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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瑞昌５．７级地震余震震源机制解

曾文敬　赵爱平　汤兰荣　李传江　邹水林
（江西省地震局，南昌　３３００３９）

摘　要　基于层状介质中的点源位错模型，利用流动台网记录，反演得到了九江瑞昌５．７级地震的１１２个ＭＬ≥
１．５余震的震源机制解，对震源机制解结果的分析表明：１）九江瑞昌５．７级地震的余震破裂走向的优势分布为
ＮＮＷ和ＮＥＥ，倾角５０～６０°，滑动角－６０～－１００°；２）震源区应力场的主压应力轴方位呈近 ＥＷ方向分布，主张应
力轴方位近ＮＳ向，与江西北部构造应力场特征基本一致。

关键词　九江瑞昌余震序列；震源机制解；归一频数分布；震源应力场；构造应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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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研究地震震源机制的方法有多种，应用理论地

震图方法就是其中之一［１］。由观测记录波形测定

震源机制，具有精度高，需用的记录资料量少等优点

而倍受重视。根据林纪曾等［２］的研究结果，该方法

不仅在记录资料量多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很好的结

果，而且在资料相对少的条件下也可以得到令人满

意的结果。胡新亮［３］研究了利用 Ｐ、Ｓ波振幅比资
料测定小震震源机制解的可靠性，认为影响震源机

制解误差的因素很多，且中小地震的发生具有很强

的随机性，由振幅比反演得到的中小地震的震源机

制解不宜作为单体进行具体分析，但是在求取大量

中小地震震源机制解的基础上，用统计方法提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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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信息和统计特征的变化，得到的结论应当是客观

和恰当的，并可以克服由于实际观测台网局限造成

测定小震震源机制的困难。

本文利用理论地震图方法，对九江瑞昌地震流
动台网记录的大量小震资料，测定小震震源机制解，

统计地震震源机制各个参数每 ｌ０°间隔的归一频数
分布，探讨地震应力场分布特征与区域构造应力场

之间的关系。

２　方法和资料
Ｐ波和Ｓ波的地表垂直分量最大值振幅比的对

数可表示为［１］：

Ｑｌ＝ｌｎ ∑
２

ｍ＝０
Ａｍ（θＳ，λ，δ）ＳＶ( )ｍ －

ｌｎ ∑
２

ｍ＝０
Ａｍ（θＳ，λ，δ）Ｐ( )ｍ ＋ｃｌ

（ｌ＝１，２，…，Ｎ） （１）
式中：θＳ、λ、δ分别为震源位错面的方位角、倾角和
滑动角；Ｃｌ为依赖于台站位置的常数。设震源参数
真值为珚ＱＳ、珔λ、珋δ，记录台站数为 Ｎ，那么各记录中相
应的最大振幅比观测资料可表示为珚Ｑｌ＝珚Ｑｌ（珚ＱＳ，珔λ，
珋δ），ｌ＝１，２，…，Ｎ。若层状介质中震源模型参数已知
时，可用式（１）计算得到理论振幅比Ｑｌ（ｌ＝１，２，…，
Ｎ），用理论最大振幅比值与相应观测资料拟合的方
式能求解震源机制参数。

九江瑞昌５．７级主震发生后的前３天，距震中
１００ｋｍ范围内仅有九江和南昌两个台站，且南昌台
信号又没有接入江西省台网中心。因此，对该时段

内的地震无法进行震源机制解研究。为此，我们收

集了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９日—２００６年１２月期间流动台
网记录的的１１２个 ＭＬ≥１．５地震资料作为本研究
的基础数据（图１）。由此获得的九江瑞昌地区的

速度模型如表１［４－５］。

图１　地震精确定位后的震中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ｐ

ｉｃｅｎｔｅｒｓ

表１　九江瑞昌地区的速度模型
Ｔａｂ．１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ｉｎｌａｙｅｒｍｅｄｉｕｍ ｏｆｔｈｅＪｉｕｊｉａｎｇ

