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4卷 增刊 西北地震学报

活断层与现代构造应力场

董治平

(兰州地震研究所 )

摘 要

本文从断层 的形成机制着手
,

讨论 了活断层与现代构造应办场之 间的关系
。

应 用密集度方

法
,

讨葬 了青海 东部地 区 的活断层分布 方向
,

得 出本 区现代 构造应 力场 的主压应力方 向为

N 40 oE
。

将该结果与新构造应力场
,

地震应力场及大地形变场比较认为
,

新 第三纪 以来
,

研究区

构造应力场相对穗定
。

、 , _ - -』 -二

一
、

朋 西

本文研究范围
,

大致从东经 98
。

至 1 04
“ ,

北纬 3 40 至 39
“

(见图 3 )
,

研究区在地理上位于黄河

上游的青海东部
,

其大地构造隶属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地带
。

在这一地区
,

笔者拟对活断层方

向的分布
,

进行统计分析
,

并将结果与根据水系
,

大地测量及震源机制解计算出的结果相比较
,

从而探讨区域构造应力场的特征
。

活断裂是涉及地震地质学
,

地震学及地球动力学中一系列理论间题的重要构造地质现象
。

它与构造应力场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
。

宏观地质考察表明
,

在野外
,

常可以看到 x 节理或

共扼断层
,

藉此现象
,

往往可以判定形成这种断裂构造组合关系的应力场
。

这即是用节理确定

主应力方向的基本思想
。

然而
,

这种共扼断裂系并不是到处都有
。

同属断裂构造的断层和节理
,

其分布方向是随着构造区域的不同而变化的
,

且发育程度差别很大
.

通常是其中某一组成几

组
,

呈现出一定的优势方向
,

而其他方向并不发育
。

甚至个别断裂的走向呈
“

离散态
” 。

这说明

断裂构造的破裂和活动方向受形成该破裂时的构造应力场的制约
。

因而
,

在分布方向上主要表

现为规律性和有序性
。

这正是内地质营力作用的特征
,

是地壳构造应力场作用的结果
。

其动力

源在于板块构造
。

正是根据这点
。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断层的分布规律
,

反推形成这种分布的区域构造应力

场
。

二
、

研究方法

隶属断裂构造的断层是 由节理进一步发展而成的
,

就其力学成因来说
,

它们并无本质差

别
。

因此
,

用断层反演构造应力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
,

断层面可否如同节理一样看作剪切面
。

断层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
,

任何断层均具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或必要条件
,

即断层的两

盘沿断层面发生相对滑动
,

这种滑动实质上是剪切滑动
,

因此任何断层面均毫无例外地是一个

剪切滑动面
;
就这个意义而言

,

可以认为剪切作用是形成断层直接的力学成因
,

或者说
,

是断层

活动的普遍模式
。 “ ’

虽然断层的剪切作用并不意味着断层一定是 由剪裂面而形成
,

但这足以说

明设断层 (滑动 )面为剪切面是成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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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1 .

金新世断裂 2
.

第四纪晚期活 断裂 3
.

第四纪早期活断裂

一个地区
,

尽管单条断层

走向的变化具有随机性
,

但断

裂分布格局的总体都呈现某种

规律性
,

因而断层分布上 的优

势方向往往是 比较直观清 楚

的
,

这 即是采用统计方法的基

础
。

为了要对断层方向进行统

计分析
,

首先应对断层方向给

以数量上的定义
。

应用直线代

替曲线
,

并无限逼近曲线的数

学分析方法
,

以分段折线的方

向来定义断裂曲线的方向
。

图

1是我们在青海东部地区经多

年野外工作而编制的活断裂分

布图
,

在这张图上
,

我们选择断

层的走向和长度为统计变量
,

图 1 青海东部活动断裂构造图

半孚
a b

妙器

曲线断层则 以分段直线代替之
,
并

分段量取
,

把线段的长度定义为相

应断层的权重
。

这样每条断层可用

两个量 (方位角和长度 ) 来表示
,

全

部断层就形成了包含两个统计变量

( Q
,

)L 的集合
。

在全研究区
,

共量测

出 1 7 0 个断层段
,

代表断层总长度

7 4 5 5 公里
,

将这些资料输人计算机

用密集度方法计算
,

拟合断层的最

佳优势面组合方向
,
`

从而推导出 区

域构造应力场的主应力方向
。

C P

②

图 2 A
.

