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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 10月 9日贵州威宁地震造成的次生地质灾害

研究
*1

王尚彦 梁操 纪星星 唐德龙 张贤文

(贵州省地震局，贵州贵阳 550001)

【摘 要】:1948 年 10 月 9 日至 10 日，在贵州省威宁县石门乡发生了 2 次破坏性地震。在石门乡猴子岩(女姑村)

一带，地震造成了滑坡、崩塌、地裂缝和断层等次生地质灾害现象。该处形成地震次生地质灾害比较严重的主要原

因是:位于震中附近，受地震波影响大;多条断层和多组节理切割岩体，破碎的岩体在震动作用下易滑塌;岩层为软

硬相间的结构，易形成发生滑坡和崩塌的地貌;陡崖和陡坡容易形成崩塌和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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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概述

1948 年 10 月 9 日 03点 01 分和 10月 10 日 10点 06 分，在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发生了两次 6级左右的破坏性地震。据《云

南省地震资料汇编》记录，本次地震属于双震模式，地震影响范围较广，贵州省威宁、赫章、毕节，云南省昭通、鲁甸、彝良、

大关、会泽、巧家、东川，四川省筠连、屏山、内江，都有震感。昭通、彝良、威宁等地地震破坏严重。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

等地在本次地震中破坏最为严重:石门坎约 10%房屋倒塌，石门教堂和光华小学地震时基本坍塌，石门坎震后河水及一泉水干涸

数日，另一泉水增大;丘家苗寨约 1/3 房屋倒塌;七里元、野猪寨一带山梁地裂宽 100mm～200mm，长约数十丈;猴子岩一带的陡岩

大规模崩垮;高坎子土坯房基本全部坍塌，河边地裂缝宽几百毫米，长数十米;麻风村房子约 2/3 房屋倒塌。彝良县龙潭约 1/3

房屋倒塌，附近有地裂缝 4－5处，并喷砂冒水，陡岩小规模崩垮
［1］

。这次地震破坏最严重的是石门坎至猴子岩一带。

2016 年，笔者多次调查研究了威宁地震的地震遗迹，现场采访了当地经历了 1948 年地震的杨华明老师(生于 1943 年 3 月，

威宁地震时 5 岁多，已经记事)。据杨老师回忆，地震发生了两次，首次是 1948 年 10 月 9 日早上 2－3点钟，第二次是 10 月 10

日上午 10 点左右，第二次地震强度比第一次强，之后数天内有有感的余震发生。这两次地震是近 70 余年石门坎地区破坏性最

严重的地震。房屋等建筑物被严重破坏:石门教堂基本全部倒塌，学生被迫停课。三层高的牧师楼(土石砌成的)，可见巨大的裂

缝，裂缝宽约 60mm～70mm，从二楼一直延伸到底部。柏格理坟墓的墓碑开裂。仅石房子保存相对完好，但墙体石条被震裂多。

距石门坎不远的麻风村基本都是土、石砌成的房子，约 2/3 的房屋倒塌。地震时房间内物品掉落。地震时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

约有 20－30 名学生被地震震晕。石门坎村民对学生进行了紧急救助。由于余震的影响，村民在山坡上过夜。地震时，石门坎地

区山坡上有崩塌和滚石，在石门坎可以听到几公里外猴子岩垮塌的声音，垮塌的声音持续了半个小时之久，道路被滚石切断。

石门坎及猴子岩一带山坡上发育多条地裂缝，地裂缝宽 100mm～200mm，延伸至数十米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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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保存在石门乡杨明华家中的其父亲杨荣新(1898 年生，地震时 50 岁)的日记，对猴子岩一带的地震次生地质灾害有比较生

动的记载:猴子岩的响声却延续了约半个多小时，象(像)打雷一样，而且还有一股烟尘冲到天上，多吓人啊!后来才知道岩上的

石头被震垮之后往岩脚滚，互相冲撞冲击，于是越往下滚越多，把岩下的大片树林全部打断，唯一的一条路也不存在了。

2016 年，笔者两次到威宁县石门乡猴子岩一带，对可能是 1948 年 10 月 9 日和 10 日地震造成的地震次生地质灾害进行了调

查研究，本文将研究成果做简要介绍。

1 地震次生地质灾害遗迹

现场调查发现，在威宁县中水—石门(坎)的公路女姑村(母落河)—大锅路段，约 2km 长，500m 宽的地带，分布有 4种形式

的地震次生地质灾害现象(图 1)。第一种是滑坡体(图 2)，比较明显的有 5 处;第二种是岩体崩塌(山体滑坡)后留下的凹地貌，

比较明显的有 4 处;第三种是当时滚(滑)落的巨大岩体，矗立在山坡底、河沟内;第四种是地裂缝和(活动性)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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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门—猴子岩(女姑村)一带，存在许多地裂缝和(活动性)断裂，主要有近北东向和近北西向两组，前者相对发育一些，