Ｒｕｉｃｈａｎｇｒｅｇｉｏｎ

分层厚度（ｋｍ） Ｐ波速度（ｋｍ／ｓ） 波速比

０～３ ４．８０
３～１０ ５．８０
１０～１８ ６．１５
８～２６ ６．４０
２６～３５ ６．８０
３５ ８．００

１．７１

３　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得到的１１２个地震的震源机

制解参数如表２。从表２可见，震源机制解呈不规
则分布。通过对各震源机制解的各个参数进行空间

取向分析，即每ｌ０°间隔的归一频数分布，得到各参
数的空间展布如图２。

表２　震源机制解计算结果
Ｔａｂ．２　Ｃａｌｃｕ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年月日时分
纬度

（°）
经度

（°）
深度

（ｋｍ）
震级

（Ｍｓ）
滑动角

（°）
倾角

（°）
走向

（°）
滑动角

（°）
倾角

（°）
走向

（°）
ＰＡＺ
（°）

ＰＩＨ
（°）

ＴＡＺ
（°）

ＴＩＨ
（°）
ＢＡＺ
（°）

ＢＩＨ
（°）

２００５１１２９Ｔ１９：０２ ２９．７ １１５．７５ １０ １．６ －１６６ ６３ ５３ －２８ ７７ １５０ ９９ ８１１９４ ６２３５３ ３０
２００５１１２９Ｔ２３：４６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３ １０ １．６ １６８ ６６ １６５ ２５ ７９ ７０ ２０５ ６５２９９ ８１ ４８ ２７
２００５１１３０Ｔ００：２２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３ １０ １．５ －２９ ８２ ２９７ －１７１ ６２ ２０２ ２４６ ７６３４３ ６５１３１ ２９
２００５１１３０Ｔ００：２３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３ １０ １．９ －９ ６６ １５７ －１５６ ８２ ６３ ２９２ ７９１９８ ６７ ４６ ２５
２００５１１３０Ｔ０２：０３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１ １．６ －２２ ６９ １６４ －１５８ ６９ ６６ １１５ ９０２０５ ６０ ２５ ３０
２００５１１３０Ｔ０２：４９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０ ２．１ －１３６ ６５ １３ －３３ ５１ １２５ ２５２ ８１１５２ ４２３５０ ４９
２００５１１３０Ｔ１５：０３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３ １０ １．９ ９２ ４９ ２０６ ８８ ４２ ２８ ２８２ ４１１６ ８６ ２６ ８９
２００５１１３０Ｔ１６：０４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３ １４ ２．７ ５９ ８４ １０１ １６８ ３１ ２０１ ２２０ ４７３４６ ５８ ９７ ６０
２００５１１３０Ｔ１７：３９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３ １５ １．８ ２９ ８３ １２１ １７２ ６１ ２１５ ２５４ ６５３５２ ７５１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５１２０１Ｔ０１：２９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４ １３ １．５ －１０６ ３８ １５９ －７７ ５３ ３１８ ２３７ ８２ ４ １３１４６ ８０
２００５１２０１Ｔ１４：３４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５ １３ ２．９ －１４５ ５３ ２２１ －４３ ６３ ３３４ ２７５ ８４ １２ ４２１８０ ４９
２００５１２０１Ｔ１８：４７ ２９．７１ １１５．７５ １３ １．７ －１３７ ７０ １２ －２７ ５０ １２０ ２５０ ７８１４８ ４６３５１ ４７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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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年月日时分
纬度

