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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连城 5 级地震与构造的关系分析
’

黄卿团 雷土成
“
叶盛基

(福建省地震局地震综合队
,

厦门集美 3 6 1 0 2 1)

摘要 1 9 9 2 年 n 月 26 日在福建连城发生 了 5
.

。 级地震
,

宏观震 中位于黄

地一赖源一带 ( 1 1 6
’

57
’

E
,

2 5
’

32
’

N )
,

震中烈度 协度 强
,

震源深度 7一 8 k m
。

极震 区

等震线呈椭 圆形
,

长轴方向为 N E
,

与震 中区的黄地一梅村头断裂展布方向墓本一

致
,

余震沿该断裂分布
,

并 自 N E 向 SW 方向迁移
。

黄地一梅村头断裂可能是这次

地震的发震构造
。

主题词
:

地足构造 等震线图 震中烈度 地及活动特征 宏观前兆 地艇参数

1 前言

据福建省地震局 1 9 9 2 年 1 1 月 2 6 日第 2 1 期《震情 》通报
,

1 9 9 2 年 1 1 月 2 6 日 1 8 时 4 7

分在东经 1 17
.

0’
、

北纬 25
.

6
,

即连城县赖源乡黄地
、

东坑一带发生 5
.

0 级地震
。

该地震发生

在历史上地震少而小的福建西部
,

这给地震监测预报和工程地震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

地震发生后
,

福建省地震局立即组织现场工作并对现场进行宏观烈度调查
。

野外工作期

间
,

考察了 32 个乡镇
,

面积约 9
,

5 00 k m
Z ,

调查路线 13 条
,

调查点 84 个
,

取井水样 3 个
,

行程

约 s
,

0 0 0 km
。

本文在宏观烈度调查的基础上作综合整理分析而写成
,

着重阐述此次地震的活动特征
、

宏观地震烈度及其分布
、

宏观地震参数
、

震前宏观异常现象
,

并就烈度分布及其与断裂构造

的关系作了初步分析
。

2 地震活动特征

1 9 9 2 年 n 月 26 日连城 5级地震
,

震前几天 曾有小震活动
,

n 月 22 日和 23 日分别发

生小震一次
,

最大震级为 2
.

1
。

主震发生后
,

仍有频繁的余震发生
,

从 n 月 26 日一 12 月 25

日共发生余震 27 次
,

最大为 3
.

3 级 (见表 1 )
。

前震一主震一余震的整个发震过程仅经历 34

天即恢复平静
。

此次地震属主震型的地震序列
。

此次地震的前震
、

主震
、

余震的震中沿北东方 向呈条带状分布
,

并具有自北东向南西方

向逐步迁移的特点
。

3 烈度及其分布

本次宏观烈度调查以 《中国地震烈度表 ( 1 9 80 ) 》为烈度评定标准
,

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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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评定
。

经地震现场及影响区域的宏观烈度考察表明
,

班度和 V 度区等震线均呈椭圆形
,

其长轴

方向为北东向 (见图 1 )
。

表 1 连城赖源 MS ~ 5
.

。 地展序列

序序号号 日期期 发震时刻刻 东经经 北纬纬 展级级 参 考 位 置置 精度度 备注注

11111 1 99 2 年年 0 4 h 1 9 而
nnn 1 1 6

.

666 2 5
.

6
...

2
.

111 福建长汀台东南南 IIIII

11111 1 月 2 2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22222 2 3 日日 2 0 h 5 1 n u nnnnnnn 护
1

.

333 距龙岩台 35 k n zzzzz

单台台

33333 2 6 日日 1 8 h 4 7 1l l j nnn 1 1 7
.

0
’’

2 5
.

6
’’

5
.

000 龙岩环坑北北 IIIII

4444444 1 8 h 5 6 n u 。。 1 1 6
.

9
’’

2 5
.

5
’’

3
.

111 同 上上 IIIII

OOOOOOO 1 9 h 3 4 n u nnnnnnn 1
.

666 距龙岩台 40 kn lllll
单台台

6666666 2 0 h 1 3 n u nnnnnnn 1
.

888 距龙岩台 46 kn lllll

单台台

77777 2 8 日日 1 3 h 3 3 n u nnn 1 1 7
.

0
’’

2 5 6
...

1
.