研 究区断层分布方向玫瑰 图
;

B
.

黄河上浒水平方 向玫瑰图
;

C
.

宋源机制 P 轴方位图
; D

.

地形变最大方 向玫瑰图

三
、

计算方法和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的数学模型

,

是参考

文献
` 3)
给出的

“

水系分布方向计算

的密集度方法
” 。

这是一种研究确定

性问题的数学处理方法
。

其计算步

骤如下
:

将前述量测的断层数据
,

根据走向 1 00 分为一组
,

这样全部断层按走 向分成 18 组
,

对应 于

同一角度的断层长度相加
,

给出断层走向玫瑰图 (图 Z A )
。

将统计好的断层各组方位角 ( iQ )和

线段长度 ( iL )
,

再按角度大小重新排列
,

得到 (肠
,

oL )
,

( o
, ,

lL o)
,

… …
,

(0 n , L 。 ), 再设 八 ~ 【 久一 k ,

一 1 1 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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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
: + ,

… …
,

入一 , ,

从】是一组非乒对称数 (即 缸
,

一 久
. ,

i = 1
,

.2
· ·

…
,

k)
,

以 久。
为最大

。

从 、 。 两端依次

严格下降
。

把 八称作一组权 (正态分布的一组权 )
。

对于每一个 如 (0 成 0n 成 1 8 00 )
,

我们把
k

〔 n 一 2 、 1
.

L n + ,
( l )

一 k

称作断层分布方 向在 。n
处相对于权八的密集度

。

1
、

用 ( 1) 式
,

对权 A算出每个 en 的密集度 Ln 。

2
、

在 L
n
中找出最大值

,

设其相应的角为 石
, ,

以 云
,

为中心
,

左右各挖去 45
“ ,

再在余下范围

内找出 〔 n
的最大值

,

将对应的角度记为 云
2 。

3
、

记 A 一 伍
,

+ 砚
2

) / 2
, B ~ A十 90

“ 。

在 ( A , B )内 (顺时针方向 ), 从 A到 B 依次用 ( A
,

B )内角

度所对应的断层线段长度
,

仍用 ( 1) 式进行计算 (当式中 nL 所对应的角度 叭超出 (A
,

)B 时
,

令

L n ~ 0 )
,

算出新的密集度
厂

,

其中最大者所对应的角度记为 p
: ,

日
:

即为断层分布的一个优势方向
。

在 (B
, A ) 内

,

用同样的方法算出 日
2 ,

即为另一个优势方向
。

采用类似步骤
,

本文共算出了四组断

层优势分布方向
,

计算结结见表 1
。

表 l 断层优势方向计算结果

角一一夹一一优势方向

豁斗攫蒙
m a x

.

3 1 m a x
.

4

2 9 0
0

1与 2

9 0
0

将表 1 计算出的各级优势方向与图 1 ,

图 a2 对 比
,

可以看出
,

研究区呈现出多组剪切面
,

其中北西 29 00 方向最为发育
,

这是早期断裂构造影响的结果
,

可能与古构造应力场有关
,

表明

断层的活动具继承性特点
。

莫 尔破裂理论认为
,

最大主应力 ( 。
,
)和最小主应力 a(

。
)近于水平

,

中间主应力 ( 0 2
) 近于垂

直的情况下
,

两组剪切破裂面的锐角 (接近 9 0
“

)等分线指向主压应力方向
,

钝角等分线指向主

张应力方向
。

按照这种理论
,

取 M琴
.

1 ,

和 M’a
x

.

2
,

作为剪切面的
“

最佳组合
” ,

来确定主应力方

向
。

得到 P ~ N 4 o0 E , T一 S 1 3 0o E
。

显然
,

这儿计算出的 P 和 T 只是形式上的
。

地质构造是复杂的
,

主压应力和主张应力所对的剪切破裂面锐角和钝角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 “ “ ,
况且本文计算应

力轴的两组剪切面夹角为 9 00
。

因而要准确判断计算出的 P 和 T 何者是主压应力方向
,

何者是

主张应力方向
。

有懒于宏观地质资料和其他资料
。

野外考察表明 (图 1 )
,

研究区活断层北北西

向以右旋水平剪切为主
。

北西向则以垂直剪切 (挤压逆着 )为主
,

或水平垂直剪切兼有之
。

这些

现象说明
,

本区构造应力场的主压应力方向不仅在北东方向
,

而且与计算结果相吻合
。

所以
,

上

述计算和判断是正确的
。

在计算主压应力方向时考虑到老构造及古构造应力场的影响
,

舍弃两

组值 M A x
.

