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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丁国瑜文集》主要包括4个部分内容。文集正文部分共收录了丁院士撰写的研究文章72篇，文章排列
以发表时间早晚为序，所选文章以丁先生为第一作者的为主，也选刊了丁先生与他人合作的一些文章
，大部分是他指导的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所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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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中国活断层研究状况 在本世纪30～40年代，我国的一些地质学家已经开始注意
描述有关活断层的地质地貌现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兴起，地震区划工
作、重大工程的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价和地震烈度的鉴定广泛开展，这些工作都涉及到活断层的研究
。1956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召开了中国第一次新构造运动座谈会，与会科学家从许多方面论及了
中国的活断层以及与地震活动的关系。当时把活断层称为第四纪断层、新断层或伴随新构造运动而形
成的断层等等。1957年正式出版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记录。这一阶段的活断层研究主要是大地貌、冲
积洪积扇的变形、新生代地层的错断以及地震震中分布等宏观定性研究。 1966年以来，由于华北和西
南地区相继发生一系列M>7的破坏性地震，从而使与地震活动密切相关的活断层研究提到了更加重要
的位置。20多年来，对活断层研究的内容和采用的方法都取得了较明显的进展。对全国一些重要的活
断层，除了开展一般性的地貌、地质学（包括遥感资料的应用）的野外综合调查和专题研究外，还在
一些重要地段进行开挖探槽、地质填图、年代学和应力状况的研究。与此同时，加强了仪器观测，沿
一些活断层开展了包括大地水准复测、跨断层的短水准基线和三角的重复测量、断层应变观测、原地
应力测量、微震观测、震源机制、地热、地球化学和其他地球物理方法的探测和研究。所有这些工作
，为从浅层到深层、从定性到定量研究活断层的运动学和动力学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际资料。中国地
震学会地震地质专业委员会1982年汇编出版的《中国活动断裂》一书，基本上代表了70年代我国活断
层的研究状况。80年代以来，对我国活断层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又有了很大的拓展，涉及对活断层的几
何图像、断层结构、断错地貌、断层的运动方式和速率、与地震的关系、古地震与大震复发间隔、活
断层的活动习性及其动力学的研究等。有关判定活断层运动年代的多种方法，特别是14C、热释光、
断层陡坎坡度的测量、发掘活断层上古地震地质证据的探槽方法等也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同时，结
合全国地震构造图、烈度区划图等各类图件的编制工作，对全国显露的和隐伏的活断层资料进行了一
次普查和整理，其许多成果已经在这些全国性的小比例尺（1/600万～1/300万）地震构造图和岩石圈动
力学图中得到了反映。对一些发生过巨大地震的主要活断层，如选人本图集中的郯庐、鲜水河、红河
、昌马、二台活断层和鄂尔多斯周缘活断层系等所进行的比较系统的野外考察和专题研究就是在这一
阶段进行的，其中郯庐、二台和鄂尔多斯周缘活断层已出版了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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