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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地区活动断裂活动性的 ＦｕｚｚｙＧｒｅｙ模式评价

孙芳强①②　苏生瑞①　彭建兵①
（①长安大学地质工程与测绘学院　西安　７０００５４）
（②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西安　７０００５４）

摘　要　对活动断裂的活动强度进行研究，不仅是预测地震的发生、减轻地质灾害的基础，也是城市工程设计的核心问题。
本文基于断裂活动性评价所具有的模糊性和灰色性特点，将模糊数学与灰色系统有机结合，提出了断裂活动性评价的模糊综

合评判模型，确定了梯形隶属函数，并采用“活动性标志的相对值大，权重大”的原则确定了各个指标的权重，最终获得了断裂

活动性的评判结果。利用该模式对西安地区活动断裂的活动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临潼—长安断裂活动性最强，其次是

渭河断裂、咸阳断裂，余下—铁炉子断裂活动性最弱。

关键词　活动断裂　活动性　模糊　灰色　梯形隶属函数
中图分类号：Ｐ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５－３１；收到修改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１－０２．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４０５３０２１）．

第一作者简介：孙芳强，主要从事地质工程方面研究．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ｆｑ２００３＠１２６．ｃｏｍ

ＦＵＺＺＹＧＲＥＹＭＯＤＥ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Ｏ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ＸＩ′ＡＮ

ＳＵＮＦａｎｇｑｉａｎｇ①②　ＳＵＳｈｅｎｇｒｕｉ①　ＰＥＮＧＪｉａｎｂｉｎｇ①

（①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５４）
（②Ｘｉ′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５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
ｔｅｒ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ｕｒｂ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ｕｚｚｙａｎｄｇｒｅ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
ｆａｕｌ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ｆｕｚｚｙ－ｇｒｅｙ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ｆｕｚｚｙ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
ｅｄｗｉｔｈｇｒｅｙ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ｔｈｅｆｕｚｚ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ｄｅｃｉｄｅｓａ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ａｌｍｅｍｂｅｒ
ｓｈｉｐ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ｆｕｚｚｙ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ｅａｃｈｆａｃｔｏｒｉｓｄｅｃｉｄ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ｉ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ｉｓｍｏｄｅｌｉ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ｆａｕｌ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
Ｘｉ′ａｎａｒｅａ．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ＬｉｎｔｏｎｇＣｈａｎｇ′ａｎｆａｕｌｔｉｓ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ｆＹｕｘｉａＴｉｅｌｕｚｉ
ｆａｕｌｔｉｓｔｈｅｗｅａｋｅｓ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ｕｚｚｙ，Ｇｒｅｙ，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ａｌ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　引　言

由于地震的发生以及各类地质灾害的分布与发

展都与活动断裂的活动性密切相关［１－２］，而且随着

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一些大型工程建设项目

相继投入建设，愈来愈需要评价和研究区域地壳的

稳定性，因而对活动断裂的活动强度进行研究，不仅



是地震预测、减轻各类地质灾害的基础，也是城市工

程安全设计的核心问题。对断裂活动性进行评价，

确定活动断裂的活动强度，对预测各种地质灾害的

分布规律，减轻由于各类地质灾害引起的损失具有

重要的意义。

图１　西安地区活动断裂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Ｘｉ′ａｎａｒｅａ

西安地裂缝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地质灾害，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在西安城区发现的地裂缝
已达 １３条之多，给城市建设带来了一系列灾
害［３－６］。前人研究表明，断裂活动较强的地方，地裂

缝的活动性也就显得比较强烈，活动断裂的活动大

小控制着地裂缝运动速率和规模。对断裂活动性进

行评价，确定活动断裂的活动强度，对预测西安地区

各种地质灾害的分布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学者大都用单一活动指标来评价活动断

裂的活动强度［７－１２］。冯国才等人在研究断裂与矿山

地质动力灾害的关系时用综合指标法评价了断裂的

活动强度［１３］，综合指标法就是给各个活动标志进行

打分求和，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韩军等人

用模糊综合评判的方法来研究活动断裂的活动

性［１４］，这种方法中隶属函数采用模糊正态函数来求

取，操作起来相当复杂，不易推广应用。活动断裂的

活动性是一个多因素影响的系统，各个单因素指标

分级本身具有模糊性，而且活动断裂的活动等级间

有渐变特征，某一种活动标志的微小变化不会引起

活动断裂活动性强度的明显改变，因而活动性的强

弱评价又具有灰色特性，而 ＦｕｚｚｙＧｒｅｙ模式评价体
系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并在地下水环境质量评