3 和 M A x
.

4 是合理的
,

因为由该两组值确定的主应力方向与宏观考察不符
。

而由

M A .X 1
,

M A .X 2 两组值计算出的主应力方向则属于现代构造应力场
。

四
、

各种资料得出的应力场比较

进一步拟将上述结果与根据水系
,

震源机制解和地形变资料所得 的结果加以比较
,

定量地

检验上文计算的主应力方向
,

以探讨它们之间的 内在联系
。

1
、

新构造应力场

研究新构造应力场的地质方法
,

是根据新构造时期的褶皱
,

断裂及其力学性质
,

判断最大

一 1」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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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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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国困

图 3 研究区 祈构追期活动断裂褶皱构造

1
、

逆断层 , 2
、

正断层 , 3
、

褶皱 ,

4
、

最大挤压 力方向 ; 5
、

水平运动方 向

主压应力方向
。

宏观地质考察表明 (图

3)
,

研究区活动构造带以北西西
、

北北西走

向最为发育
,

前者多为左旋逆冲断层
,

后者

多为右旋高角度逆断层
;
北东东向者则为

左旋逆断层
。

这种构造组合形式
,

反映全区

受北东南西向的强大挤压作用
。

构造地貌学研究表明
,

水系格局与新

构造应力场有关
,

并可通过水系方向的统

计分析
,

去恢复形成水系排列格局的构造

应力场
。 ( 7 ,
用上述水系分布方向计算的密

集度方法
,

计算了黄河上游的水系资料 (图

2
、

B )
,

得出本区的主压应力方向为 N松
.

50

E (表 2 )
。

该结果既吻合了地质资料的判

断
,

也与活断层计算的结果基本一致
。

表 2 黄河上游水系方向计算结果

优势方向 夹 角

N臼 x
。

1

8 5
0

M a x
.

2 M h X
.

4 3
0

M a x
。

4

1 1 0
0

.

1 与 2

8 5
0

4 2
.

5
0

T

1 3 2
.

5
0

l此
·

1以
` ”、

厂

`

2
、

地震应力场

一般认为
,

震源应力场本身就

是现代构造应力场在其演化过程中

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因此
,

·

用震源机制解研究构造应力场
,

是

近年来应用 比较广泛的一种方法
。

因为一定数量的震源机制解的统计

结果
,

是能够揭示区域构造应力场

的大致轮廓的
。

本文搜集了研究区范围内 Zd

个震源机制解
。

其中 14 个中强地震

震源机制解
·

,
9 个小震综合机制解

(表 3)
。

图 4 标出了震源机制解的

?

气
断氨一斌

"2

幼/’’17一气/

,护.
ó

!

声

。

式
。

尸声

1

沙梦{全夕
。 梦 J r

尹 外

图 4 研究区震源机制解图

位置及 P 轴方向
。

由图 2c 可以看出
, P 轴均落在北东南西象限

,

变化范围 N 23
。

一 66 oB
。

P 轴的

平均值为北东向 (招
.

7
。

/ 25
。

)
。

该结果吻合了研究区 7 级以上地震考察结果
。

大震破裂带的水

系位移
。

陡坎错动方向
,

裂缝及鼓包的组合方式所反映的力学性质表明
,

凡属北西西走向者多

为挤压兼左旋型
;
北北西走向者多为右旋型

;
北东东走向者多兼左旋型

;
北北东走向者多为张

性兼右旋型
。

这种构造形变带的组合关系说明
,

大震的最大压应力方向为北东向
。

由北可见
,

无论是徽观震源机制解
,

还是宏观地震破裂带
,

均反啤了统一的震源应力状况
。

可以认为 N 43
·

7o E 基本代表了本研究区的地震应力场
。

该结论与徐纪人 ( 1 9 8 6 )用震源机制解得出的青海东

一 1 2 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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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区现代地壳应力场亦趋一致气

表 3 青海东部震源机制解

编编号号 发震 日期期 震 中中 P 轴轴 T 轴轴
.......