888 龙岩环坑东北北 11111

8888888 1 8 h 3 8 n u nnnnnnn ( 1
.

3 ))) 距龙岩台 40 kmmmmm 单台台

99999 2 9 日日 0 9 h 0 7 n u nnnnnnn 1
.

111 距华安台 52 k n lllll

单台台

111 OOOOO 12 h 4 6 n u nnnnnnn 1
.

555 距龙岩台 57 腼腼腼 单台台

111 lllll 18 h 4 8 n u nnn 1 1 7
.

0
’’

2 5
.

5
...

1
.

888 龙岩环坑东北北 IIIII

lll 222 1 2 月 1 日日 0 4 h 3 3 n l l nnn 11 7
.

0
’’

2 5
.

5
`̀

3
.

333 龙岩环坑以北北 IIIII

111 33333 16 h 1 8 口 u nnnnnnn 1
.

444 距龙岩台 45 k n lllll
单台台

111 44444 1 7 h 3 9 n u nnn 1 1 6
.

9
’’

2 5
.

5
...

2
.

000 龙岩环坑以北北 lllll

111 55555 1 9 h 2 5 n u nnnnnnn 1
.

000 距姑田 24
.

2 k n lllll
单台台

111 66666 2 0 h 2 0 1l l u lllllll 0
.

666 距姑田 23
.

3 k l l lllll

单台台

111 777 2 日日 0 7 h 1 6 n u nnn 1 1 7
.

000 25
,

5
’’

1
.

222 龙岩环坑以以以 双台台

111 88888 0 9 h 4 On 1 )刀刀刀刀 1
.

333 距龙岩台 24
.

2 阮mmmmm 单台台

111 99999 0 9 h 4 2 m innnnnnn 0
.

777 距龙岩台 23
.

3 k n lllll 单台台

222 00000 14 h 4 2 m innnnnnn 1
.

000 距龙岩台 2 2
.

5 kmmmmm 单台台

222 lllll 1 5 h 0 6 D l l nnnnnnn 0
.

999 距龙岩台 21
.

7 kmmmmm 单台台

222 22222 15 h 2 4 im
nnn 1 1 7

.

0
...

2 5
.

5
...

0
.

666 龙岩环坑以北北北 双台台

222 33333 1 8 h 2 2 n l innn 1 1 7
.

1
““

2 5
.

6
...

1
.

444 龙岩环坑东北北 IIIII

22244444 1 8 h 34 n五nnn 1 1 7
.

0
’’

2 5
,

5
’’

1
.

111 龙岩环坑以北北北 双台台

22255555 2 0 h 20 n ll nnn 1 1 7
.

0
`̀

2 5
.

555 1
.

555 同 上上上 双台台

222 666 3 日日 0 7 h 12 n u DDD 1 1 7
.

0
...

2 5
.

5
...

1
.

222 同 上上上 双台台

222 777 4 日日 1 4 h 3 2 n U nnn 1 1 7
.

1
““

2 5
.

6
`̀

2
.

222 同 上上 !

11111
222 888 8 日日 0 0 h 1 0 而

nnnnnnn 0
.

777 距龙岩台 9 k mmm

}}}
单台台

222 999 JJJ 1 2 h 1 1 n u nnnnnnn 1
.

333 距永安台 。s kzn …… 111
单台台

333 000 2 5 日日 1 7 h 3 5 而
nnnnnnn 1

.

777 距龙岩台 4 3 km …… {{{单台台

3
.

I VI 度 区



第4 期 黄卿团等
:

福建连城 5级地震与构造的关系分析

该区分布在连城县赖源乡的黄地
、

东坑一营溪乡的梅村头
、

陈地 一带
,

即余地南一东坑

】 1了
,卜

一
,

一—一
`

如
“

O
, ,

、
、

创 乍前
/

/ 瘾 \ 柱 韦
6 、川

图 1 1 9 9 2 年连城 5
.

0 级地襄等震线图

宏观展中 2 微观展中 3 等展线 4 断裂

T h e

一
n 囚 iln 份 of tha L 访口 e h e

姐 M S
.

0 e a rt h q ua k e

in 19 9 2
.

北一冯地一陈地南一梅村头南一南山

顶附近 (海拔 1
,

75 3
.

