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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学探究的发展，地球物理勘探在活断层探测也得到了应用。本文主要从多个方面介绍了简要叙述了活断层的概念和活断层的
分段性，从静态和动态性两方面阐述了活动断层的物探特征，并且对地球物理勘探在活断层探测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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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加之人口的不断增

长，所以很多城市对于建筑的规模越来越大，基于此形式的影响，
要正常保证人类的居住、环境安全，目前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关注的
问题。据科学研究表明，活动断层是诱发地震的主要原因，也是破
坏城市建筑设施的主要因素，而城市的地震和地质体的活动成为重
要的危险因素之一。这是因为，地震和地质体活动的直接原因是活
动断层的作用。目前，据研究发现，我国许多大城市开展活动断层
的探测与地震危险性的评价意义重大。本文主要从多个方面介绍了
简要叙述了活断层的概念和活断层的分段性，从静态和动态性两方
面阐述了活动断层的物探特征，并且对地球物理勘探在活断层探测
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1 活断层 

关 于 活 动 断 层 这 一 词 语 的 提 出 ， 最 早 是 由 上 世 纪
A.C.Lawson(1908)， H.Q.Wool(1916)， B.Willis(1923)和李四光等先
后提出。之后，在一次中国科学研究院上的运动会谈上，有专家专
门提出关于活动新断层的定义，主要就是来描述活动断层的含义。
这一定义的提出，让新生代的底层发生明显的断层，更客观、明显
的看出来活动断层。 

随后，我国关于活断层的探究还在继续，而且研究者关于活动
断层的含义研究长达几百万年，甚至更长。据研究显示，关于活动
断层的研究与地震防震工程有联系。就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有一
位美国原子委员会的转接提出了新的断层概念-能动断层，其中相
关规定： 

（1）早在 4 万年前就有过一次甚至多次类似的活动断层出现。 
（2）有关他们之间的出现，其实是和能动的断层存在一定的

联系。 
（3）而且有关研究者发现，在观察断层断裂的仪器上，找寻

到了记录有关地震活动的频率，可以反映出多年前的历史地震事
件，或者断层活动。 

另外，通过以上的分析研究，国际原子机构也相继发现其他额
外的有关活动断层的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上述三条外，
并增加了两条规定：其一，这些断层曾有过活动迹象的表露；其二，
这些断层留有断裂的痕迹，并且有断裂的证据表明活动。根据以上的
规定，美国、日本早在 80 年代就已经展开对活动断层的研究，而且
研究发展速度巨快。而，我国关于活动断层的研究相对落后，并且与
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并不完全相同。并且研究学者表示：活动断层开
始发生的时间是在第四世纪期间，并且往后也有出现的可能。 
2 活动断层的物探特征 
2.1 活动断层的静态特征 

在了解活动断层的静态特征之前，首先要了解活动断层的形态
特征。据定义描述，活动断层和存在，包括断裂的活动，会让断裂
的岩石发生变形，而且也会影响周围事物以及物质的变化，这些变
化形成的物理特征，将之称为活动断层的形态特征。 

而形态特征中又分为好几类分布，比如时间、空间、规模、倾
角等地质的特性。一般情况下，活动断裂之后与平行走向存有一致
的特征，这就说明形态特征处于平稳的状态，即表现出活动断层的
静态特征。而随着断裂地带的温度升高之后，地表温度也随之增加，
这时候就会导致断裂地带的重力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地磁各种气体
数值变高。 

2.2 活动断层的动态特征 

另外一种有关活动特征的特征，主要是表现活动断层的活动形
式，是活动断层最普遍的表现，即为动态特征，这种特征属于断层
更加精细的一类特征，并且反映断层活动性的地球物理特征，称之
为活动性特征。 

比如，在高分辨率的物理地震勘测的方法中，可以准确惊喜的
看出底层的分布情况，而且可以获得活动断层相应的年代分布；另
外，作为一种高频率的分辨物理手段，探地雷达也具有研究断层活
动性的能力。 
3 探究方法 

由以上的介绍，加之对活动断层的检测和评价不断加深，因此
主要将活动断层的探究方法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其一，首先确定活动断层的位置、形态的变化参数以及确定方
法；其二，开始研究断层活动性；最后，了解活动断层性，以及危
险性的评价；在活动断层的探测研究中，不同探测阶段采用的地球
物理方法也不尽相同。比如，在物探探测的第一阶段，一般可以采
用重磁、电法、放射性和浅层地震等方法进行探测，这些方法一般
能够大致确定断层或隐伏断层的空间赋存状态；在物探探测的第二
阶段，一般采用人工源地震、探地雷达、放射性和井中地球物理等
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活动断层的活动性进行分析研究；在物探探测
的第三阶段，一般是利用深部物探资料——深部人工源地震或天然
地震、大地电磁测深等。 

对活动断层的地球物理探测目的是准确查明地表附近活动断
层的空间分布确定其深部延伸情况，探测可能存在的隐伏活动断
层，揭示地下介质的特性和深部构造环境，为活动断层的地震危险
性评价提供依据。常用的物探方法有：重力测量 、高精度磁测 、
电法勘探 、电磁法 （主要是大地电磁和音频大地电磁法）、浅层
地震法 。 
总结： 

近年来，崔国柱、李恩泽、曾昭发用浅层地震、高密度电阻率
法、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等对城市活动断层进行探测，取得了一定
的成就。他们相关研究表明，重磁方法和直流联合剖面法能直观地
确定断层的地表位置；高密度电法、电磁法、浅层地震、地质雷达、
井间层析成像、放射性方法等能提供断层的形态特征、近地表的活
动规律，还能为活动断层的分段性研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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