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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5. 12 汶川特大地震后，为了监测地震的发展趋势，探讨大范围的构造应

力场作用，在龙门山断裂带上及时布设临时数字地震台网。数字台网由 11 个数字

地震台组成，遍布龙门山断裂带的北东缘和南西 端。为 了 分 析 WFSD 数 字 地 震 台

网监测能力及其动态范围，随机抽取一定数量台站观测数据，通过傅立叶变换和功

率谱密度分析，获得台基地动噪声均值，进而分析观测系统的动态范围和台网监测

能力。根据计算结果与记录的大量微震对比研究，表明在龙门山断裂带上，WFSD

数字地震台网具有监测 M L 1. 5 级微地震的能力，且与中国地震局台网中心发布的

地震结果基本吻合。因此，WFSD 数字地震台网可为龙门山断裂带变形机制研究提

供基础的观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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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08 年 5 月 12 日，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 8. 0 级特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

和经济损失，震感波及全国
［1］。地震导致大量房屋倒塌，并诱发了强烈的 山 崩、滑 坡、塌

方和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造成近 8 万人 死 亡，37 万 多 人 受 伤，4500 多 万 人 流 离 失 所，

导致上万亿元的财产损失。我国地球科学工作者心系祖国和人民，为减少地质灾害开展了全

方位的调查研究工作
［2 ～ 5］。大地震后的快速钻探是研究地震机制和捕捉余震直接信息的有效

方法之一，已为世界地学界所公认
［6］。2008 年 8 月，在许志琴院士的倡导下，国家科技支

撑 “汶川断裂带科学钻探”项目在龙门山地震断裂带上迅速展开，从而揭开了我国对地震

快速反应、地震发震机理的研究序幕。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表明，通过对现今小震震源位置群

体特征和震源机制的研究，可得出历史大震震源断裂的位置及其构造应力场作用下的运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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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且单次中小地震的发生具有随机性，而监测并统计它们的群体特征，可以提取共有的信

息。大量地震的震源位置和震源机制解既可以描述震源断层的空间取向和应力场的状态，也

能够用来探讨大范围的构造应力场的作用，因此，利用数字化地震台网的高精度资料去研究

已经发生大震的震源构造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7］。

1 台网建设意义

地震发生后，余震分布区沿北东向龙门山活动断裂带分布，长度近 300 km［8］。有限元

模拟计算和实际余震发展表明，由震中区向北东方向延伸直到青川、宁强、陇南一带为应力

增强区，5 级以上强余震分布较多，应加强监视; 震中区西南方向主要为应力下降区，小部

分为增强区
［9］。另外，余震自四川大邑向陕西宁强呈北东向发展 ( 见图 1) ，是否沿青川断

裂向汉中方向发展，是否还会发生强烈余震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为了查明汶川 8. 0 级地震

后青川断层库仑应力的变化，判明余震的发展趋势
［10］，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实

施安装了 “龙门山断裂带 WFSD 数字地震台网”，开展龙门山断裂带地震监测工作，为监测

龙门山断裂带余震分布、迁移趋势以及判断断层活动程度提供基础资料，进一步为搞清发震

机理和地震复发周期提供科学依据。

图 1 龙门山断裂带余震分布图

Fig. 1 Aftershock distribution of Longmenshan fault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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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质背景

龙门山地震破裂带位于人口密集的四川省成都盆地西缘，是四川盆地的西北界; 北西与

松潘—甘孜褶皱系为邻，南东与扬子地台—四川盆地接壤，北东为秦岭构造带所截，南西与

康滇地轴相接，为我国西部地槽区与东部地台区接壤地带，是北起广元，南 达 天 全，长 约

500 km，宽为 50 ～ 80 km 的狭长地带。龙门山中段是指界于北川和都江堰之间的部分，以后

山带出露彭灌杂岩和前山带发育飞来峰群为显著特征
［11］。龙门山推覆构造的主体由 3 条近

于平行的北东—南西向的区域性大断裂构成，分别为汶川—茂县断裂 ( 后山断裂)、映秀—
北川断裂 ( 中央断裂) 和灌县—江油断裂 ( 前山断裂)。

2008 年 5. 12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以及龙门山向南东方向推覆的动力来源是印度板块与欧

