１ 李　涛
张伟恒，刘　奇，
邸　宁，李科长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省部级项目

８０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

厘定郯庐断裂带安

丘－莒县断裂中南
段晚第四纪地表变

形特征

Ｄ２０２１３０５００３ 曹　筠 魏占玉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省部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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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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

全国 １
!

１００万地震
构造 图 编 制 （华

北、华南、西南、西

北 和 新 疆 区 域 ）

２０２２

ＪＨ－２２－０７
何宏林

王忠梅
吴熙彦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

省部级项目

８２ 科技规划编制 ２０２２ ＪＨ－２２－１１ 马胜利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

省部级项目

８３
科技与国际合作规

划编制和实施 ２０２２
ＪＨ－２２－１３ 马胜利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

省部级项目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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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
应急响应产品产出

———地震构造图
ＪＨ－２２－２３ 吴熙彦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

省部级项目

　　注：带  者非本实验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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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藏铁路热红处理技术应用研究 陈顺云 安徽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２ 阿坝断裂 １
!

５万活动断层地质填图 何宏林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３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１第四纪

王　萍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４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２遥感解译

张国宏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５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３活动断裂普查
子专题 １

石　峰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６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３活动断裂普查
子专题 ２

黄雄南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７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３活动断裂普查
子专题 ３

谭锡斌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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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起止时间

８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３活动断裂普查
子专题 ５

陈　杰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９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５主要活动断裂
危险性评价

张竹琪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０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８成果集成与数
据库建设

刘云华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１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质量保证组

蒋汉朝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２
甘孜州 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１第四纪

范佳伟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３
甘孜州 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２遥感

龚文瑜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４
甘孜州 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５危险性评价

张竹琪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５
甘孜州 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８数据库

张会平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６
甘孜州 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９项目管理和交流

蒋汉朝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７
康定 １

!

１万城市活动断层探查———质
保

蒋汉朝 甘孜州应急管理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１８
金沙江下游梯级水库地震成因及判别

方法
鲁人齐

中国地震局

地震预测研究所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１９
乌兰察布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

性评价———大地电磁测深
孙翔宇 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２０
乌兰察布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

性评价———资料搜集
宋小刚 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２１
乌兰察布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

性评价———岱海南北缘断裂补充调查
石　峰 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２２
乌兰察布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

价———隐伏断层晚第四纪活动性鉴定Ａ
王　萍 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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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起止时间

２３
乌兰察布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

性评价———隐伏断层晚第四纪活动性

鉴定 Ｂ
孙浩越 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２４
胡杨项目红白山厂址 （区段）地震地

质条件初步分析
杨晓平

深圳中广核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２５ ２０２１年度地震信息专题符号设计 吴熙彦
中国地震局

地震预测研究所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２６
滁州活断层跨断层钻孔联合地质剖面

探测及活动性鉴定
刘春茹

安徽省震灾风险

防治中心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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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
标准孔探测与第四纪地层剖面建立专

题报告编制
胡　钢

中国地震局

第一监测中心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２９
胡杨项目南疆地区地震地质条件初步

分析
杨晓平

深圳中广核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３０
东莞市石龙－厚街断裂、南坑－虎门断
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数据库更新

建设

李　安
广东省震灾

风险防治中心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３１
宣城城市地震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

险性评价
刘春茹

安徽省震灾

风险防治中心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３２
马鞍山市活动断层探测———标准钻孔

探测与第四纪地层剖面建立
刘春茹

华东冶金地质

勘查研究院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３３
六安市活动断层探测———标准钻孔探

测与第四纪地层剖面建立
刘春茹

华东冶金地质

勘查研究院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３４
舟山市定海区应急管理局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地震普查
尹功明

浙江永济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３５
广 东 省 各 地 级 市 地 震 构 造 图

（１
!

２５００００）分幅建库与成图项目
魏占玉

广东省震灾

风险防治中心
２０２２～２０２２

３６
山东枣庄庄里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场地

地震安全性评价
李　安

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２０２２

３７
兰新客专地震灾害复旧西宁至张掖段

（Ｋ１９６５＋５２５～Ｋ１９８１＋８７４）整治工程
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孙浩越 兰新铁路甘青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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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起止时间

３８
西藏自治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 （林芝、昌都地震部分）
石　峰

中国地质科学院

地质力学研究所
２０２２～２０２２

３９ 新疆湖相沉积综合分析 徐红艳 ６３６５３部队 ２０２２～２０２２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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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
新建铁路波密至然乌线工程场地地震

安全性评价报告编制
孙浩越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２０２２

４２
西藏增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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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４３
西藏玉曲河碧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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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４４
交城断裂 （汾阳－文水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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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２０２２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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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
莆田市城市活动断层探测及地震危险

性评价专题 ３———深部构造环境评价
尹昕忠 福建省地震局 ２０２２～２０２２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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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
四川省大渡河双江口扩机工程地震安

全性评价专题研究
孙浩越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４９
广东清远下坪抽水蓄能电站地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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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２０２２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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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２０２２

５１
辽宁省地震灾害风险调查———鞍山城

市活断层探测
孙浩越 辽宁省地震局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５２
拉萨、日喀则重点县 （区）级 １

!

５万
活动断层分布及避让图

石　峰
中国地质科学院

地质力学研究所
２０２２～２０２２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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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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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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２０２３

２
利用多波段 ＩｎＳＡＲ时间序列方法研究北京及
其周边地区地壳形变场与活动构造的关系

孙建宝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４～２０２２

３
老虎山断裂蠕滑段及邻近断裂段的第四纪活

动性与几何复杂度研究
刘　静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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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２０２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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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２０２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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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７
基于时序 ＩｎＳＡＲ的天祝地震空区断裂带形变
场精细观测及地震危险性研究

屈春燕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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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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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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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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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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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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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地震成核过程的数值模拟研究 张　雷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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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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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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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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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类型 起止时间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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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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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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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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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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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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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验室发表的学术论文

１、在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

　　１）ＡｎＭｅｎｇｋｅ，ＺｈａｎｇＦｅｎｇｓｈｏｕ，ＭｉｎＫｉｂｏｋ，ＥｌｓｗｏｒｔｈＤｅｒｅｋ，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

ＺｈａｏＬｕａｎｘｉａｏ，２０２２，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ｅｐｉｄｏｔｅｉｎ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ｆａｕｌｔｓｕｎｄｅｒ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７（３）：ｅ２０２１ＪＢ０２３１３６

２）白鸾羲，谭锡斌，周朝，２０２２，乌拉山分水岭的稳定性研究———来自 值的

证据，地质力学学报，２８（４）：５１３—５２２．

３）包雨鑫，孙建宝，李涛，梁存任，詹艳，韩静，李永生，张景发，２０２２，基于

ＩｎＳＡＲ数据分析四川盆地南部长宁页岩气区块地表形变场基本特征，地震学报，

４４（３）：４２７—４５１．

４）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ＳｈｉＬｉｎ，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ＰｅｎｇＨｕｉ，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ｊｕｎ，ＹｏｕＺｉｃｈｅｎｇ，Ｓｕｎ

Ｘｉｎ，２０２２，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Ｗｕｌａｓｈａｎｐｉｅｄｍｏｎｔｆａｕｌｔ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ｂｌｏｃｋｆｒｏｍｆａｕｌｔｓｃａｒｐ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

９１１１７３

５）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Ｙａ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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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ｕｎｓｈｅｎｇ，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ＰｅｎｇＨｕｉ，２０２２，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Ｓｅｒｔｅｎｇｓｈａｎｐｉｅｄｍｏｎｔ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ＬｉＤＡＲ ｄａｔ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４１（８）：ｅ２０２１ＴＣ００７１７４

６）ＢｉＹｕｎｐｅｎｇ，ＰａｎｇＥｒｃｈｅｎｇ，ＳｕｎＹｏｎｇｓｈｕｏ，ＬｉｕＹｕｌｏｎｇ，ＢｉａｎＱｉｕｍａｎ，Ｌｉｕ

Ｓｕｚｈｅｎ，Ｓｈｅｎ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ｎｄｉ，ＨａｏＱｉｎｇｚｈｅｎ，ＤｅｎｇＣｈｅｎ

ｇｌｏｎｇ，２０２２，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ｆｌｕｖｉｏ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ｒｅＤＹ１ｉｎｔｈｅＤａ

ｔｏｎｇ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ｘｉｒｉｆ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５９９：１１１０６３

７）Ｂｉ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ＧｏｎｇＪｕｎｆｅｎｇ，ＺｕｚａＡｎｄｒｅｗＶ．，ＹａｎｇＲｏｎｇ，ＣｈｅｎＬｉｎ，ＪｉＪｉａｎ

ｑｉｎｇ，Ｙｕ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ＴｉａｎＹｉｈｏｎｇ，ＹｕＺｈｉｑｕａｎ，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ＬｉｎＸｉｕｂｉｎ，ＣｈｅｎＨａｎ

ｌｉｎ，２０２２，Ａｌｏ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ｔｒｅｎｄｉｎｇｒｉｆｔｓｉｎｓｏｕｔｈ

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ａｄｏｎｇＧｕｌｕｒｉｆ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１（７）：ｅ２０２１ＴＣ００７０９１

８）操聪，赵凌强，党昊，郑勇，２０２２，内蒙古狼山山前断裂中段大地电磁探测研

究，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４２（９）：９７５—９７９．

９）ＣａｏＪｉａｎｌｉｎｇ，ＷｅｎＸｕｅｚｅ，ＬｏｎｇＦｅｎｇ，ＹａｎｇＹｏｎｇｌｉｎ，ＳｕＱｉｎ，２０２２，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

ｖｅｒｓｅａｆｔｅｒｓｌｉｐ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ｔＹｉｎｇｘｉ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ｃａｓｅ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ｔｓｈａｌｌｏｗｄｅｐｔｈ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２５：１０５０５３

１０）曹筠，李彦宝，冉勇康，徐锡伟，马董伟，张志强，２０２２，城市隐伏活动断层

避让典型案例分析———以新沂市郯庐断裂带沿线某场地为例，地震地质，４４（４）：

１０７１—１０８５．

１１）ＣｈｅｎＤｉ，Ｒｅｎ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Ｄｅｎｇ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ＴｉａｎＺｈｅｎｄｏｎｇ，ＹｉｎＲｕｎｓｈｅｎｇ，

２０２２，Ｍｅｒｃｕｒｙｌｏｓｓａｎｄｉｓｏｔｏｐ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ｍｅｒｃｕｒｙｄｕｒｉｎｇ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３３４：２３１—２４０．

１２）陈桂华，李忠武，黄雄南，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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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灾防御技术，１７（１）：２８—３７．

１３）ＣｈｅｎＧｕｉｈｕａ，ＬｉＺｈｏｎｇｗｕ，Ｈｕ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ｎａｎ，２０２２，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ｆａｕｌｔｉｎｇ

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ａｙａｎｈａｏｔｅ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ｉｓ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９７０１９２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２年度报告　　

１４）陈桂华，李忠武，徐锡伟，孙浩越，哈广浩，郭鹏，苏鹏，袁兆德，李涛，

２０２２，２０２１年青海玛多 Ｍ７４地震发震断裂的典型同震地表变形与晚第四纪断错累

积及其区域构造意义，地球物理学报，６５（８）：２９８４—３００５．

１５）ＣｈｅｎＧｕｉｈｕａ，ＺｅｎｇＸｕｎ，ＬｉＺｈｏｎｇｗｕ，ＸｕＸｉｗｅｉ，２０２２，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ｏｆｌａｎｄ

ｆｏｒｍ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ＴｕｏｓｕｈｕＭａｏｎｉｕ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ｉｔｓｓｅｉｓ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

Ｑａｉｄａｍ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３（２Ａ）：８９７—９１３．

１６）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ｎｄｒｅＲ．，Ｓｐｉｅｒ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２０２２，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７（１１）：ｅ２０２２ＪＢ０２４５３０

１７）ＣｈｅｎＪｉｅ，ＷｕＴｏｎｇｈｕａ，ＬｉｕＬｉｎ，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ＺｗｉｅｂａｃｋＳｉｍｏｎ，ＺｏｕＤｅｆｕ，

ＺｈｕＸｉａｏｆａｎ，ＨｕＧｕｏｊｉｅ，ＤｕＥｒｊｉ，Ｗｕ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ＬｉＲｅｎ，ＹａｎｇＳｉｚｈｏｎｇ，２０２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ｅｌａｙｅｒ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 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４９（１５）：ｅ２０２１ＧＬ０９７５８６

１８）ＣｈｅｎＪｉｅ，ＷｕＴｏｎｇｈｕａ，ＺｏｕＤｅｆｕ，ＬｉｕＬｉｎ，Ｗｕ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Ｚｈｕ

Ｘｉａｏｆａｎ，ＬｉＲｅｎ，ＨａｏＪｕｎｍｉｎｇ，ＨｕＧｕｏｊｉｅ，Ｐ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ＹａｎｇＳｉｚｈｏｎｇ，

２０２２，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ｇｒｏｕ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ＩｎＳＡＲｏ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６８：１１２７７８

１９）ＣｈｅｎＪｉｎｙｕ，２０２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ｏｎｔｈ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

ｃａｌｌｙ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ｍｉｘｅｄ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ｑｕａｒｔｚｇｏｕｇｅ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０：９１３３１５

２０）ＣｈｅｎｇＬ．，ＺｈａｎｇＣ．，ＺｈｏｕＹ．，ＨｏｒｎＩ．，ＷｅｙｅｒＳ．，ＨｏｌｔｚＦ．，２０２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ｏｆ１１Ｂｉｎ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ｍｅｌｔ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ｏｕｒｍａｌｉｎ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ｃｈｅｍ

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３７—４２．

２１）ＣｈｅｎＹｉ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ＧｕｏＢｉａｏ，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ＬｉＹｕ，ＱｉＳｈａｏｈｕａ，Ｚｈａｏ

Ｐａｎｐａｎ，２０２２，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ＹｉｎｃｈｕａｎＨｅｔａｏ

ｇｒａｂｅｎ，ＮＷ Ｃｈｉｎ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ｓ，３２９－３３０：１０６９１１．

２２）ＣｈｅｎＹｉ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ＧｕｏＢｉａｏ，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ＬｉＹｕ，ＱｉＳｈａｏｈｕａ，Ｚｈａｏ

Ｐａｎｐａｎ，２０２２，Ｔｈ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ｖ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Ｒａｄ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３０（２）：１０５２—

１０６４．

２３）Ｃ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ｉ，ＨｕＸｉａｎｇｙｕｎ，ＨａｎＢｏ，ＬｉＹｉｍａｎ，ＫｏｎｇＹａｎｌｏｎｇ，ＴａｎｇＪｉ，

２０２２，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ＷｕｙｉＹｕｎｋａｉｏｒｏｇｅ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３（１１）：ｅ２０２２ＧＣ０１０４５６

２４）ＣｕｉＦｕｒｏｎｇ，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ＦａｎＰｅｎｇｌｉ，ＬｉＺｈａｏｎｉｎｇ，ＬｉＫｅｃｈａｎｇ，

ＣｈｅｎＪｉｅ，２０２２，Ｉｓｏｌａｔｉｎｇｑｕａｒｔｚ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ＯＳＬ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ｒｏｃｋｓｌｉｃｅｂｙｕｓｉｎｇｐｕｌｓｅｄｓｔ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ａｔｉｎｇｂｕｒｉａｌａｇｅｏｆｃｏｂｂｌｅｓ，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７２：

１０１３６７

２５）崔建勇，张曼玉，宋冬梅，罗升，单新建，王斌，２０２２，基于同类地物地表温

度日变化相关性的 ＭＯＤＩＳＬＳＴ重建算法，地震地质，４４（５）：１２４０—１２５６

２６）ＤａｉＷｅｎｈａｏ，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ＭａＸｉ，２０２２，Ｐｓｅｕｄｏｔａｃｈｙｌｙｔｅｍｙｌｏｎｉｔｅｓ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ｃｒｅｅｐ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ｕｃｔｉｌｅｔｏ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ｕｐｔｕｒ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ｅｎｃｅ，１０：９３１００５．

２７）董泽义，汤吉，赵国泽，陈小斌，崔腾发，韩冰，姜峰，王立凤，２０２２，首都

圈极低频电磁台网区地下电性结构探测，地震地质，４４（３）：６４９—６６８．

２８）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２０２２，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２（１１）：２３２８—２３４８．

２９）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ＳｈｉＷｅｉ，ＧｕｏＱｉａｏｑ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Ｓｉｑｉ，ＷｅｉＸｉａｏｔｏｎｇ，

ＣａｉＭｉｎｇｇａｎｇ，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ａｉｔａｎｇ，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ｏｎｇ，ＸｉａｏＪｕｌｅ，２０２２，Ａ～２８ｋｙｒｃｏｎｔｉｎｕ

ｏｕｓ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ｐｌａｔｅ，ｓｌｏｗｓｌｉｐｐｉｎｇＦｕｙｕ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８２８８０１

３０）ＦａｎＸｉａｏｒ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ＸｉｅＣｈａｏｄｉ，Ｈｕ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ｃｈａｏ，

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２２，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１ＭＷ７３Ｍａｄｕ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ｒｏｍ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９９３９８４

３１）范晔，陈小斌，汤吉，崔腾发，孙翔宇，王培杰，刘钟尹，２０２２，郯庐断裂带

合肥－宿迁段及邻区大地电磁三维成像，地球物理学报，６５（４）：１３３６—１３５３．

３２）范晔，汤吉，缪杰，叶青，崔腾发，董泽义，韩冰，孙贵成，２０２２，２０２０年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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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２年度报告　　

月 １２日唐山古冶 ５１级地震的电磁现象，地震地质，４４（３）：６６９—６８５．

３３）方智伟，邹蓉，李志才，王敏，谭凯，杨少敏，王琪，２０２２，用 ｃＧＰＳ研究青

藏高原南缘现今垂向变动，地球物理学报，６５（６）：１９６５—１９７９．

３４）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ＭｏｌｎａｒＰｅｔｅｒ，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ＸｉａｏＧｅｎｒｕ，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Ｋｅｌｉａｎｇ，Ｌｉ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ＸｕＫｅｋｅ，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２０２２，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ｄ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ｆａｕｌｔｔｒａｃｅｓａｎｄＧＰＳ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３４（５－６）：１１２９—１１４２．

