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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学实习教程》

前言

　　地震学建立在物理学及地震观测数据的基础之上。多年的教学体验，使我们感受到急需编写一本
地震学实习教材，建立相对规范的实习内容，有步骤、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进行实习。地震观测数据
的获得及初步处理、基本震相的识别与分析、利用地震数据进行地震定位、基本震相与地球内部结构
的关联性等应该是地震学实习的最基本内容。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本书的第一章介绍全球最大的地
震数据中心IRIS（Incorporated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Seismology），简要说明IRIS数据的基本结构与类
型，以及如何获得数据等。通过网上实习，使学生熟悉IRIs，根据不同的需要获得IRIS地震数据。在
第1章中还简要介绍了中国地震台网。第2章介绍了目前全球大多数地震数据的记录格式及数据格式间
的转换程序。在获得所需的数据后，需要对数据进行基本的处理，比如滤波、坐标变换、数据显示、
去除地震仪器的响应等。所以，我们编写了第3章，介绍地震学中的著名数据处理软件SAC2000。通过
这一章的实习，使学生初步掌握SAC2000的基本用法，学会地震数据处理的基本技能。第4章是本实习
教材的核心内容，地震数据分析与地震图解释，全面介绍了常规地震图分析的判据与参数、数字地震
图的常规信号处理、常规分析软件及地震图分析举例。地震学的主要任务是如何破译与解释地震数据
中的信息，从而获得地球内部结构的框架与细节，以及对震源的物理过程进行分析与判读。虽然在本
科学习期间，不可能要求学生全面掌握地震图分析的技能，但可以通过实习使学生把书本上学到的理
论知识初步运用到数据实践上，提高学生学习地震学的兴趣，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由于目前地震学中所用的大部分分析软件都基于Unix或Linux系统，所以我们在第5章介绍了Unix与
。Linux操作系统的基本知识及常用命令，通过这一章的实习，使学生们在大学本科期间初步掌握这两
种或其中一种操作系统的基本操作及常用命令的用法，为今后进一步的学习与操作打下基础。　　本
书的第1章由张双喜编写，第2章由汪海宏编写，第3章与第5章由张朝玉编写，第4章由朱良保编写。全
书内容的编写基于网络的公开信息或已经发表的论文及书籍。我们对相关内容作了相应的修改及重新
编写。在此对本书中相关内容的著述者们表示感谢。　　本书是我们编写的第一版地震实习教材，由
于时间仓促，其内容不可能全面。我们希望能抛砖引玉，接受多方面的意见和指导，逐步完善，使地
震学的理论教学与实践的结合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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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震学实习教程》为高等学校固体地球物理专业地震学实习教材。全书共分5章，第1章简要介
绍IRIs地震数据系统及中国地震台网；第2章介绍地震数据的基本格式；第3章介绍地震数据处理软
件SAC2000及其常用命令的用法；第4章是《地震学实习教程》的重点，系统地介绍地震数据分析及地
震图解释；第5章简要介绍UNIX／Linux操作系统的基本知识及常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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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根据全球平均模型计算的理论初动时间，应当只能指导震相的识别，而不能指导初动的拾
取！应当意识到，现代全球地震学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地球的三维层析成像。所需要的是波速相对
于一维地球参考模型的异常量的位置和大小。只有这样，地幔与地核中的物质流（它推动板块以及地
球磁场的产生和其他过程的产生）才会被更好地理解。台站分析人员决不应当忽视自己能够由记录本
身识别出的起始，而更相信计算机生成的理论起始时间。对于经Hilben变换的震相，在滤波对变换进
行校正后，可读出最佳起始时间。如果没有分析人员的无偏读数，我们决不能得到一个改进的各相异
性的地球模型。而且，数据中心所发布的第一次快速的震中和发震时刻只是初步的估算，通常也只是
基于初至的。它们的改进，尤其是与震源深度有关的改进，要求拾取更可靠的初动时间和识别后续到
达的波。　　因为地方和区域幔度可以通过不同台站的相关波到达的时间差来测量，所以地方台阵或
区域地震台网中心震相识别和震源定位的任务较单台更易于完成。但即使是这样，根据P或PKP与后至
波之间的走时差来确定震中距D还可以明显改进定位的准确性。这可以使用台阵或台网中至少一个台
站的三分向宽带记录来很好地完成。提出这一建议的原因是，初至波与后至波之间的走时差随震中距
的变化，比初至波幔度随距离的变化大得多。另一方面，较之三分向记录，台阵与区域台网通常能够
更好地控制震源反方位角，对于小震级事件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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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和实际操作还是有些不同的，有的地方能配彩图就好了
2、书还不错。国内这方面的书不多。这本书开了先河
3、里面有些内容说法有误！
4、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作为参考书。
5、各方面都不错，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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