亚大陆碰撞及其向北的推挤的结果 ( 见图 2)［10］。这一板块间相对运动导致了亚洲大陆内部

大规模的构造变形，造成了青藏高原地体向东挤出、地貌隆升。但龙门山断裂带的地壳水平

位移速率极低
［2，12］，而与刚性的阿拉善地块、鄂尔多斯地块和扬子地块接壤的整个青藏高原

北缘和东缘，GPS 测量均显示水平位移速率为低值 ( 小于 3 mm /a) ，而汶川 8. 0 级特大地震

就发生在青藏高原的东缘———龙门山断裂带上。汶川地震究竟在什么样的应力环境下产生?

其发震成因机制如何? 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诸如数字微地震台网地震观测、科学钻探、地应力

监测等等多种渠道去探索。

图 2 龙门山断裂带地质构造背景

Fig. 2 Geotectonic bakeground in Longmenshan fault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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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网概述及部署

龙门山断裂带数字地震台网由 1 个数据处理中心和 11 个数字地震台站组成 ( 见表 1) ，

台网东西约 110 km，南北约 120 km。地震台站主要分布在龙门山的东北缘和西南端 ( 见图

3)。数字地震台站由地震计、数据 采 集 器、通 信 设 备 和 供 电 系 统 组 成。地 震 发 生 后，大 安

台站首先于 2008 年 6 月建成并传回地震数据 ( 见图 4)。

表 1 龙门山断裂带数字地震台网位置及相应参数

Table 1 Location and corresponding parameters of the digital seismic network in Longmenshan fault zone

台站

编号

台站

名称

地理位置

经度 /

( °)

纬度 /

( °)

高程 /

m

地震计

型号

频带

类型

响应参数

灵敏度

(UD)

灵敏度

(EW)

灵敏度

( SN)