３５）ＧａｏＦａｎ，ＺｉｅｌｋｅＯｌａｆ，ＨａｎＺｈｕｊｕｎ，ＧｕｏＰｅｎｇ，ＧａｉＨａｉｌｏｎｇ，Ｄａｉ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

２０２２，Ｆａｕｌｔｅｄ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Ｌｅｎｇｌｏｎｇｌ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２３：２２９１９５

３６）高志钰，郭进义，刘杰，２０２２，北斗在地壳形变监测中的应用进展，测绘通

报，３：３２—３５．

３７）ＧａｏＺｈｉｙｕ，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ｏＬｉ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Ｙｕｆｅｉ，２０２２，Ｔｅｓ

ｔｉｎｇａ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１ＭＷ７４

Ｍａｄｕｏ，Ｔｉｂｅ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３（３）：１６５０—１６５９．

３８）ＧｅＪｉｎ，ＳｈｉＸｕｈｕａ，ＣｈｅｎＨａｎｌｉｎ，ＬｉｎＸｉｕｂｉｎ，ＧｅＷｅｉｐｅｎｇ，ＷｅｉＸｉａｏｃｈｕｎ，Ｌｉ

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Ｈａｉｂ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ＺｈａｎｇＦｅｎｇｑｉ，２０２２，Ｔｗｏ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ｓａｌｉｅｎｔ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Ｍｉｄ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ｍｕｌｔｉ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９６７５２９

３９）ＧｅＷｅｉｐｅｎｇ，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ＭｏｌｎａｒＰｅｔｅｒ，ＷａｎｇＭｉ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Ｙｕａｎ

Ｄａｏｙａｎｇ，２０２２，ＧＰ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

ｒｅｖｅａｌｓ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１２７（９）：ｅ２０２２ＪＢ０２４２１６．

４０）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ｕＣｈｕａ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２２，Ａ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ＩｎＳＡＲ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ｓｍａｌｌｔｏ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４（６）：１４２５．

４１）ＧｕｏＪｉａ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ｘｉｎ，ＷａｎｇＤｕｏ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ＷａｎｇＬｉｂ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

ｋａｉ，ＣａｉＮａｏ，ＭｉａｏＳｈｅｑｉａｎｇ，２０２２，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ｉｆｆｕｓ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ａｌｃａｔ

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ｉｔｈ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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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ｚｏｎ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７（３）：ｅ２０２１ＪＢ０２３４２５．

４２）ＧｕｏＱｉａｏｑｉａｏ，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ＬｉＹｕｍｅｉ，Ｓｈｉ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Ｓｉｑｉ，

ＷｅｉＸｉａｏｔｏｎｇ，２０２２，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ｌｄｅｓｔｐｅｒｉｏｄｉｎ

Ｇｕｙｕａｎ，Ｎｉｎｇｘｉａ，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４～１１Ｍａ，ＰｌｏｓＯｎｅ，１７（５）：ｅ０２６８１９５．

４３）ＧｕｏＺｈｉ，ＧａｏＸｉｎｇ，２０２２，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ｌｙ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ｂｌｏｃｋ，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２３：２２９１８７．

４４）韩冰，汤吉，赵国泽，王立凤，董泽义，范晔，孙贵成，２０２２，极低频台站同

震电磁信号特征分析，地震地质，４４（３）：７５３—７７０．

４５）ＨａｎＦｅｉ，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ＳｈａｏＱｉｎｇｆｅｎｇ，ＳｕｎＸｕｅｆｅｎｇ，ＶｏｉｎｃｈｅｔＰｉｅｒｒｅ，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Ｍａｎｃｈｅｎ，ＬｉＭｅｎｇｑｉ，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２０２２，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ｅａｒｌｙ

ｈｕｍａｎ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ｕｐｌ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

ｏ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ｕｒａｎｉｕｍ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９３９７６６．

４６）ＨａｎＦｅｉ，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ＶｏｉｎｃｈｅｔＰｉｅｒｒｅ，ＪｉｎＭａｎｇｕ，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

２０２２，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Ｍｅｉｐｕｈｏｍｉｎｉｎｓｉｔ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ｙｃｏｕｐｌｅｄＥＳＲ／Ｕ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

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２６Ａｌ／１０Ｂｅｂｕｒｉａｌｄａ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７０：１０１２９５．

４７）韩静，詹艳，孙翔宇，赵国泽，刘雪华，包雨鑫，孙建宝，彭远黔，２０２２，强

电磁干扰环境下的大地电磁数据特征及处理，地震地质，４４（３）：７３６—７５２．

４８）ＨａｎＪｉｎｇ，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Ｙａｎ，ＬｉｕＸｕｅｈｕａ，２０２２，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Ｙｉｎ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ｗｅ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ｉｎ

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２７：１０５０８９．

４９）韩龙飞，刘静，姚文倩，王文鑫，刘小利，高云鹏，邵延秀，李金阳，２０２２，

２０２１年玛多 ＭＷ７４地震震中区地表破裂的精细填图及阶区内的分布式破裂讨论，地

震地质，４４（２）：４８４—５０５．

５０）何登发，包洪平，开百泽，许艳华，鲁人齐，张才利，魏柳斌，成祥，２０２２，

鄂尔多斯克拉通地块活化了吗？，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４３（６）：１２７１—１２９１．

５１）ＨｕＧａｎｇ，ＭｉｎＲｕｉ，ＺｈｏｕＹｉ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ｓｈｕａｉ，ＷａｎｇＹａｎｒｅｎ，ＷａｎｇＣｈｕｎｘ

ｉｎ，ＷａｎｇＨｕｉ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Ｌｅｉ，ＦａｎＡｎｃｈｕａｎ，２０２２，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ｏｆ

ａｍｅｇａｆｌｏｏｄｅｖｅｎｔｏｎａｔｅｒｒ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Ｊｉｎｓｈａｒｉ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７０：

１０１３０３．

５２）胡宗凯，李安，原浩东，苗树清，杨晓平，２０２２，北天山博乐盆地南缘勒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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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褶皱晚第四纪构造变形，震灾防御技术，１７（１）：１—１０．

５３）华俊，龚文瑜，单新建，王振杰，季灵运，刘传金，李永生，２０２２，多轨道

ＩｎＳＡＲ震间形变速率场拼接方法，地震地质，４４（５）：１１７２—１１８９．

５４）Ｈｕ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ｃｈａｏ，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ＸｉｅＣｈａｏｄｉ，

ＴｕＨｏｎｇｗｅｉ，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ｈｕＣｈｕａｎｈｕａ，ＨａｎＮａｎａ，ＣｈｅｎＪｕｎｘｉａｎ，２０２２，Ｒｕｐｔｕ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２ＭＷ６６Ｍｅｎｙ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ａｃｃｅｌｅｒｏ

ｇｒａｍｄａｔａ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４（２０）：５１０４．

５５）ＨｕａｎｇＦｅｉｐ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

ＫａｎｇＨｕａｎ，２０２２，Ａｌｏ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２７：１０５０８２．

５６）黄星，洪顺英，金红林，孙凯，金阳，２０２２，嘉黎－崩错断裂现今变形特征分

析，地球物理学进展，３７（１）：３０—４０．

５７）ＪｉＨａｏ，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ＳｏｎｇＷｅｉｊｕａｎ，２０２２，ＥＳＲ

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ＨｏｕｇｏｕＰａｌｅｏｌｉｔｈｉｃｓｉｔｅｉｎｔｈｅＮｉｈｅｗａｎ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ｓｉｎｇｂｏｔｈａｄｄｉ

ｔｉｖｅａｎｄ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ｏｓ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６１９：７２—８０．

５８）姬昊，刘春茹，张沛全，李冰溯，聂冠军，魏传义，尹功明，２０２２，重结晶碳

酸盐在碳酸盐岩区基岩断层定年中的应用———以广西那坡断裂北段 Ｒ剪切断层为

例，地震地质，４４（５）：１１４２—１１５５．

５９）ＪｉＨａｏ，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ｑｕａｎ，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ＬｉＢｉｎｇｓｕ，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

２０２２，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ｄａｔ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ｏｆｔｈｅＥＳＲｓｉｇｎａｌａｔｇ＝２０００６ｉｎｒ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１５７：１０６８３０．

６０）ＪｉＨａｏｍｉｎ，Ｌ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ＬｉｕＱｉｎｇ，２０２２，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ｎｑｉｕＪｕｘｉａ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Ｔａｎ

Ｌｕ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７６６２２２．

６１）姬生月，杨浩，董蔺，王振杰，贺凯飞，２０２２，结合实时数据产品与北斗短

报文的厘米级海洋精密相对定位，国防科技大学学报，４４（６）：１３４—１４３．

６２）ＪｉＳｈｅｎｇｙｕｅ，ＺｈｅｎｇＱｉａｎｌｉ，ＷｅｎｇＤｕｏｊｉｅ，ＣｈｅｎＷｕ，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ｊｉｅ，ＨｅＫａｉｆｅｉ，

２０２２，Ｓｉｎｇｌｅｅｐｏｃｈ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ＣＯＲＳ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ＧＮＳＳ，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４（１）：１３．

６３）ＪｉａｎＨｕｉｚｉ，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２０２２，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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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ａｎｄ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ＴｕｏｓｕｏＬａｋ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Ｋｕｎｌｕｎｆａｕｌｔ，Ｃｈｉｎａ，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９（７）：ｅ０２６８１９５．

６４）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ＭａｒｔｙｎＪ．，ＣａｉＪｕｎｔａｏ，ＨａｎＢｉｎｇ，Ｗａｎｇ

Ｌｉｆｅｎｇ，ＤｏｎｇＺｅｙｉ，ＣｕｉＴｅｎｇｆａ，ＺｈａｎＹａｎ，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ＴａｎｇＪｉ，２０２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

ｔｈｅ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ＧｏｎｇｇａＳｈａ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３Ｄ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

ｌｕｒｉｃｄａｔａ，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９（９）：ｅ２０２１ＧＬ０９７３９４．

６５）ＪｉａｎｇＨ．，ＺｈａｎｇＪ．，ＺｈａｎｇＳ．，ＺｈｏｎｇＮ．，ＷａｎＳ．，ＡｌｓｏｐＧ．Ｉ．，ＸｕＨ．，ＧｕｏＱ．，

ＹａｎＺ．，２０２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ｄｕｒ

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ｎｅ，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９（３）：ｅ２０２１ＧＬ０９６８３２．

６６）ＪｉａｎｇＨ．，ＸｕＣ．，ＡｄｈｉｋａｒｉＢ．Ｒ．，ＬｉｕＸ．，ＴａｎＸ．，ＹｕａｎＲ．，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ｓｍａｎｄ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ｅｎｃｅ，１０：１０７６８０１．

６７）姜卫平，许才军，李志伟，武艳强，谭凯，耿江辉，屈春燕，郑刚，温扬茂，

贺克锋，周晓慧，刘计洪，陈长云，冯光财，省天琛，２０２２，利用空间观测技术研究青

海玛多 ７４级地震孕育发生变形时空特征，地球物理学报，６５（２）：４９５—５０８．

６８）Ｊ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ｈｕ，２０２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ａｌ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ｏｎｇ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ａｔ

ｅｌｌｉｔｅｐａｓｓｉｖｅ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ｄａｔａ，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４（２３）：１０５０８９．

６９）Ｊ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ｈｕ，ＭｕＸｉｈａｎ，２０２２，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ｅａｒｓｋｙ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ｒｅｔｒｉｅ

ｖｉｎｇ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ｌｏｎｇ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ＭＯＤＩＳｄａｔａ，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７１：１１２９０３．

７０）Ｊ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Ｈｕ，ＭｕＸｉｈａｎ，２０２２，Ｓｉｎｇｌ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ｏｆｃｌｅａｒｓｋｙ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ｏｎｇ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ＩＲＳ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１１０：１０２８０２．

７１）Ｊ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ｈ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２２，Ｐｒ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ｆｒｏｍ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４（１０）：ｅ０２６８１９５．

７２）ＪｉｎＣｈａｏ，ＺｈａｏＦｅｉ，ＬｉｕＬａｎｇｔａｏ，Ｓ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ｔ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Ｂｅｉｂｅｉ，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ＧａｏＳｈｕａｉｐｏ，２０２２，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ｔｒａｔａ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ｓａｌｔｍｉｎｅ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８１（１２）：３３４．

７３）康欢，陈岳龙，李大鹏，张会平，杨屹，薛国梁，刘威，２０２２，东天山觉罗塔

格构造带晚三叠世镁安山岩的厘定及其构造意义，地学前缘，２９（４）：３５８—３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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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ＫａｎｇＨｕａｎ，ＣｈｅｎＹｕｅｌｏｎｇ，ＸｕｅＧｕｏ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ｏＪｕｎ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Ｎａ，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ｇｙａｎｇ，２０２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ｎ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ａ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ｔｙｐｅｕｒａｎｉ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９６（２）：

５７１—５８１．

７５）ＫａｎｇＨｕａｎ，ＬｉＤａｐｅｎｇ，ＸｕｅＧｕｏｌｉａｎｇ，ＸｕＢｅｎｙａｎ，Ｇｅ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ｅｎ，ＹｕＹａｎｇ，

２０２２，Ａｓｈｉｆｔｏｆｍａｎｔｌ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ｏｓｔ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ｌｌａｖａｓ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ｌｉｎｋｓｗｉｔｈｓｙｎ

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６０７：１２１００９．

７６）ＫｏｒｚｈｅｎｋｏｖＡ．Ｍ．，ＤｅｅｖＥ．Ｖ．，ＫｏｒｚｈｅｎｋｏｖａＬ．Ａ．，ＬｉｕＪｉａｏ，ＭａｚｅｉｋａＹ．Ｖ．，

ＲｏｇｏｚｈｉｎＥ．Ａ．，ＳｔｒｅｌｎｉｋｏｖＡ．Ａ．，ＴｕｒｏｖａＩ．Ｖ．，ＵｓｍａｎｏｖａＭ．Ｔ．，ＦｏｒｔｕｎａＡ．Ｂ．，２０２２，

Ｓｔｒｏ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ｅｒｓｋｅｙＡｌａＴｏｏｒａｎｇｅａｄｙｒｓ，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ｅ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ｈｅＨｏｌ

ｏｃｅｎｅｆｒｏｍｒａｄｉ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Ｉｚｖｅｓｔｉｙ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５８（２）：２４３—

２６６．

７７）ＫｕｏＬｉｗｅｉ，ＨｕｎｇＣｈｉｅｎＣｈｅｎｇ，ＬｉＨａｉｂｉｎｇ，ＡｒｅｔｕｓｉｎｉＳｔｅｆａｎｏ，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

ＤｉＴｏｒｏＧｉｕｌｉｏ，ＳｐａｇｎｕｏｌｏＥｌｅｎａ，ＤｉＦｅｌｉｃｅＦａｂｉｏ，ＷａｎｇＨｕａｎ，ＳｉＪｉａｌｉａｎｇ，ＳｈｅｕＨｗｏ

Ｓｈｕｅｎｎ，２０２２，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ｂｅｌｔｇｏｕｇｅｓｆｒｏｍＷＦＳＤ－３

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１２７（５）：ｅ２０２２ＪＢ０２４０８１．

７８）雷蕙如，周永胜，姚文明，马玺，何昌荣，党嘉祥，苗社强，戴文浩，２０２２，

安宁河断层地震成核条件研究———来自天然花岗岩断层泥摩擦实验的启示，地球物

理学报，６５（３）：９７８—９９１．

７９）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Ｄｕ

Ｐｅ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ｎ，２０２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

Ｈｅｌａ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ＷｅｓｔＯｒｄｏ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

ａｒｄ，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３３：２２９３７５．

８０）ＬｉＡｎ，ＬｉｕＲｕｉ，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ＬｉＨｕａｎｙｕ，Ｙ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ＧｕｏＣｈａｎｇｈｕｉ，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２０２２，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

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ｅｎ

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ｕｘｉａｒｅｇ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４０：１０５４４５．

８１）Ｌｉ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ＺｈａｏＣｕｉｐｉｎｇ，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

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２０２２，Ｓｌｉｐ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１Ｙａｎｇｂ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ｏｒｅｍａｉｎａｆ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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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ｃｋ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ａｌｏｎｇａｎｕｎｋｎｏｗｎ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ａ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ＷｅｉｘｉＱｉａｏｈｏｕｆａｕｌｔ，Ｓｅｉｓ

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３（３）：１４００—１４１２．

８２）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ＬｉｕＪｉｎｒｕｉ，ＭａＪｕｎ，ＳｕＧａｎｇ，ＬａｎＪｉａｎ，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

ＲａｎＨｏｎｇｌｉｕ，２０２２，Ｆｉｅｌ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ａｔｓｕｎａｍｉａｎｄｓｕ

ｐｅｒｓｈｅａ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ｌｏｎｇａｐｌａｔ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 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１５９（６）：８９３—９０３．

８３）李传友，孙凯，马骏，李俊杰，梁明剑，房立华，２０２２，四川泸定６８级地震

———鲜水河断裂带磨西段局部发起、全段参与的一次复杂事件，地震地质，４４（６）：

１６４８—１６６６．

８４）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２０２２，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ｕｅｔｏ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０：１０８２３１６．

８５）ＬｉＤａｈｕ，ＤｉｎｇＺｈｉ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Ｙａｎ，ＣｈａｎｇＬｉｊｕｎ，２０２２，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

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ｎｄｅｒ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ｔｈｅ

ｄｅｅｐ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２６：１０５０６８．

８６）ＬｉＪｉｅ，ＹａｏＹｕａｎ，ＬｉＲｕｉ，ＹｕｓａｎＳｕｌｉｔａｎ，ＬｉＧｕｉｒｏｎｇ，ＦｒｅｙｍｕｅｌｌｅｒＪｅｆｆｒｅｙＴ．，

ＷａｎｇＱｉ，２０２２，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ｒｕｓ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Ｋｅｐｉｎｇｔａｇｅｆｏｌｄａｎｄ

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９（１１）：ｅ２０２２ＧＬ０９９１０５．

８７）李俊毅，侯卫生，郭飚，沈旭章，郑文俊，２０２２，鄂尔多斯西南缘及邻区三

维速度结构全波形反演，地球物理学报，６５（６）：２０７４—２０８９．

８８）ＬｉＭｉｎｇｊｉａ，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ＸｕｅＬｉａ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ＺｈａｏＢｉｎ，ＨｕＬｅｙｉｎ，

