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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珊溪水库自 2000 年下闸蓄水以来，库区及周边发生了一系列的地震，对温州市

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为查明地震诱因，给防震减灾提供更多科学依据，笔者对库区的地质构

造特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从构造方面论证该区发生地震的基础条件，及库区蓄水是否会影

响构造稳定性，进一步加大地震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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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storage of water in 2000，A series of earthquake occurred in Shanxi 

Reservoir and surrounding areas，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Wenzhou.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cause of earthquake，provide a basis for earthquake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reduction，the author 

conducted a detailed study on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reservoir area，from the structure aspect，

proved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the earthquake，and whether the water storage in the reservoir area 

will affect the structure stability and further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earthquake oc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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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自 2002 年以来，温州市文成泰顺交界处发生过系列地震，特别

是 2006 年和 2014 年两次较大震群，对温州市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一

度引起了社会的恐慌。对这些地震的观察研究表明，该区地震多发生

于珊溪水库-桥墩水库沿线附近，地震的发生与水库蓄水有些密切的

关系。为了给防震减灾提供更多科学依据，也为了加强对普通群众的

科普宣传，消除盲目的恐慌心理，温州市科技局（地震局）委托我单



位对珊溪水库地质构造特征及发震机理进行了研究，现就该研究成果

与大家进行交流。 

（二） 库区地震情况 

珊溪水库 2000 年开始下闸蓄水，2002 年 7 月 28 日 19：39:10 开

始发震，震级为 ML3.6 级。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珊溪水库共记

录到 8000 多次地震，其中 ML≥4.0 地震 21 次，最大地震为 2006 年

2 月 9 日 ML4.6 地震[1]。库区地震以震群序列活动为主，2006 年和

2014 年曾发生过两次明显的震群序列活动，其它时间相对平静，两

次震群均无明显主震，具有典型的水库诱发地震特征。 

（三） 库区地质构造特征 

珊溪水库区地质构造区域上位于浙东南褶皱带次级构造单元温

州－临海拗陷带南部的泰顺－青田断拗（图 1）。在太古代陈蔡群的

结晶基底上，沉积了巨厚的中生代火山碎屑及河湖相沉积，喜山期，

在区域升降运动的背景下，区域地壳全面抬升，老断层表现为继承性

活动，如 NE、NNE 向和 NW 向断层都有不同程度的复活[2]。研究

区处于泰顺－黄岩大断裂的西边，文成火山构造洼地与泰顺火山构造

洼地的交接地带，为断裂构造发育的地段[3]。地表盖层断裂有如下

特征： 

1、水库区地表分布的岩石以火山岩为主，其次为沉积岩，岩层

产状较为平缓，成层性好。不同时代不同岩相的裂隙发育程度基本一

致，且以构造裂隙为主。在断裂构造通过位置，裂隙发育且与断面平

行，远离断裂构造一定距离后，裂隙的发育程度不如构造附近发育。



中生代晚侏罗世、白垩世火山岩中裂隙集中，成组性强，NW 向裂隙

最为发育，且具有张性或张扭性。 

2、水库区内主要存在北东、北西向两组断裂，规模较小，倾角

较大，破碎带宽度较窄，最新活动时代在第四纪晚更新世之前。北西

走向的双溪-焦溪垟断裂（F1）由 3 条近于平行的分支组成：北分支

F1-1 断层破碎带宽度不大，带内构造透镜体发育，断层碎裂岩基本胶

结，未发育断层泥。中部分支 F1-2 断层受挤压破碎带滑面上有清晰

擦痕、破碎带宽度不大，且具有正断性质。南分支 F1-3 断层破碎带

规模最大，破碎带内岩石较碎裂且见多个破碎带，并伴有土状岩脉发

育，胶结程度相对较差。 

3、北西向双溪-焦溪垟断裂（F1）在塘垄码头附近发现一系列的

张性构造——张裂隙和正断层，这些构造可能纵向尺度较大，且具有

较好的连通性，容易导致库水向深部下渗，为局部导水构造。 

（四）珊溪水库蓄水诱发地震分析 

1、断裂附近岩性组合利于导水 

由于水库蓄水，库水沿着断层及断层两侧成组集中分布的裂隙向

下渗透，断层破碎带两侧的层状凝灰岩夹砂岩、泥岩等层状岩层渗透

性差，而断层破碎带渗透性相对两侧的岩石地层要好，岩体结构面的

这种组合，一方面有利于库水向深部渗透，另一方面容易使断层面孔

隙压力升高，降低断层面上的正应力，从而容易诱发地震。特别是

2006年 2月最大震级为ML4.6级震群和 2014年 9月最大震级为M4.2

级震群，这些地震的活动可能是由于水库畜水诱发导致。这些地震的



活动引发了双溪-焦溪垟断裂重新活动，特别是破碎带胶结程度较差

的双溪-焦溪垟断裂 f1-3 分支断层，由于地震活动更容易使得库水沿

着该分支断层渗透，在水的渗透和地震活动的相互作用下，该分支断

层的活动更加显著。 

2、库区基岩的渗透条件较差 

珊溪水库区基岩以火山岩为主。其中泰顺百丈镇有大面积流纹岩

出露，坝址珊溪镇及文成县汇溪乡附近也有流纹斑岩分布。经现场实

地踏勘，整个库区基岩岩体较完整，唯木湾以东局部库段垂直向节理

较发育，但面积不大，比乌溪江等己诱发地震的水库规模要小得多。

汇溪附近流纹斑岩水于向节理发育，而垂直向节理却很少出现。整个

库区与己发生地震的水库相比，库水的渗透条件有着明显的差别。因

此，除木湾以东局部库段，整个库区的库水渗透条件较差[4]。 

（五）发震点预测 

汇溪附近库段具备诱发地震的构造条件。珊溪水库位于飞云江流

域的珊溪至司前河段。白垩纪的泰顺火山构造洼地边缘断裂在汇溪附

近横穿库区。有关资料表明，在汇溪附近还有其它几条断裂在此交汇，

并有温泉出现。说明该库段几条断裂具有一定的活动性。和本省己发

震的几个水库的构造条件相比，汇溪已具备诱发水库地震的构造条件。

水库蓄水满库后，汇溪附近水位相对高度将达到 80m 左右，因此在

汇溪附近尚存在诱发地震的可能。 

（六）结论 

珊溪水库本身位于断裂构造较为发育的地区，库区蓄水给周边断



裂施加了应力，再加断裂附近岩性组合的导水特征，以及下部基岩的

阻水特征，导致应力进一步加强，增加了地震风险。珊溪水库的地质

构造特征为地震的发生提供了基础条件，水库的蓄水加压为地震的发

生提供了诱因，两者共同作用，导致了近年来的地震频发。今后应加

强对区内活动断裂的监测，提前预警，减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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