（°）
经度

（°）
深度

（ｋｍ）
震级

（Ｍｓ）
滑动角

（°）
倾角

（°）
走向

（°）
滑动角

（°）
倾角

（°）
走向

（°）
ＰＡＺ
（°）

ＰＩＨ
（°）

ＴＡＺ
（°）

ＴＩＨ
（°）
ＢＡＺ
（°）

ＢＩＨ
（°）

２００５１２０１Ｔ１９：００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４ ９ ２．３ －１０６ ４４ １９９ －７５ ４８ ３５７ ２７８ ８８ １６ １２１８７ ７９
２００５１２０２Ｔ０４：５４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４ ９ １．５ －８９ ３４ １３２ －９１ ５６ ３１４ ２２３ ７９ ４８ １１３１４ ８９
２００５１２０２Ｔ１３：２０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３ １３ ２．２ ７３ ４０ ２５８ １０４ ５２ ５６ ９５ １３３３６ ８４２４５ ７９
２００５１２０２Ｔ１７：３４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０ ２．５ －１１９ ２９ １６９ －７５ ６４ ３１７ ２３８ ７２ １８ ２３１４３ ７６
２００５１２０２Ｔ２３：４９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２ ２．１ －１２５ ５５ ２０６ －５１ ４８ ３３５ ９２ ８６３５５ ２８１８４ ６２
２００５１２０３Ｔ０２：２９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３ １１ １．５ －１７３ ２９ ２１３ －６１ ８７ ３０９ ２４４ ５５ １２ ４９１３１ ６１
２００５１２０３Ｔ０７：４６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１ ３．９ －９０ ３４ ２６０ －９０ ５６ ７９ ３４９ ７９１６８ １１２５９ ９０
２００５１２０３Ｔ１３：１５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３ １０ １．５ －１７２ ５８ ２３４ －３２ ８３ ３２９ ２７７ ７３ １６ ６３１５９ ３３
２００５１２０３Ｔ１７：２５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１ １．８ －１４１ ２２ ２１８ －７３ ７６ ３４５ ２６９ ６１ ５３ ３５１６９ ７３
２００５１２０４Ｔ００：３７ ２９．７１ １１５．７４ ７ １．６ －８８ ２４ １３３ －９１ ６６ ３１５ ２２４ ６９ ４７ ２１３１５ ８９
２００５１２０４Ｔ０２：２７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６ １６ ２．９ －２ ３０ １８７ －１２０ ８９ ９５ ３３９ ５３２１２ ５１ ９４ ６０
２００５１２０４Ｔ０５：１５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９ １．６ －１３２ ４６ １９６ －５５ ５８ ３２４ ２５８ ８４３５９ ３０１６４ ６１
２００５１２０４Ｔ０６：０５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０ １．６ －１３１ ４７ １９６ －５５ ５６ ３２４ ２５８ ８５３５７ ２９１６６ ６１
２００５１２０４Ｔ０７：３６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３ １３ １．８ ８９ ２４ ２６３ ９０ ６６ ８２ １７２ ２１３５３ ６９２６３ ９０
２００５１２０４Ｔ０８：２６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３ １０ ２．１ －１１６ ３８ １８５ －７１ ５７ ３３３ ２５７ ８０ １８ １９１６４ ７４
２００５１２０４Ｔ１８：５８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５ １３ １．５ －１５ ６０ １７２ －１５０ ７７ ７４ ３０６ ７９２０９ ５９ ５４ ３３
２００５１２０６Ｔ１６：５８ ２９．６８ １１５．７４ １０ １．８ ７３ ３８ ２８３ １０３ ５４ ８１ １２６ １３ １ ８２２６９ ８０
２００５１２０７Ｔ１４：２１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９ ２．２ －１１３ ４８ ４ －６７ ４７ １５２ ２５８ ８９１６７ １７３４９ ７３
２００５１２０８Ｔ１３：２８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３ １１ １．７ ３８ ８５ １２３ １７３ ５２ ２１７ ２５３ ６０３５６ ６８１１６ ３８
２００５１２１２Ｔ００：３６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０ ２．０ －１１１ ３０ １７５ －７９ ６３ ３３２ ２５０ ７３ ３７ ２０１５７ ８０
２００５１２１３Ｔ１１：０４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３ １２ ２．９ －１１３ ４４ １７３ －６９ ５０ ３２２ ２４７ ８７３４７ １６１５６ ７４
２００５１２１５Ｔ０９：１７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５ １２ ２．１ －１７６ ３０ ２１８ －６０ ８８ ３１１ ２４７ ５４ １４ ５１１３３ ６０
２００５１２１５Ｔ１３：４６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５ １０ １．９ －１６０ ５０ ５３ －４２ ７４ １５６ ９９ ７５２０２ ５０３５３ ４４
２００５１２１５Ｔ２２：５８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０ ２．０ －６４ ２８ １５９ －１０３ ６５ ８ ２６８ ７１１２２ ２３ ３ ７８