Z m ) 的连线以内

地 区
,

其等震线长轴展布方 向为 N 50
’

E 左右
,

几何 图形呈椭 圆形
,

长轴长约

2 5 k m
,

短轴长约 1 0 km
,

平均半径约

7
.

9 k m
,

面积约 2 0 0 k m
Z 。

本区房屋类型大部分为 H类的木

架墙体结构瓦房
,

此类房屋连结牢固
,

整体性较好
。

少部分为 I 类的破旧夯

土墙或土坯墙木架屋顶瓦房和 I 类新

建土木结构瓦房及 皿类钢筋混凝土楼

房
。

在这次地震过程中
,

黄地村一根

s m 长的高压 电线杆被震断
。

区内许

多 I 类房屋受到损坏
。

I 类和 皿类房

屋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

如墙壁裂痕

或裂痕加大
、

瓦片掉落
、

墙壁灰沙土掉

落等现象
,

在黄地
、

东坑
、

陈地
、

梅村头

等地均可见到
。

墙壁裂痕最长可达 3 m 左右
,

裂缝宽 1一 2 c m
。

陈地村一座民房门前的一道

由砖块砌成的走 向北东
,

高 70 一 80
c m 的小 围墙

,

地震时因北西一南东摇晃而倒塌一个缺

口
。

个别山石滚落
。

地震时
,

人站立不稳
,

坐着的人好象要倾倒
,

陈地有一小孩子坐着被摔倒在地上
,

很多人

惊慌失措逃到室外
,

小孩子惊哭
,

80 多岁的老人从未经过象此次这么大的地震
。

另外
,

在石

铺村
,

地震时有人嗅到空气中有一种臭味
。

桌上或架上器物坠地
,

有的物体倾倒
。

在梅村头
,

茶杯从橱架上掉落到地上
;在黄地村

,

汤匙从桌上掉落到地上
;
赖源乡政府有一手电筒震倒掉落在地上

。

.3 2 V 度区

该区分布在连城
、

龙岩西部
、

漳平西部
、

上杭东北部
、

长汀东南部的广大地域内
,

即在连

城小陶大洋西一塘前南
、

连城西一宣和一步云北一上车一水 口西连线以内
,

其等震线的长轴

展布方向与 班度线基本一致
,

即 N 50
`

E 左右
,

几何图形亦呈椭圆形
,

长轴约 60 km
,

短轴约

5 0 km
,

平均半径约 2 7 k m
,

面积约 2
,

3 0 0 k m
, 。

本区房屋类型与 班度区基本相同
,

大部分为 I 类土木结构和木架墙体结构瓦房
,

城镇有

一部分 皿类钢筋混凝土楼房
,

少数为 I 类古老破旧土墙瓦房
。

地震时
,

区内 I 类房屋和陈旧

H类房屋少数受损
,

墙体出现微细裂纹
,

旧裂缝加大
,

屋檐不整的住房有瓦片零星掉落
,

夯土

墙沙土掉落
,

屋檐陈旧者有个别木条脱落
,

屋 内有的不稳定器物翻倒
,

有的落地
,

个别质轻的

家具移位
。

如万安梅村
,

桌上玻璃镜掉下
,

架上脸盆掉落 ;万安地村
,

桌上热水瓶震倒
,

茶几移

位 20
c m ; 上杭步云李岭

,

供销社货架上的鞭炮掉下
;
中村

,

白木粉厂有 4 个框架掉落
;
厦地

,

放在灶上的锅盖掉在地上
,

个别放在桌上的收音机被震翻倒
; 白莲

,

三用机插头因振动被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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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落到地上
。

在震感方面
,

几乎所有人都感到左右摇动
,

站立的人感觉震动非常明显
,

坐着的人感觉

似乎有人在推动
,

睡觉的人有的被惊醒
,

很多人惊慌跑到室外
。

.3 3 W度区

该 区东起西园
,

西至灌 田
,

南到高破
,

北抵安砂附近
。

长轴 1 35 k m
,

短轴 1 10 km
。

该区室

内大多数人有感
,

紧靠在一起的器皿撞击有声
。

此外
,

在 V 度区和 VI 度区内出现个别烈度偏高的异常点
,

造成房屋或建筑物局部受损的

现象
。

究其原因
,

主要是受场地条件的影响
。

山区地形高差大
,

坡度陡
,

劈 山填方
,

依山建筑
,

使地基因软硬不均而失稳
。

再加上施工质量差
,

土质粘性低
,

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

4 宏观地震参数

通过地震宏观烈度调查
,

对等震线进行了现场勾划
,

给出如下宏观地震参数
:

IIIII a ( km ))) b ( k m )))

、、111 12
.