２０２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ｑｕｉｆ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ｕｅｔｏＳｏｕｔｈｔｏ

ＮｏｒｔｈＷａｔｅｒ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ｔＨｕａｉｒｏｕ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ｉｔ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ｕｓｉｎｇ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４（１５）：３５４９．

８９）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ＰｉｅｒｃｅＩａｎＫ．Ｄ．，ＡｉＭｉｎｇ，ＬｕｏＱｕａｎｘ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Ｚｈｅｎｇ

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２２，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ｘｉａｎ

Ｂａｏｊｉ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Ｃｈｉｎａ，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ｕｓｉｎｇ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ｓｔｒｅａｍ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４１０：１０８２７９．

９０）李新秀，刘春茹，姬昊，魏传义，２０２２，钙华 ＥＳＲ信号对不同人工辐照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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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响应特征，第四纪研究，４２（５）：１４４３—１４４９．

９１）李旋，赵俊峰，王迪，胡超，赵旭东，王科，管斌，张海龙，２０２２，柴达木盆

地西部地区早－中侏罗世沉积体系与古气候环境探讨，天然气地球科学，３３（７）：

１０６０—１０７３．

９２）ＬｉＸｕｅ，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ＺｈｕＣｈｕａｎｈｕａ，ＷａｎｇＳｈｕｙｉｎｇ，ＬｉＷｅｉｄｏｎｇ，Ｗａｎｇ

Ｌｅｙａｎｇ，ＺｈｕＷｕ，２０２２，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２０２１ＹａｎｇｂｉＭＷ６１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ＳＡＲ，Ｒｅ

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４（４）：１０１７．

９３）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ＮｏｃｑｕｅｔＪｅａｎＭａｔｈｉｅ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２２，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８６°Ｅ）ｆｒｏｍＧＰＳ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２８（２）：１３６１—１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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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ｙｕ，２０２２，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２ＭＷ６７Ｌｕｄｉｎｇ（Ｔｉｂｅ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ｅ

ａｎｄｐｏｓ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ｍａｊｏｒｆａｕｌｔ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

ｔｅｒｓ，４９（２４）：１０５０８９．

９５）ＬｉＹａｗｅｉ，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ＬｉＣｈａｎｇａｎ，ＧｕｏＲｕｊｕｎ，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ＺｈａｎｇＹｕｆｅｎ，

２０２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ｅｎｔｒｅｓ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Ｐｌｉｏｃｅｎ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ｆｌｕｖｉ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Ｚｈｏｕｌａｏｃｏｒ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Ｂａｓｉｎ，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７０：１０１２９７．

９６）ＬｉＹｉｇｅ，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ＺｈｏｕＨａｏｙｕ，ＬｉｕＴｉｎｇ，

２０２２，Ｅａｒｌｙ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ｅｌａｎＳｈ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ｄｕｅｔｏｑｕａｎ

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８２５８４９．

９７）ＬｉＺｈａｎｆｅｉ，ＸｕＸｉｗｅｉ，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Ｐａｕｌ，ＣｈｅｎＧｕｉｈｕａ，ＲｅｎＪｕｎｊｉｅ，ＬｉＫ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Ｊｉａ，Ｋａ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ＬｕｏＪｉａｈｏｎｇ，２０２２，Ｌｏ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ｒ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ｆｏｕｒ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ｓｏｎ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ｓＭｉｎｌｅＤａｍａｙｉｎｇｆｒｏｎｔａｌｔｈｒｕｓｔ（ＮＥＴｉｂｅｔ）：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ｔｅｖ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ＬｅｎｇＬｏｎｇＬ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

１２７（５）：ｅ２０２１ＪＢ０２２８００．

９８）李兆宁，刘进峰，崔富荣，覃金堂，杨会丽，陈杰，２０２２，黄河悬移质多种光

释光信号的顺流变化特征及对河流搬运过程和测年应用的启示，第四纪研究，

４２（５）：１３８８—１４００．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９９）李忠武，陈桂华，２０２２，基于无人机倾斜航空摄影三维点云测量同震倾滑变

形研究———以 ２０２１年玛多 ＭＳ７４地震地表破裂为例，震灾防御技术，１７（１）：４６—

５５．

１００）ＬｉＺｈｏｎｇｙｕｎ，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Ｈａｏ，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ＭａＺｈａｎｗｕ，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

ＨｕａｎｇＰｉｎｇ，２０２２，Ｌａｒｇｅｒｉｖｅｒ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ＪｉｎｓｈａａｎＧｏｒｇｅｏｎ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４００：１０８０９２．

１０１）梁明剑，黄飞鹏，孙凯，张会平，吴微微，张佳伟，杜方，周文英，２０２２，巴

颜喀拉块体内部五道梁－长沙贡玛断裂中段全新世活动及最新古地震证据，地球科

学，４７（３）：７６６—７７８．

１０２）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ＸｉａｏＧｅｎｒｕ，ＷａｎｇＧｕｏｑｕａｎ，Ｄａｉ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ＤａｉＤａｎｑｉｎｇ，Ｌｉ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ｑｉ，ＷａｎｇＹｕｅｂｉｎｇ，

ＬｉｕＪｕｎｑｉｎｇ，２０２２，Ｓｔｒｏ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ｒａｔｅＧＰ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２１

ＭＳ６４Ｙａｎｇｂｉ，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３（６）：３２１９—３２３３．

１０３）ＬｉａｎｇＳｈｕｍｉ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ＣｈｅｎＧａ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Ｂｉ

Ｈａｉｙｕｎ，ＹａｎｇＸｕｅ，ＺｈａｎｇＹｉｐｅｎｇ，ＤｕａｎＬｅｉ，ＬｕＢｅｎｔｉａｎ，２０２２，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ｔｈｅＪｉｎｑｉａｎｇｈ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Ｑｉｌｉａｎ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９６（３）：８２５—８４３．

１０４）廖桂金，叶东华，邓志辉，李罛，唐国英，胡伟明，２０２２，地震重力异常与

地面沉降重力异常的特征分析，地震地质，４４（４）：８９５—９０８．

１０５）ＬｉｎＣｈｅｎｇｆａ，ＬｉｕＳｈａｏｆｅｎｇ，Ｔ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ＺｈｕａｎｇＱｉｔｉａｎ，ＬｉＲｕｉｗｅｉ，ＴａｎＭａｏ

ｊｉｎ，ＳｔｅｅｌＲｏｎａｌｄＪ．，２０２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

ｃｅｏｕｓ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Ｘｕａｎｈｕａ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４（１）：１９０—２１９．

１０６）林旭，刘海金，刘静，吴中海，李兆宁，陈济鑫，李玲玲，胡程伟，２０２２，黄

河流域碎屑钾长石 Ｐｂ同位素物源示踪，地震地质，４４（４）：９４４—９６０．

１０７）刘兵权，黎立云，卫梦希，王博楠，王之东，２０２２，基于球壳模型的地壳应

力与深度关系研究，矿业科学学报，７（４）：４７４—４８０．

１０８）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ＱｉｎＨｕａｆｅｎｇ，ＦｅｒｒｅＥｒｉｃＣ．，ＷａｎｇＷｅｉ，ＨｅＫｕａｎｇ，ＤｅｎｇＣｈｅｎ

ｇｌｏｎｇ，２０２２，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ｈｅｍａｔｉｔｅｓｅｌｆ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ｉｎＡｌｒｉｃｈｓｏｉｌｓ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Ｒｅ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ａｍｅｉｒｅｄｓｏｉ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ＢｏｓｅＢａ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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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７（４）：ｅ２０２１ＪＢ０２３１６５．

１０９）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ＪｉＨａｏ，ＬｉＷｅｎｐｅｎｇ，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２０２２，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Ａｌａｎｄ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ａｎｄｂａｋ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ｂｙ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ｌａｖａｆｌｏｗ：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Ｄａｔｏｎｇ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Ｃｈｉｎａ，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ｓ，１５７：１０６８２３．

１１０）刘江涛，刘双童，叶正真，高志钰，２０２２，一种区域精密天顶对流层延迟组

合预报模型，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４２（９）：９５１—９５６．

１１１）ＬｉｕＪ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Ｊｉａｑｉｎｇ，ＳｕｎＧｕａｎｇｔ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

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２２，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６ＭＷ７８Ｋａｉｋｕｏｒａ，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ｏｆｆｓｅ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１３（５）：４１５—４２６．

１１２）ＬｉｕＪｉｎｒｕｉ，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Ｚｈｅｎｇ

Ｗｅｎｊｕｎ，ＬｉＸｕｅｍｅｉ，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２０２２，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ａｏｈｕ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１（２）：ｅ２０２１ＴＣ００６９９２．

１１３）刘璐，邵延秀，王伟，张金玉，刘兴旺，邹小波，姚
"

胜，２０２２，藏南仲巴

裂谷带地貌和断裂活动特征研究，地球科学，４７（８）：３０２９—３０４４．

１１４）ＬｉｕＭｉｎ，ＬｉＨｏｎｇｙｉ，ＺｈａｎｇＭｉａｏ，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ＹａｎｇＹｉｈａｉ，ＬｉＬｕ，Ｃｈａｎｇ

Ｚｕ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２０２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３Ｅｒｙ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ＭＳ５５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ａｚａｒ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３７：２２９４４５．

１１５）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ＬｉｕＱｉｏｎｇｙｉｎｇ，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ＲｅｎＹａｑｉｏｎｇ，

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ＦｅｎｇＪｉａｈｕｉ，２０２２，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ｓｔｒｅｓ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ｆｉｅｌ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４（２２）：ｅ０２６８１９５．

１１６）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ＱｉＷｅｎｂｏ，ＦｅｎｇＪｉａｈｕｉ，Ｃｈｅｎ

Ｈａｏ，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２０２２，Ａ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ａｓｅｌ，１２（２３）：１０５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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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ｅｉｈｅｎｇ，２０２２，ＭＥＴｐｏｓｔＩＲＩＲＳＬ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ｃｏｂｂｌｅｓｂｕｒｉｅｄｉｎｆ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

ｒａ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７２：ｅ０２６８１９５．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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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ＬｉｕＱｉｏｎｇｙｉｎｇ，ＨｅＬｉｊｕａｎ，ＹｉＺｅ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ｙｏｕ，２０２２，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ｐｏｓｔｒｉｆｔ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ｍａｎｔ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

ｆａｕｌ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１（１）：ｅ２０２１ＴＣ００６７４８．

１１９）刘小利，夏涛，刘静，姚文倩，徐晶，邓德贝尔，韩龙飞，贾治革，邵延秀，

王焱，乐子扬，高天琪，２０２２，２０２１年青海玛多 ＭＷ７４地震分布式同震地表裂缝特

征，地震地质，４４（２）：４６１—４８３．

１２０）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２２，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ｔｒａｉｎ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４（９）：１０５０８９．

１２１）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ＹａｏＷｅｎｑｉａｎ，ＬｉｕＸｉａｏｌｉ，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ＷａｎｇＷｅｎｘｉｎ，Ｈａｎ

Ｌｏｎｇｆｅｉ，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ｅｎｇＸｉａｎｙａｎｇ，ＬｉＪｉｎ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Ｚｉｊｕｎ，ＬｉｕＺｈｉｊｕｎ，ＴｕＨｏｎｇｗｅｉ，

２０２２，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ｍｏ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１６０ｋｍｌｏ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

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１ＭＷ７４Ｍａｄｏ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２（２）：３８—４８．

１２２）刘钟尹，陈小斌，蔡军涛，崔腾发，赵国泽，汤吉，欧阳飚，２０２２，大地电

磁三维反演云计算系统 ｔｏＰｅａｋ的设计与实现，地震地质，４４（３）：８０２—８２０．

１２３）ＬｕＨｏｎｇｈｕａ，ＪｉａｎｇＹｕｔｏｎｇ，ＬｉＢｉｎｇｊ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ｕＤｅｎｇｙｕｎ，Ｐａｎｇ

Ｌｉ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ＬｉＹｏｕｌｉ，２０２２，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ｒａｖｅｌ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ａ

ｌｙｓ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ａｒ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１２７（５）：ｅ２０２１ＪＦ００６４７２．

１２４）鲁人齐，房立华，郭志，张金玉，王伟，苏鹏，陶玮，孙晓，刘冠伸，单新

建，何宏林，２０２２，２０２２年６月１日四川芦山 ＭＳ６１强震构造精细特征，地球物理学

报，６５（１１）：４２９９—４３１０．

１２５）ＬｕｏＭｉ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ＯｗｅｎＬｅｗｉｓＡ．，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

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ＧｏｎｇＺｈｉｊｕｎ，ＬｕｏＪｉａｈｏｎｇ，２０２２，Ａｎｏｖｅ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ｓｌｉｐ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ｆｏｒｂｅｄｒｏｃｋｆａｕｌｔｓｃａｒｐｓｕｓｉｎｇｒｏｃｋ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９（１６）：ｅ２０２２ＧＬ０９９５２６．

１２６）罗全星，李传友，２０２２，内蒙古乌兰哈达－高勿素断裂的新活动证据及构造

意义初探，第四纪研究，４２（４）：９６７—９７７．

１２７）ＬｕｏＱｕａｎｘｉｎｇ，ＬｉＹｏｕｌｉ，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Ｌｉｎｄｓａｙ，ＲｉｍａｎｄｏＪｅｒｅｍｙ，ＨｕＸｉｕ，

ＧｕｏＡｉｌｕｎ，ＺｈａｏＪｕｎｘｉａｎｇ，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ＬｉｕＱｉｎｇｒｉ，Ｊ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ｒｕ，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ＳｕｎＫ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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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Ｄｉｒｅｃ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ｄｅｘｔｒａｌｓｈｅａｒ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ｎｘｉＧｒａｂｅｎＳｙｓｔｅｍ：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ｇｅｏ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Ｌｉｕｌｅｎｇｓｈａｎ ｆａｕｌｔ，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４１（１２）：

ｅ２０２２ＴＣ００７４９０．

１２８）ＭａＸｕ，ＫｉｒｉｃｈｅｋＡｌｅｘ，ＨｅｌｌｅｒＫａｒｅｌ，ＤｒａｇａｎｏｖＤｅｙａｎ，２０２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Ｐ－

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ｆｌｕｉｄｍｕｄｕｓ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ｅｎｃｅ，１０：８０６７２１．

１２９）ＭａＸｕ，ＷｅｓｔｍａｎＥｒｉｋ，ＧｕｏＫａｉ，ＳｕｎＥｎｊｉ，ＹａｎｇＴａｏ，２０２２，Ｐａｓｓｉｖｅ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ｍｉｎｅｓｕｓｉｎｇｔａｂｕｌａｒｍｅｓｈｇｒｉｄｓ，Ｌｉｔｈｏ

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２：４０６１６５０．

１３０）ＭａＸｕ，ＷｅｓｔｍａｎＥｒｉｋ，ＭａｌｅｋＦａｒｉｄ，ＮｉｅＢａｉｓｈｅｎｇ，ＬｉｎＳ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２０２２，

Ｔｈｅ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ｔａｄｅｅｐｎｉｃｋｅｌｍｉｎ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ｇｎｉ

ｔｕｄ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ｄｅｃａｙ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ｍａｊｏｒｅｖｅｎｔｓ，Ａｃｔａ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７０（３）：

１２４１—１２５２．

１３１）ＭａＸｕｅｄｏｎｇ，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ＱｉａｎｇＸｉａｏｋｅ，ＭａＹｕｘｕｅ，Ｌｉｕ

Ｃｈｕｎｒｕ，ＺｈａｏＺｈｉｐｅｎｇ，Ｇ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ｂｉｎ，ＪｉＨａｏ，ＢａｉＭｉｎｇｈｕｉ，ＭａｏＪｕｎ，Ｌｉ

Ｇｕｏｑｉｎｇ，２０２２，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Ｐｌｉｏｃｅｎ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Ｙｉｎ

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Ｎ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６７：１２０—１２７．

１３２）ＭａＹａ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Ｗｕ

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ＨｅＨｕａｉｙｕ，２０２２，Ｎｅｏｎ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ｐｒｏｖｅ

ｎａｎｃｅ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ｂａｓｉｎ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５９０：１２０７０１．

１３３）马字发，张会平，马元旭，赵旭东，２０２２，河道沉积物粒度沿程变化特征及

其影响因素，地质学报，９６（１０）：３６５８—３６７３．

１３４）ＭａｏＬｉｎｇｔａｏ，ＬｅｉＹｕ，ＤｉｎｇＬｅｉｌｅｉ，ＷｕＪ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ｉＬｉｙｕｎ，ＹａｎｇＭｉｎ，Ｊｕ

Ｙａｎｇ，ＣｈｉａｎｇＦｕＰｅｎ，２０２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ｉｎｓｉｌｔｓｔｏｎｅｗｉｔｈａｐｒｅｅｘ

ｉｓｔｉｎｇ３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ｌａｗｕｎｄｅｒｕｎｉａｘ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Ｘ－ｒａ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ｓｐｅｃｋｌ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１８９：１１０４８４．

１３５）ＭｉａｏＳｈｅｑ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ＭａＸｉ，Ｄ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ｇ，２０２２，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Ａｎｎｉｎｇ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ｅ０２６８１９５．

１３６）穆璇，白永良，单新建，张国宏，王振杰，２０２２，同震重力变化对震源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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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的敏感性研究：以 ２００４年苏门答腊地震为例，地球物理学报，６５（１１）：４３６９—

４３８２．

１３７）逄立臣，姜禹彤，武登云，吴孟韩，吕红华，郑祥民，２０２２，蒙特卡洛方法

与逆冲构造变形速率的限定，第四纪研究，４２（３）：９１１—９２０．

１３８）彭白，苏鹏，鲁人齐，蔡明刚，郝重涛，刘冠伸，２０２２，浅层人工地震和地

质雷达在城市活动断层探测中的联合应用———以鹤壁市汤东断裂为例，震灾防御技

术，１７（２）：２６９—２７７．

１３９）ＰｅｎｇＨｕｉ，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Ｌｉａｎｇ

Ｓｈｕｍｉｎ，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ｊｕｎ，２０２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ｏｆ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ＯｒｄｏｓＢｌｏｃｋ：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ｂｙ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ｒｅｎｃｈ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２（１）：６８２３１５５．

１４０）ＰｅｎｇＪｕｎ，ＷａｎｇＸｕｌｏｎｇ，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ＡｄａｍｉｅｃＧｒｚｅｇｏｒｚ，ＤｕＪｉｎｈｕａ，Ｚｈａｏ