２００５１２１６Ｔ１８：４７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０ ２．２ －８７ ３２ １５７ －９２ ５８ ３４０ ２４９ ７７ ７６ １３３４０ ８９
２００５１２１６Ｔ１９：１３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０ １．９ －８３ ３２ １６２ －９５ ５８ ３５１ ２５８ ７７ ９５ １３３４９ ８６
２００５１２１６Ｔ１９：１４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０ ２．１ １６２ ３０ ２３８ ６１ ８１ １３２ ２５２ ４４ １９ ６０１２７ ６２
２００５１２１６Ｔ１９：４４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１ １．６ －８２ ３１ １６１ －９５ ６０ ３５１ ２５７ ７５ ９４ １５３４８ ８６
２００５１２１７Ｔ０１：２４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３ １１ １．５ －１７４ ６０ ２３５ －３０ ８５ ３２８ ２７７ ７３ １５ ６６１５６ ３０
２００５１２１７Ｔ１２：５９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２ １３ ２．０ ５３ ８４ １１３ １７０ ３８ ２１２ ２３７ ５０３５４ ６１１０９ ５３
２００５１２１８Ｔ０３：２５ ２９．７１ １１５．７５ １１ １．９ １７８ ６３ ５５ ２８ ８９ ３２４ ９６ ７０１９３ ７２３２１ ２８
２００５１２１９Ｔ０３：４４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５ １０ ２．１ －５１ ２７ ２２５ －１０８ ６９ ８８ ３４４ ６８２０５ ２８ ８１ ７３
２００５１２１９Ｔ１２：５２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３ １．５ －１２６ ４３ ２６６ －６１ ５６ ４１ ３３１ ８３ ７７ ２５２３８ ６７
２００５１２１９Ｔ２３：３８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０ ３．１ －８６ ３３ １５９ －９３ ５７ ３４３ ２５１ ７８ ８２ １２３４２ ８８
２００５１２２２Ｔ１５：１２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３ １３ １．９ ３６ ７７ １１７ １６４ ５６ ２１６ ２５１ ５６３５０ ７６ ９９ ３８
２００５１２２２Ｔ２０：３７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３ ９ ２．３ －１９ ８６ ２７１ －１７６ ７１ １８０ ２２４ ７９３１７ ７３１０３ ２０
２００５１２２４Ｔ０２：３５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２ １０ １．６ ６３ ３５ ２５５ １０８ ５９ ４３ ９４ ２０３２５ ７７２３２ ７５
２００５１２２４Ｔ０８：２０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３ １２ ２．２ －１１６ ４３ ２６６ －６８ ５２ ５３ ３３９ ８５ ８４ １８２４７ ７３
２００５１２２４Ｔ２３：０３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０ ２．４ －１０１ ３１ １７６ －８４ ６０ ３４３ ２５８ ７５ ５６ １６１６７ ８４
２００５１２２５Ｔ０１：４７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５ ７ １．８ －６０ ４０ １３０ －１１２ ５６ ３４７ ２４１ ８１１２７ ２１３３４ ７１
２００５１２２５Ｔ１８：２７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２ ２．７ －１０５ ３３ ２１０ －８０ ５８ １１ ２８９ ７８ ７３ １５１９７ ８２
２００５１２２６Ｔ２２：５４ ２９．６８ １１５．７５ １３ １．９ －６４ ２０ ２２１ －９９ ７２ ６８ ３３１ ６４１７２ ２８ ６５ ８１
２００５１２２８Ｔ０８：２２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５ １２ １．７ １７３ ７９ ６３ １１ ８３ ３３２ １０７ ７７１９８ ８７３００ １３
２００５１２２９Ｔ０４：０１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３ １．６ ８ ７９ ３３０ １６９ ８２ ６１ １０６ ７７ １５ ８８２７６ １３
２００５１２３０Ｔ００：２４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３ １１ １．８ －１４０ ２８ ２２１ －６８ ７２ ３４７ ２７５ ６６ ４８ ３３１７５ ６９
２００６０１０１Ｔ１７：３８ ２９．６８ １１５．７４ ９ １．９ －１７２ ４８ ２３６ －４２ ８４ ３３１ ２７６ ６６ ２２ ５７１５７ ４２
２００６０１０９Ｔ１７：４３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０ １．７ －１４３ ５７ ２０６ －３９ ６０ ３１８ ２６１ ８８３５３ ４２１７０ ４８
２００６０１１１Ｔ２３：０９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０ １．７ －９５ ３３ １７１ －８７ ５７ ３４４ ２５７ ７８ ６３ １２１６６ ８７
２００６０１２０Ｔ２２：２７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９ ２．０ －１６４ ２６ ２０８ －６５ ８３ ３１２ ２４３ ５６ １７ ４４１３６ ６５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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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年月日时分
纬度

