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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制中国区域地壳稳定性图，首先是为了满足厂矿、能源、城市和交通等重大工程建设及国土规划与
整治的需要，其次，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也很需要在前期各省区地壳稳定性及与之有关的资料的基
础上做一个系统总结，使地壳稳定性研究达到一个新水平。
全国性区域地壳稳定性图的编制尚属首次，它填补了我国地质图系中的空白。
   “区域地壳稳定性”术语及其基本概念为我国所独创。
区域地壳稳定性图是一种综合性图件，集中反映一个地区现代地壳活动性特征及其基本活动规律。
通过本图进行分区评价，可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地区提供安全可靠的基地。
    区域稳定性研究工作，早在50年代的三峡水利工程规划、南水北调工程选线中，围绕活动断裂、新
构造活动、地震活动和地质构造等方面进行过分析与评价。
李四光教授于50年代对西北地区滑坡作了调查研究，并于60年代初期首次提出了“安全岛”基本概念
。
随之，又在西南的重大工程建设地区、京津唐地区开展了地震地质、地应力测量和断层位移测量等工
作。
上述工作均为后来的“区域地壳稳定性”基本概念的建立及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工程地质专业研究领域也迅速发展，从“区域工程地质”研究
发展到“区域地壳稳定性”研究的新阶段。
其中，李四光、刘国昌和谷德振等老一代地质学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特别是唐山地震以后至1979年全国首届工程地质大会之间，先后在长春地质学院、中国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南京大学和成都地质学院等单位建立了相应的研究中心。
然而，在国外并无此项研究，只是俄罗斯受中国的影响，组建了一个由少数国家参加的国际性活动构
造及地壳稳定性研究中心，但因种种原因，工作难以开展。
    总之，区域稳定性研究工作，已从调查研究、评价、编制局部工程地区图件，发展到编制大区、大
江和大河流域区域性图件；从定性研究发展到80年代以来的定量化、数值化和计算机模拟的研究新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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