Ｈｕｉ，ＫａｎｇＳｈｕｇａｎｇ，ＨｕＧｕａｎｇｙｉｎ，ＺｈｅｎｇＹｕｅ，２０２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ｅｏｌｉａ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ＴｅｎｇｇｅｒＤｅｓｅｒ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ｃｈｒｏｎ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ｓｆｒｏｍ ｄｒｙｌａｎｄ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７５：１０７２８８．

１４１）彭远黔，孙翔宇，詹艳，赵凌强，刘雪华，冉志杰，王莉森，２０２２，张北地

震区三维深部电性结构与孕震环境，地球物理学报，６５（９）：３４６４—３４８０．

１４２）ＰｅｎｇＹｕａｎｑｉａｎ，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Ｙａｎ，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ＬｕｏＱｕａｎｘｉｎｇ，Ｌｉｕ

Ｘｕｅｈｕａ，ＲａｎＺｈｉｊｉｅ，ＷａｎｇＬｉｓｅｎ，２０２２，３Ｄｄｅｅｐ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Ｂｏｈａｉ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９６６１９２．

１４３）濮逸铖，覃金堂，陈杰，尹功明，２０２２，基于 Ｓｏｂｏｌ′方法的释光热年代模型

参数敏感性分析，第四纪研究，４２（５）：１４３０—１４４２．

１４４）ＱｉａｏＤｅｊｉｎｇ，ＬｉＺｈｅｎ，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Ｌｉ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ＭｃＣｏｌｌＫａｉｇｈｉｎＡ．，Ｂｉ

Ｈａｉｙｕｎ，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ｍｉｎ，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２０２２，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ｎｄ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ｎｏｗｄｅｐｔｈ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ｕｓｉｎｇ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ｔｒｉｐｌｅ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５８（４）：ｅ２０２１ＷＲ０３０８９５．

１４５）Ｑｉｕ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ＪｉＬｉｎｇｙｕｎ，ＺｈｕＬｉａｎｇｙｕ，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２０２２，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ｃｒｏｓｓＳｏｕｔｈ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ｆｒｏｍ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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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２年度报告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９：７９３８９０．

１４６）ＱｉｕＳｈｏｕｂｉｎ，ＷａｎｇＦｕｄｏｎｇ，ＤｏｎｇＦａｑｉｎ，ＴｉａｎＦｕｙｕｃｈｕａｎ，ＺｈａｏＸｕｅｑｉｎ，Ｄａｉ

Ｑｕｎｗｅｉ，ＬｉＱｉｏｎｇｆａｎｇ，ＺｈｕＹｕｙｉｎ，ＷａｎｇＹａｎｗｅｎ，２０２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Ｄａｗａｎｔｒａｖｅｒｔｉ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８（１）：２５１—２６５．

１４７）Ｒｅｍｂ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ｏｂｅｌＥｄｗａｒｄＲ．，ＫｌｅｙＪｏｎａｓ，ＴｅｒｂｉｓｈａｌｉｅｖａＢａｉａｎｓｕｌｕ，Ｍｕ

ｓｉｏｌＡｎｔｊｅ，ＣｈｅｎＪｉｅ，ＺｈｏｕＲｅｎｊｉｅ，２０２２，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ｅｒｍｏ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ｂａｃｋａｒｃｂａｓｉ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Ｐａｍｉ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Ａ

ｓｉａ，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２（１）：７５１４６９１．

１４８）Ｒｅｎ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２０２２，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ｑｕａｒｔｚｔｏｃｏｅｓｉｔｅｕｎ

ｄｅｒ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１２（８）：１０５０８９．

１４９）Ｒｅｎ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Ｈｅｐｉｎｇ，２０２２，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ｅｎｃｅ，１０：８５２４０３．

１５０）Ｒｅｎ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Ｈｅｐｉｎｇ，２０２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ｖｏｌｕｍｅｐｒｅｓｓ：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ｉｎｇｅｄ６－８ｔｙｐｅｌａｒｇｅｖｏｌｕｍｅ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８５１８１３．

１５１）任光雪，李传友，孙凯，２０２２，天山东端喀尔里克山北缘断裂晚第四纪活

动与转换挤压变形，地震地质，４４（１）：４６—６２．

１５２）ＲｅｎＪｕｎｊｉｅ，ＸｕＸｉｗｅｉ，ＬｖＹａｎｗｕ，ＷａｎｇＱｉｘｉｎ，ＬｉＡｎ，ＬｉＫａｎｇ，ＺｈｕＪｉｎｌａｉ，

ＣａｉＪｕｎｔａｏ，ＬｉｕＳｈａｏ，２０２２，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Ｌａｎｃ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Ｔｉｂｅｔｒａｉｌｗａｙ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０６：１０６７４８．

１５３）任晴晴，赵宜宾，钱小仕，李科长，张艳芳，２０２２，基于ＰＯＴ模型的昆仑山

地区地震统计特征分析，震灾防御技术，１７（３）：５２９—５３８．

１５４）Ｓ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ｍｅｉ，ＹａｎｇＹｕ，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２０２２，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

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ｉｎｔｈｅＳ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ａｎｔｌ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Ｍａｇｕａｎ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ｘｅｎｏ

ｌｉｔｈ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２２：２２９１５２．

１５５）ＳｈａｏＴｏｎｇｂｉｎ，ＳｏｎｇＭａｏ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ＷｕＪｉｅ，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Ｍａ

Ｘｉ，ＤｉｎｇＸｉｎｇ，２０２２，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ｉｎｔａｃｔａｎｔｉｇｏｒｉｔｅａ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ｔｕｒ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ｓｌｏｗ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ａｎｄｓｔａｂｌｅｓｌｉｄ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５８：

１０４５７９．

１５６）邵延秀，刘静，高云鹏，王文鑫，姚文倩，韩龙飞，刘志军，邹小波，王焱，

李云帅，刘璐，２０２２，同震地表破裂的位移测量与弥散变形分析———以 ２０２１年青海

玛多 ＭＷ７４地震为例，地震地质，４４（２）：５０６—５２３．

１５７）邵志刚，武艳强，季灵运，刁法启，石富强，李玉江，龙锋，张辉，朱良玉，

陈长云，王武星，魏文薪，王秡，刘晓霞，刘琦，潘正洋，尹晓菲，刘月，冯蔚，邹镇

宇，曹建玲，徐晶，韩立波，程佳，鲁人齐，徐岳仁，李西，孙鑫?，２０２２，中国大陆

活动地块边界带主要断层的强震震间晚期综合判定，地球物理学报，６５（１２）：４６４３—

４６５８．

１５８）沈续文，沈晓明，刘静，曾令森，杨超群，葛玉魁，邢宇，曾宪阳，王子

君，李云帅，李金阳，２０２２，青藏高原东南缘次林错岩体晚白垩世－早新生代快速剥

蚀，地质学报，９６（１０）：３３３２—３３４４．

１５９）盛书中，陈桂华，徐锡伟，万永革，李红星，宫猛，王向腾，张雄，张潇，

２０２２，基于构造应力场识别震源机制解节面中发震断层面———以盈江地区为例，地

球物理学报，６５（１１）：４２７３—４２８３．

１６０）ＳｈｉＦｅｎｇ，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ＬｉｕＹｉｄｕｏ，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ＳｕｎＨａｏｙｕｅ，２０２２，Ａｃｔｉｖ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ｎｔｉｎｇｈ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ｎ

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９：８１８２２５．

１６１）石霖，郑文俊，张岩，杨敬钧，张冬丽，黄荣，彭慧，毕海芸，唐清，２０２２，

基于高分辨率地形数据的断层陡坎形态演化与强震活动关系研究，中国地震，

３８（３）：４７２—４８５．

１６２）时伟，蒋汉朝，２０２２，青藏高原东缘湖相沉积和黄土高原黄土沉积磁化率

与粒度相关性对比，古地理学报，２４（３）：５９９—６１０．

１６３）ＳｈｉＷｅｉ，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ＡｌｓｏｐＧ．Ｉａｎ，ＷｕＧｕｏ，２０２２，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１３３

Ｋａ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ｍａｊ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ｃｏｌｌｉ

ｓｉｏｎｚｏｎ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８３８２９９．

１６４）ＳｈｉＷｅｉ，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ＭａＳｉｙｕａｎ，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Ｓｉｑｉ，

ＧｕｏＱｉａｏｑｉａｏ，ＷｅｉＸｉａｏｔｏｎｇ，２０２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ｆｌｕｖｉ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ｔ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ｃ

ｔｏｎ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ＭｉｎＲｉｖｅ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Ｅａｒ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１０（６）：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２年度报告　　

１１９５—１２０９．

１６５）石文芳，徐伟，尹金辉，郑勇刚，２０２２，秦岭北缘古地震基岩崩塌和滑坡施

密特锤暴露年龄，地震地质，４４（６）：１３８４—１４０２．

１６６）ＳｈｉＸｕｈｕａ，ＣｈｅｎＨａｎｌｉｎ，ＹａｎｇＲ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Ｙｕａｎ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２０２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９５７５５８．

１６７）宋冬梅，王慧，单新建，王斌，崔建勇，２０２２，基于最大切应变的震前

ＧＲＡＣＥ重力异常信息提取方法，地震地质，４４（６）：１５３９—１５５６．

１６８）宋刚，杨晓松，２０２２，甘肃省老虎山断裂带区域地壳纵波速度的实验，地

震地质，４４（５）：１２７３—１２８９．

１６９）ＳｕＱｉ，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ｙａｎ，ＬｕＨｕａｙｕ，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ＸｉｅＨｏｎｇ，２０２２，Ｒｉｖｅｒｐｉ

ｒａｃｙ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６０１：１１１１４７．

１７０）ＳｕＱｉ，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ｙａｎ，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ｕＨｕａｙｕ，ＸｉｅＨｏｎｇ，

２０２２，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ｐｌａｙｓａｋｅｙｒｏｌｅ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ｅｒｒａＮｏｖａ，３４（３）：２３１—２４３．

１７１）隋哲民，李建章，王思凡，高志钰，２０２２，山西陆态网络坐标时间序列噪声

及速度场分析，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４２（２）：１４８—１５２．

１７２）ＳｕｎＦｅｎｇｘｉａ，ＬｉＹｉｎｇ，ＨｅＱｉａｎｇ，ＬｉｕＬｅｉ，ＷａｎｇＺｈｉｇａｎｇ，ＸｕＣｈａｏｗｅｎ，Ｃｕｉ

Ｙｕｅｊｕ，ＺｈａｎｇＹｉ，ＧｏｎｇＱｉｎｇｊｉｅ，ＤｕＪｉａｎｇｕｏ，２０２２，Ｓｏｕ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ａｔ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ｔｌｅｗｅｄｇｅ，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４２（４）：

３３６—３４８．

１７３）ＳｕｎＨｕａｓｈａｎ，ＷｕＰａｎ，Ｌｉ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ＤａｎｉｓｉｋＭａｒｔｉｎ，ＬｉＺｈａｎｋｅ，

Ｚｈ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ｋｕｎ，ＣｈｅｎＧｕｏｄｏｎｇ，ＫｏｕａＫａｄｉｏＡｋａＤ．，ＹａｎｇＨｕｉ，ＳｏｎｇＦａｎｙｕｅ，Ｗｕ

Ｈａｎｇｄｅ，２０２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ｘｈｕｍｅ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ＪｉａｏｊｉａａｎｄＬｉｎ

ｇｌｏｎｇｇｏｌｄ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ｔｈｅＪｉａｏｄｏｎｇｇｏｌｄ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ｚｉｒｃｏｎａｎｄ

ａｐａｔｉｔｅ（Ｕ－Ｔｈ）／Ｈｅｄａｔａ，Ｏｒ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ｓ，１４４：１０４８５７．

１７４）孙佳臖，孟勇琦，谭晓迪，赵帅，李占飞，２０２２，基于地貌单元的北京地区

场地 Ｖｓ３０分类研究，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４２（６）：２４６—２５２．

１７５）ＳｕｎＷｅｎ，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ＳｕｎＨａｏｙｕｅ，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２０２２，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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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ＬｉＤＡＲ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Ｄｕｓｈａｎｚｉｒｅｖｅｒｓ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８９５７５８

１７６）ＴａｏＬｏｎｇｆｅｎｇ，ＧｕｏＬｉｎｇ，Ｌｉｕ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ＭａＸｉ，ＭａＨｏｎｇｗｅｎ，２０２２，Ａｃｔｉ

ｖａｔｅ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ｐｌａｎｔｓａｓ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ｂｙ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

Ｋ２ＯＭｇＯＡｌ２Ｏ３ＳｉＯ２ｓｙｓｔｅｍｕｓｉｎｇＫ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ａｓａｍａｊｏｒｓｏｕｒ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ｅａｎｅｒ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３７０：１３３５１１．

１７７）ＴａｏＹａｌ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ｗｅｉ，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Ｗｕ

Ｙｉｎｇ，Ｚｈ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Ｆｅｉｐｅｎｇ，ＭａＺｉｆａ，２０２２，Ｌａｔ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Ｅａｒｌｙ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ｅｘ

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ｏｕｔｗａｒｄｐｌａｔ

ｅａｕｇｒｏｗｔｈ，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Ｃｈａｎｇｅ，２１６：１０３８９７．

１７８）田雷，王博，晏锐，周志华，２０２２，四川理塘水温强震前异常变化特征及效

能检验，中国地震，３８（２）：２１３—２２５．

１７９）ＴｏｈｔｉＭｕｎｉｒｄｉｎ，ＬｉｕＪｉａｎｈｕａｎ，ＸｉａｏＷｅｎｊｉａｏ，ＷａｎｇＹｉｂｏ，ＤｉＱｉｎｇｙｕｎ，Ｚｈｏｕ

Ｋｅｆａ，２０２２，Ｆｕｌｌ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ｖ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ｐｈａｓｅｃｏｈｅｒ

ｅｎｃｙ，Ｎｅ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５）：４９４—５０６．

１８０）ＴｏｎｇＹａｂｏ，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ｙｕ，ＰｅｉＪｕｎｌｉｎｇ，ＷａｎｇＨｅｎｇ，ＷｕＺｈｏｎｇｈａｉ，Ｌｉ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２０２２，Ｕｐｐｅｒｃｒｕｓｔａｌ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ｔｈ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ｄｅｌｅｄ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ｔｈｅＣｈｕａｎｄｉａｎ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ｂｙａｎｉｓｏｔ

ｒｏｐｙ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１（４）：ｅ２０２１ＴＣ００７１２６．

１８１）王博，周永胜，钟骏，胡小静，张翔，周青云，李旭茂，２０２２，滇西北断裂

带土壤气地球化学特征及对断层活动性的启示，地震地质，４４（２）：４２８—４４７．

１８２）王博，周永胜，钟骏，王月，解孟雨，王云，胡小静，张翔，２０２２，滇西北构

造地热特征及对地震活动的影响，地球物理学报，６５（９）：３４１９—３４３３．

１８３）ＷａｎｇＨａｎｙｕ，ＬｉｕＬｅｉ，ＹａｎｇＬｏｎｇｘｉｎｇ，ＳｕｎＦｅｎｇｘｉａ，ＹｉＬｉ，ＬｉｕＨｏｎｇ，２０２２，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ＣａＯ３ 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ｙｆｉｒｓ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８４８７６３．

１８４）ＷａｎｇＪｉａｌｏｎｇ，ＬｉＮｉ，ＳｔｕａｒｔＦ．Ｍ．，ＮｉｃｏｌａＬ．Ｄ．，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ｎｇ，

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ａｏＹｏｎｇｗｅｉ，２０２２，Ｒａｐｉｄ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ｏｌ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ｔｅＣｅ

ｎｏｚｏｉｃ，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８７５２３７．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２年度报告　　

１８５）ＷａｎｇＫａｉ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２０２２，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ｏｍ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ｓａｎｄｇｅｏｄｅｓｙ，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ｅｎｃｅ，１０：９７６３８０．

１８６）王康，尹功明，魏传义，程理，刘春茹，王莅斌，２０２２，金沙江中游奉科湖

相层 ＥＳＲ年代学研究及成因探讨，地球环境学报，１３（３）：２７０—２８０．

１８７）王雷，许洪泰，王志才，杨传成，张建民，王冬雷，夏暖，蔡明刚，鲁人齐，

任治坤，２０２２，安丘－莒县断裂驸马营覆盖区第四纪活动特征，地震地质，４４（５）：

１１５６—１１７１．

１８８）ＷａｎｇＭｉｎ，ＷａｎｇＦａ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ａｎｂｏ，ＬｉＹｕ，ＳｕｎＪｉａｏｂａｏ，Ｓｈｅｎ

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２０２２，ＧＰ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１ＭＷ７４Ｍａｄｕｏ，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２８（３）：

２０４８—２０５５．

１８９）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ｗｅｉ，ＨｏｒｎｅＤａｖｉｄＪ．，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ＷｅｎＲｕｉｌｉｎ，ＳｍｉｔｈＲｏｂｉｎＪ．，

ＷａｎｇＭｉｎ，ＺｈａｉＤａｙｏｕ，２０２２，ＩｌｙｏｃｙｐｒｉｓｌｅｐｔｏｌｉｎｅａＷａｎｇ＆Ｚｈａｉ，ｓｐ．ｎｏｖ．，ａｎｏｓｔｒａｃｏｄ

（Ｏｓｔｒａｃｏｄａ，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ｆｒｏｍ ｔｈｅ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ｏｆ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Ｚｏｏｋｅｙｓ，１１３７：１０９—１３２．

１９０）Ｗ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ＸｉＸｉ，２０２２，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２０

Ｙｅａｒ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４（２３）：１５７７１．

１９１）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ｔｉａｎ，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Ｋｕｎｓｈａｎ，ＬｉＺｈｅｎ，Ｍａ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ＣｈｅｎＱｕａｎ，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ＳｈｉＰｅｎｇｆｅｉ，ＺｈｕＬｉａｎｇ，Ｃｕｉ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２０２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ｆｒｏｍＦＹ－３ＤａｎｄＡＭＳＲ２，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６０：５３０４２１７．

１９２）Ｗ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ＺｅｎｇＬｉｎｇｓｅｎ，ＷａｎｇＷｅｎｘｉｎ，ＴａｎｇＭａｏｙｕｎ，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２０２２，Ｃｒｕｓｔ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Ｔｉｂｅ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ｏｃｅｎｅ