台站

基岩

数据

传输方式

WCX 汶川 103. 48 31. 34 1258. 0 FSS-3M 短周期 2052. 84 2033. 79 2047. 56 灰岩 CDMA

SPX 松潘 103. 73 32. 36 2558. 9 FSS-3M 短周期 2008. 33 2043. 66 2037. 42 灰岩 CDMA

BKZ 碧口镇 105. 23 32. 77 676. 1 FSS-3M 短周期 2033. 17 2051. 27 2029. 15 灰岩 CDMA

JMG 剑门关 105. 55 32. 24 660. 8 FSS-3M 短周期 2055. 03 2022. 71 2038. 20 砾岩 CDMA

BJM 八角庙 103. 69 31. 15 1090. 8 FSS-3M 短周期 2055. 03 2022. 71 2038. 20 土层 DNN

YPG 阳平关 106. 09 32. 99 595. 1 FSS-3M 短周期 2007. 96 2024. 12 2007. 53 灰岩 CDMA

DAZ 大安镇 106. 31 33. 05 655. 5 FSS-3M 短周期 2038. 59 2006. 97 2059. 41 花岗岩 CDMA

HWZ 汉旺镇 104. 18 31. 46 710. 1 FSS-3M 短周期 2040. 00 2040. 00 2040. 00 土层 CDMA

XLZ 西来镇 103. 51 30. 29 519. 7 FSS-3M 短周期 2043. 09 2020. 35 2044. 23 土层 CDMA

ZC 纸厂 103. 70 31. 15 1164. 4 BBVS-120 宽频 2020. 10 1991. 40 2012. 90 土层 CDMA

HJP 黄金坪 103. 68 31. 15 1108. 6 FSS-3M 短周期 2036. 30 2047. 20 2031. 70 灰岩 GPRS

① 地震计是将地面运动直接转换成电压型的设备。在龙门山断裂带地震台网中除了纸

厂台站 (ZC) 采用三分向一体安装的宽频带地震计 ( 频带范围在 120 s ～ 60 Hz) 外，其他

10 个台站均采用了短周期三分量地震计 ( 频带范围在 2 s ～ 50 Hz)。

② 数据采集器是将地震计输出的模拟电压量转换为数字化电压量的装置。龙门山断裂

带数字地震台网均采用北京港震公司生产的 EDAS-24 型低功耗地震数据采集器，它具有 24

位 A /D 转换器、分辨率高、动态范 围 大 的 特 点，其 动 态 范 围 大 于 130 dB ( 采 样 率 为 50Hz

时)。

③ 通信设备: 地震台站至台网中心的八角庙台站 (BJM) 采用 DDN 专线传输，传输速

率 9600 bps; 其它各台站均采用 CDMA 无线传输，带宽 25 KC，传输速率为 4800 bps。

④ 供电系统: 由于大部分台站放置在野外，附近没有接交流电的条件，所以对各台站

的供电采用了市电、太阳能 + 蓄电池相结合 2 种供电方式。

⑤ 台网中心系统: 具有对多路地震波形数据收集、地震台站数据采集器监管、地震事

件检测、地震波形数据记录及地震事件处理等功能。

综合上述，整个数字地震观测网络采用了先进的数字观测技术，具有宽频带、动态范围

大、分辨率高等特点，可获得高精度的地震波形数据。从运行的实践看，对龙门山断裂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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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区的微小地震以及 ＜ 1000 km 的 M L ＞ 4. 0 的中远震，地震波记录清晰。

图 3 龙门山断裂带数字地震台站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s of the digital seismic stations in Longmenshan fault zone

图 4 大安地震台站

Fig. 4 The Da'an digital seismic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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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震台站台基背景噪声分析

WFSD 台网是要真实地记录龙门山地区地震引起的地面运动过程，为项目研究震后余震

的发生发展趋势、震后断层活动、震后地面运动提供充分和完善的基础数据。其任务是监测

震区乃至整个龙门山地区的微震及小震，进行定位和震源机制分析，以确定震后区内所发生

地震的空间分布和震源的力学机制。台网对区内地震的观测和监控能力对项目研究十分重

要，需要对台网的监测能力进行分析。因此，台网部署完成后，对龙门山断裂带上所有台站

进行了台基背景噪声分析，以此为基础计算各个台站观测动态范围和地震监控能力，并进一

步结合台网实际记录的地震事件进行了检验。
影响台网地震监控能力及观测动态范围的主要因素有: 地震台观测系统观测灵敏度、台

基背景噪声、仪器动态范围等
［13］。选择 2009 年 4 月的台站记录，在日常观测数据中随机选

取 10 天，将每天的观测数据分为 6 个观测时段，从每个观测时段中抽取 60 s 连续记录。在

选取数据时尽量避开了地震、标定和其他偶然干扰 ( 如车辆、爆破、工业生产振动和电磁

等人为干扰以及起风、下雨、气压骤变等天气干扰) ，共选取 360000 点数据 ( 相当于 1 个

小时的数据) ，组合为分析样本。
功率谱密度计算采用经典谱估计的周期图法，它把随机信号 f ( x) 的 N 点观测数据视

为能量有限信号，直接取 f ( x) 的傅立叶变换，得 F (u) :

F(u) = 1
N∑

N －1

x = 0
f( x) ej( －2πux / N = 1

N∑
N －1

x = 0
f( x) ( cos2πux /N － jsin2πux /N) (1)

然后再取其幅值的平方作为对 f ( x) 真实的功率谱 P (u) 的估计
［14］。

P(u) = F(u) 2 (2)

