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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和意义

非刚性书斜式断层模型能够更好

地模拟实际断层活动过程中的非

线性特征和复杂行为，为地震预

测和防灾减灾提供科学依据。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地质构造复杂，

地震活动频繁，对于该地区断层

活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和实践价值。



通过物理模拟实验，探究青藏高

原东缘非刚性书斜式断层的活动

特征和机理，为地震预测和防灾

减灾提供理论支持。

研究目的

揭示非刚性书斜式断层在应力作

用下的变形特征、破裂过程及能

量释放规律。

研究问题

研究目的和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非刚性书斜式断层模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方面，而物理实验研究相对

较少。已有的物理实验研究主要集中在简单断层模型的模拟上，对于复杂断层模型的实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实验技术和计算机模拟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非刚性书斜式断层模型的研究将更加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包

括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力学、数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被广泛应用于该领域的研究中。同时，基于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地震预测和防灾减灾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发展趋势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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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缘地质背景
与断层特征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最年轻、最高的高原，其形成与隆升对
东亚地区的气候、环境、地貌和构造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青藏高原的形成与隆升

青藏高原东缘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是青藏高原
向东南方向扩展的前缘地带，构造上表现为一系列向北东
方向逆冲的断裂带和褶皱带。

地质构造背景

青藏高原东缘出露的地层主要包括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
代地层，岩性以变质岩、沉积岩和火山岩为主。

地层与岩性

青藏高原东缘地质背景



走滑断层

走滑断层在青藏高原东缘也有广
泛分布，主要表现为左旋走滑和
右旋走滑两种类型，如安宁河断
裂带、则木河断裂带等。

逆冲断层

逆冲断层是青藏高原东缘最主要
的断层类型之一，主要表现为向
北东方向逆冲的断裂带，如龙门
山断裂带、鲜水河断裂带等。

伸展断层

伸展断层在青藏高原东缘相对较
少，主要分布在一些局部地区，
如川西高原的理塘断裂带等。

断层类型及分布



断层活动性
青藏高原东缘的断层大多具有活动性，其中一些大型逆冲断层和走滑断层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强烈

地震，如龙门山断裂带在2008年发生了汶川8.0级地震。

地震危险性
由于青藏高原东缘断层活动性强烈且地震频繁，该地区地震危险性较高。未来该地区仍有可能发生强

烈地震，对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加强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的地震监测和预警工

作至关重要。

断层活动性与地震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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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刚性书斜式断层模型
构建与物理模拟实验设
计



VS

非刚性书斜式断层模型是基于地质学中

的断层理论，通过模拟断层的非刚性变

形特性来研究地震等地质活动的物理过

程。该模型以书斜式构造为基础，通过

引入非刚性材料来模拟断层的复杂变形

行为。

方法

首先，根据研究区域的地质背景和断层形

态，设计合适的书斜式断层几何模型。然

后，选择合适的非刚性材料（如橡胶、硅

胶等）来模拟断层的非刚性特性，将材料

填充至模型中断层位置。最后，对模型进

行固化和后处理，以完成非刚性书斜式断

层模型的构建。

原理

模型构建原理与方法



• 思路：通过物理模拟实验，可以模拟地震等地质活动对断
层的影响，进而研究断层的变形机制、应力分布以及地震
波传播等物理过程。实验设计应遵循相似性原则，使得实
验模型能够反映实际地质情况的主要特征。

物理模拟实验设计思路及步骤



步骤

1. 确定实验目的和研究问题；

2. 设计实验方案，包括模型构建、加载方式、测量方法等；

物理模拟实验设计思路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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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进行加载实验，并记录实验数据；

01
3. 准备实验材料和设备；

02
4. 构建非刚性书斜式断层模型；

物理模拟实验设计思路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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