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ｗｈｏｌｅｒｏｃｋＬａ／Ｙｂｒａｔｉｏ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３９：２２９５２３．

１９３）王伟涛，张培震，段磊，张博
#

，刘康，黄荣，刘彩彩，张竹琪，郑德文，

郑文俊，张会平，２０２２，柴达木盆地新生代地层年代框架与沉积－构造演化，科学通

报，６７（Ｚ２）：３４５２—３４７５．

１９４）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ＧａｒｚｉｏｎｅＣａｒｍａｌａＮ．，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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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２０２２，

Ｐｕｌｓｅｄｒｉｓｅ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ｏｉｔｓ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ｓｉｎｃｅｃａ．３０Ｍａ，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１９８：

ｅ２１２０３６４１１９．

１９５）王文鑫，邵延秀，姚文倩，刘静，韩龙飞，刘小利，高云鹏，王子君，秦可

心，屠泓为，２０２２，基于摄影测量技术对玛多 ＭＷ７４地震地表破裂特征的快速提取

及三维结构的室内重建，地震地质，４４（２）：５２４—５４０．

１９６）ＷａｎｇＸｉｎ，ＨｕＧａｎｇ，ＳａｉｔｏＹｏｓｈｉｋｉ，Ｎｉ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ＨｕＨａｎ，ＹｕＺｉｙｉｎｇ，

ＣｈｅｎＪｉｎｇ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Ｍｉ，Ｙｕａｎ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Ｌｅｉ，ＨｕＺｈｅｎｂｏ，ＮｉｅＪｕｎｓｈｅｎｇ，Ｐａｎ

Ｂａｏｔｉａｎ，２０２２，Ｄｉ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ｔｈｅＭｉｄ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６７（１５）：１６０３—１６１０．

１９７）王学滨，钱帅帅，薛承宇，田锋，２０２２，基于速率－状态依赖摩擦定律的平

直走滑断层黏滑过程的连续－非连续方法模拟，地球物理学进展，３７（１）：４４３—４４９．

１９８）王洋，王岳军，张培震，张进江，张波，刘静，周人杰，王伟涛，张会平，

李长军，２０２２，青藏高原东南缘断裂体系新生代构造演化，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５２（５）：７７７—８０２．

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ｕｅ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ｊ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Ｂｏ，ＬｉｕＺｅｎｇ

Ｊｉｎｇ，ＺｈｏｕＲｅｎｊｉｅ，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ｉ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２０２２，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６５（４）：６０１—６２３．

１９９）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ｕｅ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ｊ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Ｂｏ，Ｚｈａｎｇ

Ｙｕｚｈｉ，ＺｈｏｕＲｅｎｊｉｅ，ＳｅａｇｒｅｎＥｒｉｎＧ．，ＱｉａｎＸｉｎ，Ｌｉ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２０２２，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ｃａｎｇＩｎｔｈａｎ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ｅｌ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ｏｆＳＥＡｓｉ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３４（１１－１２）：

２８５４—２８６６．

２００）ＷａｎｇＹｉｒａｎ，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ＬｉＹｏｕｌ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２０２２，ＲａｐｉｄＨｏｌ

ｏｃｅｎｅｂｅｄｒｏｃｋｃａｎｙｏｎ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ＢｅｉｄａＲｉｖｅｒ，Ｎｏｒｔｈ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１０（２）：１９１—２０８．

２０１）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ＧｏｒｅｎＬｉｒａ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２０２２，Ｓｈｏｒｔ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ｒｉｖｅｒｌｏｎｇ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ｐｌｉｆ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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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２年度报告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ｓｓｕｍｉｎｇ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ｌｏｐｅｅｒｏｓｉｏ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Ｅａｒ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１０（４）：

８３３—８４９．

２０２）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ＨａｏＹｕｑｉ，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Ｙｕ

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２０２２，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ｌｉｎｇｏｒｏ

ｇｅ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ｂｏｔｈ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ｉｖｅｒ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１（４）：ｅ２０２１ＴＣ００７０２９．

２０３）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２０２２，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ｉｖｅｒ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ｉｖｅｒＰｒ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ｓｅｔｏｆｏｐｅｎｓｏｕｒ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ａｔｌａｂ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６５（９）：１７８８—１８０９．

王一舟，郑德文，张会平，２０２２，河流高程剖面分析的方法与程序实现———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平台编写的开源函数集 ＲｉｖｅｒＰｒ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中国科学：地球科学，５２（１０）：

２０３９—２０６０．

２０４）王阅兵，李瑜，蔡毅，蒋连江，师宏波，江在森，甘卫军，２０２２，ＧＮＳＳ观测

的 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２２日玛多 ＭＳ７４地震同震位移及其约束反演的滑动破裂分布，地球

物理学报，６５（２）：５２３—５３６．

２０５）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ＤｅｍｂｅｌｅＮ′ｄｊｉｄｉｔＪａｃｑｕｅｓ，ＹｕＬｕ

ｐ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ｕａｊｕｎ，ＬｉＹａｗｅｉ，ＧｕｏＲｕｊｕｎ，ＣｈｅｎｇＬｉ，ＬｉＷｅｎｐｅｎｇ，２０２２，Ｇａｍｍａｒａｄｉａ

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ｑｕａｒｔｚＡｌａｎｄ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ｑｕａｒｔｚ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ｓｔ，１０７（４）：６８４—６９１．

２０６）魏传义，尹功明，刘春茹，李亚伟，姬昊，郭汝军，２０２２，长江现代河流沉

积物石英 ＥＳＲ信号强度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物源示踪意义，第四纪研究，４２（４）：

１１６８—１１８０．

２０７）魏荣珠，王权，庄其天，冯志强，闫涛，胥勤勉，魏云峰，赵俊斌，２０２２，黄

河中游及邻区晚新生代地层特征及地表过程讨论，第四纪研究，４２（３）：８２３—８４２．

２０８）魏荣珠，庄其天，闫纪元，魏云峰，杜艳伟，范俊辉，２０２２，山西晋中盆地

晚新生代地层划分、沉积环境及其先秦以来气候和湖泊演化，中国地质，４９（３）：

９１２—９２８．

２０９）ＷｅｎＸｕｅｚｅ，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ＦａｎｇＬｉｈｕａ，Ｌ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ＤｕＦａｎｇ，ＬｏｎｇＦｅｎｇ，

ＺｈａｏＸｉａｏｙａｎ，２０２２，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ＢｉｇＢ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Ｒｉｖｅｒｆａｕｌｔ，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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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ｓ，３３３：１０６９４２．

２１０）ＷｉｅｌｅｒＮｉｍｒｏｄ，ＭｕｓｈｋｉｎＡｍｉｔ，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ＳａｇｙＡｍｉｒ，ＰｏｒａｔＮａｏｍｉ，

ＳｈｍｉｌｏｖｉｔｚＹｕｖａｌ，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ＨｕａｎｇＦｅｉｐｅｎｇ，ＳｈｉＰｉｌｏｎｇ，ＬｉｕＪｉｎｒｕｉ，ＳｈｅｌｅｆＥｉｔａｎ，

２０２２，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ａｃｒｏｓｓｆａｕｌｔｇｕｌｌｙ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ｉｍ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

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ａｔ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

ｔｅｒｓ，４９（８）：ｅ２０２１ＧＬ０９６９３３．

２１１）ＷｕＣｈｕａｎｙｏｎｇ，ＲｅｎＧｕａｎｇｘｕｅ，ＷａｎｇＳｉｙｕ，ＹａｎｇＸｕｅ，ＣｈｅｎＧａｎ，ＤｕａｎＬｅｉ，

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

２０２２，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Ｂａｏｅｒｔｕ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ｌｉｐｐａｒ

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ＮＷ 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３４（７－８）：２０８５—２０９６．

２１２）ＷｕＤｏｎｇｌｉ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Ｈａｎ，２０２２，

Ｓｌｉｐ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６ａｎｄ２０２２Ｍｅｎｙ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ｃ

ｔｏ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４（２４）：６３１７．

２１３）吴果，孙浩越，吕丽星，冉洪流，周庆，周介元，２０２２，２０２２年青海门源

ＭＳ６９地震后冷龙岭断裂未来强震的水平位错量评估，震灾防御技术，１７（２）：３０８—

３１５．

２１４）吴玮莹，单新建，屈春燕，李新艳，２０２２，大地震震前热异常提取方法的对

比研究———以 ２０１４年 ＭＷ６９于田地震为例，地震地质，４４（６）：１５０３—１５２０．

２１５）吴玮莹，单新建，屈春燕，李新艳，朱治国，姜卫平，２０２２，联合空基与地

基观测数据揭示 ２０１７年新疆精河 ＭＷ６３地震震前多参数时空关联及可能的物理机

制，地球物理学报，６５（９）：３３３５—３３５０．

２１６）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ＹｕＧｕｏ，ＤｏｎｇＺｅｙｉ，ＳｕｎＺｅｌｉｎ，２０２２，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

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ｗｉｔｈ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ｎｄｒｅａｌｄａ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

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ｓ，３２６：１０６８７６．

２１７）ＸｉｅＣｈａｏｄｉ，ＺｈｕＹｅ，Ｊｉ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ＺｈｕＷｅｉｌｉｎｇ，ＱｕＲｕｉ，２０２２，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ｙ

ｔｉｄａｌ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１ＭＷ９０Ｔｏｈｏｋｕ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ａｓｅｌ，１２（１７）：

８７３０．

２１８）ＸｉｅＣｈａｏｄｉ，ＺｈｕＹｅ，Ｊｉ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ＺｈｕＷｅｉｌｉｎｇ，ＱｕＲｕｉ，ＸｕＹａｎ，ＬｉＡｉｔａｎｇ，

２０２２，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２００８ＧｒｅａｔＳｉｃｈｕ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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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２年度报告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ａｓｅｌ，１２（１９）：９５８５．

２１９）谢皓，刘彩彩，张会平，詹艳，赵旭东，２０２２，新生代阿尔金断裂带的演

化：来自沿线盆地沉积记录的启示，岩石学报，３８（４）：１１０７—１１２５．

２２０）ＸｉｅＨｏｎｇ，ＬｉＺｈｉｍｉｎ，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ｙａｎ，ＳｕＱｉ，ＬｉＸｉｎ，Ｗａｎｇ

Ａｉｇｕｏ，ＳｕＰｅｎｇ，２０２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１Ｍａｄｕｏ

ＭＷ７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４（１７）：４１５４．

２２１）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ＬｉｕＹｕｎ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Ｄ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ＰｉｃｏｔｔｉＶｉｎ

ｃｅｎｚｏ，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Ｈａｏ，Ｚｈ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ＺｈｏｎｇＹｕｅｚｈｉ，ＬｉｕＱｉｎｇｒｉ，

ＬｅｉＪｉｎｇｈａｏ，ＫａｎｇＨｕａｎ，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ｉＹｏｕｌｉ，２０２２，Ｅｎｔ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ｔ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ｕｎｄｅｒ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

ｏｇｙ，４１６：１０８４２８．

２２２）ＸｕＢｉｎｂｉｎ，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ＹａｎＹｏｎｇｇａｎｇ，ＨｅＸｉａｏｈｕｉ，Ｈａｏ

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ｐｅｎｇ，ＴｉａｎＱｉｎｇ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ｕｅｊｕｎ，Ｚｈｅｎｇ

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２２，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ｌｏｃｋ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ｏＳｏｕｔｈＣｈｉ

ｎａ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ＧＮ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３３：１０５２０６．

２２３）徐芳，鲁人齐，王帅，江国焰，龙锋，王晓山，苏鹏，刘冠伸，２０２２，基于多

元约束方法的 ２０２０年四川青白江 ＭＳ５１地震构造研究，地震地质，４４（１）：２２０—

２３７．

２２４）ＸｕＪｉｎｇ，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ＹａｏＷｅｎｑ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ＪｉＬｉｎｇ

ｙｕｎ，ＳｈａｏＺｈｉｇａｎｇ，ＨａｎＬｏｎｇｆｅｉ，ＷａｎｇＺｉｊｕｎ，２０２２，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ＬｉＤＡＲｂａｓｅ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ｏｆｔｈｅ１９５５Ｚｈｅｄｕｏｔａ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ｎ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

ｆａｕｌｔ，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１２（６）：３１０２—３１２０．

２２５）ＸｕＫｅｋｅ，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ＷｕＪｉｃａｎｇ，ＨｏｕＺｈｅｎｇ，２０２２，Ａｒｏｂｕ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３－

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ｓ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ＧＮＳＳａｎｄｓｉｎｇｌｅｏｒｂｉｔ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ｆｒｏｍ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ＧＰ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２６（２）：４６．

２２６）徐伟，刘志成，王继，高战武，尹金辉，２０２２，西藏阿里地区喀喇昆仑断裂

断错地貌及最近强震活动时代的初步研究，地震地质，４４（４）：９２５—９４３．

２２７）ＸｕＹｕｅｒｅｎ，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ｂｏ，ＬｉｕＲｕｎｃｈａｏ，ＬｉＷｅｎｑ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ｈｅｎｇ，Ｄｕ

Ｐｅｎｇ，ＴｉａｎＱ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２２，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ａｎｄｓａｎｄ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ｔｒｉ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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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ｒｅｄｂｙ２２Ｍａｙ，２０２１，ＭａｄｕｏＭＷ７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１９（１）：１５５—１６４．

２２８）徐志萍，张扬，杨利普，徐顺强，姜磊，唐淋，林吉焱，２０２２，河南省及邻

区主要活动断裂的深部构造特征，地震地质，４４（６）：１５２１—１５３８．

２２９）ＸｕｅＷｅｉｗｅｉ，ＮａｊｍａｎＹａｎｉ，ＨｕＸｉｕｍｉａｎ，ＰｅｒｓａｎｏＣｒｉｓｔｉｎａ，ＳｔｕａｒｔＦｉｎｌａｙＭ．，

ＬｉＷｅｉ，ＭａＡｎｌｉｎ，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２０２２，Ｌａｔ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ｔｏＬａｔｅＥｏｃｅｎｅ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Ｎｉｍａａｒｅａ，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ｗｒｅｌｉｅｆ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Ｔｉ

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１（３）：ｅ２０２１ＴＣ００６９８９．

２３０）闫小兵，周永胜，李自红，扈桂让，任瑞国，郝雪景，２０２２，山西浮山断裂

的晚第四纪活动与位移速率，地震地质，４４（１）：３５—４５．

２３１）ＹａｎｇＦａｎ，ＦａｎＺｈｉｗｅｉ，ＷｅｎＣｈａｏ，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ｈａｎ，ＬｉＸｉａｏｌｉ，Ｌｉ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ＷｅｎＸｉｎｔａｏ，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２０２２，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ｅｉｓ

ｍｉｃ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８８（２）：

１０３—１１１．

２３２）Ｙ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Ｈｕ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ｎａｎ，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Ｄｉｃｋｓｏｎ，ＺｈａｎｇＨａｏｒａｎ，ＹａｎｇＸｉ

ａｏｐｉｎｇ，ＨｕＺｏｎｇｋａｉ，２０２２，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ａｎｕｎｕｓｕａｌｌｙｗｅｌｌｅｘ

ｐｏｓｅｄ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ｉｄｇｅｉｎｔｈｅＮａｎｊｉｅｓｈａ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

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６５：１０４７５７．

２３３）杨劲松，姜高磊，赵华，王成敏，赵红梅，吉云平，张润，韩书华，２０２２，内

蒙古大青山山前第四纪冲洪积扇填图实践与思考，地质通报，４１（２）：２６２—２７０．

２３４）杨劲松，王永，尹金辉，赵华，刘哲，姜高磊，张鹏，戚甲豪，２０２２，我国冲

积平原区洪水事件重建研究进展及展望，地球科学，４７（１１）：３９４４—３９５９．

２３５）杨颖，解朝娣，徐彦，相传芳，刘本玉，２０２２，青藏高原西部及邻区构造应

力场反演和断层滑动趋势分析，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４２（７）：６９４—６９９．

２３６）ＹａｏＳｕｌｉ，ＹａｎｇＨｏｎｇｆｅｎｇ，２０２２，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ｈａｌｌｏｗ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ｕｐｔｕｒｅｅｘｔｅｎｔｓａｌｏｎｇａ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５７８：

１１７２９６．

２３７）姚文明，周永胜，张雷，马玺，戴文浩，２０２２，安宁河断裂假玄武玻璃摩擦

滑动实验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６５（８）：３０８８—３０９７．

２３８）ＹａｏＷｅｎｑｉａｎ，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ＫｌｉｎｇｅｒＹａｎｎ，ＷａｎｇＺｉｊｕｎ，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Ｈａｎ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２年度报告　　

Ｌｏｎｇｆｅｉ，Ｗａｎｇ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ＬｉｕＺｈｉｊｕｎ，２０２２，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Ｚｉ

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ｂｒａｎｃｈ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ｔｒａｉｎ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 １２７（５）：

ｅ２０２１ＪＢ０２３１６２．

２３９）姚文倩，王子君，刘静，刘小利，韩龙飞，邵延秀，王文鑫，徐晶，秦可心，

高云鹏，王焱，李金阳，曾宪阳，２０２２，２０２１年青海玛多 ＭＷ７４地震同震地表破裂长

度的讨论，地震地质，４４（２）：５４１—５５９．

２４０）姚远，陈杰，李涛，覃金堂，邸宁，张伟恒，２０２２，北天山前陆冲断带山麓

背斜带新发现反冲断层陡坎及活动褶皱陡坎，地质通报，４１（１１）：１９４２—１９４９．

２４１）ＹａｏＹｕａｎ，ＷｅｎＳｈａｏｙａｎ，ＹａｎｇＬｉａｏ，ＷｕＣｈｕａｎｙｏｎｇ，ＳｕｎＸｉａｏｌｉｎ，Ｗａｎｇ

Ｌｉｌｉ，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ｂｉｎ，２０２２，Ａｓｈａｌｌｏｗａｎｄｌｅｆ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ｕｐｔｕｒｅｅｖ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１ＭＷ５３

Ｂａｉｃｈｅ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ｕｓ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９（３）：ｅ２０２１ＥＡ００１９９５．

２４２）ＹｅＴａｏ，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ＬｉｕＺｈｏｎｇｙｉｎ，ＷａｎｇＰｅｉｊｉｅ，ＤｏｎｇＺｈｅｙｉ，ＣｕｉＴｅｎｇｆａ，

