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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遥感图像上活动断裂显示的影像特征、地貌形态、水系特征研究不同大地构造区域断裂几何
学、运动学和动力学特征；根据多时相遥感图像信息与浅层地震勘探相结合方法，研究隐伏活动断层
的空间分布和晚第四纪活动幅度和速度，研究平原或盆地区强震孕育的构造环境。
书中既具体介绍了活动断层、隐伏活动断层研究的技能技巧，又论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区域性活动构
造和地震构造；介绍了InSAR技术理论与原理，详细介绍利用D-InSAR技术提取我国近年发生强震的同
震形变场，获得地表连续的近场形变图像。
    本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可供从事构造地质、地震地质、环境工程，地球科学研究人员参考，也
可供遥感地质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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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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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遥感地质与干涉形变测量概述　　遥感技术是从不同高度的平台，使
用各种类型的传感器，接收地球表层电磁波辐射信息，进行远距离探测和识别的综合技术。
遥感技术是19世纪中叶兴起，20世纪6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探测技术。
遥感技术是物理学、数学、计算机技术、现代科学技术与地学、生物学、环境科学密切结合，迅速发
展形成的一门新技术。
遥感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地质、地理、石油、地震、海洋、水文、工程、环境、农业、林业、气象及军
事等领域。
遥感技术经历了从航空向航天发展的历程。
　　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应用航空摄影像片进行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和石油普查，50年代末
期，在张文佑教授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逐步开展了航空遥感地质工作，70年代末，由于地
震事业的发展，成立了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地震事业促进了遥感地质的迅速发展，遥感技术在地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1974年顾功叙和丁国瑜教授率领的中国地震代表团访问美国时，美国总统科学顾问、著名地震学
家F．Press教授和C．Allen教授赠送了一套覆盖我国全部领土的陆地卫星遥感图像，从此开始了系统运
用遥感信息对地震构造，特别是活动断层、地震断层、地震地表破裂、地震形变场、火山喷发物分布
等方面的研究。
　　作者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震科学联合基金、国家重点基础发展规划、“六五”、“七五”
、“八五”、“九五”、“十五”等研究课题，参加大型水电、火电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大型工程
基础稳定性研究，石油地质等生产任务，利用LANDSAT卫星MSS、TM、ETM图像、SPOT卫星图像
、IKONOS卫星图像、CBERS卫星图像，根据不同大地构造区域遥感卫星图像上活动断裂显示的影像
特征、地貌形态、水系特征，研究断裂的活动性，进行活动断裂分类，区分出与地震活动密切相关
的6种全新世活动断裂的特征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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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遥感技术是19世纪中叶兴起、20世纪6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探测技术。
《遥感地质与干涉形变测量》运用LANDSAT、SPOT、IKONOS等卫星图像进行了断层活动性、强震
构造环境、地震地表破裂等方面的遥感地质解译，利用合成孔径雷达技术进行干涉形变测量，研究震
中区同震形变场和近代喷发物分布特征；并结合震源机制、地震活动性、活动断层资料，反演了发震
断层的几何学和运动学特征。
利用InSAR技术获取地震形变场特征，得到地表连续的近场形变图像，对分析和解释震源过程、断层
带形变特征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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