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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今地震构造运动是能解读地壳运动成因的一种可以被人们所直观感受到的运动形式之一。
本书以地震构造运动理论为纽带，串述了地壳震源破裂、地表地震断层、古地震事件和活动构造地貌
效应等；阐述了后造山作用及新构造裂陷机制下的中国地震构造类型和基本特征；分述了中国地震构
造区、带特征；分析了中国现今地震构造运动的特点、应力作用和动力学问题，从而推测了（地震）
构造运动的模式过程和细节特征；分析了立说地球圈层构造运动理念；对中国大陆地震中长期危险性
预测作了一些研究现状的客观介绍。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中国地震偶找研究10年的基本资料，展现了其进展，由实践提高到理论分析
层面并指出了今后研究地震构造的重点和方向。
本书可供地震地质界、构造地质界学者和有关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也能为有意创建大地构造理
论新说的学者们提供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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