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ＣａｉＪｕｎ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Ｙｕｎｙｕ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ｏｎｇ，ＺｈｏｕＬｅｉ，ＸｉｅＸｉｎｇｂｉｎｇ，２０２２，Ａ

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３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ｎｄｅｒ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Ｒｉｖｅｒ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２５：１０５０５６．

２４３）ＹｅＹｉｊｉａ，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ＬｉｕＹｉｄｕｏ，ＺｈｏｕＣｈａｏ，ＳｈｉＦｅｎｇ，ＬｅｅＹｕａｎＨｉｓ，Ｍｕｒ

ｐｈ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２０２２，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ｅｒｏｓｉｏｎｏｎｆａｕｌｔ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ｆｌｕｖｉａｌ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９７：１０８０２０．

２４４）叶轶佳，谭锡斌，钱黎，２０２２，通过河流剪切力获取河道侵蚀速率和基岩

可蚀系数———以龙门山为例，地震地质，４４（１）：１１５—１２９．

２４５）ＹｅＹｉｊｉａ，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ＺｈｏｕＣｈａｏ，２０２２，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ｄｉｖｉｄ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Ｇｅｏ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４０９：１０８２６６．

２４６）尹功明，魏传义，王躲，杜金花，王莅斌，程理，袁仁茂，王旭龙，刘春茹，

２０２２，青藏高原东南缘河谷堆积物的复杂性：以金沙江中游为例，第四纪研究，

４２（３）：７９７—８０８．

２４７）ＹｕＤａｗ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ｐｉｎｇ，ＬｉＸｕｅ，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ＳｈｅｎＣｈａｏｙｏｎｇ，２０２２，Ｅａｒ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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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ｑｕａｋｅｃｒａｃｋ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ｕｓｉｎｇａｄｅｆｏｒｍａｂｌｅ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６０：４４１２０１２．

２４８）ＹｕＧｕｏ，ＦａｒｑｕｈａｒｓｏｎＣｏｈ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ＬｉＭａｎ，２０２２，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ａｌｉｍｉｔｅｄｍｅｍｏｒｙｑｕａｓｉＮｅｗｔ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７（１）：Ｅ１３—Ｅ３４．

２４９）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Ｗａｎｇ

Ｙｉｚｈｏｕ，ＨａｏＹｕｑｉ，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２２，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ｉｔ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ｒｅｇｉｍ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５０（７）：８５９—８６３．

２５０）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ＨａｏＹｕｑｉ，ＬｉＣｈａ

ｏｐｅｎｇ，２０２２，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ｄｅｄｕｃｅｄｆｒｏｍ

ａｐａｔｉｔｅ（Ｕ－Ｔｈ）／Ｈ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２（１）：８０９９５３９．

２５１）郁军建，张扬，孙印，张哲，２０２２，盘谷寺－新乡断裂第四纪活动性分段特

征，震灾防御技术，１７（２）：２６１—２６８．

２５２）于书媛，张国宏，张迎峰，丁娟，张建龙，范晓冉，王绍俊，２０２２，ＩｎＳＡＲ

数据约束的 ２０２１年西藏比如 ＭＷ５８地震同震滑动分布及库仑应力变化，地震地质，

４４（５）：１１９０—１２０２．

２５３）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ＬｉＴａｏ，ＳｕＰｅｎｇ，ＳｕｎＨａｏｙｕｅ，ＨａＧｕａｎｇｈａｏ，ＧｕｏＰｅｎｇ，Ｃｈｅｎ

Ｇｕｉｈｕａ，ＪｏｂｅＪｅｓｓｉｃａ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２０２２，Ｌａｒｇ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ｇａｐｓａｎｄｌｏｗ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ａｕｌｔ

ｓｌｉｐ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１ＭＷ７４Ｍａｄｕ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ｌｏｎｇａｌｏｗ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９（６）：ｅ２０２１ＧＬ０９６８７４．

２５４）岳冲，李利波，闫伟，洪敏，２０２２，通海台垂直摆受建筑载荷影响的数值模

拟研究，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４２（９）：９８５—９９０．

２５５）ＹｕｅＣｈｏｎｇ，Ｊｉ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ａｌｉ，ＹｕＨｕａｉｚｈｏｎｇ，ＣｕｉＪｉｎ，ＹｕＣｈｅｎ，ＭａＹｕ

ｃｈｕａｎ，２０２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ｌｏａｄ／ｕｎｌｏａ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ｉｏ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ＭＳ７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ｅｎｃｅ，１０：８８１８８４．

２５６）岳冲，孙玺皓，牛安福，吉平，李晓帆，赵静，２０２２，２０２１年青海玛多 ＭＳ７４

地震同震应力场与形变台站同震阶变分布关系探讨，中国地震，３８（２）：１８９—１９８．

２５７）ＹｕｅＨａｎ，ＷａｎｇＫａｎｇ，ＸｕｅＬｉａ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２０２２，Ｐｏｓｔ

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ｆｕｌｌ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ｌｌ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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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ＴＩ）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２０１７ＳａｒｐｏｌｅＺａｈａｂ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７（９）：ｅ２０２１ＪＢ０２３３１７．

２５８）ＹｕｅＪｉａｏｊｉａｏ，ＸｉａｏＪｕｌｅ，ＷａｎｇＸｕ，ＭｅｃｋｌｅｒＡｎｎａＮｅｌｅ，ＭｏｄｅｓｔｏｕＳｅｖａｓｔｉＥｌｅ

ｎｉ，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２０２２，“Ｃｏｌｄａｎｄｗｅｔ”ａｎｄ“ｗａｒｍａｎｄｄｒｙ”ｃｌｉｍ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ｔｔｈｅ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ｕｍｍ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ｓｔｄｅｇｌａｃｉ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

ｖｉｅｗｓ，２９５：１０７７６７．

２５９）ＺｈａｎｇＢｏ，ＷａｎｇＢａｏｓｈａｎ，ＷｅｉＢｉｎ，ＷｕＺｈｉｄｅ，ＷｕＮｉＥｒ，ＬｕＲｅｎｑｉ，Ｊｉ

Ｚｈａｎｂｏ，ＨｏｕＪｉｎｘｉｎ，ＬｉＬｕ，２０２２，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ｙｃｌ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ｕｔｕｂｉ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ｇａｓｓｔｏｒａｇｅ，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２（１）：１４４２７．

２６０）张博
#

，郑文俊，陈杰，何骁慧，李启雷，张冬丽，段磊，陈干，２０２２，柴达

木盆地北部 ２０２１年 ６月 １６日青海茫崖 ＭＳ５８地震发震构造分析，地震地质，

４４（５）：１３１３—１３３２．

２６１）ＺｈａｎｇＢｏｘｕａ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ＬｉＴａｏ，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

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ＤｕａｎＬｅｉ，２０２２，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ｆｏｌ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Ｑａｉ

ｄａｍ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ｗａｒ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２２：２２９１５３．

２６２）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ｂｏ，ＷａｎｇＦｅｉｆｅｉ，Ｓｈｅｎｇ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ＢａｎＰａｎｐａｎ，ＬｉｕＹｕｍｅｉ，

２０２２，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ＵＨＦｂａｎｄ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ｃｉｎ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ｅｖｅｎｔｓｏ

ｖ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ｗ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ｒｅｇｉｏｎｂｙ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９（９）：

ｅ２０２１ＥＡ００２１６４．

２６３）张会平，刘彩彩，熊建国，庞建章，俞晶星，王一舟，２０２２，青藏高原东北

缘共和－茶卡盆地晚新生代构造变形与地貌演化，第四纪研究，４２（３）：６６２—６７２．

２６４）ＺｈａｎｇＪｉｏ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ＣａｉＪｕｎｔａｏ，ＬｉｕＺｈｏｎｇｙｉｎ，ＤｏｎｇＺｅｙｉ，ＧｕｏＣｈｕｎ

ｌｉｎｇ，ＨａｎＢ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ＣｕｉＴｅｎｇｆａ，２０２２，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Ｌｉ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ｉｎ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Ｅ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３５：１０５３０８．

２６５）张炯，陈小斌，蔡军涛，刘钟尹，叶涛，崔腾发，董泽义，郭春玲，姜峰，

２０２２，木里－盐源地区深部电性结构及构造意义，地球物理学报，６５（１）：２６８—２７９．

２６６）张炯，陈小斌，尹小康，赵思为，叶涛，徐正宣，蔡军涛，王培杰，张
"

昀，

刘钟尹，２０２２，色拉哈断裂及邻区音频大地电磁三维阵列探测，地球科学，４７（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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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６—８６６．

２６７）章军锋，周永胜，宋茂双，２０２２，实验流变学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地球科

学，４７（８）：２７４４—２７５６．

２６８）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ＬｉｕＹａｊｉｎｇ，ＬｉＤｕｏ，ＹｕＨｏｎｇｙｕ，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２０２２，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ｕｐ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Ｙｉｎｇｘｉｕ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ｗｉｔｈ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１２７（１２）：ｅ２０２２ＪＢ０２４１１３．

２６９）张玲，梁诗明，２０２２，球面圆弧数字地形剖面提取方法研究———以喜马拉

雅弧形造山带为例，震灾防御技术，１７（１）：７９—８３．

２７０）ＺｈａｎｇＭｉａｏ，Ｓｐｉｅｒ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ａｍｅｓ，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ｏｎｇｗｅｉ，２０２２，

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ｏｆｓｍｅｃｔｉｔｅｓｕｐｏ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ｄｒｙａｎｄｗｅｔＣＯ２，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９１１２４７．

２７１）张培震，王伟涛，甘卫军，张竹琪，张会平，郑德文，郑文俊，王洋，王岳

军，许斌斌，张逸鹏，２０２２，青藏高原的现今构造变形与地球动力过程，地质学报，

９６（１０）：３２９７—３３１３．

２７２）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ｂｉｎ，ＷａｎｇＦｅｉ，ＷｕＬｉｎ，Ｓｈ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ＹａｎｇＬｉｅｋｕｎ，ＳｈｉＷｅｎｂｅｉ，

ＸｕＸｉｗｅｉ，２０２２，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ｇｒｏｗｔｈ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ａｌｅｏ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ｃｌｉ

ｍａｔ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Ａｐａｔｉｔｅ（Ｕ－Ｔｈ）／Ｈ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ａｉｂａ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２（１）：８２８６１２７．

２７３）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ｂｉｎ，ＷａｎｇＦｅｉ，ＷｕＬｉｎ，ＹａｎｇＬｉｅｋｕｎ，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ＳｈｉＷｅｎｂｅｉ，Ｘｕ

Ｘｉｗｅｉ，２０２２，Ｒ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Ｃｒｅｔａ

ｃｅｏｕ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ｚｉｒｃｏｎ（Ｕ－Ｔｈ）／Ｈ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ａｉｂａ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ｅｃｔｏｎ

ｉｃｓ，４１（２）：ｅ２０２１ＴＣ００７０５８．

２７４）张伟恒，陈杰，李涛，邸宁，姚远，２０２２，龙门山前陆冲断带南段三苏场背

斜晚第四纪变形速率，地震地质，４４（６）：１３５１—１３６４．

２７５）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ｈｅｎｇ，ＸｕＹｕｅｒｅｎ，ＧｕｏＸｉｎｙｉ，ＬｉＷｅｎｑｉａｏ，ＤｕＰｅｎｇ，ＴｉａｎＱｉｎｊｉａｎ，

２０２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ａｍｍｉｎｇ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１９２０Ｍ～８Ｈａｉ

ｙ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ＮＷ Ｃｈｉｎａ，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４（１０）：２４２７．

２７６）张秀丽，熊建国，张培震，刘晴日，姚勇，钟岳志，张会平，李有利，２０２２，

中更新世晚期以来中条山北麓断层滑动速率研究，地震地质，４４（６）：１４０３—１４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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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７）张扬，郭大伟，张涛，贺承广，沈阳，巩一帆，２０２２，新乡－商丘断裂永城

段第四纪活动特征分析，震灾防御技术，１７（２）：２０８—２１８．

２７８）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ｇ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Ｙｕｅｌｏｎｇ，ＬｉＤａｐｅｎｇ，ＺｈａｏＪｕｎ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Ｎａ，Ｋａｎｇ

Ｈｕａｎ，２０２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ｎ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ｕ

ｒａｎｉ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Ｇｕｙ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４１：１０７０５４．

２７９）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２０２２，Ｅｘｔｅｎ

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Ｋｕｎｌｕ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ＮＷ Ｔｉｂｅｔ：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３９：２２９５２６．

２８０）张永奇，韩美涛，张恩会，郑增记，曹建平，宋普伟，２０２２，渭河盆地及邻

区重力异常小波多尺度分解与解释，地震研究，４５（１）：７５—８７．

２８１）张
"

昀，王培杰，陈小斌，詹艳，韩冰，王立凤，赵国泽，２０２２，强干扰环

境下的大地电磁时间序列处理过程，地震地质，４４（３）：７８６—８０１．

２８２）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ＢｕｒｇｍａｎｎＲｏｌａｎｄ，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

ＱｉａｏＸｉｎ，ＺｈａｏＬｅｉ，ＣｈｅｎＨａｎ，ＬｉｕＬｉａｎ，２０２２，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ｐ

ｒ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Ｋｕｎｌｕｎｆａｕｌｔ（Ｔｉｂｅｔ）ｆｒｏｍ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Ｉｎ

ＳＡ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５－２０２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７（１）：

ｅ２０２１ＪＢ０２２８９２．

２８３）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ＢｕｒｇｍａｎｎＲｏｌａｎｄ，ＣｈｅｎＨａｎ，Ｍａ

ｔｅｒｎａＫａｔｈｒｙｎ，２０２２，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ｃｒｅｅｐｏｎｔｈｅＸｉｄａｔａｎ（Ｔｉｂｅｔ）ｆａｕｌｔ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

ｔｉｃ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０１Ｋｏｋｏｘｉｌ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５０（１１）：１２５０—１２５５．

２８４）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ｍｉｎ，ＣａｉＪｕｎｔａｏ，ＺｈａｎＹａｎ，ＭａＱｉｎｚｈｏｎｇ，ＴａｎｇＪｉ，

ＤｕＸｕｅｂｉｎ，ＨａｎＢｉ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Ｄｏｎｇ

Ｚｅｙｉ，ＷａｎｇＪｉ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ｈｏｎｇ，ＦａｎＹｅ，ＹｅＴａｏ，２０２２，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６５（７）：１２２９—１２４６．

赵国泽，张学民，蔡军涛，詹艳，马钦忠，汤吉，杜学彬，韩冰，王立凤，陈小斌，

肖骑彬，孙翔宇，董泽义，王继军，张继红，范晔，叶涛，２０２２，中国地震电磁研究现

状和发展趋势，中国科学：地球科学，５２（８）：１４９９—１５１５．

２８５）ＺｈａｏＬｅｉ，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Ｈａｎ，ＬｉｕＬｉａｎ，

２０２２，ＩｎＳＡＲ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ｄｏｗｎｄｉｐａｎｄｕｐｄｉｐａｆｔｅｒｓｌｉｐ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１５Ｎｅｐａｌｅａｒ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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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ａｋｅ：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ｍｏｍｅｎｔｂｕｄｇｅ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Ｔｈｒｕｓｔ，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４（２）：３０６．

２８６）赵凌强，胡亚轩，王庆良，祝意青，操聪，李仲巍，綦伟，汶宇龙，２０２２，吉

林龙岗火山区深部电性结构特征分析，地震地质，４４（４）：８４５—８５８．

２８７）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ＨｕＹａｘｕａｎ，ＺｈａｎＹａｎ，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Ｚｈｕ

Ｙｉｑｉｎｇ，ＣａｏＣｏｎｇ，２０２２，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ａｇｍａ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

ｍｏｎ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Ｌｏｎｇｇａｎｇ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ｆｉｅｌｄ，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

ｌｕｒｉｃｄａｔ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７（９）：ｅ２０２２ＪＢ０２４６９４．

２８８）赵凌强，孙翔宇，詹艳，杨海波，王庆良，郝明，刘雪华，２０２２，２０２２年 １

月 ８日青海门源 ＭＳ６９地震孕震环境和冷龙岭断裂分段延展特征，地球物理学报，

６５（４）：１５３６—１５４６．

２８９）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ＣａｏＣｏｎｇ，ＨａｏＭｉｎｇ，２０２２，Ｄｅｅｐ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ｇ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ＬｉｎｈｅＢａｓｉｎａｒｅａ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Ｏｒｄｏｓ

Ｂｌｏｃｋ，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９１６０４４．

２９０）赵凌强，詹艳，王庆良，孙翔宇，韩静，操聪，张松，蔡妍，２０２２，大地电磁

数据揭示的 １３０３年洪洞 ８级地震区精细结构，地震地质，４４（３）：６８６—７００．

２９１）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Ｙａｎ，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ＨａｏＭｉｎｇ，Ｚｈｕ

Ｙｉｑｉｎｇ，ＨａｎＪｉｎｇ，２０２２，３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ｊｉｓｈａｎ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ｅ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２４：１０４９５３．

２９２）郑文俊，张竹琪，郝明，陈九辉，王庆良，２０２２，强震孕育发生的大陆活动

地块理论未来发展与强震预测探索，科学通报，６７（１３）：１３５２—１３６１．

２９３）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ＬｉＨａｉｂｉｎｇ，ＳｕＤｅｃｈｅｎ，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ＬｉａｎｇＬｉ

ａｎｊｉ，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２０２２，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ｕｓｉｎｇｓｏｆｔ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ｆ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ｈ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８１（１６）：４０８．

２９４）仲歆，王浩铮，冯林峰，张华锋，陈小宇，ＪｏｈｎＴｉｍｍ，张丁丁，翟明国，

２０２２，弹性地质温压计的合理应用：以石榴子石中石英包裹体压力计为例，岩石学

报，３８（１０）：２９３３—２９６０．

２９５）ＺｈｏｎｇＹｕｅｚｈｉ，ＤｕｂｏｉｓＮａｔｈａｌｉｅ，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Ｄ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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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ＸｉａｏＷｅｎｊｉｅ，ＬｕＨｏｎｇｈｕａ，ＨｕＸｉｕ，ＬｉＹｏｕｌｉ，２０２２，Ｊｅ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ｃａｕｓｅ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ｂｒｕｐｔｄｒｏｕｇｈｔ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ｕｍｍ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ｍａｒｇｉｎｄｕｒｉｎｇ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ｔｉｍｅｓ，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