台站台基地动噪声有效值 RMS 与功率谱有如下关系:

RMS = 2 × PSD × fc槡 × RBW (3)

式中: PSD———功率谱密度; fc———分度倍频程中心频率; RBW———相对带宽。
相对带宽 RBW 由下式计算:

RBW = ( fu － fd) / fc (4)

式中: fu———分度倍频程上限频率; fd———分度倍频程下限频率。
台站分析样本功率谱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① 去直流偏移;

② 将 Counts 转换为速度;

③ 采用窗函数抑制频谱泄漏;

④ 傅立叶变换;

⑤ 扣除仪器响应，最后得到功率谱密度函数。
计算过程利用北京港震公司提供的 Noise_ psd 011 噪声功率谱密度测定程序对样本进行

分析，得到各台站 1 /3 倍频程 (1 ～ 20 Hz) 频带内的台基地平均噪声功率谱密度值 ( 见图

5) 和地动噪声的 RMS 值 (UD 向) ( 见表 2)。龙门山活动断裂带数字地震台网所有台站的

台基背景噪声均在 10 － 8 m / s 数量级上，最优的达到了 1. 548 × 10 － 8 m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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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子台台基地动噪声功率谱密度图

Fig. 5 Noise power spectral density maps of the sub-station 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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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龙门山断裂带数字地震台网子台背景噪声

Table 2 Sub-station background noise of the digital seismic network in Longmenshan fault zone

台站名称 RMS /(10 － 8 m·s － 1 ) 台站名称 RMS /(10 － 8 m·s － 1 )

大安镇 4. 344675 黄金坪 1. 933275

代家坝 3. 955031 西来镇 8. 619639

阳平关 1. 589951 汶川县 1. 547802

剑门关 5. 829935 岷江乡 4. 335328

5 台站观测动态范围分析

台站观测的动态范围反映了台站记录大地震事件完整波形的能力。数字地震记录受观测

仪器、传输方式和场地脉动噪声的影响，而模拟地震台站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易受到干扰，观

测动态范围一般在 45 dB 左右
［13］。数字台站采用数字化传输，主要是线路带宽对采样率的

限制和影响，在带宽允许的条件下，考虑到数字地震台站根据本地区地动噪声不同，如使用

24 位数据采集器，观测动态范围可达到 90 ～ 130 dB。
目前常用的地震数据采集器为 24 位，量程为 ± 223 ( ± 8388607) ，本身的动态范围达到

138. 4 dB。考虑到台站台基地动噪声的影响，台站观测的有效动态范围为:

D = 20log R
RMS × S ×槡2P

(5)

式中: R———EDAS-24IP 地震 数 据 采 集 器 量 程，223 counts; RMS———台 站 台 基 地 动 噪 声 有 效

值，m /s; S———系统灵敏度，counts /μm /s; P———数采的量程修正值 (1. 33) ; 槡2为有效因

子。
本文中 8 个典型观测 台 站 的 动 态 范 围 全 部 接 近 或 超 过 100 dB，最 优 的 达 到 了 114 dB，

完全符合规范要求 ( 见表 3)。由于各台站台基背景噪声水平中等，在取得较好观测动态范

围的情况下，台网仍保持了较高的系统观测灵敏度。

表 3 龙门山断裂带数字地震台网各子台站观测动态范围

Table 3 The sub-station observation dynamic ranges of the digital seismic network in Longmenshan fault zone

