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震科技创新团队情况表 

团队名称 四维地震构造建模与模拟 

依托单位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组建时间 2021 

研究方向 活动构造、地震构造、三维公共断层模型、力学数值模拟 

符合重点

领域和方

向情况 

以防范中国大陆及地震科学实验场区的大地震灾害风险为目标，

以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为依托，构建三维公共断模型、四维动态演

化模型，实现不同尺度统一结构模型与数值模拟的自主创新研究 

团队分工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所在单位 职称 

所聘 

岗位 

团队 

负责人 
鲁人齐 男 1982.02 

中国地震局 
地质研究所 研究员 专技四级 

主要成员 

江国焰 男 1985-06 武汉大学 研究员 研究员 

王毛毛 男 1985-04 河海大学 副教授 副教授 

李志刚 男 1984-12 中山大学 副教授 副教授 

孙  闯 男 1986-09 中山大学 副教授 副教授 

邵延秀 男 1984-06 天津大学 副教授 副教授 

李云帅 男 1986-05 天津大学 讲 师 讲 师 

陶  玮 女 1972-10 
中国地震局 
地质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专技七级 

袁兆德 男 

 地质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专技七级 

孙 女  地质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专技七级  男 中国地震局 地质研究所 孙  я    男 



联系人 鲁人齐 电话 15001256058 

攻关目标 

面向国际地震科技前沿和“十四五”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建

设的国家重大需求，在中国大陆现有结构模型基础上，通过一系

列关键技术研发，首先构建川滇地区的活动断层三维公共模型，

建立不同时间尺度的四维构造演化模型；并通过力学数值模拟分

析，研究断裂体系相互作用与大震发生机理，判定大震危险区域

和主要断裂；研发与地震构造相关的公共模型和科技产品，支撑

并服务于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迈向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建设。 

重点攻关目标和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研究主要活动块体边界或主要活动断裂带的精细三维结

构特征，包括几何学、年代学、运动学的定量研究。 

2）基于三维模型基础上的多尺度四维地震构造研究，开展

目标断裂带力学数值模拟分析，分析潜在的地震危险性。 

3）构建中国大陆主要活动断裂的高分辨三维公共模型、四

维构造动态演化模型，制定公共产品与相关技术规程或标准。 

团队前期

合作基础 

团队前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川滇

国家地震科学实验场、中央公益性科研院所等 10多个科研项目

的支持下，开展了长期和卓有成效的合作。在活动构造探测研究

与年代学测试分析，活动构造地震解译与断层几何学、运动学分

析，活动断层三维建模和公共模型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团队在地震构造多尺度、有限元力学数值模拟分析，为大地震或

强震危险性判定、潜在的地震地质灾害开创了新的合作途径。团

队涉及活动构造、构造地貌、地球物理、力学分析等方面，在不

同学科交叉中、建立了新学科组，具备有效的合作机制，先后发

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国际论文，形成了合作创新的良好局面。 



吸纳外

单位、

外系统

专家开

展实质

合作情

况 

研究团队充分吸纳外单位、外系统专家开展合作交流和指导。

研究团队在 2021 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吸纳了中国地震局

地球所、预测所和四川省地震局，与多所“双一流”高校合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津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重庆大学、

河海大学共 10家优势单位合作；集中了国内从事构造地质、活动

构造、地震学、地球物理、岩石物理、构造建模和数值模拟和地

震危险性研究等一批中青年为主力和骨干的科研人员。 

本团队牵头承担课题与武汉大学、天津大学、中山大学和河

海大学密切合作，定期组织会议和讨论，推动地震科技创新。近

几年研究团队在国际、国内重要组织和召集学术会议，团队先后

与各外单位成员已经开展深入合作，特别是在合作活动断层调查、

三维公共断层建模、地震灾害风险研究等方面。 

研究团队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积累，与国外南加州地震中

心（SCEC）、哈佛大学、休斯顿大学等机构长期交流合作，掌握地

震科技研究前沿；并与国内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地质大学

等高效合作。研究团队率先构建川滇实验场三维公共断层模型和

统一结构模型 V2.0。上述为本项目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团队研究

进度计划 

 

 

2022-2023 年，收集整理野外探测观测与调查研究，补充完

善川滇实验场研究缺乏或薄弱的主要活动断层数据信息和数据

库，建立川滇实验场的三维公共断层模型； 

2023-2024 年，建立活动断层三维建模关键技术流程，三维

公共模型规范或标准，构建和发布新一版的实验场统一结构模型，

形成三维和四维地震构造模型； 

2024-2025 年，基于四维地震构造模型基础上的活动块体、

活动断层的力学数值模拟，分析地震危险性，建立不同尺度、不

同评价方法的地震危险性模型；产出相关科技成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