、
}

\\\ (方位 /仰角 ))) (方位 /仰角 )))

11111 1 9 41
.

4
.

1 999 39
.

111 9 7
.

000 2 21 / 2555 1 31 / 444

22222 1 9 5 4
.

2
.

1 111 39
.

000 1 01
.

333 2 35 / 444 3 2 8 / 3 666

33333 1 9 5 4
.

7
.

3111 333 1 0 4
.

222 2 2 0 / 444 31 5 / 2555瓦瓦瓦瓦 888888888

44444 1 9 6 2
.

5
.

2111 3 7
.

111 9 6
.

000 6 1
.

5 / 2555 1 5 3 / 333

55555 1 9 6 3
.

4
.

1 999 3 5
。

777 9 7
.

000 3 6 / 5
.

333 3 0 5 /1 2
.

888

66666 1 9 6 8
.

1 2
.

2 222 3 6
0

3 0,,
1 0 1

0

4 8 ,,
2 2 0 / 2 666 2 6 / 6 444

77777 1 9 7 1
.

3
.

2 444 3 5
0

2 7 `̀ 9 8
0

1 0
,, 2 3 0 / 4 888 1 2 6 / 3 888

88888 1 9 7 2
.

8
.

3 111 3 6
.

666 9 6
.

2 444 5 1 / 2 444 3 0 9 / 2 444

99999 1 9 7 8
.

8
.

1 666 3 8
.

666 1 0 1
。

000 2 3 / 222 3 2 3 / 3 999

111 000 1 9 8 0
.

4
.

1 888 3 8
。。

9 8
0

5 1 ,,
5 0 / 444 3 1 9八 777

111 111 1 9 8 4
.

1
.

666 3 7
0

5 5 ,, 1 0 2
0

1 1 ,,
2 4 2 / 3 777 4 1 / 5 000

111 222 1 9 8 4
.

2
.

1 777 3 7
0

3 8 ,, 1 0 0
0

4 0
`̀ 5 0 / 8 000 1 4 4八八

111 333 1 9 8 6
.

8
.

2 666 3 7
0

4 2 ,, 1 0 1
0

3 4 ,, 2 1 2 / 5 555 1 0 6 / 1 000

111 444 1 9 8 6
.

9
.

1 777 3 7
0

4 3
`̀ 1 0 1

0

3 7 ,,
2 1 7 / 3 888 1 0 4 / 2 666

111 555 1 9 9 0
.

4
.

2 666 3 6
“

1 5
,, 1 0 0

0

1 5
,,

3 5 / 666 1 2 6 ///

111 666 1 9 7 1一 19 7 777 3 7
0

5 0 `̀ 1 0 2
0

3 3
,, 2 0 4 / 3 555 1 0 8 / 777

111 777 1 9 7 2一 7 8
.

888 民 乐乐 盆 地地 2 1 7 / 555 3 0 9 / 1 999

111 888 1 9 8 0
.

1一 8 2
.

r ZZZ 3 8
0

5 0 ,,
9 9

0

3 7 ,,
2 1 4 / 999 1 1 3 / 1999

111 999 19 8 0
.

1一 8 6
.

222 3 8
0

4 6 ,, 1 0 1
0

0 2 ,,
4 5 / 2 555 3 0 2 / 3 444

222 000 1 9 8 0
.

1一 8 6
.

222 3 8
0

2 3 ,, 1 0 2
0

0 6
,, 2 1 2

.

5 / 3 333 2 9 9 / 3 000

222 111 19 8 2
.

7一 8 4
.

777 3 6
0

3 3
`̀ 1 0龙

0

2 3
,,

2 3 7 / 3 555 1 0 2 /咬555

222 222 19 7 7
.

1一 8 4
.

777 3 6
0

3 7 `̀ 1 0 1
0

4 3
,, 4 3

.

5 / 4 555 1 4 9
.

5八 666

...

2 333 19 7 7
.

1一 8 6
.

666 3 7
0

2 8 111 1 0 1
0

2 3
,, 2 4 1 / 3 000 1吐4 / 3 333

222咬咬 1 9 7 9
.

9一 8 4
.