价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１５］。ＦｕｚｚｙＧｒｅｙ模式评价
体系中的效果测度采用模糊数学中的梯形隶属函

数，而对各因素的权重系数的确定采用“活动性标

志的相对值大，权重大”的原则，改进了活动断裂活

动性的评判方法，使活动断裂活动性的评价更加简

便、准确和合理。

２　西安地区活动断裂的特征及判别
标志

　　西安地区泛指以西安为中心，西起兴平，东至渭
南，南起秦岭山前，北至泾阳口镇一带。区内断裂发

育、按其展布方向主要有近东西向秦岭山前断裂

（Ｆ１）、余下—铁炉子断裂（Ｆ２）、骊山北侧断裂（Ｆ３）、
口镇—关山断裂（Ｆ４）；北东东向渭河断裂（Ｆ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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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北东向临潼—长安断裂（Ｆ６），北西向咸阳断
裂（Ｆ７）、灞河断裂（Ｆ９）、泾河断裂（Ｆ１０）及北北西向
河—引镇断裂（Ｆ８）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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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西安市地裂缝单
条以７０°～８０°作北东方向延伸，整体组成一轴向北
北东的地裂缝群。它们被严格地控制在由河—引

镇断裂、临潼—长安断裂、咸阳断裂、渭河南岸断裂

所围限的西安市次级构造块体的东南部。活动断裂

大多继承于构造断块的差异运动，成为地应力作用

集中的地带，构成了历史和现代的地震活动地带，形

成了显著的地壳形变和构造地貌形态，同时也是现

代的地球物理和地下水化学异常带。

断裂的活动性可根据年平均活动速率、地震情

况、地貌特征等十几种标志来判别，为了准确评价其

活动性，不同的研究尺度需要选择不同的评价指标。

根据西安地区活动断裂的研究现状，为既能从本质

上反映断裂的活动特性，又利于利用现有资料进行

科学、定量地反映断裂活动程度，本次活动断裂活动

性评价，选择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又容易获取的活动

性标志来反映活动断裂的强弱程度，即活动断裂年

平均活动速率Ｖ、活动断裂的长度 Ｌ、活动断裂与最
大主应力的夹角 σ、活动断裂与最大剪应力法线方
向的夹角τ、活动断裂的震级 Ｍ。并参照前人的研
究成果［１３－１４］，对各种判别指标进行活动性强弱分级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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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表１　活动断裂单因素分级指标
Ｔａｂｌｅ１　Ｇｒａｄ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ｅａｃｈ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ｓ

活动性判别标志
活动性分级

强 中 弱

Ｖ／ｍｍ·ａ－１ ＞１ ０１～１ ≤０１

Ｌ／ｋｍ ＞１００ ４０～１００ ≤４０

σ／（°） ＞６０ ３０～６０ ≤３０

τ／（°） ＞６０ ３０～６０ ≤３０

Ｍ ＞６ ３～６ ≤３

３　活动断裂活动性评价的 ＦｕｚｚｙＧｒｅｙ
模式

　　整理断裂活动性评价的参数，把断裂活动性指
标按活动性属性分为形变属性和力学属性指标。首

先对每一种活动属性类别进行评价，然后计算各种

属性的权重系数，采用综合加权法就可得到每条活

动断裂的活动性级别。

３１　对单一活动性属性类别评价

把活动断裂作为事件 Ｍ＝｛ｍ１，ｍ２，…，ｍｎ｝，ｎ

为活动断裂的个数，活动断裂活动性分级标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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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作为对策集 Ｓ＝｛Ⅰ，Ⅱ，Ⅲ｝，活动性指标作
为目标集ｔ＝｛ｃ１，ｃ２，……ｃＮ｝（Ｎ为指标的个数），得
到决策矩阵：

