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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测定的2008年汶川Ms 8.0级地震的同震位移场 

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项目组 

摘要：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Ms 8.0级地震, 龙门山断裂带的映秀-北川断裂和灌县-江油断裂同时发生破裂, 分别

形成了240多公里和70多公里长的地表破裂带, 最大垂直错距和水平错距分别达到6和4.9 m. 利用GPS获取的地表

形变资料, 揭示了大区域、远场同震位移场, 发现地壳形变以映秀-北川断裂为中心, 两侧发生相向运动和强烈的水

平缩短; 而且青藏高原东缘的向东运动幅度大于四川盆地向西的运动幅度. 5.12汶川大地震还具有右旋走滑分量, 
GPS定量地揭示了映秀一带南段的右旋水平位移很小, 北川县城以北的北段具有明显的右旋位移, 但幅度仍然小于

水平缩短幅度. 垂直同震位移在龙门山断裂带东侧的成都平原以下降为主, 断裂上盘只在距断裂很近处观测到了向

上的运动, 很快又转为下降运动, 这种运动图像与高角度逆断裂产生的弹性位移场类似. 上述观测事实对于进一步研

究岩石圈构造运动、地震动力学特征及判定未来地震趋势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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