（°）
经度

（°）
深度

（ｋｍ）
震级

（Ｍｓ）
滑动角

（°）
倾角

（°）
走向

（°）
滑动角

（°）
倾角

（°）
走向

（°）
ＰＡＺ
（°）

ＰＩＨ
（°）

ＴＡＺ
（°）

ＴＩＨ
（°）
ＢＡＺ
（°）

ＢＩＨ
（°）

２００６０１２４Ｔ１２：０１ ２９．７２ １１５．８４ １６ １．９ １０８ ４７ １０６ ７１ ４６ ３１２ １２１ １３ ２９ ８９２９９ ７７
２００６０１２５Ｔ０４：０６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０ １．９ －１１０ ３１ １６５ －７８ ６１ ３２２ ２４１ ７５ ２４ １８１４８ ８０
２００６０１２５Ｔ１７：２５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３ １３ １．６ －９８ ３６ １５３ －８４ ５５ ３２３ ２３７ ８０ ３０ １１１４６ ８５
２００６０１２６Ｔ０７：２８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３ １３ １．５ －１０１ ３６ １５８ －８２ ５５ ３２４ ２４０ ８１ ２４ １２１４９ ８３
２００６０２０１Ｔ１８：３２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９ ２．５ －７０ ３０ １４０－１０１ ６２ ３４２ ２４４ ７４ ９８ １９３３７ ８０
２００６０２０１Ｔ１９：５２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９ １．６ －１０５ ５１ ３５６ －７２ ４２ １５３ ２５５ ８６１４５ １３３４６ ７８
２００６０２０３Ｔ１９：１２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０ １．５ １４９ ８４ ２０９ ７ ５９ １１６ ２５７ ６４１５９ ７３ ３９ ３１
２００６０２０３Ｔ２０：５１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５ １１ １．６ ５１ ８２ １２７ １６７ ４０ ２２７ ２５３ ５０ ７ ６４１２０ ５１
２００６０２０４Ｔ０１：２０ ２９．６８ １１５．７４ １１ １．９ －２３ ５８ １７０－１４６ ７１ ６８ ３０１ ８２２０５ ５３ ４２ ３８
２００６０２１０Ｔ１０：１３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１ １．８ －９４ ３８ ３２２ －８７ ５２ １３７ ４９ ８３２１１ ７３１９ ８８
２００６０２１１Ｔ０５：０４ ２９．７３ １１５．８０ １５ １．５ －３ ７０ ５５－１６０ ８８ ３２４ １９１ ７７ ９８ ７４３１８ ２１
２００６０２１２Ｔ０２：４０ ２９．７２ １１５．８０ １５ １．７ ３ ７１ ５６ １６１ ８７ １４７ １９３ ７５１００ ７８３３４ １９
２００６０２１３Ｔ１７：０２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５ １２ １．８ －１９ ３０ ２４３－１１９ ８１ １３７ ２４ ６０２５６ ４３１３２ ６２
２００６０２１４Ｔ１３：１０ ２９．７２ １１５．８０ １４ １．６ ７０ ７６ １０３ １４４ ２５ ２２７ ２１８ ３５３５７ ６２ ９８ ７０
２００６０２１５Ｔ１８：１６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２ １．５ －８７ ３２ ２５２ －９２ ５８ ７５ ３４４ ７７１７１ １３ ７４ ８８
２００６０２１６Ｔ０３：３３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２ １．５ ７３ ８１ １１４ １５１ １９ ２３１ ２２４ ３９ １０ ５６１１１ ７３
２００６０２１９Ｔ１３：３５ ２９．７１ １１５．７５ １１ ２．２ １７６ ７５ ５７ １５ ８６ ３２６ １０１ ７６１９３ ８２３１２ １６
２００６０２１９Ｔ２０：３１ ２９．７３ １１５．８０ １６ １．８ １６７ ８８ ２８８ ２ ７８ １９７ ３３３ ８０２４２ ８３１１７ １３
２００６０２２６Ｔ１０：１１ ２９．６８ １１５．７４ １０ １．７ －１ ５２ １４８－１４２ ８９ ５８ ２９０ ６４１８６ ６４ ５７ ３８
２００６０２２７Ｔ２３：１３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４ １０ １．７ ６３ ８０ １１８ １５９ ２９ ２２７ ２３７ ４２ ６ ６０１１３ ６３
２００６０３１８Ｔ１４：４６ ２９．６９ １１５．７５ １２ ２．３ －１７９ ３６ ２１９ －５４ ９０ ３１０ ２５０ ５６ ９ ５５１３０ ５４
２００６０３１２Ｔ０４：４９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３ １２ １．５ －１７４ ５２ ２１８ －３８ ８５ ３１２ ２５９ ６８ ２ ６０１３８ ３８
２００６０３１４Ｔ１９：４５ ２９．７０ １１５．７４ １１ １．６ ３６ ５９ ２９５ １４４ ６０ ４６ ８１ ４４３５１ ９０２６０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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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震源机制各个参数每ｌ０°间隔的归一频数分布
Ｆｉｇ．２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ｅｂｙ１０°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３．１　节面分析
图２中，节面走向的优势方向有两组，一组为