Ｄ（ｔ）ｋ ＝

ｒ（ｔ）１１／ｓ１１ ｒ（ｔ）１２／ｓ１２ ｒ（ｔ）１３／ｓ１３
ｒ（ｔ）２１／ｓ２１ ｒ（ｔ）２２／ｓ２２ ｒ（ｔ）２３／ｓ２３
… … …

ｒ（ｔ）ｎ１／ｓｎ１ ｒ（ｔ）ｎ２／ｓｎ２ ｒ（ｔ）ｎ３／ｓｎ













３

（１）

　　ｋ＝１，２，…，ｈ（ｈ是断裂活动性属性类别的个
数）

由于断裂活动性分级标准 Ｓ具有模糊性，模糊
数学中的隶属函数通常采用三角形隶属函数、正态

分布隶属函数和梯形隶属函数，不同的隶属函数的

代表了不同的系统特性。通过分析活动断裂各指标

的分布特点，同时兼顾简洁有效的原则，效果测度ｒｉｊ
采用模糊数学中的梯形隶属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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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２）～（４）式，就求得了效果测度决策矩阵
Ｄ（ｔ）ｋ ，ｔ＝１，２，…，Ｎ；ｋ＝１，２，…，ｈ。

然后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系数，从而确定全部指

标的重要程度，评价每一种活动标志对断裂活动性

造成的影响程度。权重系数可以采用层次分析法或

专家打分等方法来确定，这些方法均是基于对活动

断裂的各指标间进行比较，然后根据不同指标的重

要程度进行赋值，进而确定权重系数，具有一定的主

观性。在对地下水环境质量进行评价时，汪家权

等［１５］将水质污染程度的灰色性和水质标准之间存

５８１１８（２）　孙芳强等：西安地区活动断裂活动性的ＦｕｚｚｙＧｒｅｙ模式评价



在的模糊性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地下水

环境质量评价 Ｆｕｚｚｙ—Ｇｒｅｙ方法。由于活动断裂的
活动性具有与地下水环境质量具有类似的特征，即

既有活动程度的灰色性，又有活动标志分级之间存

在的模糊性，所以，本文借用地下水水质评价中权重

赋值的方法，即以ｓ（ｔ）３ 为基准，小于该值时统一赋值
为１，大于该值时以ｓ（ｔ）３ 为基准作为增幅赋值。这种
权重赋值方法能反映断裂活动性评价指标值的波动

特点，而且所得到的权重系数比较客观，更重要的是

体现了“活动性标志的相对值大，权重大”的原则，

所确定的权重系数更加合理。具体权重确定方法

如下：

Ｗ（ｔ）ｉ ＝Ｗ
′（ｔ）
ｉ 

Ｎ

ｔ＝１
Ｗ′（ｔ）ｉ ， （５）

Ｗ′（ｔ）ｉ ＝
１０ ｃ（ｔ）ｉ ≤ｓ

（ｔ）
３

ｃ（ｔ）ｉ
ｂ（ｔ）１

ｃ（ｔ）ｉ ≥ｓ
（ｔ）{ ３

（６）

其中，Ｗ′（ｔ）ｉ 为第 ｉ个活动断裂单一活动标志属性中
第ｔ项指标的权重；ｓ（ｔ）３ 为单一活动标志中第ｔ项指
标的第Ⅲ级标准值；ｃ（ｔ）ｉ 为第 ｉ个活动断裂单一活
动标志中第ｔ项指标的活动性指标值；Ｗ（ｔ）ｉ 为第 ｉ
个活动断裂单一活动标志中第ｔ项指标归一化后的
权重。

