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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算法的渤海现今应力场优化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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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山东，青岛 266061) 

摘  要：在分析渤海构造演化背景和地质构造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区域内已有测点的地应力资料，建立渤海三维

应力场优化反演分析模型。通过由有限元法得到的测点处应力值大小及方向与现场实际数据的比较，构建误差函

数作为优化目标函数，采用 Hooke-Jeeves优化算法与有限元计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优化反演分析，将 ANSYS有

限元程序作为一个计算模块并通过Matlab实现其批处理模式下的循环调用，完成优化反演计算过程，得到了渤海

浅部的现今应力场分布规律。优化结果分析表明，该文方法可以通过较少的测点数据优化反演得到较合理的构造

应力分布，能够为进一步研究渤海海域现今构造活动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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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INVERSION OF THE PRESENT GROUND STRESS 
FIELD OF BOHAI SEA BASED ON HOOKE-JEEVES ALGORITHM 

XIE Qiu-hong1,2,3 , LIU Bao-hua2,3 , LI Xi-shuang2,3 , LIU Chen-guang2,3 , PEI Yan-liang2,3 , HUA Qing-feng2,3 
(1. Earth Science Colleg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gdong 266003,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Sediment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y, Qingdao, Shangdong 266061, China; 

3. First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  An optimization inversion model of 3D ground stress field of the Bohai Sea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in-situ stress data from the existing measuring points in the study area and the analyses of tectonic evolution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ohai Sea. By comparing the stress values and directions obtained at measuring 
points by means of finite element method with the in-situ measured data, an error func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taken as the optimization object function. The optimization inversion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y combining the 
Hooke-Jeeves optimization algorithm and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The optimization inversion calculation 
process was completed by taking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program ANSYS as a calculation module and calling 
circularly the batch model through the Matlab platform, thus obtaining the distribution law of the present shallow 
ground stress field in Bohai Sea.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the method presented in the paper can be 
used to inverse a more reasonable stress field distribution by using the data from less measuring points, thus 
offering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udy of the tectonic activity in Bohai Sea. 
Key words:  ground stress field; inversion; finite element method; optimization; Hooke-Jeeves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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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海域地处渤海湾盆地东侧中部，是中国东

部地区新近纪以来构造活动最为强烈的地区之一，

现代构造活动强烈，是中国东部强震重复率最高的

地区；同时，渤海海域也是渤海湾盆地中油气资源

富集的地区，是油气开发等海洋工程的集中区域。

因此，研究该区应力场分布规律，对渤海海域地震

活动性的研究以及对渤海海域油气开发等海洋工

程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由于地质构造的复杂性和地应力资料的有限

性，在采用有限元法进行应力场计算时，边界条件

和加载方式等往往成为数值模拟分析中的难题。陈

晓利、陈国光等[1―2]曾采用二维有限元方法模拟渤

海海域的应力场分布，其中，边界条件是按照大范

围区域应力场的主应力值与方向施加受力边界或

根据 GPS观测资料施加位移边界，忽略了原有构造
应力状态的影响，仅能从变形场变化趋势加以分

析，不具有绝对值意义。在其它研究区，刘聪、陈

志德、陈书平等[3―5]针对边界条件的未知性，多采

用边界载荷试凑法或边界载荷调整法，但这种方法

对于分析人员的要求较高，且工作量很大。采用优

化反演技术，将地应力实测资料作为数学模型的约

束条件并构造目标函数，通过数值方法进行反分

析，反演得到最优边界条件组合，是一种方便有效

的途径[6―7]。 
本文针对渤海海域的构造演化背景和地质构

造特征，将有限元法与优化算法相结合，建立渤海

海域应力场的优化反演模型。由于本文反演模型的

目标函数很复杂，要计算目标函数的导数比较困

难，采用了不需要计算目标函数导数的 Hooke- 
Jeeves[8]直接搜索法进行优化分析。Hooke-Jeeves直
接搜索法由Matlab编程实现，应力场的有限元计算
由 ANSYS完成，并通过Matlab实现 ANSYS批处
理模式下的循环调用，完成优化反演计算过程。最