台站名称 使用观测仪器 动态范围 / dB 台站名称 使用观测仪器 动态范围 / dB

大安镇 FSS-3M + EDAS-24IP 102. 17 黄金坪 FSS-3M + EDAS-24IP 109. 20

代家坝 FSS-3M + EDAS-24IP 102. 98 西来镇 FSS-3M + EDAS-24IP 96. 21

阳平关 FSS-3M + EDAS-24IP 110. 90 汶川县 FSS-3M + EDAS-24IP 111. 13

剑门关 FSS-3M + EDAS-24IP 99. 61 岷江乡 FSS-3M + EDAS-24IP 102. 18

6 台网监控能力分析

台网的监测能力取决于各地震台的布置位置、密度、台址背景噪声、所用仪器的频带和

仪器响应灵敏度设置的高低。选择优良的台基，尽量安装在基岩和洞中，避开地表杂波和气

象因素及人类活动的干扰，合理地搭配仪器频带范围和响应灵敏度，才能有效地发挥数字地

震仪的动态范围，做到既能较清晰记录微小地震，又能使完整记录较大地震的能力得到延

伸
［15］。通过以上各台的背景噪声值与动态范围的分析，本文抽取样本计算了台网监测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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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限范围，其上限范围需要根据震中距的增大、台网记录不限幅地震的能力而定。
6. 1 样本计算

台网地震监控能力通常是指对微小地震的监测能力，主要取决于地震计的响应灵敏度、
观测动态范围和台基地动噪声平均水平

［13］。
由于地动噪声的存在，地震仪分辨小于噪声的信号是困难的，尽管目前已有各种从噪声

中提取信号的技术，但由于噪声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目前地震研究一般不用小于噪声的信

号。因此，安装现代高灵敏地震仪的台站，台网对微小地震的监测能力主要取决与台基地动

噪声水平。
本文仍然使用上述计算台基地动噪声水平时的样本，选取东西和南北向数据滤去直流分

量后，计算地动噪声幅值的有效值; 然后将 2 个水平向的地动噪声有效值进行平均，再扩大

6 倍，作为能识别 S 震相的阀值，此时 P 震相也能较为清晰地分辨，这样就使得对地震记录

有足够充分的分辨率。
根据 S 波最大振幅确定近震震级的计算公式，用量规函数反推单台控制距离 ( 震中距

Δ)。取 4 个以上台站监测某一震级地区的相关区域，确定台网的监控能力。具体计算方法

为:

根据短周期地震仪近震震级公式:

M L = lgAμ + R(Δ) + S (6)

将 Aμ =
VNS × TNS + VEW × TEW

2 × 2π
代入 (6) 式，可将短周期地震仪近震震级公式改写为:

R(Δ) = M L － lg VNS × TNS + VEW × TEW

2 × 2( )π
－ S (7)

式中: VNS———南北向 S 波最大速度振幅值，μm; TNS———南 北 向 S 波 最 大 速 度 振 幅 的 周 期

值; VEW———东西向 S 波 最 大 速 度 振 幅 值，μm; TEW———东 西 向 最 大 速 度 振 幅 的 周 期 值;

R (Δ)———量规函数，其物理意义是地震波随距离的衰减; S———台站改正值，一般情况下

取 0。
通过上述公式计算出台网中每个子台可检测某一震级地震的最大距离 ( 见表 4)。以各

台站为圆心，以各台站检测到同一震级的最大距离为半径画圆，有 4 个或 4 个以上台站的圆

弧包围的区域就是台网对某一震级的地震能够控制的监测范围。将不同震级的监测范围叠加

起来，就反映出整个台网的监控能力。依据上述理论，对龙门山断裂带数字 WFSD 地 震 监

测台网的监控范围进行了计算和划分，结果表明在整个龙门山断裂带上，具有监测 M L 1. 5
级地震的能力 ( 见图 6)。

但应强调的是，此方法在计算中的设定条件和实际地动噪声水平间有一定差异，地震监

测还受各种环境和人为干扰因素影响，加上地震计的动态影响，所以获得结果只能粗略地反

映台网对地震的控制范围，与实际监测可能有一定差异。
6. 2 监测结果检验

龙门山地震断裂带数字台网在 2008 年 6 月至 2009 年 8 月计 14 个月的运行期间，记录

了数千个 M L 1. 5 ～ M L 6. 0 级地震，其中 2009 年 3 月 25 日 8: 00 汶川台记录到草坡 M L 1. 5
级地震波形 ( 见图 7)。

