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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破坏性地震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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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文字记录到的 1308 年－2015 年，发生在贵州的 46 次 4.7 级以上地震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研究

了贵州破坏性地震的空间和时间分布规律，地质构造控制条件，并提出了贵州发生破坏性地震概率较大的区(带)。

【关键词】:地震，破坏性地震，贵州

【中图分类号】:P5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563(2017)03-0044-04

在地震分类中，通常把小于 2.5 级的地震叫小地震，2.5～4.7 级地震叫有感地震，大于 4.7 级地震称为破坏性地震。破坏

性地震是指造成一定数量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地震事件。实质上，破坏性地震不能严格用地震震级来定义，用震级限定只

是为了研究论述方便。一些小于 4.7 级的地震，也造成了较大的破坏，出现“小震大灾”现象。例如:2010 年 1 月 17 日，贵州

省贞丰县、关岭县和镇宁县交界处发生 3.4 级地震，地震诱发岩崩，导致 6 人死亡，9 人受伤
［1］

。为了研究方便，本文选择贵

州省文字记录到的 4.7 级以上地震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贵州省破坏性地震的分布特点和地质构造控制条件等。

最早有文字记录的震中在贵州境内的地震是 1308 年 6 月 21 日发生在石阡县的地震
［2］

。这次地震造成了山体崩塌和房屋倒

塌，有一定的破坏性，震级推断达 5.5 级。贵州记录到的震级最大的地震是 1875 年 6 月 8日发生在罗甸县的 6.5 级地震
［3－5］

。

此外，286 年 8 月 7 日～9 月 5日间，在贵州威宁与云南昭通之间发生过 5.5～6.25 级地震。1308 年－2015 年，记录到贵州共

发生 4.7 级以上地震 46 次(表 1)。当然，这些地震记录肯定是不完整的，一定有许多地震被遗漏，但可以认为主要的大多数地

震还是记录下来了，遗漏的只是少数。因此，我们根据这些资料分析研究出的结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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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震的分布特征

贵州地震的总体平面分布，根据地震分布密度、控制地震发生的构造的差异，划分为威宁－晴隆、遵义－贵阳和铜仁－榕

江 3个区。威宁－晴隆区和遵义－贵阳区以垭都－紫云断层为界，遵义－贵阳区和铜仁－榕江区以松桃－独山断层为界。威宁

－晴隆区、遵义－贵阳区和铜仁－榕江区的地震分布分别大致为 80%、15%和 5%
［6］

。

贵州省包含在鲜水河－滇东地震带、右江地震带和长江中游地震带 3 个地震带内。威宁县中西部为鲜水河－滇东地震带。

大致以赫章、镇宁、紫云一线为界，南西为右江地震带，北东为长江中游地震带(图 1)。贵州 4.7 级以上地震的分布特征，各地

震带有所不同。鲜水河－滇东地震带内，包括贵州与云南交界的地震，有 5个 5级以上地震，沿近南北向的石门断裂展布。右

江地震带内，4.7 级以上地震主要分布于北西向的水城－紫云地区晚古生代裂陷槽盆
［7］

带，及北西向的垭都－紫云断裂和水城

－望谟断裂
［8］

之间区域及其附近。长江中游地震带内，有两种分布模式。一种是主要沿南北向断裂分布，一种主要沿北东向断

裂分布。前者包括在垭都－紫云断裂、开远－平塘断裂、松桃－独山断裂和黔中断裂之间区域，后者分布在长江中游地震带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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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部分的其它区域(图 1)。

贵州省地震的时间分布，贵州省地震局根据 1495 年至 1980 年间贵州地震记录分析，得出 1495－1632 年(138 年)为地震活

跃期，1633－1804 年(172 年)为地震平静期，1805－1980 年(176 年)为地震活跃期，这个活跃期一直延续到现在
［9］

。这是在千

年时间内，百年尺度的贵州地震活跃和平静期。从 1485 年－2015 年贵州地震时间分布图(图 2)上看，这个结论是成立的，即 1495

－1632 年(138 年)为地震活跃期，1633－1804 年(172 年)为地震平静期，1805－2015 年(201 年)为地震活跃期，这个活跃期还

在延续。当然，地震的时间分布，时间尺度不一样，依据的震级大小不一样，结论也是不一样的。刘鼎文研究了贵州 1308－1948

年的地震资料，得出这个期间贵州出现了 5个地震活跃期:1526－1551 年(25 年)，1642－1670 年(28 年)，1809－1819 年(10 年)，