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６０１：１１１１０６．

２９６）ＺｈｏｎｇＹｕｅｚｈｉ，ＷｉｌｌｅｔｔＳｅａｎＤ．，ＰｉｃｏｔｔｉＶｉｎｃｅｎｚｏ，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

ｉｎｇ，２０２２，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ａｎｄ

ｉｔｓ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ａｒ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１２７（１）：ｅ２０２１ＪＦ００６３２７．

２９７）周敖日格勒，王英，唐菊兴，王晓南，张冠，田斌，林文海，２０２２，冈底斯

斑岩铜矿带东段早中新世剥蚀作用及对渐新世－中新世斑岩矿床时空分布的影响，西

北地质，５５（３）：２８６—２９６．

２９８）ＺｈｏｕＣｈａｏ，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ＬｉｕＹｉｄｕｏ，ＬｕＲｅｎｑｉ，Ｍｕｒｐｈ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ＨｅＨｏｎｇ

ｌｉｎ，ＨａｎＺｈｕｊｕｎ，ＸｕＸｉｗｅｉ，２０２２，Ｏｎｇｏｉｎｇ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ｄｉｖｉｄｅｓ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４０２：１０８１２３．

２９９）ＺｈｏｕＣｈａｏ，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ＬｉｕＹｉｄｕｏ，ＳｈｉＦｅｎｇ，２０２２，Ａｃｒｏｓｓｄｉｖｉｄ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ｎｄｅｘ（Ｃ）ｆ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ｄｉｖｉｄ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ｅｌｔ，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９８：１０８０７１．

３００）周永胜，戴文浩，２０２２，地壳脆塑性转化带非稳态流变与震后松弛变形机

制，地学前缘，２９（１）：４０３—４１２．

３０１）ＺｈｕＣｈｕａｎｈｕａ，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ＬｉＱｉｎｇｑｕａｎ，

ＺｈｕＪｉａｓ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Ｂｏｃｈｅｎ，ＬｉｕＰｅｎｇ，２０２２，Ｒｕｐ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６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ａｌｙ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ｏ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ｆａｕｌ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４（８）：１８１９

３０２）ＺｈｕａｎｇＱｉｔｉａｎ，ＷｅｉＲｏｎｇｚｈｕ，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２０２２，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ａｎｄｇｅｏ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ａｉｙ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ｒｉｆｔ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８３３５８５

３０３）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Ｈａｏ，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Ｗａｎｇ

Ｋａｉｙｉｎｇ，２０２２，Ｃｒｏｓ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ｏａ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ｏｎｐｒ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ｕｐ

ｔｕｒｅａｎｄ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２６：２２９２６６

３０４）邹俊杰，何宏林，耿爽，石峰，周永胜，孙稳，２０２２，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与

断层面形貌量化分析在基岩区古地震研究中的应用，震灾防御技术，１７（１）：５６—６７．

３０５） ＺｏｕＪｕｎｊｉｅ，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ＹｏｋｏｙａｍａＹｕｓｕｋｅ，ＳｈｉｒａｈａｍａＹｏｓｈｉｋｉ，Ｇ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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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ＳｈｉＦｅ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ａｏ，ＳｕｎＷｅｎ，２０２２，Ａｃｏｍ

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ｂｅｄｒｏｃｋｆａｕｌｔｓｃａｒｐｓｂｙｓ－ＵＡＶａｎｄｔ－ＬｉＤＡＲ：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ｓｉｔ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４１４：１０８３７２

３０６）邹俊杰，何宏林，周永胜，耿爽，白滨吉起，魏占玉，石峰，苏鹏，孙稳，

２０２２，断层面高精度形貌对比研究：基岩区古地震研究的选址，第四纪研究，４２（３）：

７６８—７８２．

３０７）ＺｕｏＨｏｎｇ，ＱｉｎＹｕｌ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ＳｕｎＫａｉ，ＨｕａｎｇＦｅｉｐｅｎｇ，Ｌｉａｏ

Ｃ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Ｗｅｎｙｉｎｇ，ＷｕＷｅｉ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ＹａｎｇＹａｏ，２０２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

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Ｍａｉｓｕ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

Ｙｕｎｎａｎｂｌｏｃｋ，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９６６５５８

２、在国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ＦｅｎｇＷｅｉ，ＹａｏＬｕ，ＧｏｍｉｌａＲｏｄｒｉｇｏ，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ＤｉＴｏｒｏＧｉｕｌｉｏ，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ｏｆｇａｂｂｒｏｕｎｄｅｒ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２（Ｏｎｌｉｎｅ），Ｖｉ

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２２５２３—２７．

２）ＬｅｉＨｕｉｒｕ，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ｎｄｒéＲ．，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Ｓｐｉｅｒ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ｎｎｉｎｇ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ｆｒｏｍ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ｒａｎｉｔｅｇｏｕｇｅ，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２（Ｏｎｌｉｎｅ），Ｖｉｅｎｎａ，

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２２５２３—２７．

３）ＬｉｕＳｈａｏｚｈｕｏ，ＮｏｃｑｕｅｔＪｅａｎＭａｔｈｉｅｕ，ＸｕＸｉｗｅｉ，ＪóｎｓｓｏｎＳｉｇｕｒｊóｎ，ＣｈｅｎＧｕｉｈｕａ，

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ＫｌｉｎｇｅｒＹａｎ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ＫｕｎｌｕｎＳｈａ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２（Ｏｎｌｉｎｅ），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２２５２３—２７．

４）ＭａＹａ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Ｎｅｏｎ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ｂａｓｉｎｓ，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２

（Ｏｎｌｉｎｅ），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２２５２３—２７．

５）ＯｈｌＭａｒｋｕｓ，ＫｉｎｇＨｅｌｅｎ，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ｎｄｒｅ，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ＰｌüｍｐｅｒＯｌｉｖｅｒ，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ｒｏｓ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ｅａｌｓ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ｅｉｓ

ｍｉｃｓｌｉｐａｌｏｎｇｗｅｔ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ｆａｕｌｔｓ，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２（Ｏｎｌｉｎｅ），Ｖｉｅｎｎａ，

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２２５２３—２７．

６）ＲｙｂａｃｋｉＥｒｉｋ，ＮｉｕＬｕ，ＥｖａｎｓＢｒｉａｎ，Ｓｅｍｉｂｒｉｔｔｌ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ｒａｒａｍａｒ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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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ｏｆ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ｈａｒｄ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２（Ｏｎｌｉｎｅ），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２２５２３—２７．

７）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ｅｒｔｅｎｇｓｈａｎＰｉｅｄｍｏｎｔｆａｕｌｔ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２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ｏｎｌｉｎｅ），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ＫｕａｌａＬｕｍ

ｐｕｒ，２０２２７１７—２２．

８）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ｔｉａｎ，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ＫｕｎＳｈａｎ，Ｍａ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Ｙｉ

Ｌｕ，ＳｈｉＰｅｎｇｆｅｉ，Ｃ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ｍ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Ｙ－３ＤＭＷＲＩ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ＭＳＲ２，

２０２２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ｏｎｌｉｎｅ），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ＫｕａｌａＬｕｍｐｕｒ，２０２２７１７—２２．

９）ＷｕＨｕｉｓｈｅｎｇ，ＳｕｎＲｕｉｘｕｅ，ＬｉｎｇＸｉａｏｃｈｕｎ，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ｊｉｎ，ＧａｏＸｉｎｇｇｕｏ，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ｗｅｒｓｕｓｉｎｇＵＡＶｉｍａｇｅｓ，２０２２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ｏｎｌｉｎｅ），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２０２２７１７—２２．

１０）Ｂｉ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ＧｏｎｇＪｕｎｆｅｎｇ，ＺｕｚａＡｎｄｒｅｗＶ．，ＹａｎｇＲｏｎｇ，ＣｈｅｎＬｉｎ，ＪｉＪｉａｎ

ｑｉｎｇ，Ｙｕ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ＴｉａｎＹｉｈｏｎｇ，ＹｕＺｈｉｑｕａｎ，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ＬｉｎＸｉｕｂｉｎ，ＣｈｅｎＨａｎ

ｌｉｎ，Ａｌｏ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ｔｒｅｎｄｉｎｇｒｉｆｔ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

ｂｅｔａ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ａｄｏｎｇＧｕｌｕｒｉｆｔ，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２２（ｏｎｌｉｎ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Ｕ

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２２１２１２—１６．

１１）ＳｈｅｎＦｅｎｇ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ＢａｒｂｏｔＳｙｌｖａｉｎ，ＸｕＪｉａｈｏｎｇ，Ｗｒｅｎｃｈ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２２（ｏｎｌｉｎ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２２１２１２—１６．

１２）ＳｕＰｅｎｇ，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ＬｉｕＹｉｄｕｏ，ＳｈｉＦｅｎｇ，ＧｒａｎｇｅｒＤａｒｒｙＥ．，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Ｌｕｏ

Ｌａｎ，ＨａｎＦｅｉ，ＬｕＲｅｎｑｉ，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ｆｅｎＢａｓ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ｒｉｆ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Ｍｉｏｃｅｎｅ：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

ｍａｇｍａｐｏｏｒｒｉｆｔｉｎｇ，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２２（ｏｎｌｉｎ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

ｃａ，２０２２１２１２—１６．

１３）ＷａｎｇＳｉｙｕ，ＪｉａｏＲｕｏ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ＭｉｄＭｉｏｃｅｎ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２２（ｏｎｌｉｎｅ），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２２１２１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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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１４）ＺｈｏｕＣｈａｏ，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ＬｉｕＹｉｄｕｏ，ＬｕＲｅｎｑｉ，Ｍｕｒｐｈ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ｎｄｒｅｗ，Ｈｅ

Ｈｏｎｇｌｉｎ，ＨａｎＺｈｕｊｕｎ，ＸｕＸｉｗｅｉ，Ｏｎｇｏｉｎｇ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ｄｉｖｉｄｅｓｉｎｅａｓｔ

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２２（ｏｎｌｉｎｅ），Ｃｈｉｃａ

ｇｏ，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２２１２１２—１６．

１５）ＳｕｎＥｎｊｉ，ＭａＸｕ，ＬｉＭｉｎｇｚ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ＳＤｂａｓｅｄ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ｆｏｒｋｌｉｆｔａｃｔｉｖｅ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５ｔｈＩＥＥ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ＭＣＥＣ ２０２２），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２１２１６—１８．

３、在国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李涛，玛多地震地表变形特征：异常大的地表破裂空区、异常低的断错式滑

移和异常高的弥散式滑移，“一带一路”经济带强震破坏与重大工程地震灾害风险研

讨会，北京，２０２２７７。

２）焦中虎，山地热辐射方向性和地表长波辐射建模，第七届全国数字山地学术

研讨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２９２—３。

３）何昌荣，断层亚失稳阶段地震成核过程与前兆：物理基础与观测实例，国家

地震科技创新工程交流会，北京，２０２２１０２７—２８。

４）李传友，四川泸定 ６８级地震同震地表变形与发震构造分析，中国地震科学

实验场第四届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２２１２２—３。

５）李彦川，泸定地震的同震破裂特征及其与周边主要断裂的应力作用，中国地

震科学实验场第四届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２２１２２—３。

６）鲁人齐，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６日四川泸县 Ｍ６０级地震区域地质构造精细特征，中

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四届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２２１２２—３。

７）白卓娜，石许华，Ｐａｕｌ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陈汉林，张会平，王英，庞建章，葛进，王

锦涵，舒远海，云南高原 ３０Ｍａ以来的两期快速剥露事件，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

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８）卞爽，龚俊峰，ＺｕｚａＡｎｄｒｅｗ，杨蓉，陈林，季建清，于祥江，田怡红，于志泉，

程晓敢，林秀斌，陈汉林，青藏高原 ＳＮ向裂谷起始活动时间延走向的差异性：以亚

东－谷露裂谷为例，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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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蔡军涛，陈小斌，王培杰，张
"

昀，刘钟尹，谢兴兵，周磊，利用大地电磁密

集阵列研究蚌埠地震构造环境，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

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１０）陈桂华，李忠武，徐锡伟，孙浩越，哈广浩，郭鹏，苏鹏，袁兆德，李涛，２０２１

年青海玛多 Ｍ７４地震发震断裂的典型同震地表变形与晚第四纪断错累积及其区域构

造意义，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１１）陈晗，屈春燕，赵德政，单新建，基于 ＩｎＳＡＲ数据的尼泊尔同震三维形变和

震后形变运动学特征，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１２）陈进宇，姚路，陈建业，含碳断层泥在旋转－剪切条件下的电导率实验研究：

对地震断层带摩擦滑动与地电阻率观测的启示，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

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１３）陈九辉，赵盼盼，李昱，刘启元，陈一方，郭飚，尹昕忠，密集地震台阵噪声

成像揭示的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壳流通道前缘，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

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１４）陈俊先，龚文瑜，谢朝娣，基于 ＩｎＳＡＲ的鲜水河断裂带乾宁－康定段的运动

特征研究，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１５）陈倩，张竹琪，太原盆地现今地壳变形特征：基于 ＧＰＳ数据和地块运动学

模拟的 初 步 结 果，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 国 地 球 科 学 联 合 学 术 年 会，北 京 （线 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１６）陈一方，陈九辉，祁连造山带局部地壳增厚和岩石圈被动俯冲，２０２２／２０２１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１７）成里宁，张超，周永胜，ＩｎｇｏＨｏｒｎ，ＳｔｅｆａｎＷｅｙｅｒ，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Ｈｏｌｔｚ，实验限定

硼 （Ｂ）同位素在熔体和电气石之间的分馏，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

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１８）党嘉祥，周永胜，蠕滑和粘滑过程中的断层泥非晶化作用，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

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１９）ＧａｏＺｈｉｙｕ，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ＨｕａｎｇＸｉｎｇ，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ｒｕｐ

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１８５０ＸｉｃｈａｎｇＭ７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ｔｉｏｎ，

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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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葛进，石许华，陈汉林，陈杰，杨会丽，李丰，魏晓椿，李涛，杨蓉，白卓

娜，舒远海，帕米尔东北部公格尔伸展系北段的地震学行为，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

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２１）郭飚，陈九辉，李顺成，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研究南加州地区的地震时空演化

及地震 孕 育 过 程，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 国 地 球 科 学 联 合 学 术 年 会，北 京 （线 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２２）郭飚，陈九辉，刘启元，基于多变量分析的自动地震事件检测及震相识别算

法研究，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２３）郭彦双，刘培洵，卓燕群，陈顺云，王凯英，齐文博，亚失稳研究———地震

预测是地震研究的终点么？，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２４）郝重涛，姚陈，齐少华，任意空间取向上地幔橄榄岩层 ＳＫＳ分裂研究，

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２５）郝宇琦，王英，张竹琪，俞晶星，王一舟，郑德文，斯里兰卡锆石的激光微

区 （Ｕ－Ｔｈ） ／Ｈｅ测年研究，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２６）胡贵明，陈杰，张伟恒，邸宁，李跃华，李盛华，北天山江南庙断层晚更新

世活动 特 征 研 究，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 国 地 球 科 学 联 合 学 术 年 会，北 京 （线 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２７）黄传超，张国宏，基于加速度和ＩｎＳＡＲ数据联合反演２０２２年ＭＷ６６门源地

震破裂过程，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２８）黄莹，王丽凤，实验室地震预测的 ＧＢＲＴ机器学习算法研究，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

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２９）黄元敏，雷兴林，马胜利，局部应力扰动对断层活化影响的数值模拟及其对

诱发地震机制的启示，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３０）焦中虎，单新建，郝雨萌，基于局地自适应方案对全球强震的多参数异常的

长期评估，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３１）李长军，李煜航，郝明，梁诗明，葛伟鹏，宋尚武，张迎峰，华俊，陈俊先，

梁洪宝，朱爽，甘卫军，２０２２年 １月 ８日青海门源 ＭＳ６９地震震前和同震变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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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３２）李朝鹏，郑德文，俞晶星，王一舟，庞建章，郝宇琦，青藏高原北部大型花

状构造对造山运动的作用：基于东昆仑山低温热年代学的研究，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

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３３）李俊毅，侯卫生，郭飚，沈旭章，郑文俊，鄂尔多斯西南缘及邻区三维速度

结构全 波 形 反 演，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 国 地 球 科 学 联 合 学 术 年 会，北 京 （线 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３４）李明佳，孙建宝，沈正康，薛莲，周仕勇，基于 ＩｎＳＡＲ、ＧＰＳ、地下水等多种

数据研究华北平原区地壳形变场，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

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３５）李昕泽，周永胜，姚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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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３６）李彦川，单新建，屈春燕，赵德政，高志钰，黄星，基于断层震间闭锁模型

约束历史地震破裂特征，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３７）刘白云，青海门源 Ｍ６９地震余震精确震源面参数反演，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

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３８）刘冠伸，鲁人齐，徐芳，２０１９年四川盆地威远两次中诱发地震发震断层精

细成像，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３９）刘冠伸，鲁人齐，徐芳，孙晓，彭白，威远地区页岩气开采对地震活动的影

响，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４０）刘恋，屈春燕，单新建，赵德政，陈晗，吴东霖，台湾省东北部花莲地区中

强地震序列及其触发机制研究，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

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４１）刘琼颖，何丽娟，易泽军，张林友，渤海湾盆地裂后期异常构造沉降：来自

地幔对流和断裂活动的贡献，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４２）刘钟尹，陈小斌，王培杰，张炯，张
"

昀，孟乐，蔡军涛，叶涛，可控射频大

地电磁法的野外观测实验和数据处理新技术，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

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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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吕古贤，王宗秀，张宝林，胡宝群，周永胜，曹代勇，王红才，申玉科，王翠

芝，焦建刚，构造物理化学学科建设回顾、应用与展望，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

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４４）彭白，苏鹏，鲁人齐，蔡明刚，郝重涛，刘冠伸，探地雷达和浅层地震勘探

在城市活动断层探测中的联合应用———以汤东断裂西支为例，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

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４５）彭慧，郑文俊，董绍鹏，雷启云，毕海芸，王旭龙，张冬丽，李新男，龚志

康，京西北蔚广盆地晚更新世以来万年尺度大地震旋回，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

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４６）覃金堂，李科长，隋雅诗，陈杰，时变的坡面演化过程，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

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４７）覃伟峰，姚路，余博文，马胜利，层状硅酸盐与碳酸盐岩矿物剪切变形中的

