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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地测量学科发展的总趋势是向地球科学纵深发展，深入到其他地学学科的交叉领域，其主要任务是
监测和研究地球动力学现象。
以空间大地测量为标志的现代大地测量技术，不论在测量的空间尺度上还是已达到的精度水平方面，
已经有能力监测地球动力学过程产生的运动状态和物理场的微变化，如板块运动、地壳形变、活动构
造带的应力场，以及重力场变化、极移细节、自转周期的变化和海平面变化等。
目前，现代大地测量正在更深的层次上卷入与相关地学学科的交叉发展中，对解决当代地球科学重大
问题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大地测量在研究地学相关问题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提供地球动力学系统中正在发生的过程输出的地
表力学信号的全球数据和图像，为利用地球动力学模型反演深部结构和介质参数提供边界值或约束条
件，为验证新理论、新模型提供大地测量检验。
青藏高原是我国大地测量深入地球科学领域的一个典型地区。
在这一地区，地质、地球物理学家们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为大地测
量参与研究打下了基础。
同时，由于地球科学的复杂性，青藏高原的地学研究也迫切要求地学各学科相互渗透进行综合研究，
特别是大地测量学科的参与，这将会使高原地学研究模式化、定量化，研究结果将更具有科学价值。
本书以作者结合国家测绘局“八五”攻关项目“青藏高原现今地壳运动监测及其动力学机制研究”而
作的博士论文为蓝本，尽力开拓大地测量学的内涵，充分结合地质、地球物理资料探讨地壳运动动力
学机制，主要探讨大地测量研究青藏高原地球动力学的反演理论与方法。
本书第一章主要介绍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现状和进展；第二章重点介绍青藏高原地壳运动学模型的建立
；第三章论述青藏高原大地测量监测系统设计；第四章探讨大地测量反演构造应力场理论；第五章剖
析青藏高原构造应力场成因；第六章数值模拟反演青藏高原构造应力场及探讨动力学机制；第七章简
述青藏高原地壳运动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与方法。
书中的有关研究工作得到武汉测绘科技大学陶本藻教授、晁定波教授及刘经南院士的指导和帮助，还
得到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张德涵教授和中国地震局武汉地震研究所王琪研究员的帮助。
部分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
本书的出版得到武汉大学宁津生院士、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张赤军研究员和中国地震局
武汉地震研究所徐菊生研究员的推荐。
特别要感谢以国家测绘局陈俊勇院士为首的测绘科技专著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同意由测绘科技专著出
版基金资助本书出版。
非常感谢我的妻子陈永红女士多年来给予的关心、理解、支持和帮助。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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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探讨了大地测量参与青藏高原地球动力学问题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从青藏高原地质构造背景和活动情况出发，兼顾大地测量观测特点，建立了青藏高原地壳运动学模型
；结合青藏高原地震活动和GPS观测，利用地震矩张量反演分析了青藏高原及其邻区地壳运动情况；
设计了青藏高原地壳运动监测系统。
从固体力学基本方程出发，结合数值方法，提出用大地测量数据反演构造应力场理论，研究了由大地
测量数据反演线弹性构造应力场的方法，分析比较了几种有影响的地球动力学学说，以相对运动地球
动力学学说为基础，分析了青藏高原构造应力场的主动力来源及构造应力场成因。
建立了三维线弹性构造应力场数值模型，并结合大地测量数据对青藏高原构造应力场进行了数值模拟
，探讨了青藏高原隆升机制。
　　本书可供从事大地测量、地质、地震、地球物理，以及矿产资源、工程建设、环境等专业的科学