后通过对渤海海域应力场优化反演结果的分析，说

明该法的合理性和实用性。 

1  区域地质概况及有限元模型 
研究区渤海海域是中国东部陆缘的一个裂谷

型盆地，位于华北地区的中北部，是在华北稳定地

块上发育起来的一个中生代、新生代断陷盆地，大

地构造上是渤海湾盆地被水覆盖的部分。渤海湾盆

地东界为郯庐断裂带，南界为鲁西隆起，西界为太

行山东缘断裂带，北界为燕山褶皱带和辽西隆起

区。渤海构造区划包括渤中坳陷、下辽河坳陷、黄

骅坳陷、济阳坳陷以及埕宁隆起的一部分，其中仅

有渤中坳陷为渤海湾盆地独立的海域构造单元，其

余 3坳 1隆都是渤海湾盆地陆上构造单元向海区的
延伸，见图 1。为了保证构造单元的完整性和大地
构造动力学成因的统一性，文中将 3坳 1隆的陆域
部分也包括在模型中。 

 
图 1  渤海海域构造背景及构造单元划分图[9] 

Fig.1  Tectonic setting and tectonic units division diagram of Bohai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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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地质概况分析及模型建立的合理性，

将实际的应力场模拟边界定为：北界为燕山隆起和

辽西隆起，南界定在济阳坳陷和鲁西隆起的分界 
处——齐河广饶断裂，东界为郯庐断裂，西界为沧

东断裂，模型按照地形测量参数建模，底部取

−2000m。自新近纪以来，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会聚，
太平洋板块向欧亚大陆俯冲，形成对渤海湾盆地的

推挤作用[10―13]。因此，有限元模型边界可作如下简

化：模型东西边界施加压力与剪切力；南北边界因

辽西隆起与鲁西隆起的阻挡，施加位移约束作用；

底面施加垂向约束。采用三维 8节点实体单元进行
计算，共划分了 228000 个单元，245721 个节点。
图 2为有限元计算模型图。 

 
图 2  研究区有限元计算模型图 

Fig.2  The finite element calculation model of study area 

2  基于 Hooke-Jeeves方法的应力场 
优化反演 
渤海海域应力场反演的基本思路是，先预置初

始边界载荷的参数向量 0 0 0
1 2, , , np p pL ，采用有限元

方法计算该参数向量作用下测点处的应力响应值，

并通过逐步改正未知参数试算值使误差函数趋于

极小值的迭代算法，逼近测点处应力的实测值。 
误差函数是用计算应力与实测应力的偏差来

表示，本文误差函数共有 4 个参数，包括最大主
应力、最小主应力的大小及方向。记现场实测点

的参数向量为 1 3 1 3( , , , )l l l l
l d dσ σ=S ，有限元计算所

得的相应测点的参数向量为 c =S  1 3 1 3( , , , )c c c cd dσ σ ，

则误差函数可表示为： 
2 2

1 2 1 1
1 1

( , , , ) ( ) [( )
m m

l c
n l c

i i
X p p p σ σ

= =

= − = − +∑ ∑S SL  

2 2 2
1 1 3 3 3 3( ) ( ) ( ) ]l c l c l cd d d dσ σ− + − + −  (1) 

式中： 1 2, , , np p pL 为边界载荷参数变量；m 为测
点个数； 1

lσ 、 3
lσ 为现场实测点的最大主应力、最

小主应力值； 1
ld 、 3

ld 为测点处相对应的最大主应
力、最小主应力的方向； 1

cσ 、 3
cσ 、 1

cd 、 3
cd 为有

限元计算得到的最大主应力、最小主应力以及最大

主应力、最小主应力的方向。 
应力场的反演问题往往很复杂，尚需要加一些

约束条件作约束优化问题处理，才能保证解的稳定

性和唯一性，因此，渤海海域现今应力场的优化反

演的数学提法为： 
Find： { , 1,2, }ip i n= =P L  
Min： 1 2( , , , )nX p p pL  
s.t.： i i ip p p≤ ≤                  (2) 

式中：P为待求边界载荷向量； ip 、 ip 为边界载荷
参数的上下界，将文献[14]中给出的区域应力场的
最大主应力值的 10 倍作为上界，在压应力背景下
采用 0MPa为下界。 

