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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意义

➢地震双事件相对定位是一种基于波形相似性和到时差的高精度地
震定位方法。它通过比较两个地震事件在不同台站上的波形数据，
精确确定它们的相对位置。具有高精度、不太依赖绝对速度模型
等优点。

➢但当两个事件的震级或震源机制不同时，波形的相似性降低，基
于固定时窗的互相关得到的自动处理到时差就未必准确。

➢人机交互式波形对比，可以人为聚焦震相的特定部分，如初动，
第一个1/4，1/2，1/1周期等的波形匹配，获得具有统一特征的
到时差，从而提高初始震源位置的相对精度。

➢对于一个地震序列的关键事件（震群的主要地震，大震序列的前
震，主震，重要余震等），可构建相对定位链条。

➢关键事件还可以用来约束如HypoDD自动相对定位。

➢这些关键事件对理解整个地震序列的时空演化及触发机制等具有
重要意义。

➢通过人机交互还可以增加操作者感性认识对定位结果的客观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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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关键事件及相对定位链条

➢关对整个地震序列进行常规定位及精定位处理

➢在常规定位基础上用HypoDD，GrowClust
等方法进行精定位处理

➢关键事件的选取可以根据地震序列类型及目的确定

➢震群：一般选择震级较大的几个主要地震

➢大震序列：前震，主震，重要余震

➢流体驱动地震活动：除以上事件外，尽可能
包括第一个或第一幕里震级相对大的
而且定位精度较好的事件。

➢第一个参考事件

➢定位精度好（如临时台网观测期间，得到InSAR等
其它数据验证）且震级适当的地震。

➢相对定位链条

➢选择地震对之间震源距离最小的配对，
同时兼顾震级差异。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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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Taos_Location.pptx
GeoTaos_Seis_Reloc.pdf


波形文件准备 ➢准备关键事件的波形文件
➢格式：地之道扩展SAC格式，SACs格式

➢震源信息：将震源震源注入文件头

➢第一个参考事件相对定位链条
➢最终定位结果

➢检验各台的P波到时及初动极性

方法

• 参考事件

• 目标事件

➢GeoTaos_Map
➢载入：Seed，Mini Seed，SAC

➢保存：S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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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参考事件
① 第一个参考事件的波形文件载入GeoTaosMap

② 检查地震诸参数

③ 检查各台到时数据

④ 若有必要可以修改，修改初动到时及极性

⑤ 存储修改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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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载入目标事件波形文件

① 打开要定位的目标事件
② 选择适当的1维速度模型
③ 查看整体波形
④ 载入参考事件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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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交互波形对比准备

① 人机交互波形对比在
【Station】网格工作界面和

② 【Wave3】图形界面进行

③ 需要shift参考事件时间轴使
参考事件和目标事件Tp对齐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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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交互波形对比操作

➢参照参考事件初动附近波形将鼠标移动到
其初动前后，点击左键，目标事件的波形
将随之移动，移动距离和方向与点击位置
有关。一般在Z分量操作。

➢红色为参考事件

➢黑色为目标事件，绿色放大波形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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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搜索法相对定位

① 切换到

【Hypo，Mech】

② 执行7行

0:Show dT(p,s)-Az

③ dT-Az应该具有正弦

函数特征

④ 发现异常的数据

Out-Runner

可以回到先前界面

重新读取或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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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搜索法相对定位操作流程

① 设定好网格搜索参数

② 执行Relooc Using Tp

③ 结果画面

④ 确认Flag=0，非0表示没
收敛。

⑤ 更新目标事件定位数据

⑥ 确认目标事件定位数据已
经更新，可以手动修改

⑦ 保存S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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