技术人员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藏高原地壳运动模型与构造应力�>>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现状和进展　1.1 概述　1.2 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现状和进展　1.3 青藏高原地区
开展的大地测量工作　1.4 大地测量参与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的作用与任务第二章 青藏高原地壳运动学
模型　2.1 引言　2.2 用地壳形变模型描述高原地壳运动　2.3 顾及地质资料的青藏块体运动学模型的建
立　2.4 用“板块变动”模型描述高原地壳运动　2.5 地震矩张量反演建立青藏高原地壳运动学模型第
三章 青藏高原大地测量监测系统设计　3.1 引言　3.2 青藏高原地质构造背景及构造活动概况　3.3 两种
典型构造演化模式差异及局部监测网设计　3.4 青藏高原区域大地监测网设计　3.5 将青藏高原地壳运
动监测纳入全球监测系统第四章 大地测量反演构造应力场理论　4.1 引言　4.2 地壳构造应力场模型公
式　4.3 大地测量反演构造应力场原理　4.4 大地测量位移值反演构造应力场分析　4.5 大地测量地表位
移值反演线(粘)弹模型构造应力场　4.6 大地测量观测点分布方式对反演边界力影响　4.7 观测值随机
误差对反演边界力的影响　4.8 断裂区单元划分大小对构造应力场计算结果的影响　4.9 四维整体大地
测量有限单元法第五章 青藏高原构造应力场成因分析　5.1 引言　5.2 相对运动地球动力学与岩石圈运
动力　5.3 “相对运动地球动力学”学说的合理性　5.4 青藏高原形成的初始动力源　5.5 青藏高原构造
应力场成因分析第六章 青藏高原构造应力场数值模拟　6.1 引言　6.2 线弹性三维有限元数值模型　6.3 
构造应力场程序简介　6.4 介质参数对三维构造应力场结果的影响　6.5 青藏高原构造应力场数值模拟
分析第七章 结束语　7.1 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贡献　7.2 进一步研究内容附录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藏高原地壳运动模型与构造应力�>>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现状和进展1.1 概述青藏高原位于亚洲大陆的南部，地处巨型特提斯
一喜马拉雅构造域的东段。
它是世界上形成时代最晚、面积最大的高原。
总面积超过200km2，平均海拔高度4500m，是地球上一个十分独特的地理单元，其巨厚的地壳、活跃
的新构造运动、强烈的地震活动和环境变迁，对我国乃至亚洲大陆自然环境和人文地理产生巨大的影
响。
高原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星球晚近地质时代最重大的地质事件之一。
长期以来，这一地区一直吸引着国内外地学家的特别关注。
近十多年来，国际地学界已掀起了青藏高原研究热。
研究青藏高原地学问题，特别是高原地壳运动规律、高原增厚隆升机制、地质构造特征及对环境的影
响，对于发展地球科学理论，阐明全球构造运动，对本区矿产资源的开发、国土整治和环境预测，防
灾减灾等都有重要的科学和现实意义。
青藏高原是我国大地测量深入地球科学领域的一个典型地区。
在这一地区，地质、地球物理学家们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为大地测
量参与研究打下了基础。
同时，由于地球科学的复杂性，青藏高原的地学研究也迫切要求地学各学科相互渗透进行综合研究，
特别是大地测量学科的参与。
这将会使高原地学研究模式化、定量化，研究结果将更具有科学价值。
§1.2 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现状和进展青藏高原的地球动力学特征受到国内外地学界的极大关注。
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由于学科性质的特征和需要，已经走在研究的前列。
青藏高原地学研究主要集中于高原隆升、厚壳特征、地体拼合与增生、构造热演化等方面。
其主要成果可概括如下：（1）青藏高原地区有昆仑山-秦岭、龙木错-玉树、班公错-怒江、雅鲁藏布
江、库地-苏巴希等五条地缝合线。
地缝合线把青藏高原划分成北昆仑、南昆仑、巴颜喀拉、羌塘、拉萨、江孜等六个地体，这些地体先
后由晚石炭世、晚二叠世、晚三叠世、晚侏罗世及始新世等不同地质时期顺序增生到欧亚板块上。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藏高原地壳运动模型与构造应力�>>

编辑推荐

《青藏高原地壳运动模型与构造应力场》：测绘科技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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