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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金断裂带是青藏高原北部最显著的左旋走滑断

裂带,关于该断裂带如何控制青藏高原北部构造变形、如
何吸收调整印亚会聚的作用是争论的焦点,其中断裂带

走滑速率是重要依据.但是目前关于该断裂带走滑速率

的讨论集中在中段和东段,西段(８４°E以西)大部分地区

属于高海拔无人区,仍然缺少传统大地测量学、地震学、

地质学等地面观测.本文采用宽幅InSAR观测资料研究

了阿尔金断裂带西段的地壳形变时空特征及其现今滑动

速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阐述了宽幅InSAR的技术流程,包括数据解析与

多普勒质心频率估计、Burst同步比例计算与非同步信号移

除、子条带拼接与平滑、Burst间隙非整数倍PRI补偿等算

法,分析了影响宽幅InSAR形变监测的不确定性因素,包
括地形误差、相位解缠误差、对流层与电离层误差、轨道误

差、方位向扫描非同步失相关、入射角变化等影响.
(２)分析了地震、火山形变的宽幅InSAR监测应用,

包括２００３年 Mw６．６巴姆地震、２００８年 Mw７．９汶川地震、

２００８年 Mw６．４改则地震、２００８年东非 Afar火山喷发,得
到了对应的同震(Coseismic)、同喷(CoＧeruptive)干涉图.

(３)利用高精度 GPS观测评估了中国境内多种高分

辨率全球数字高程模型(GlobalDEM)的高程质量和影响

因素,分析了 ASTER GDEM、SRTMＧC/XDEM 高程误

差与坡度、方位角、地物覆盖的函 数 关 系.结 果 表 明,

ASTERGDEMv２产品在空间分辨率、地理位置误差、内
陆水体掩膜、系统性负偏差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

(４)深入分析了外部地形高程系统不一致引入的大

地水准面高误差,定量评估了对条带和宽幅InSAR 形变

监测的影响,给出了实用的估计与改正方法,结果表明该

误差与垂直基线、地形变化存在强相关性,对于大地水准

面高有较大梯度变化的研究区域,InSAR 形变测量应建

立在统一的高程系统上.
(５)利用宽幅InSAR资料完整提取了２００８年 Mw７．１于

田地震近场与远场形变信息,得到了三维多断层同震滑动分

布模型.结果表明,在近地表１km处存在３．５~４m的滑动

量,最大滑动量发生在０~５km深度的两个主断层部分.
(６)基于宽幅InSAR小基线集(SBAS)技术生成了阿

尔金断裂带西段(７８°E~８５°E)与龙木Ｇ郭扎错断裂带的大

范围(４００km×４００km)震间形变速率图,通过建立经典弹

性半空间位错模型估计了滑动速率(０~６mm/a)与闭锁深

度,利 用 同 期 GPS 与 条 带 InSAR 时 序 分 析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０年)对其进行评估,讨论了西段现今形变时空特征.

本文研究表明,该断裂带吸收调整印亚大陆碰撞应

变能的作用是有限的,从一定程度上支持青藏高原大陆

地壳增厚模型,即高原内部大尺度形变在韧性下地壳与

上地幔连续分布并由黏性流驱动,脆性上地壳断裂带具

有很小的位移量与滑动速率,大多数印亚会聚被地壳增

厚所吸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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