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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角剪切模式（Trishear Model）已發展數十年，主要運用於分析斷層、褶

皺或地層變形的幾何形狀、應變分布或預估破裂的位置，但是經典軟體如

FaultFold 的分析限於二維、或假三維的運算，僅適用於傾向滑移斷層（Dip-slip 

fault），而走向滑移或斜滑斷層的分析一直到本文發表、提供真三維的運算解算

後才得以確立。本研究最重要的貢獻即是發展出一套三維視覺化的三角剪切軟

體，在地理座標與斷層面座標系統之間可自由轉換，其基本假設為流體不可壓縮

性、三角剪切變形帶內的運動速度場為體積守恆。 

本研究數值模型可分析廣大的範圍並獲得詳細的變形特徵，經由分別調整

平行於斷層走向的滑移量與頂角角度（apical or trishear angle），模擬結果顯示伸

張裂縫（tension cracks）與剪切裂縫（Shear cracks）與走向滑移斷層常見的裂隙

構造方向相符，例如馬尾狀構造、雷利剪切（Riedel shear）構造、甚至是開花狀

構造的雛形。此外，上述模擬的破裂面在平行於或垂直於斷層走向時，其移動的

行為與主應變軸的變化相符。最後比對數個走滑斷層的自然實證以及沙箱模型實

證，例如壓縮型的正開花構造、張裂型的負開花構造、斷層反轉模式，均與本研

究數值模型大致相符。然而，此模式並不完美，例如進行斷層反轉（Inversion）

方法太耗時、分析傾向滑移斷層時與偽三維模型相比較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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