本文对龙门山地震断裂带数字台网地震记录波形及定位结果与国家地震局台网数据中心

定位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见表 5。从表 5 中可见: 两个台网地震三要素定位基本吻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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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龙门山地震断裂带数字台网能够满足地震活动监测和地震预报的需要。

表 4 台站水平向最大噪声位移和不同震级对应的震中距

Table 4 The maximum noise displacement of stations level direction and

corresponding epicentral distance of different magnitude

台站名
水平向背景

噪声位移 /μm

ML = 1. 5 级

Δ / km

ML = 2. 0 级

Δ / km

ML = 2. 5 级

Δ / km

ML = 3. 0 级

Δ / km

ML = 3. 5 级

Δ / km

ML = 4. 0 级

Δ / km

大安镇 0. 00161 89. 3 150. 8 254. 5 429. 6 725. 0 ＞ 1000

代家坝 0. 00203 80. 3 135. 6 228. 9 386. 3 651. 9 ＞ 1000

阳平关 0. 00149 92. 5 156. 2 263. 7 445. 0 751. 0 ＞ 1000

剑门关 0. 00103 109. 2 184. 3 311. 1 525. 0 886. 1 ＞ 1000

黄金坪 0. 00124 100. 5 169. 6 286. 3 483. 2 815. 5 ＞ 1000

西来镇 0. 00125 100. 0 168. 7 284. 8 480. 7 811. 2 ＞ 1000

汶川县 0. 00143 94. 3 159. 1 268. 5 453. 2 764. 9 ＞ 1000

岷江乡 0. 00117 103. 2 174. 3 294. 1 496. 4 837. 8 ＞ 1000

图 6 龙门山断裂带数字地震台网监测能力示意图

Fig. 6 Monitoring capacity of digital seismic network in the Longmenshan fault zone

63



第 1 期 马秀敏等: 龙门山断裂带 WFSD 数字地震台网监测能力及动态范围分析

UD—上下向分量; EW—东西向分量; NS—南北向分量

图 7 汶川台记录的草坡 M L1. 5 级地震波形 (20 km) (2009 年 3 月 25 日 8: 48)

Fig. 7 The recorded earthquake waveform (M L1. 5) of Caopo station at Wenchuan

表 5 2009 年 5 月 ～ 2009 年 8 月龙门山数字台网与国家地震局台网中心定位结果对比

Table 5 Compared positioning results (M L≥ 4. 0) of the Longmenshan digital seismic network

to the State Seismological Bureau network center on May to August，2009

台网 发震日期 发震时刻 纬度 经度 震级 地点 评价

龙门山台网

国家地震局
2009-05-14

23: 49: 29

23: 49: 28

32. 369

32. 3

104. 778

104. 8

4. 5

4. 2

绵阳市平武县

绵阳市平武县

基本

吻合

龙门山台网

国家地震局
2009-06-30

02: 03: 51

02: 03: 50

31. 307

31. 5

104. 112

104. 0

5. 4

5. 6

四川省绵竹市

德阳市什邡市、绵竹市交界

基本

吻合

龙门山台网

国家地震局
2009-06-30

13: 40: 23

13: 40: 24

31. 519

31. 5

103. 939

104. 0

4. 4

4. 3

德阳市什邡市

德阳市什邡市、绵竹市交界
吻合

龙门山台网

国家地震局
2009-06-30

15: 22: 23

15: 22: 19

31. 461

31. 5

104. 181

104. 0

4. 9

5. 0

绵竹市

德阳市什邡市、绵竹市交界
吻合

龙门台网

国家地震局
2009-07-17

22: 35: 42

22: 35: 41

31. 228

31. 4

104. 260

103. 9

4. 5

4. 5

绵竹市

彭州市、德阳市什邡市交界

基本

吻合

龙门山台网

国家地震局
2009-08-01

05: 54: 38

05: 54: 38

31. 774

31. 8

104. 029

104. 1

4. 5

4. 1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

基本

吻合

龙门山台网

国家地震局
2009-08-04

06: 18: 12

06: 18: 13

31. 136

31. 2

103. 648

103. 6

4. 3

4. 0

成都市都江堰市

成都市都江堰市

基本

吻合

注: ML≥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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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山地震断裂带数字台网所记录的地震波形完整，震相容易分辩，如: 四川省平武县