由式（５）～（６），求得单一活动标志效果测度综
合决策矩阵：

Ｄ（）ｋ ＝（ｒ（）ｉｊ ／ｓｉｊ）ｎ×ｍ　（ｋ＝１，２，…，ｈ）（７）

ｒ（）ｉｊ ＝∑
Ｎ

ｔ＝１
Ｗ（ｔ）ｉ ·ｒ

（ｔ）
ｉｊ （８）

３２　综合评价

对每一个活动断裂每一种活动标志中的每项指

标分别求出其对三级活动性的权重，权重确定方

法为：

ｆ′（ｔ）ｉｊ ＝
１０ ｃ（ｔ）ｉ ≤ｓ

（ｔ）
ｊ

ｃ（ｔ）ｉ
ｓ（ｔ）ｊ

ｃ（ｔ）ｉ ≥ｓ
（ｔ）{ ｊ

（９）

　　则各个活动断裂每种活动属性对每一级活动性
标准占总活动性标志的权重Ｉｋ为：

Ｉｋ＝
∑
Ｎ

ｔ＝１
ｆ（ｔ）ｉｊ

∑
ｈ

ｋ＝１

Ｎ

ｔ＝１
ｆ（ｔ）ｉｊ

（１０）

　　那么断裂活动性综合评价效果测度综合决策矩

阵为：

Ｄ（∑）＝（Ｄ（∑）ｋ ×Ｉｋ）
（∑）
ｎ×ｍ （１１）

　　根据局势最优原则，可得出各条活动断裂的活
动性级别，再由活动性级别反推出每一活动断裂的

主要活动标志属性类型。通过效果测度决策矩阵可

以很清楚地知道每一条活动断裂活动性所属级别，

又可以知道哪一种类型的活动判别标志对该活动断

裂活动性影响最大。由最后的效果测度综合决策矩

阵能够得出每条活动断裂活动性的强弱次序。

４　西安市活动断裂活动性评价

把西安市活动性指标按活动性属性分为形变属

性和力学属性指标（见

书书书

表２）。形变属性指标为断裂
的长度和断裂活动速率；力学属性指标为最大主应

力与断裂的夹角、最大剪应力法线方向与断裂的夹

角、断裂震级。

表２　西安市活动断裂活动性标志特征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Ｘｉ‘ａｎａｒｅａ

断裂名称

活动性评价指标

力学属性 形变属性

σ／（°） τ／（°） Ｍ Ｌ／ｋｍ Ｖ／ｍｍ·ａ－１

秦岭山前断裂（Ｆ１） ２８００ １７ １５０ ６６００ ２００

余下—铁炉子断裂（Ｆ２）２７００ １８ １５０ ６９００ ０４２

骊山北侧断裂（Ｆ３） ３０００ １５ ０８０ ２５００ ０６０

口镇—关山断裂（Ｆ４） ２７００ １８ ２５０ ９２００ ０７５

渭河断裂（Ｆ５） ８００ ３７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６

临潼—长安断裂（Ｆ６） １８００ ６３ ７５０ １６０００ ２４０

咸阳断裂（Ｆ７） ６９００ ２４ ７５０ ４３００ ０１０

河—引镇断裂（Ｆ８） ６７００ ６８ １５０ ５６００ ００８

灞河断裂（Ｆ９） ６４００ １９ ６５０ ４４００ ００６

泾河断裂（Ｆ１０） ５８００ １３ ２５０ ８３００ ０１２

４１　对单一活动性标志属性类别评价

以力学标志属性指标为例，则有事件集Ｍ＝｛断
裂Ｆ１，断裂Ｆ２，…，断裂Ｆ１０｝＝｛ｍ１，ｍ２，…，ｍ１０｝，
对策集Ｓ＝｛强，中，弱｝＝｛ｓ１，ｓ２，ｓ３｝，目标集ｔ＝｛σ，
τ，Ｍ｝＝｛ｃ１，ｃ２，ｃ３｝。

４１１　单项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

书书书

表２中的不同断裂的指标数据以ｓ（ｔ）３ 为基准

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同式（５）、（６）求出权重 Ｗ（σ）ｉ 、
Ｗ（τ）ｉ 、Ｗ

（Ｍ）
ｉ ，结果见

书书书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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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力学标志活动性指标权重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ａｔｉｎｇ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

断裂 σ τ Ｍ

Ｆ１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Ｆ２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Ｆ３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Ｆ４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Ｆ５ ０２０４ ０２５１ ０５４５