ＮＮＷ向（３１０～３５０°），另一组是 ＮＥＥ（５０～７０°）向。
其中，在ＮＮＷ中又以３２０～３３０°占优势；节面倾角
大多为５０～６０°，高倾角的也有一定比例，低倾角的
甚少；节面滑动角主要在－６０～－１００°，其中－７０～
－８０°居多，说明倾向滑动占优势。
文献［６－７］反演主震震源机机制解，得到节面

ＩＩ的走向为３３４°～３２４°，倾角５５°～６４°，滑动角１６°
～１８°。这组数据说明，主震破裂时滑动角约１６～
１８°，以走滑为主兼有逆断层分量。而余震序列震源
机制解以３２０～３３０°为主，倾角为５０～６０°，表明余
震活动主要为正断层性质。主震和余震以两种完全

不同的运动方式出现，原因可能是在应力作用下，主

震破裂以１６～１８°的滑动角逆冲，震后由于应力松
弛，故又以－６０～－１００°滑动角回落。在此运动过
程中诱发了余震活动。

九江瑞昌５．７级地震的余震序列发生在北西
向襄樊广济断裂带与北东向郯城庐江断裂带的延
伸的交而不汇的部位，构造十分复杂。主震微观震

中位于长江南岸的瑞昌盆地内，震中区断裂构造发

育。从表２得知，余震震源机制解节面走向的优势
分布方向，与震中区北西向隐伏断裂和北东向断裂

发育的地质构造特点相吻合，也与地震序列中ＭＬ≥
１．５地震精确定位后的震中存在 ＮＷ向和 ＮＥ向优
势分布相一致（图１）。主震的发震构造目前尚未有
定论，文献［７］认为可能是震中区北西向隐伏断裂，
文献［８］认为可能是瑞昌盆地西北缘的丁家山桂林
桥武宁ＮＥ向断裂北段，有待今后进行科学钻探深
入研究确定。

３．２　应力轴分析
图２中，最大压应力主轴的优势方向为 ＳＷＷ

或近ＥＷ向；Ｐ轴与铅垂线的夹角以７０～９０°高等角
度占优势；最小压应力主轴的方位以近 ＮＳ向占优
势；Ｔ轴与铅垂线的夹角近于直立或１０～２０°分布占
优势。上述Ｐ和 Ｔ应力主轴优势分布与江西北部
地区以近 ＥＷ向挤压、近 ＮＳ向拉张的构造应力场
分布特征基本一致。说明九江瑞昌５．７级地震序
列活动受区域构造应力场的控制。

４　结论
１）九江瑞昌５．７级地震余震序列的破裂走向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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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轭分布，即ＮＮＷ和ＮＥＥ向，倾角以５０～６０°居
多，滑动角以－６０～－１００°居多。节面走向上两组
优势分布方向与震中区两组活动的断裂相吻合。

２）震源区Ｐ轴和 Ｔ轴方位分别以近 ＥＷ向和
近ＮＳ向的优势分布，与江西北部近 ＥＷ向挤压、近
ＮＳ向拉张的区域构造应力场基本一致。表明在震
源区应力释放和调整过程中，余震活动仍受控于区

域构造应力场。

３）从归一频数分布的结果显示，震源区应力场
在调整过程中，Ｐ轴在近水平、Ｔ轴在近直立角度的
应力作用下，余震滑动显然表现出以倾滑为主，这与

计算得到余震滑动角在－６０～－１００°居多相符。

致谢　衷心感谢刁桂苓研究员和吕坚同志的精心指
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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