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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

陕西石泉 !""# 年 $ 月 !$ 日 !%$& ’ 地震及其烈度衰减

冯希杰，杜文和，袁志祥，韩恒悦，米丰收，范增节，任! 隽

（陕西省地震局，陕西 西安! "#$$%&）

摘! 要：石泉 !’() * 地震为典型的主震余震型。宏观震中位于石泉县中池乡清泥涧一带，处在栗子坝—迎丰—

铁佛寺断裂之上，地震等烈度线长轴方向为 +,-$$.，和该断裂的展布方向一致。但本次地震的最大震动速度沿

南北方向比东西方向衰减要慢，与烈度等震线所反映的衰减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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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3$$- 年 ( 月 3( 日陕西省石泉县红卫乡一带发生了 !’() * 地震。该地震是自上世纪 "$ 年代陕西省建立区域测震台网

以来，陕南地区发生的最大强有感地震，全省除陕北的延安、榆林两市外普遍有感。地震发生后陕西省地震局派出地震现

场工作组，进行了为期 0 天的现场科学考察和震害评估工作，圈划了该次地震主震的地震等烈度线。

) 地震基本参数

石泉 !’() * 地震为典型的主震余震型。主震当天发生 # 次 3) 3 级余震；( 月 3" 日又发生了 - 次余震，震级 #) & 4 -) 3
级。同陕南过去地震相比，该次地震震源浅，影响范围大。

（#）发震时间：3$$- 年 ( 月 3( 日 % 时 -" 分 -# 秒。

图 # 石泉地震震中与烈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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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震级：!’() *（!G() 0）。

（-）仪 器 测 定 震 中：石 泉 县 红 卫 乡（--. ##J+，

#$&.3$JK）。

（(）宏观震中：石泉县中池乡清泥涧一带（--.
$0J+，#$&.3-JK）。

（0）震源深度：#3 IL。

!( 地震宏观烈度

石泉 !’() * 地震发生在陕南山区。震区经济条

件较差，危旧房屋较多，&$M 以上的房屋为土木类建

筑（土坯房）。土构架和土石墙构造的旧式房屋都没

有进行过抗震设计和抗震设防，与烈度表中的“ 一般

房屋”极其相似。根据地震区红卫乡、石泉县城关、迎

丰镇、中池乡、张桥乡、绕峰镇、柳城镇、西河镇、曾溪

乡、池河镇、宁陕县狮子坝乡、西乡县茶镇乡、汉阴县

酒店乡等地的现场实地调查结果，本次地震的宏观烈

度可以划分为极震区 NO P 、NO 区、N 区（图 #），各烈度

区的特征如表 # 所示。

# 可能的发震构造

本次地震的宏观震中（极震区）位于石泉县中池乡青泥涧一带，分布与走向北西、长达 #$$ 余公里的栗子坝—迎丰—铁

佛寺断裂一致（图 3）；极震区长轴方向也和该断裂的展布方向一致；主震的震源机制中节面 Q 的走向为 -#*.，同极震区长

轴方向断裂的走向相同。这些现象共同说明栗子坝—迎丰—铁佛寺断裂应是这次地震的发震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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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石泉 !"#$ % 地震烈度分布特征

烈度 地点
走向

! "

长轴

! #$

短轴

! #$

面积

! #$%
表现特征

&’ (
石泉县迎丰镇筒车堰、中池乡

青泥涧一带。
)** + , -.

/ / 土木结构房屋 0*1 左右墙体出现裂缝，部分墙体变形，木屋

架檩条、楼枕拉开。砖木结构房屋 %*1 2 )*1 墙体出现轻度裂

缝，屋檐掉瓦普遍，屋顶烟囱震裂，个别掉落。砖混结构房屋 %*1

2 )*1 墙体出现轻度裂缝，墙体与楼板之间或楼板与楼板间拉

开。山坡滚石现象较为普遍。震时普遍听到一声像打雷一样的

巨响，绝大多数人从屋内惊慌逃出。

&’

北起迎丰镇云雾山林场，南到

中池乡政府一带，西起石泉县

银桥乡松树沟，东到汉阴县酒

店乡余家院子、晏家湾一带。

)-+ %% -. )*3

/ / 土木结构房屋约 )*1 2 ,*1 墙体出现裂缝。砖木结构房屋

有 -*1 2%*1 墙体产生微小裂缝，部分墙面脱落，屋面檐瓦掉落

普遍，砖混结构房屋墙体产生微细裂缝。多数人震时从屋内仓慌

逃出，震时响声如雷。

&

石泉县饶峰镇、石泉县城关部

分、镇龙乡、曾溪乡、后柳镇、

池河镇、银桥乡、汉阴县平梁

镇、宁陕县狮子坝乡

%4* ,, )+ 00-

土木房 -*1 左右墙体出现裂缝，木屋架普遍颤动作响，灰土大量

掉落，檐瓦普遍掉落，砖木、砖混结构房屋基本完好，个别地基不

良者墙体出现裂缝。震时人们普遍听到响声，悬挂物摆动明显，

门窗作响，多数人逃出室外。

# 地震动的特殊衰减

如前所述，石泉 !5,6 4 地震的宏观震中位于栗子坝—迎丰—铁佛寺断裂之上，等烈度区的长轴方向也和该断裂的走向

相同。但据现场考察中池河及其以西地区的多数民众反映，该次地震的主震及其余震的震动方向为近南北向，与等烈度线

的短轴方向相同。另据我省遥测台网对该次地震的记录，各台址基岩的东西、南北、垂直三个方向的绝对最大震动速度都

呈现出沿南北方向比东西方向衰减慢的现象（图 )）。如距该次地震宏观震中 .) #$ 的安康测震台和 -%. #$ 的汉中测震台

所记到的台址基岩三个方向的绝对最大震动速度，都比秦岭北缘的西安台和华阴台（震中距分别为 -)% #$ 和 %%% #$）记录

值要小，和渭北北山的乾陵台、泾阳台、蒲城台（震中距分别为 -3+ #$、-.* #$ 和 %,- #$）的绝对最大震动速度接近。这也

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地震发生在秦岭山区的腹地，但在远离震中的渭河盆地和渭北高原的铜川等地，仍产生了明显的震感。

图 % 石泉地震等烈度线与断裂分布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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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石泉地震最大震动速度分布图（单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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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陕西是现代地震弱活动省。石泉县 !<=) > 地震作为陕南的一次显著地震事件，为我们认识陕西（ 特别是陕南）的地震

活动特点创造了一次难得的机遇。对该次地震发震构造、地震烈度分布、地震动传播的探讨不仅对认识该次地震有一定帮

助，而且也对分析未来省内地震活动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加本次地震现场考察的人员还有中国地震局紧急救援办公室副主任任利生同志、应急处侯建盛同志以及石泉县数

十位地方县、局、乡级干部，在此对他们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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