555 勺勺

VVVVV 3 000 2 555

宏观震中位置

位于东经 1 1 6
’

57
` ,

北纬 25
’

32
` ,

即黄地一赖源一带
。

震级

按等震线的面积计算得
:

M
,
= 2

.

9 7 + 0
.

7 2 lo g A S
= 5

·

3

M
Z
一 3

.

8 8 + 0
.

6 5 l o g A 6
一 5

.

3 7

因此
,

M = 5
·

3
。

宏观震中烈度

按公式 M一 0
.

5 8 x 。
+ 1

.

5 求得 I 。
= 6

.

5 (度 )

因此
,

宏观震 中烈度定为 砚度强
。

衰减系数

根据等震线参数
,

求得
:

5
1
一 1

.

4 5
2
= 1

.

4 5 5 = 1

宏观震源深度

据古登堡公式

h一刃八
。丝升一 1

求得
: h :
一 8

.

2 6 ( k m )

h Z
= 7

.

3 ( km )

取 h 、 7一 8 (km )

5 震前宏观异常现象

此次地震震前人们普遍听见地声
,

其它宏观异常现象不甚明显
,

只有井水变浑和水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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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
。

如连城县罗坊乡政府附近
,

有 3 口水井呈北东方向排列
,

水平距离约 60 m
,

每两 口

井间距约 30 m
。

井水在震前 3一 4 天均变浑
,

其中一 口 变黄一口变黑
,

一口变绿
,

水位下降

约 1 0 c m
。

这 3 口水井距微观震中约 40 k m
。

在姑田乡政府西桥头附近
,

有一 口水井震前 1天

水位上升
,

距微观震中约 14 km
.

在动物异常方面
,

宣和乡政府派出所有一只狗震前狂奔乱

跳
,

象疯狗一样
;姑田有家农户养的猪和鸭子在震前赶不进圈

。

6 与这次地震有关的断裂构造分析

震区位于政和一海丰深大断裂带中段西北侧
。

区域断裂构造发育
,

主要为北东向和北西

向两组断裂
。

北东向断裂构造主要有永安一小陶一梅村头断裂
,

该断裂的南西段黄地一梅村

头断裂为极震区的主要断裂
,

是政和一海丰断裂带中段西北侧的次一级断裂
。

除此之外
,

在

极震区东南部还有洪田一张家山
、

万安一古田北东向断裂通过 V度区 (见图 2 )
。

在地貌上
,

极震区属构造侵蚀
、

剥蚀类型的中山地带
,

山脉和峡谷

亦呈北东向展布
,

山高谷深
,

山脉高

程多在 1
,

50 o m 以上 (南山顶海拔

1
,

7 5 3
.

Z m )
,

峡谷 切割深度 5 0 0一

8。 。 m
。

此次地震发生在连城赖源

附近
,

其微观震中在黄地一梅村头

断裂的东北端
,

经宏观烈度调查
,

砚

度区长轴方向 (极震区等震线 )亦为

北东向
,

与该断裂展布方向基本一

致
,

其宏观震中在该断裂的西南端
,

且 2 次前震
、

27 次余震亦发生在该

断裂附近 (表 1 )
,

自东北向西南迁

移
。

从微观震中与宏观震中的相对

位置和主
、

余震的位置来看
,

该断裂

可能是自东北向西南方向扩展
。

以

上 分析 可见
,

此次地震明显地与黄

地一梅村头北东向断裂密切相关
,

该断裂可能是这次地震 的发震构

造
。

图 2 连城附近断裂构造

(1 )政和
一

海丰断裂 ( 2) 永安一梅村头断裂

(3 )洪田一张家山断裂 (4 )万安一古田断裂

F ig
.

2 T h e fa ul st n

ear L助
e h e n g

·

(本文 1 9 9 5 年 1 月 1 8 日收到 )



2 2西北地震学报 第7 1卷

N N A A AY L SS ION T HER L E T AION S HP I BE T 、E E VN T HL E I AN C HN E G

MS
.

