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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謝地球物理學會給予出席國際會議的補助，讓我得以減輕花費上的壓力。在不久前我們完

成了利用周遭噪訊探討日本東北地區在地殼內的構造研究。接著，我們嘗試在技術上有所突破，從現

有的資料上壓榨出更多可用的訊息已精進模型，第一，使用地震儀的兩水平分量的連續紀錄來計算九

分量的交互相關函數，有了這些波形，我們得以計算測站下方雷利波在水平與垂直方向上粒子運動的

模式，這提供了相當淺層的剪力波構造訊息，這些結果將能夠大幅的給予淺層構造上的約束，並提供

更細緻的構造；第二，有別於以往在反演模型時是假設無線高頻地波在大圓路徑的傳遞，我們在這次

嘗試加入波線追跡的技術，讓模型在計算上考慮側向的速度變化以符合實際的情況。透過這次的會議，

我們得已與這方面的專家有深入的討論並獲得實質上的建議&幫助。 

在本次所聆聽的演講中，聽到相當多針對地函不連續面的起伏變化與厚度的研究，覺得能夠透過

遠震體波之間的特性來得到深部構造的形貌相當有趣，也許有機會能接觸這類的科學議題，提供自己

小小的貢獻。另外，儘管速度構造在下部地殼＆上部地函的尺度上已經有不錯的解析度，但淺層地殼, 

近地表以及下部地函的構造還不夠精細，這兩部分的構造形貌有助於了解地球內部的動力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