1875 年(1 年)，1930－1948 年(18 年)
［6］

。王尚彦等选用贵州 1900 年到 2011 年的 3级以上地震作为研究对象，推断出贵州地震

时间分布规律。1900－1975 年，选 4 级以上地震作为分析研究对象，这段时间有 4 个地震活跃期，即:1906－1919 年为相对活

跃期，持续时间 13年;间隔 9年后，1928－1941 年为相对活跃期，持续 13年;间隔 7年后，1948－1955 年为相对活跃期，持续

时间 7 年;间隔 8年后，1963－1974 年为相对活跃期，持续时间 11 年。1975－2011 年，选 3级以上地震为分析研究对象，这段

时间有 3 个地震活跃期，他们是:1978－1989 年为相对活跃期，持续时间 11 年;间隔 4 年后，1993－2000 年为相对活跃期，持

续时间 7 年;间隔 3年后，2003 年开始进入一个相对活跃期，到 2011 年仍处于活跃期，持续时间大于 8年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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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破坏性地震与地质构造的关系

从贵州断裂构造、特别是活动性断裂构造与已经记录到的破坏性地震的分布特征来看，断裂与破坏性地震关系还是比较密

切的。贵州的破坏性地震主要沿(活动性)断裂及其附近或多组断裂交汇部位分布。贵州几个 6级左右地震的震中位置，都有这

个规律:①1819 年 9 月(域上总体北东向)断裂的交汇部位。这个区域，还存在北西向和北东向断裂。②1875 年 6 月 8日罗甸 6.5

级地震的震中处于区域的北东东向的开远－平塘断裂(带)和北西向的垭都－紫云断裂(带)交汇区。③1948 年 10 月 9 日－10 日，

贵州威宁 6.2 级地震的震中位于北东向的石门断裂经过处
［10］

。④2015 年 3 月 30 日剑河 5.5 级地震的震中处于北东向的建威堡

向斜核部，震中地区 100km2 范围内至少有 4条明显的近北东向的较大的活动性断层存在，由北西到南东依次为邦洞断层、南加

断层、启蒙断层和大稼断层。北北东向的郎洞断层和寨蒿断层也通过震中附近。遥感解译结果显示，震中区有多条北东向和北

西向断裂交汇
［11－12］

。

3 破坏性地震发生区域分析

目前的资料显示，破坏性地震的发生主要受比较大的断裂构造，特别是多期活动、第四纪仍在活动的断裂控制和影响。贵

州主要有北西向、北东向(包括北北东向和北东东向)和南北向几组断裂。在这几组断裂中的比较大的断裂(带)经过区域，特别

是多组断裂(带)交汇区域，是发生破坏性地震概率较大的区域。当然，在不同构造带(区)结合部位，也是发生破坏性地震概率

较大的区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分析结果，只是说可能性较大，一种推论，究竟在什么具体位置、什么时间、发生多大的

地震，或者说是否会发生地震，是不能准确确定的。综合已经发生的地震、地质背景等因素，得出以下几点认识:①威宁县中西

部，是南北地震带的组成部分，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概率较大。②北西向的水城－紫云地区晚古生代裂陷槽盆一带，即赫章－镇

宁－紫云一线南西和盘县－安龙－册亨一线北东区域，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概率较大。盘县－晴隆－镇宁一带叠加了北东向的木

黄－贵阳－普安断裂，望谟－罗甸一带叠加了北东东向开远－平塘断裂，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概率更大。③沿北东向的木黄－贵

阳－普安断裂及其附近，即贵定－石阡－印江一带，特别是叠加有南北向、东西向和北西向断裂的区域，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概

率较大。④铜仁－镇远－三都一带，是扬子地台和华南褶皱带两个大地构造单元的结合部位，是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潜在震源区

域。

4 结论

1308 年－2015 年，记录到贵州共发生 4.7 级以上地震 46 次。贵州破坏性地震的平面分布特征为:鲜水河－滇东地震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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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性地震沿近南北向的石门断裂展布。右江地震带内，破坏性地震主要分布于北西向的水城－紫云地区晚古生代裂陷槽盆带

及其附近。长江中游地震带内，一种是沿南北向断裂分布，一种主要沿北东向断裂分布。贵州破坏性地震千年时间段内的百年

尺度的时间分布规律为:1495－1632 年(138 年)为地震活跃期，1633－1804 年(172 年)为地震平静期，1805－2015 年(大于 201

年)为地震活跃期，这个活跃期还在延续。贵州的破坏性地震主要沿(活动性)断裂及其附近或多组断裂交汇部位分布。综合已经

发生的地震、地质背景等因素，提出以下几个区(带)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概率较大:①威宁县中西部。②赫章－镇宁－紫云一线南

西和盘县－安龙－册亨一线北东区域，特别是叠加了北东向断裂的盘县－晴隆－镇宁一带和叠加了北东东向断裂的望谟－罗甸

一带。③贵定－石阡－印江一带。④铜仁－镇远－三都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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