摩擦化学作用及其对断层动态弱化的启示，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４８）容伊霖，白永良，单新建，张国宏，任梦姣，邓开宇，川滇地震带活动断层三

维建模研究，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４９）申丰铭，王丽凤，ＧＮＳＳ约束的中国东部大陆构造特征，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

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５０）沈续文，沈晓明，刘静，曾令森，杨超群，葛玉魁，邢宇，曾宪阳，王子

君，李云帅，李金阳，青藏高原东南缘次林错岩体晚白垩世－早新生代快速剥蚀，

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５１）盛书中，陈桂华，徐锡伟，万永革，李红星，宫猛，王向腾，张雄，张潇，基

于构造应力场识别盈江地区中强震震源机制解节面中发震断层面，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

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５２）舒远海，石许华，陈汉林，韩立波，王腾，ＡｕｓｔｉｎＭａｄｓｏｎ，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鲁人

齐，曹钟枨，程晓敢，杨树峰，超大型水库蓄水引发的岩石圈挠曲响应和地质灾害，

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５３）苏琦，王先彦，袁道阳，张会平，鹿化煜，谢虹，次级断裂在青藏高原东北

缘地壳变形中起到重要调节作用，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

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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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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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分辨率年代序列和地表过程：以阿尔金断裂带中段为

例，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５５）孙建宝，张朝阳，薛莲，陶玮，鲁人齐，四川盆地开采诱发地震活动的 Ｉｎ

ＳＡＲ形变研究和模型分析，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５６）孙晓，鲁人齐，基于余震精定位的发震断层三维构造建模及流程：对云南潜

在地震风险的影响，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５７）谭锡斌，周朝，石峰，刘一多，量化构造、气候、岩性等因素对分水岭稳定

性的影响，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５８）王慧颖，王萍，胡钢，葛玉魁，袁仁茂，钟宁，李文巧，谢超，南迦巴瓦构造

结古地震－古滑坡堵江事件链———来自河谷沉积的记录，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

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５９）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ｒｏｍ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ｔｒｅｍｏｒ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ｈｏｃｋ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ｆａｕｌｔｂａｒｒｉｅｒ，２０２２／

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６０）王培杰，陈小斌，严良俊，付能翼，蔡军涛，张
"

昀，周磊，付志红，大疆

Ｔ２０型无人机电磁噪声实验分析，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

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６１）王子君，姚文倩，刘静，邵延秀，王文鑫，沈续文，高云鹏，徐晶，利用构造

地貌方法限定走滑断裂第四纪滑动速率的不确定性及意义———以海原断裂带为例，

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６２）吴东霖，屈春燕，赵德政，单新建，陈晗，刘恋，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数据揭示出的海

原断裂带的震间时序形变特征，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

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６３）邢宇，李金阳，杨超群，刘静，邵延秀，青藏高原东南缘澜沧江裂点带河

流纵剖面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构造抬升关系分析，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

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６４）徐芳，鲁人齐，刘冠伸，黄涵宇，孙晓，基于 ＳＫＵＡＧＯＣＡＤ平台的龙泉山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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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带三维建模，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６５）徐芳，鲁人齐，刘冠伸，苏鹏，张金玉，青藏高原东南缘龙泉山断裂带的三

维精细模型和运动学定量研究：对地震危险性的启示，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

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６６）许建红，陈杰，李涛，庞炜，张博
#

，利用变形阶地面和地震反射剖面数据

限定西昆仑前陆冲断带固满褶皱生长机制及变形速率，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

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６７）徐志萍，张扬，鲁人齐，徐顺强，姜磊，杨利普，熊伟，唐淋，河南省及其邻

区壳幔三维密度结构及其动力学意义，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６８）杨海波，杨晓平，黄雄南，胡宗凯，甘肃北山地块中新世以来地壳活化：对

变形时间、运动学和变形机制的约束，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６９）杨海波，杨晓平，李安，阿尔金断裂东延：来自河西走廊北缘边界断裂带晚

第四纪运动学和深部构造特征的新证据，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

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７０）杨镓文，侯卫生，陈九辉，郑文俊，李俊毅，鄂尔多斯内部结构的横向不均

一性：来自全波形成像的约束，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

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７１）杨晶，鲁人齐，深度 Ｕ型残差网络与多属性融合的地震断层智能识别方法，

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７２）杨悦彤，宋小刚，龚文瑜，屈春燕，２０２２门源地震同震滑动特征及其对区域

变形模 式 的 意 义，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 国 地 球 科 学 联 合 学 术 年 会，北 京 （线 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７３）ＹｅＹｉｊｉａ，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ｄｉｖｉｄ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

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７４）游子成，毕海芸，郑文俊，基于高分辨率卫星影像的川西理塘断裂带最新同

震地表 破 裂 研 究，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 国 地 球 科 学 联 合 学 术 年 会，北 京 （线 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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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余博文，陈建业，马胜利，正应力扰动下的断层泥摩擦特性：对诱发地震的

启示，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７６）俞晶星，雷启云，张培震，郑文俊，阿拉善地块南部构造活动及其对青藏高

原扩展的指示意义，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７７）俞晶星，郑德文，郝宇琦，庞建章，李朝鹏，王英，王一舟，张培震，华北地

区新生代构造活动与东亚气候格局重组之间的联系，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

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７８）袁静，王锋，汤吉，罗浩，韩冰，韩莹，刘海军，极低频数据中的 ＰＣ１地磁

脉动事件自动识别，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７９）岳冲，屈春燕，赵德政，陈晗，吴东霖，喜马拉雅中段不同破裂模式强震对

藏南断层的影响研究，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８０）曾宪阳，谢峰，吴静，刘静，王伟，姚文倩，刘小利，韩龙飞，王文鑫，邢宇

，杜瑞林，基于机器学习的地表破裂带的识别———以 ２０２１年青海玛多 ＭＷ７４地震

为例，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８１）张林，廖宗湖，陈建业，段庆宝，邓顺杰，杨年发，邹华耀，龙门山前三叠系

蒸发岩－碳酸盐岩层系拆离断层破碎带渗透率结构———来自钻孔样品实验测量的启

示，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８２）张威，刘玉法，孙浩越，何玉林，马超，刘韶，青藏高原东南缘昔格达断裂

全新世活动性特征及其构造意义，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

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８３）张威，刘玉法，孙浩越，何玉林，马超，刘韶，青藏高原东南缘昔格达断裂

晚第四纪活动特征，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

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８４）张伟康，何登发，鲁人齐，四川盆地东南部螺观山背斜地腹构造对地震活动

敏感性：来自三维构造模型的约束，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８５）张迎峰，龚文瑜，单新建，张国宏，西南天山柯坪塔格前陆冲断带应变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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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及地震灾害研究：来自 ２０２０ＭＷ６０柯坪塔格地震的启示，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

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８６）张欲清，陈汉林，石许华，李涛，程晓敢，林秀斌，陈竹新，胡秀，双重逆冲

构造同时活动的生长地层与阶地变形记录，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８７）张振，张怀，石耀霖，张竹琪，新生代祁连山 ＳＮ向扩展过程的数值模拟分

析及对现今柴达木盆地北缘活动构造带的认识，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

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８８）赵德政，屈春燕，单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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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８９）周朝，谭锡斌，刘一多，鲁人齐，Ｍｕｒｐｈ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Ａ．，何宏林，韩竹军，徐锡

伟，基于地形数据定量计算分水岭迁移速率———以青藏高原东缘的岷江流域为例，

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９０）邹俊杰，何宏林，横山典，山西地堑系的基岩断层面古地震研究，２０２２／

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９１）邹俊杰，何宏林，横山典，周永胜，魏占玉，石峰，赵家豪，基岩断层面形

貌的对比研究：兼谈基岩区古地震研究的选址问题，２０２２／２０２１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

术年会，北京 （线上），２０２２１２５—９。

９２）詹艳，七种强电磁干扰环境下的大地电磁数据采集处理和特征，北京白家

疃国家野外站暨中国地震局震源物理重点实验室第三届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２２１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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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容器内置载荷传感

器
ＺＬ２０２１２３２９１７２０．２ 实用

新型专利

党嘉祥，姚文明，何昌荣，

周永胜

２ 用于模拟室内诱发地震

的超高压放电开关
ＺＬ２０２２２０１８９７６４．Ｘ 实用

新型专利
齐文博，郭彦双，刘培洵

３
基于地震孕育过程的地

震异常信息监测软件系

统

２０２２ＳＲ１４９６８７２ 软件证书

刘云华，单新建，焦中虎，

马海鹰，于佳丽，张国宏，

龚文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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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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高原岩石圈地幔熔体分布

及其各向异性响应：来自高温高

压流变实验的启示

ＬＥＤ２０２２Ｂ０１ 南京大学，杨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２
青藏高原 ＳＮ向裂谷现今运动特
征及其对高原横向扩展机制的

约束

ＬＥＤ２０２２Ｂ０２ 长安大学，田镇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３
青藏高原东北缘上地幔各向异

性与深部动力学：以玛多地震震

源区密集台阵为例

ＬＥＤ２０２２Ｂ０３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

害防治研究院，鲁明文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４
基岩断层的活动性研究：来自断

裂摩擦镜面物质的微观结构与

年龄分析约束

ＬＥＤ２０２２Ｂ０４ 天津大学，李云帅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５
基于人工智能的地震序列类型

判定及最大强余震震级预测研

究

ＬＥＤ２０２２Ｂ０５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蒋

海昆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６
震间期断裂带渗流特性变化与

地壳形变关系研究：以华蓥山断

裂带为例

ＬＥＤ２０２２Ｂ０６ 防灾科技学院，石云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７
帕米尔高原布伦口大型滑坡体

巨砾的暴露年代与侵蚀速率定

量研究

ＬＥＤ２０２２Ｂ０７ 东华理工大学，罗明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２、国 （境）外学者来实验室访问情况

１）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２３年１月 ５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信息技术大学阿伯

塔巴德分校地球科学学院院长穆罕默德·卡西姆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作了题

为 “ＴｉｍｉｎｇｏｆＩｎｄｉａＡｓｉａ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ｖｉｅｓｆｒｏｍ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Ｓｙｎｔａｘｉｓ”的报告。

３、实验室人员出国 （境）情况

１）２０２２年 ６月 １５日至今，尹昕忠副研究员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交流学习。

２）２０２２年 ８月 ３１日—２０２３年 ８月 ３１日，博士生黄星赴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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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交流学习。

３）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５日—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５日，博士生李成龙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交流学习。

４）２０２２年 １２月 ３１日至今，段庆宝副研究员赴英国卡迪夫大学交流学习。

尹昕忠副研究员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交流学习

段庆宝副研究员在英国卡迪夫大学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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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主要情况

２０２２年 ７月 ７日，实验室主办的 “‘一带一路’经济带强震破坏与重大工程地

震灾害风险研讨会”在京召开，系统内外近 ３００名科研人员和研究生以现场和线上

的方式参加了交流和讨论。本次会议由何宏林研究员担任会议主席，实验室副主任

单新建研究员致开幕词，来自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国家

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以及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１０位专家分别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并与参

会人员就 “一带一路”经济带地震构造复杂性与地表破坏带、生命线工程与断层地

表错断、弥散变形、近断层强震动、滑坡等次生灾害危险性和风险等一系列科学问题

展开了积极而热烈的讨论，交流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

“一带一路”经济带强震破坏与重大工程地震灾害风险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立足不同学科之间的协同和交叉研究，探讨了强震破坏与重大工程

地震灾害风险的深层次科学和技术问题，对 “一带一路”经济带强震破坏与重大工

程地震灾害风险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实验室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参与了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会学术年会”的

筹备和组织工作，实验室多名人员作为召集人在大会上组织了多个专题。２名科研人

员在国内学术会议上做大会特邀报告，多名科研人员在国内学术会议上做专题特邀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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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实验室工作人员和研究生现场或线上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９０余人次。受

国内外新冠疫情影响，除２名青年骨干人员和 ２名博士研究生赴国外高校开展访问交

流和学习外，无其他人员再赴国外实地参加合作研究、学术考察和国际学术会议。

实验室多项课题的执行过程中需开展国际合作，因疫情影响，实验室与国内外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以网络会议等线上形式开展。２０２２年，１名来自巴基斯坦

高校的科研人员，以及 １０余名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来实验室实地开

展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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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名研究人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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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专题讲座和指

导野外考察。

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５、实验室开放活动

２０２２年 ７月 １９日，实验室面向依托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举办的 “第六

届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开放。本次夏令营采取视频会议的方式举行，来自北京

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等高校的 ３１名优秀大学生通过线上参加了此次

活动。首先，实验室副主任单新建研究员致辞欢迎。随后，营员们跟随摄像机镜头，

对实验室进行 “云参观”，周永胜研究员、尹金辉研究员、覃金堂研究员为营员们介

绍了各种实验仪器设备。最后，实验室陈九辉研究员、王丽凤研究员、尹金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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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龚文瑜副研究员向营员们详细介绍了各研究单元的研究方向、科研成果、人才培

养等情况，并分别从构造地质学、固体地球物理学、大地测量等领域做了精彩纷呈的

报告，激发了同学们对地球科学研究的兴趣。此次活动展示了实验室的科研水平，有

助于同学们熟悉实验室学科和专业方向，了解学术前沿动态，提高对地震事业的关

注度，对以后的科研学习和学业规划有更清晰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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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科研人员录制的 ５个科普短视频

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１２日是第 １４个 “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 “减轻灾害风险　守

护美好家园”。实验室研究人员以 “地壳形变与地震”为主题，先后录制了 “地震是

怎么发生的？”、“导航系统还能监测地震？”、“导航系统如何监测地震？”、“ＩｎＳＡＲ技

术与地壳形变监测”、“给地球把把脉”５个科普短视频，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从科

学的角度讲述如何从地壳形变来监测地震的特征、地壳形变的监测如何通过导航系

统实现、地震发生以及地震灾害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利用新技术新手段监测地壳形

变等多方面的地震知识。同时也让大家认识到，地震探秘的道路充满了未知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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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效减轻地震灾害、守护美好家园的目标仍需继续努力奋斗。期待更多的新鲜

血液加入地震科学领域，共同探索研究，为祖国的防震减灾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２１—２８日是 “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为 “走进科技　你我同行”。

实验室依托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与北京科学中心 “小球大世界”主题展联合

录制了科普视频 “导航系统还能监测地震？”，实验室王阎昭副研究员从 “科技与地

震”的角度介绍了地震监测的相关知识。视频从当前人们熟悉的导航系统讲起，带

领大家了解与地震相关的地壳形变监测过程以及导航系统如何监测地壳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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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重 大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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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亚失稳阶段识别的实验、理论与野外观测研究

地震是否可以预测取决于对地震成核过程的深入理解和通过观测对其过程中前

兆现象的把握。“地震亚失稳阶段”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断层失稳成核过程做出了重要

的阶段划分，明确指出失稳前的准备阶段到了一个重要的时段。在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资助下，实验室联合天津大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云南省地

震局等单位，对地震成核过程中亚失稳阶段的特征和标志进行了实验及理论刻画和

野外观测，目的是通过实验和理论研究明确断层亚失稳阶段的特征与标志，同时通

过野外观测和震例回溯分析进一步检验和充实实验室得到的结果。通过综合分析各

项研究结果，最终建立基于断层亚失稳模型的地震预测方法。取得的重要成果如下：

１、实验与理论模拟揭示，断层弱化区在向失稳加速扩展前具有先扩展后收缩的

特征；进入核心弱化区后的断层最大错动速率超过加载速率的 ３２～４７倍，可作为

识别亚失稳阶段的标志 （图 １）。核心弱化区内的小震发生率在理论上远高于其外部

（图 ２ａ）。实验揭示出微破裂多发于应变释放区内部或边缘高应力区 （图 ２ｂ）。

图 １　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ａ）与２０１４年智利地震（ｂ）前的断层错动速率理论模拟与地震数据的对比

２、三维数值模拟揭示出映秀－北川断裂上地震活动的复杂性受控于断层倾角在

南坝附近的转变。８级以上地震周期约为 ４３００年，始于断裂南部；其间有＜７５级的

地震发生，始于断裂北部，止于南坝附近，周期超过万年 （图 ３）。

３、动态触发实验显示，亚失稳阶段前动态扰动下的部分结果具有自停止破裂特

征，而在亚失稳阶段的动态扰动会导致断层发生一触即发的完全破裂 （图 ４）。

４、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临震前 １ｈ的小震时空迁移显示出从破裂区中部向两端扩展

的图像，表现出由预滑驱动的成核过程 （图 ５）。

５、ＧＰＳ观测确定在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的发震断层上，震前约 ７个月发生了一次无

震慢滑移事件，能量相当于 ＭＷ５６地震 （图 ６）。在炼铁乡地温测点发现震前 ２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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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准静态成核过程后期断层局部弱化区收缩特征
上图：蓝色实线包围的区域是加载速率为 ８０ｍｍ／ｙ的理论核心弱化区与 ２０１４年智利 ＭＷ８１地震前的前震序列时空演化对

比。下图：实验室剪切实验剪应变增量在失稳前 １ｓ内沿断层的时空分布

图 ３　深度 １ｋｍ处的同震破裂。８级以上地震从南部成核，并向北扩展 （ｂ，ｃ）；
而从北部的成核只会局部破裂，止于南坝附近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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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进入亚失稳阶段后的动态扰动触发地震的实验示例
（ａ）断层位移扩展显示的同震破裂的时空图；（ｂ）主应力方向的荷载图

图 ５　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前震勾勒的成核过程

图 ６　根据 ＧＰＳ形变反演得到的慢滑移事件，总能量释放达到 ＭＷ５６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２年度报告　　

月出现逐渐增强的脉冲式前兆性扰动。

６、回溯研究揭示，亚失稳早期阶段存在视应力升高现象；亚失稳阶段中期出现

ｂ值降低和视应力转折下降现象，震源区微震活动出现 “活跃－平静”及向主震破裂

起始点的迁移收缩现象 （图 ７）。

图 ７　芦山地震前震中附近地震视应力随时间变化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２０１３０４１９，ＭＬ３０～４９）

７、综合理论与观测结果，提出了基于断层亚失稳理论的地震预测方法（图 ８，图 ９）。

图 ８　板内大地震 （Ｍ＞７５）的时间预测

图 ９　板内大地震 （Ｍ＞７５）的震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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