777 3 6
0

5 6 `̀ 9 8
0

2 5 ,, 2 1 2 / 666 3 0 4 / 2 222

注
:

资抖引自参考文献
` . ,

3
、

大地形变场

现代地壳的各种形变特征是地壳介质受力作用在地表的直接产物
,

因此
,

通过对 区域地形

变规律的系统研究
,

就能根据区域地形变场的特征去追索现代构造应力场的活动状况
。

木文收

集了研究区范围内的三角网测量
,

基线测量和应力测量等资料 23 个 (表 4 )
’ ,

这些测点大都分

布在本区的东北部
,

尽管各种测量资料数据有限
,

在观测方法
,

时间及精度上有所差别
,

但观测

结果却一致反应了最大形变量的主要方向为北东向 (图 Z d )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些形变点有从

徐纪 人
,

青海省及龙羊峡周围地 区地壳应力场讨论
, 1 9 8 6

1 2 1



活断层与现代构造应力场

西向东 由北北东向北东东方 向偏转的趋势
。

震源机制解 P轴的变化也有类似的特
J

烈
`

表 4列

出的观测结果及其均值 ( N1 4
.

4E o)
,

是地表形变的优势方向
,

基本反映了本区的大地形变场
。

由于地表形态的变化是地壳应力作用的结果
,

所以
,

N 4 1
O

E 即是导致本区现代地壳形变的主压

应力方向
。

表 4 最大地形变和地应力方向

编编号号 测点地名名 测 点 位 置置 测量时间间 变化方向向 测量手段段

11111 民
`

勤勤 1 0 2
0

4 6
,

3 8
0

2 3
`̀ 1 9 7 1一 1 9 7 555 N 9 0

0

EEE 三角网测量量

22222 扁都 口口
.

1 0 0
0

5 5 ,
。

3 8
0

1 3
`̀ IIII N 4 8

o

EEE IIII

33333 槽大板板 1 0 1
0

4 9
` 3 8

0

4 3 `̀ I,, N 3 0
o

EEE IIII

44444 门 源源 1 0 1
0

5 1`
3 8

0

2 7 `̀ ,III N s oEEE
I,,

55555 大 梁梁 1 0 1
0

2 , 3 7
0

4 4 ,, """ N 2 1
O

EEE IIII

66666 永 靖靖 ,1 0 3
0

1 6` 3 5
0

5 9
`̀ 1 9 7 1一 1 9 7 444 N 8 7

o

EEE lIII

77777 上孕让让 1 0 1
0

3 8 ,
3 6

0

1 0 ,, 1 9 7 1一 1 9 7 555 N 3 5
0

EEE 即即

88888 民 和和 1 0 2
0

3 9 , 3 6
0

1 2 ,, IIII N 6 1
O

EEE 即即

99999 山民 县县 1 0 4
0

4`
3 4

0

3 0
`̀ 1 9 7刁一 1 9 7 777 N 8 2

o

EEE """

111 000 永 昌昌 1 0 2
0

8
`

3 8
0

2 1 ,, 1 9 7 1一 1 9 7 555 N 4 2
o

WWW
IIII

111 111 民 和和 下 滩滩
I,, N 5 3

o

EEE 基线测量量
111 222 永 昌昌 滑石并并

...

N 3 2
0

EEE 即即
朋朋朋朋朋朋朋朋

111 333 民 勤勤 大 口子子
IIII N 6 8

o

EEE IIII

111 444 红寺湖湖 1 0 1
0

7 `
3 8

0

5 0
`̀ 19 7 5一 1 9 8 555 N 2 7

.

4
O

EEE 跨断层测量量

111 555 青山堡堡 1 0 2
0

17 1
3 8

0

18 ,, 1 9 8 0
.

888 N 5 9
o

EEE 应力测量量

111 666 平 口峡峡 1 0 1
0

5 5
,

3 8
0

2 6产产 1 9 8 0
.

1 111 N 咬3
o

EEE 即即

111 777 金 川川 1 0 2
0

1 4` 3 8
0

2 8 `̀ 1 9 7 888 N 3 2
0

EEE IIII

111 888 河西堡堡 1 0 2
0

6 r
3 8

0

2 3
`̀ 1 9 8 000 N 2 1

O

EEE 即即

111 999 永 登登 1 0 3
0

4 1 ,
3 6

0

4 8 ,, 1 9 8 4
.

1 000 N 16
.

