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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残余应力场》

内容概要

《地壳残余应力场》系统总结了地壳残余应力场的力学性质、分类、产生机制、物理特征、释放途径
、测量方法、在中国西南和华北测区的分布规律及在石油力学、地震力学、岩体力学与地质力学中的
应用。可供地质、地震、石油、水电、铁道、矿山、地球物理、地壳力学、工程力学和固体力学等领
域的科研、教学、勘测、设计、预测人员、研究生及高等学校学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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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残余应力场》

作者简介

安欧，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所研究员,历任原地质部地质力学所物理室负责人、所务委员,国家地震局
学术评议小组成员,地震科学联合基金会地震学评审组成员,中国地震学会理事。结合力学、物理学、
天文学与大地构造学,综合研究地壳动力学及其在石油开发、地震预测和岩体工程中的应用,为之建立
了9个实验室,主持完成5项国家级和11项部级课题。1958年发展了地壳残余应力理论,并在华北和西南50
万平方公里深达7000余米范围内作了测量,结果已用于地震预测、油气开发和岩体工程,对所观测地区发
生的6.5级、7.0级、8.0级三个大地震都作了中长期预测。出版系统专著《构造应力场》、《X射线地力
学》、《潜山油藏》、《石油动力学》、《地力学地震预测基础》,发表论文120篇。获国际爱因斯坦
科学成就奖、国际新产品新技术博览会金奖、美国荣誉奖章,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选入《世界100
名领先科学家》(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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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残余应力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地壳残余应力场概论第一节 岩体残余应力场力学性质一、固体的应力系统二、残余应力自身
性质第二节 岩体残余应力场分类一、固体物理分类二、分布范围分类三、工程应用分类第三节 岩体
残余应力场产生机制第四节 地壳残余应力场物理特征第五节 地壳残余应力场释放途径一、加热退火
二、发生破裂三、机械振动四、塑性变形第二章 地壳残余应力场测量第一节 残余应力测量一、X射线
法特点二、测量原理三、测量技术四、测法要点第二节 原场时代测定第三章 地壳残余应力场分布第
一节 龙门山测区残余应力场分布规律一、水平分布规律二、铅直分布规律第二节 安宁河测区残余应
力场分布规律一、水乎分布规律二、铅直分布规律第三节 鲜水河测区残余应力场分布规律一、水平分
布规律二、铅直分布规律第四节 红河测区残余应力场分布规律一、水平分布规律二、铅直分布规律第
五节 迁西地区残余应力场分布规律第四章 地壳残余应力场在地震力学中的应用第一节 震源释放的能
量第二节 控震和触发应力第三节 测区内发震机制第四节 中长期地震预测第五节 跟踪短期预测法第五
章 地壳残余应力场在岩体力学中的应用第一节 对工程的准静态影响第二节 对工程的动态影响第三节 
岩石综合抗断强度第六章 地壳残余应力场在地质力学中的应用第一节 结构面鉴定第二节 构造带鉴定
第三节 构造体系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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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残余应力场》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地壳应力，从形成时间上划分，有古应力、古应力残留至今的残余应力和现今应力。
残余和现今应力同时存在，叠加成现代地壳应力场。但二者有不同的力学性质、产生机制、物理特征
、分布形式和作用途径，因此需要分别测量和论述，而在应用中由于同时存在又要一起使用、发挥作
用和作综合处理。本章对地壳残余应力的力学性质、分类、产生机制、物理特征和释放途径，作一综
合论述。第一节岩体残余应力场力学性质地壳岩体中的古应力场残留下来的残余应力场和现今成因造
成的现今应力场叠加成的现代地壳应力场，是现代地壳运动的成因，影响石油开采、地震活动、岩体
工程、液气运移和人类社会活动。为便于对地壳残余应力场作深入论述，本节先讨论其力学性质。一
、固体的应力系统固体内的应力，按性质可分两大系统。1.开放应力系统这是有边界载荷时固体内存
在的应力系统，在边界处与边界载荷平衡。如地壳惯性应力、重应力、热应力、岩石试件受载内部所
生的应力。2.孤立应力系统这是无边界载荷时固体内存在的应力系统，在体内自行平衡，可分两类。
（1）内生应力系统。这是固体内部因素变化产生的应力系统。如玄武岩内的冷却应力、岩土体内的
干缩应力、混凝土浇铸的预应力、变质岩的相变应力。（2）残留应力系统。这是开放应力系统在体
内残留下来的应力系统，又分如下两类。①宏观自平衡残余应力系统。这是固体内各小区域之间以相
反性质运动维持平衡的应力系统。如金属冷加工残余应力、金属铸件残余应力、陶瓷烧结残余应力。
②微观自平衡残余应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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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残余应力场》

编辑推荐

《地壳残余应力场》：中国地震局老专家科学基金，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资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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