但由于没有文字记录，不能准确判断这些地裂缝是这次地震形成的。从猴子岩一带的主要滑坡体后壁裂隙多与近北东向断裂一

致来看，至少可以推断，猴子岩一带的近北东向的近代形成的地裂缝和断裂，可能大部分是这次地震形成的。

2 原因分析

这次地震为何在猴子岩一带形成比较明显的滑坡、崩塌、地裂缝和断裂等次生地质灾害?通过综合调查研究，认为有以下几

个原因:一是这里在震中附近，受地震波影响大;二是这个地区有多条断层和多组节理经过，岩体被切割、破碎;三是岩层结构为

软硬相间的“夹心饼干”结构;四是有河流和公路横切岩层，地貌上形成陡崖。这和我国西部岩溶石山区容易形成地震次生地质

灾害，导致“小震大灾”的情况类似
［2－5］

。当然，猴子岩(女姑村)一带的地震次生地质灾害被当时的日记记录下来了，引起了

大家关注也是一个原因。在石门(坎)南西约 7km 的张家大岩的南侧，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可能也是这次地震形成的滑坡体，由

于没有记载，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笔者这次调查时，通过卫星影像才发现这个滑坡体。

猴子岩一带处于震中附近，受地震波影响大。猴子岩一带到石门(坎)直线距离只有 3km，离发震断层石门断层直线距离也只

有 2km，地震形成的地面震动强烈，容易形成滑坡、崩塌、地裂缝和断层等地质现象。

多条断层和多组节理切割岩体，破碎的岩体在震动作用下易滑塌。滑坡、崩塌等地质现象，是沿着一北西西向的模落河两

侧山坡或陡崖近 2km 地带分布。模落河沿一条北西西(近东西)的断裂(节理)带分布。区域较大的断层为北东向的石门断层，断

层线与猴子岩的直线距离仅 2km 左右。通过猴子岩一带的北东向节理和裂隙也比较发育。沿着这些节理、裂隙，就会形成地裂

缝或新的断层。笔者在 7个点测量了相对比较发育的节理的产状，节理走向分别为:301°，305°，325°，21°，22°，25°，

30°。

岩层结构为软硬相间的“夹心饼干”结构，易形成滑坡、崩塌的地貌。这些地震次生地质灾害，分布在一近北东向的背斜

南西倾伏端。该背斜核部地层为上泥盆统，两翼岩层为石炭系。岩层垂向结构为软硬岩层组合相间重复出现:软岩层由泥质岩(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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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泥岩)、煤等相对较软的岩层组成，容易被风化，形成负地形;硬岩层主要为碳酸盐岩(灰岩和白云岩)，不易被风化，形成

陡崖或陡坡。另一方面，碳酸盐岩性脆，在外力作用下容易破碎。这些节理裂隙发育的比较破碎的碳酸盐岩组成的陡崖或陡坡，

在地震震动下，很容易形成崩塌，也容易沿软硬岩层接触面或者破裂面形成山体滑坡。

陡崖和陡坡容易形成崩塌和滑坡。在猴子岩一带，模落河(走向北西西)横切岩层(岩层走向北北东)，地貌上形成陡崖和陡

坡。这些组成陡崖或陡坡的岩体，在地震作用下，加上重力作用，就会沿山坡或崖壁滑(塌)下来，形成滑坡或崩塌现象。

3 结论和建议

1948 年 10 月 9 日和 10 日，在贵州省和云南省交界发生了 2 次破坏性地震，地震震级最新研究成果为 6.2 级，震中在贵州

省威宁县石门坎。这次地震造成了大量房屋建筑破坏，石门坎保存了大量的被地震毁坏的房屋建筑遗迹。文字记录在石门坎南

约 3km 的猴子岩一带，地震造成了滑坡、崩塌和地裂缝等地质现象。

地震造成猴子岩一带出现滑坡、崩塌、地裂缝和断裂的主要原因是:该处位于震中附近，受地震波影响大;多条断层和多组

节理切割岩体，破碎的岩体在震动作用下易滑(崩)落;岩层结构为软硬相间的“夹心饼干”结构，易形成滑坡、崩塌的地貌;陡

崖和陡坡容易形成崩塌和滑坡。

石门坎及其附近这些保存完好的地震遗迹，不但有重要的科研价值，而且有重要的旅游价值，值得保护起来。因此，建议

列为文物保护范围加强保护。另外，我们在调查时发现，在女姑村的滑坡体上，还建有民房，这是很危险的，建议尽快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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