M L4. 2 级地震波形 ( 见图 8)。

UD—上下向分量; EW—东西向分量; NS—南北向分量

图 8 2009 年 5 月 14 日四川平武县 M L 4. 2 级地震波形

Fig. 8 The M L 4. 2 seismic waveform on May 14，2009 at Pingwu County，Sichuan Province

WFSD 数字地震台 网 建 成 后，通 过 后 期 实 践 检 验，具 有 布 局 合 理、宽 频 带、动 态 范 围

大、精度高等特点。该数字地震台网将会提高 WFSD 项目辅助观测地震技术水平，对 加 快

特大地震机理及发震机制研究有着重要作用。

7 结论

(1) 通过对龙门山断裂带地震观测样本分析，获得各台站 1 /3 倍频程 (1 ～ 20 Hz) 频

带内的台基地平均噪声功率谱密度值和地动噪声的 RMS 值 (UD 向)。表明各台站的台基背

景噪声均在 10 － 8 m / s 数量级上，最优的达到了 1. 548 × 10 － 8 m / s。
(2) 所有观测台站的动态范围全部接近或超过 100 dB，最优的达到了 114 dB，完全符

合规范要求。由于各台站台基背景噪声水平中等，在取得较好观测动态范围的情况下，台网

保持了较高的系统观测灵敏度。
(3) 在整个龙门山断裂带上，龙门山断裂带 WFSD 数字地震监测台网具有监测 M L 1. 5

级地震的能力。
(4) 利用 WFSD 数字台网地震数据记录进行定位和定级，其结果与中国地震局台网中

心发布的结果基本吻合。

致谢: WFSD 数字地震台网建设，得到四川、陕西两省有关市、县、镇领导的支持及相

关机构同仁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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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UPON DYNAMIC RANGE AND MONITORING
CAPABILITY OF WFSD DIGITAL SEISMIC NETWORK OF

THE LONGMENSHAN FAULT ZONE

MA Xiu-min1，2 ，PENG Hua1，2 ，JIANG Jing-jie1，2 ，PENG Li-guo2

(1. Key Lab of Neotectonic Movement and Geohazards，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Beijing 100081，China;

2. Institute of Geomechanics，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5. 12 earthquake in Wenchuan，the temporary digital seismic network has been
layout in time in Longmenshan fault zone in order to monitor earthquake trends and probe into the
large-scale tectonic stress field activity． Digital seismic network is made of 11 digital seismic
instruments，and which are arranged at north eastern margin and southwestern side of Longmenshan
fault zone． A certain number of data from observation stations are randomly selected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monitoring capability and dynamic range of WFSD digital seismic network． The dynamic
noises of station base are acquired through the Fourier Transform and power spectral density
analysis． And then，the dynamic range of observing systems and monitoring capacity of network are
analyzed． WFSD digital seismic network has a monitoring M L1. 5 micro-seismic capacity in
Longmenshan fault zone based on Comparing the computing results with the record of a large number
of micro-seismic． And it basically accorded with the results of that by Seismological Bureau Networks
Center of China． Therefore，WFSD digital seismic network can provide a basic observing datum for
the deformation mechanism research of Longmenshan fault zone．
Key words: Longmenshan fault; Wenchuan earthquake Fault Science Drilling; digital seismic
network; monitoring capability; dynamic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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