Hooke-Jeeves 方法是一种求解无约束最优化问
题的直接方法，也可通过罚函数法将非线性约束最

优化问题转化为无约束优化问题[15]，该方法不需要

计算目标函数的导数，就可以完成寻找一组参数

1 2, , , np p pL 使目标函数趋于极小，是一种简单而

有效的方法。该方法由探测搜索和模式移动两部分

组成。探测搜索指的是在某个已知点周围，沿坐标

轴方向进行探测，目的是寻找一个使目标函数值更

小的点。模式移动指的是在原有方向上改变步长，

使目标函数值向极小值点靠近。Hooke-Jeeves 方法
的基本思想就是将探测搜索和模式移动这两部分

交替进行，分析步骤如下： 
设有目标函数 f(x)，坐标方向 ( 1,2, )ie i n= L ，

给定初始步长δ ，加速因子α ，任取初始点 x(1)作

为第 1个基点，下面以 x(i)表示第 i个基点，在每轮
的轴向移动中，自变量用 y表示，即 yi是沿 ei方向

探测的出发点。 
首先，从 y(1)=x(1)出发进行探测移动，先沿 e1

探测，如果 (1) (1)
1( ) ( )f y e f yδ+ < 则探测成功，令

(2) (1)
1y y eδ= + ，并从 y(2)出发，沿 e2进行探索，否

则，沿 e1 方向的探索失败，再沿−e1 探测，如果
(1) (1)

1( ) ( )f y e f yδ− < ，则沿−e1方向探测成功，令
(2) (1)

1y y eδ= − ，并从 y(2)出发，沿 e2进行探索，如

果 (1) (1)
1( ) ( )f y e f yδ− ≥ ，则沿−e1方向的探测也失

败，令 (2) (1)y y= ，再从 y(2)出发，沿 e2进行探索，

方法同上，得到的点记作 y(3)，按此方式下去，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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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沿 n 个坐标方向探测完毕，得到点 y(n+l)。如果
( 1) (1)( ) ( )nf y f x  ，则 y(n+l)作为新的基点，记作

x(2)=y(n+1)。此时，沿方向 x(2)  x(1)进行模式移动，

令新的 y(1)为： 
(1) (2) (2) (1)( )y x x x            (3) 

模式移动之后，以 y(1)为基点进行探测移动，

探测仍沿坐标轴方向进行，探测完毕，得到的点记

作 y(n+1)。如果 ( 1) (2)( ) ( )nf y f x  ，则表明模式移动

成功，于是取新的基点 x(3)=y(n+1)，再沿方向 x(3)  x(2)

进行模式移动。如果 ( 1) (2)( ) ( )nf y f x
≥ ，则表明模

式移动及此次模式移动之后的探测移动均无效，于

是退回到基点 x(2)，减小步长 ，再从 x(2)出发，依

次沿各坐标轴方向进行探测移动，直到满足精度要

求，即步长 小于指定值。本文 =0.04MPa， =2。 

3  优化反演结果分析 

按照前文提出的优化反演思路和方法，将边界

处的不同方向的挤压力与剪切力设为 12 个优化变

量，由 3 个(A、B 和 C)原地应力测量的应力值参   

数[14,16―17]和根据水压致裂法获得的应力数据回归

得到的另外4个测点的浅层应力值参数(D来自油田

数据，E、F 和 G 来自文献[18―19])，并根据式(1)

构件误差函数作为目标函数。通过 Matlab 编程实

现 Hooke-Jeeves 优化算法，并通过 Matlab 调用批处

理模式下的 ANSYS 程序试算不同边界条件下渤海

海域现今应力场的有限元计算，最终实现渤海海域

现今应力场的优化反演分析。优化结果与实测结果

的比较如表 1 所示。 

表 1  测点处优化结果与实际结果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real results and optimal results of measuring points 

实际值 σ1 优化值 σ1 实际值 σ3 优化值 σ3 
测点 日期 深度/m 

数值/MPa 方向/(°) 数值/MPa 方向/(°) 数值/MPa 方向/(°) 数值/MPa 方向/(°) 