Ｆ６ ０１７９ ０３７５ ０４４６

Ｆ７ ０３９７ ０１７２ ０４３１

Ｆ８ ０４０５ ０４１３ ０１８２

Ｆ９ ０４０２ ０１８９ ０４０９

Ｆ１０ ０４９１ ０２５４ ０２５４

４１２　单项指标评价

由式（１）～（３）求出目标集的效果测度 ｒ（σ）ｉｊ 、

ｒ（τ）ｉｊ 、ｒ
（Ｍ）
ｉｊ ，再由式（１）、（７）、（８）可求得力学指标属

性类别的效果测度决策矩阵Ｄ（）１ 。

同理，按照上述步骤可以求出活动断裂的形变

标志属性类别的效果测度综合决策矩阵Ｄ（∑）２ 。

４２　西安市活动断裂活动性综合评价

由式（９）～（１０）可分别求得力学属性类别和形
变属性类别占总活动性指标的权重Ｉｋ：

把Ｄ（）１ 、Ｄ（）２ 、Ⅰ１、Ⅰ２代入式（１１），得到活动
断裂活动性综合决策矩阵Ｄ（）为：

Ｄ（）１ ＝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５４ ００６ ０４０
０８２ ０００ ０１８
０８３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４１ ０００ ０５９
０８１ ０００ ０１９

























０４６ ００３ ０５１

Ｄ（）２ ＝

０９６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３９ ０６１ ０００
０５１ ０４０ ００９
０７６ ０２４ ０００
０７２ ０２８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４９ ０４８
０１７ ０４６ ０３６
００５ ０６０ ０３５

























０４６ ０１８ ０３６

　 Ｉ１＝

０５０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６０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６０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６０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６２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４５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６３ ０７４ ０７４
０６２ ０７１ ０７１
０６１ ０７６ ０７６

























０６０ ０５５ ０５５

　 Ｉ２＝

０５０ ０８８ ０８８
０４０ ０６６ ０６６
０４０ ０７０ ０７０
０４０ ０７７ ０７７
０３８ ０６５ ０６５
０５５ ０８３ ０８３
０３７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３８ ０２９ ０２９
０３９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４０ ０４５ ０４５

Ｄ（）＝

０４８ ００４ ０１２
０１６ ０４０ ０３４
０２０ ０２８ ０３７
０３０ ０１９ ０２３
０６１ ０２０ ０１４
０９２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５３ ０１３ ０２５
０３２ ０１３ ０５３
０５１ ０１５ ０２３

























０４６ ０１０ ０４４

根据最佳局势挑选原则，西安市各活动断裂的

活动性从强到弱的次序为：Ｆ６＞Ｆ５＞Ｆ７＞Ｆ９＞Ｆ１＞Ｆ１０＞
Ｆ８＞Ｆ４＞Ｆ３＞Ｆ２，即临潼—长安断裂活动性最强，其次
是渭河断裂、咸阳断裂，余下—铁炉子断裂活动性

最弱。

５　结　论

（１）本文应用 ＦｕｚｚｙＧｒｅｙ模式对断裂活动性进
行评价，充分考虑了活动断裂活动等级的灰色性，又

考虑了活动判别指标之间的模糊性，克服了以往断

裂活动性评价中存在的不足，使评价结果更加客观。

（２）ＦｕｚｚｙＧｒｅｙ模式中的梯形隶属函数既反映
了活动断裂各指标的分布特点，同时兼顾了简洁有

效的原则；权重系数采用以ｓ（ｔ）３ 为基准，小于该值时
统一赋值为１，大于该值时以以ｂ（ｔ）３ 为基准作为增幅
赋值，既具有简便性、稳定性，一致性，更重要的是体

现了“活动性标志的相对值大，权重大”的原则。

７８１１８（２）　孙芳强等：西安地区活动断裂活动性的ＦｕｚｚｙＧｒｅｙ模式评价



（３）西安市各活动断裂的活动性从强到弱的次
序为：Ｆ６＞Ｆ５＞Ｆ７＞Ｆ９＞Ｆ１＞Ｆ１０＞Ｆ８＞Ｆ４＞Ｆ３＞Ｆ２。即临
潼—长安断裂活动性最强，其次是渭河断裂、咸阳断

裂，余下—铁炉子断裂活动性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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