0E AR l l l Q U AKEN I FUJ I AN AD N GE OL G O ICL ASR T UC T UR E

Hu
a n gQ in gtu a n ,

L e i T u e h e n g
带 a n d Y e S h e n g ji

( C助
之P er he ns l’v o S u二ey G~ P

,

S廊阴
。切 g ic 以 uB 二au of F u

jz’a
n 尸

~
。 ,

了动
z己艺

,

X必me
n )

A b s t r a C t

A M S
.

0 e a r t h q u
ak

e o e e u r r e d i n L ian
e h e n g o n N o v

.

2 6
,

1 9 9 2
.

T h e m a e r o s e o p i e e p ie e n t e r

15 s i t u a t e d b e t w e e n H u
an g d i a n d L a i y u a n

( 2 1 6
’

5 7
`

E
,

2 5
.

3 2
’

N )
, e p ie e n t r a l in t e n s it y 15 班 + ,

f o e al d e p t h 15 a b o u t 7
.

5 k m
.

T h e i s o s e is m al ma p o f m e ioz s e i s m a l r e g i o n s h o w s o b lo n g
.

I t s

l o n g
一

ax i s s t r ik e 15 N N E
,

w h ie h 15 s a m e a s t h e t h a t o f t h e H u
an g d i一 M e ie u n t o u f a u lt i n e p i e e n -

t r a l a r e a
.

T h e af t e r s h o e k s w e r e d i s t r ib u t e d a lo n g t h e f a u l t a n d m i g r a t e d f r o m N E t o S W
.

T t 15

e o n s id e r e d t h a t t h e H u a n g d i一 M e i e u n t o u f a u l t m i g h t b e s e i s m o g e n i e s t r u e t u r e o f t h i s e ar t h
-

q u a k e
.

K e y w o r d s : E a r t h q u a k e s t r u c t u r e ,

Iso se i s而
e m a P

,

E P i“ n t r a l i n t e n s i t y
,

S e i s m i e i t y

f e a t u r e ,

M ac r o

sco
P i e P r e e u sr o r ,

S e i s m i e P a ar m e t e r

式娜望脱望砚望而望漪 r 孤全改全配望
已三r

己`叭`叭` 叭李望挽义毖左西农成娜左韶卜粥份式娜望
己店望己̀ T孤望脱叭

`望筋介
3
分驯卜

`
望
己
月知在碗望活左眺全拓姑斌卜词抽在

(上接第 12 页 )

H O L O C E N E D IS P L A C E M E N T R A T E
,

P A L E O E A R T H QU A K E S A N D R E C U R R E N C E

NI T E R V A L S O F S T R O N G E A R T H Q U A K E S A L O N G T H E 1 6 6 8 T A N C H E N G

E A R T l l QU A K E (M
。
= 8

.

5 ) F A U L T

W an g H u a il n

( S而
刀功Z叮忿a l B u er a u

of Sha dn on g P

~
e ,

了介姐 n 2 5 0 0 2 1
,

hC ian )

A b s t r a C t

B as
e d o n d a t a o f a u t h o r

’

5 f i e ld i n v e s t i g a t in g
,

m e as u r i n g a n d t r e n e h in g
,

t h e d is t r ib
l i : i o n

an d r a t e o f H o l o e e n e d i s p la e e m e n r
,

p a le o e a r t h q u a k e
’

5 t r a e e s a n d t im e s , r e e u r r e n e e in t e r v a坛 o f

s t r o n g e a r t h q u a k e s ( M
s
= 8 一 8

.

5 ) an d m o d e l o f t h e e a r t h q u a k e f r a e t u r e a l o n g t h e 1 6 6 8

T an
e h e n g e a r t h q u

ak
e f a u l t a r e s t u d i e d i n t h e p a p e r

·

K e y w o r d s : T a n e h e n g一 L u j i a n g se is m o t e e t o n i c oz n e ,

P a l a e oe a r t h q u a k e ,

E a r t h q u a k e

r e e u r r e n e e P e r iod
,

S e i s m i e r u P t u r e ,

D i s P l a e e m e n t
,

S l i P

F u i二一 J汕多 1 E x p lo r l J l g Isn t i t u td e f o r 反 is m o g eo lo g y 一 E n 多 n ee ir叩
,

反污m o lo沙
a l B ur ea

u o f F u j认n P r o

vm
e e

F uz h o 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