A 1976 年 6~15 2.5 313 2.651 317.035 1.7 43 1.761 47.035 

B \ 10 6.01 288.5 5.526 279.497 3.81 198.0 3.447 189.497 

C 1975 年 表层 16.6 276 10.997 287.049 10.4 186 7.228 197.049 

D \ 10 2.2 85 2.354 85.619 1.5 355 1.560 355.619 

E 1974 年 10 2.5 281 2.756 292.542 1.5 191 1.636 202.542 

F \ 5~10 5.65 80 5.185 87.874 3.84 350 3.673 358.874 

G 2003 年 5~10 3.87 82 4.014 89.554 2.63 352 2.780 359.554 

从表 1 中数据可以看出，由本文方法得到的测

点处应力的相对误差除 C 测点的应力值误差较大

外，其它都控制在 10%以内；而应力方向的相对误

差则全部控制在 10%以内，因此各测点处由优化反

演得到的应力值和应力方向都达到或非常接近实

际数据，说明本文所采用方法是合理的，另外由于

整个优化反演计算过程是由程序完成的，所以能够

节省大量工作量。 

图3~图6分别为10m深最大水平主应力方位图、

最大水平主应力等值线图、最小水平主应力等值线图

以及最大剪应力等值线图，图 4~图 6 中所用应力值

均进行了转换，符合地质学规定。其中图 4 和图 5

等值线间距为 1.0MPa；图 6 等值线间距为 0.1MPa。 

由图 3 可以看出，研究区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

的分区性特征明显。本文将其划分为四个区域，区

域Ⅰ位于下辽河坳陷，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特征是

NWW 为主；区域Ⅱ包含了渤中坳陷的全部和下辽

河坳陷、济阳坳陷以及埕宁隆起的边界部分，最大

水平主应力的方向特征是 NEE-NE，是海域的主体

部分；区域Ⅲ和区域Ⅳ同时占据海域和陆域，最大

水平主应力的方向特征分别是 NW-NWW 和近 EW

向。与陈晓利[1]、陈国光[3]等利用二维有限元模拟

得到的主应力场方向相比，在渤海主体部分渤中坳

陷处，是近乎一致的，但在黄骅坳陷和埕宁隆起的

海域部分以及下辽河坳陷方向存在偏差。另外，根

据震源机制解[3,20―21]和 GPS 资料[22―24]推演并分析

得到的渤海及其周边大范围较一致的主应力场方

向是 NE-NEE，这也与文中计算得到的主要方向是

吻合的。 

 

图 3  最大水平主应力方位图 

Fig.3  Orientation diagram of the maximum horizontal 

principal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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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最大水平主应力等值线图 

Fig.4  Isoline diagram of the maximum horizontal  
principal stress 

 
图 5  最小水平主应力等值线图 

Fig.5  Isoline diagram of the minimum horizontal  
principal stress 

 
图 6  最大剪应力等值线图 

Fig.6  Isoline diagram of the maximum shear stress 

根据图 4，最大水平主应力总体趋势是北部比
南部应力值高，中部渤中坳陷处应力值较小；西部

总体应力值高于东部，埕宁隆起处应力值较大。渤

中坳陷的渤东凹陷和渤中凹陷应力值较低，其中渤

东凹陷处最低。由图 5可知，渤中坳陷处最小水平
主应力值较小，海域西边界黄骅坳陷处最小水平主

应力值也较小。总体而言，北部的最小水平主应力

值较高。渤中凹陷内张家口-蓬莱断裂处最小水平主
应力值是研究区最小的。从最大水平主应力和最小

水平主应力的等值线图上都可以看到，东北边界处

存在明显的应力集中。该连接点处于碰撞带和盆地

的连接部位，本身就存在应力集中，测点 C实测值
较其它几个实测点偏大。优化反演过程中优化函数

通过调整边界条件，使优化结果必须与实测结果相

近，所以优化结果在该位置确实体现了应力集中，

但并未出现应力过大现象。 
图 6 中最大剪应力大小的总体特征是张家口-

蓬莱断裂带处剪应力值较高，最高值是处于该断裂

带渤中凹陷的位置，研究区的陆域和下辽河坳陷位

置剪应力值都较小；郯庐断裂带处，剪应力值较其

附近的结果低一些，并且梯度较小。最大剪应力高

值出现在地震频发的张家口-蓬莱断裂带，与冯向
东  

[25]认为华北地区的中强地震一般位于最大剪应

力的高值或高梯度区域的观点是相一致的。 

4  结论 
结果分析表明，研究区主体部分最大水平主应

力方向以 NEE-NE为特征，济阳坳陷近 EW向，其
它部分以 NW-NWW为主；最大水平主应力值总体
趋势是北部比南部高，中部渤中坳陷处较小，西部

总体应力值高于东部，埕宁隆起处应力值较大；最

小水平主应力值北部较高，渤中坳陷处较小；最大

剪应力值总体特征是张家口-蓬莱断裂带处较高，研
究区的陆域和下辽河坳陷位置都较小，郯庐断裂带

较其附近的结果低一些，并且梯度较小。 
本文采用优化算法与有限元计算相结合，通过

优化反演得到渤海现今应力场，能够较好地与实测

应力吻合，且该方法由较少数量的实际数据优化反

演得到比较合理的应力场分布，能够为进一步进行

渤海区域应力场分析提供参考。由于文中方法是基

于测点信息进行优化反演分析的，测点数量及测点

数据的精确度都会对应力场的计算结果产生较大

影响，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尽可能地增多测点

数据并提高数据的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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