3
0

EEE
即即

222 000 刘家峡峡 1 0 3
0

1 9
,

3 5
0

4 8 ,, 19 8 2
.

888 N 2 9
o

EEE 即即

222 111 白 银银 1 0 ,1
0

7 ` 3 6
0

3 7 ,, 19 8 3
.

555 N 6 5
.

6
0

EEE 即即

222 222 水峡 口口 1 0 2
0

4 5
`

3 7
0

5 6
子子 19 8 3

.

555 N 6 5
.

6
o

EEE IIII

222 333 昌 马马 9 6
0

3 5 ,
`

3 9
0

4 5 ,,, N 3 6
.

s
o

EEE
IIII

注
:

资料 引自参考文献【8〕

五
、

结论和讨论
1

、

无论是地质资料
,

还是大震考察资料
,

均表明
,

本区构造应力场的压应力方向
,

在北东一

南西象限
。

我们用活断层
、

水系
、

震源机制解和形变测量资料计算出的主压应力方向
,

不仅全部

落在同一范围内
,

而且在数量上彼此相吻合 (表 5 )
。

这证明
,

( 1) 视断层面为剪切面
,

从统计分

析 的观点来看
,

是可以接受的
,

因为断层总是易于沿着构造应力场的剪切面形成或活动
。

也就

是说断层的分布万向
,

除受约于区域构造外
,

在总体上
,

主要受区域构造应力场的控制
。

它们在

分布方向上的规律性
,

正是现代构造应力场演变的体现
。

t吹 2) 地震应力场和大地形变场以不

一 1 2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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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地球物理场
,

展示了构造应力场的最新活动状况
,

它们同活断层
、

水系格局一样
,

共同表征

了研究区构造应力场的统一格局和演化规律
。

表 5 各种资料计算的主压应力方向

导导争通通
断 层层 水 系系 地 震震 测 量量 备 注注

青青海东部区区 N 4 0
o

EEE N 4 2
.

s
o

EEE N 4 2
.

8
0

EEE N 4 1
.

7 oEEE 本文文

青青海东部部部部 N 3 5
o

一 8 0 oEEEEE 〔1〕〕

陕陕
、

甘
、

宁
、

青区区区 N 4 0
o

EEE N 4 3
0

EEE N 4 1
o

EEE 〔4〕〕

甘甘肃
、

青海区区区 N 3 6
o

EEE N 3 5
0

EEE N 3 1
O

EEE 〔4〕〕

2
、

地质历史研究表明
,

同一地质时期不同阶段的构造运动之间
,

往往表现出一定的继承

性
。

既体现了老构造对新构造的控制
,

也说明了构造应力场的连续性特点
,

即区域构造应力场

在某一地质时期内
,

大致是稳定的 (最大主应力方向变化不大 )
。

如果说
,

地质资料和水系分布

格局所反映的是新构造应力场
,

活断层
,

地震和地形变所代表的是现代构造应力场
。

那么
,

本文

的结论充分说明了
,

研究区 自新第三纪以来
,

构造应力场是相对稳定的
。

而且
,

这种长期稳定的
“

大一统
”
应力场格局

,

是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掸和推挤分不开的
。

3
、

由表 5 可以看出
,

本文计算结果与参考文献
“ ,

得出的结果存在差值
。

可能有两个原因
,

( 1) 研究区范围不同
,

这正好说明了地壳应力是位置的函数
。

主应力轴随着区域的不同而变化
。

如青海西部主压应力为北北东向
,

东部为北东向
.

青海北部的河西走廊
,

主压应力方向为北北

东至北东向
.

而兰州及其东部则为北东至北东东向
。

( 2) 选用不同的资料或不 同时段资料
,

可

能会得出不同时期的应力场
。

因为地壳应力也是时间的函数
。

此外
,

资料的多寡
、

精度以及不

同的研究
,

计算方法都会影响到应力方位的变化
。

应该指出
,

本文的活断层资料局限于青海东部地区
,

所以
,

研究和认识是初步的
。

如前所

述
。

地壳应力既是位置的函数也是时间的函数
,

可以预见
,

随着研究区域的扩大
,

断层资料的更

新
,

将会得出不同时期
,

不同区域的构造应力场
。

无庸置疑
,

用活断层反演现代构造应力场
,

是

一条值得探索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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