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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地质地貌调查、地震活动性分析和地质测年等方法，研究了涉县地区地震

和构造的活动特征，并归纳总结涉县 ６．０级地震发生的构造条件，即：①震中位于大型地震带与

地震亚带交汇区，现今地震活动性仍然较高；②震区附近发育 １条规模较大、活动性较高的控制

山盆界限断裂涉县断裂；③震中位于孤立的涉县断陷盆地区边缘，山盆新构造运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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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１３１４年涉县 ６．０级地震发生在涉县境内，该县地处晋冀豫交界区，山、盆、河流谷地地貌
类型发育齐全，现今地震时有发生，是典型的山盆地区中强地震构造环境研究实验场之一。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至今对该地区地震活动性、构造应力、断裂构造只有少许宏观认识。从

地震带上来看，本文研究区位于 ＮＥ向华北盆地地震带（亦称唐山河间磁县地震带）的永
年磁县地震密集段和 ＮＷＷ向磁县地震密集亚带交汇区。ＮＥ向地震密集带被邯郸断裂和
晋获断裂控制，带宽 ４０～６０ｋｍ（李红光等，２０１５），主要涉及涉县地震、磁县地震及余震；
ＮＷＷ向磁县地震密集亚带沿南山村岔口断裂展布，位于磁县涉县间的太行隆起区，带内
中小地震强度最大为 ５．０级，在 １９７１～１９８０年前后达到高潮，以后逐年降低，目前年发生频
率为 ４０次左右（李皓等，２０１３）。从构造应力场上来看，本研究区位于华北地区 ＮＮＥ向最大
剪切应力梯度带内（刘峡等，２００６），带内近南北走向的断裂带呈右旋运动，研究区最大剪切
应力可达 ２１０Ｐａ。随着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开展，对涉县断裂活动性有少许研究，从工程
角度评价了涉县断裂对工程的影响，局部确定了涉县断裂的位置与活动特征（冉志杰等，

２０１６）。由于上述研究目的不同，涉及研究区的地震和构造活动特征研究仍较匮乏，以至于
该地区潜在震源区划分长期存在与基础资料不相匹配的问题，影响了该地区地震危险性的

评价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涉县正打造河北省精品旅游景点，有必要对该地区的地震

活动情况和构造特征开展进一步研究。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野外考察、地震分析和构造对比等手段，厘清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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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活动构造概况及活动情况，初步讨论该地区具有发生 ６０级地震的构造背景及构造条
件。本次研究将完善河北省中强地震发震构造基础资料，为太行山地区其他山间盆地中强

地震发震构造研究提供借鉴，为河北省地震预报及地震灾害防御等工作提供更加详实可靠

的资料。

１　构造背景

研究区在大地构造上位于武安凹断束，区内断裂构造栉比鳞次，密集成群，主要断裂呈

ＮＮＥ向，平面弯曲波状，多属压扭性质，ＮＷ向的张性或张扭性断裂亦较发育（涉县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１９９８）。涉县断裂、紫山西断裂、阳邑东断裂及林县西断裂均为太行山复背斜东冀
南段发育的 ＮＥ向和近 ＳＮ向两组主要断裂带。晚第三纪以来，在太行山隆起的背景下，这
些断裂发生强烈差异运动，形成涉县、武安、阳邑、林县等大大小小的盆地，控制了山脉、水

系、地震的形成和分布。

１３１４年涉县 ６．０级地震位于太行山隆起区内涉县盆地和基岩隆起交界区，新生代以来，
本区整体以隆升为主，山盆亦具有差异的新构造活动（图 １）。

图 １　１３１４年涉县 ６．０级地震及邻区地震构造
Ｆ１：涉县断裂；Ｆ２：张家庄断裂；Ｆ３：磁县断裂；Ｆ４：阳邑断裂；Ｆ５：太行山内断裂；Ｆ６：紫山西断裂；

Ｆ７：紫山东断裂；Ｆ８：邯郸断裂；Ｆ９：林县断裂；Ｆ１０：黎城断裂；Ｆ１１：晋获断裂

１．１　涉县盆地
涉县盆地为太行山隆起区内孤立的半地堑断陷盆地，由涉县断裂控制的多次断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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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盆地呈近 ＮＥ向 Ｓ形展布，分布着龙山低凸起、河流谷地（清漳河、东枯河、南大河）和
山前台地。涉县盆地第四系由冲洪积黏土、冲洪积和残坡积松散堆积物以及沙卵砾石杂堆

积构成，第四系厚度差异明显，靠近涉县断裂一侧的更乐、清漳河一带盆地沉积较厚。由钻

孔资料可知，涉县盆地早更新世地层厚度较薄或者缺失，中晚更新世地层发育齐全且相对
较厚，全新世地层仅存在河谷和盆地低洼地区，而第三纪地层在少数钻孔中揭露，基底普遍

为前新生代灰岩。钻孔地层分布特征说明涉县盆地于晚第三纪至第四纪早期开始分化瓦

解，在中更新世时期才普遍形成，盆地内普遍堆积了砾石、棕红色黄土和黄土。盆地的沉积

厚度、次级凸起与凹陷亦间接反映区内断裂构造的活动演化。

１．２　太行山隆起
太行山隆起区地质构造复杂，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出露着中元古界石英砂岩、古生界（寒

武系、奥陶系）滨海相、浅海相沉积的碳酸岩类地层，发育一系列 ＮＥ向或 ＮＮＥ向断裂束，
ＮＷ向的张性或张扭性断裂与其共轭，山、盆交界区的涉县断裂附近基岩完整性很差，常形
成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始新世以来，本区发生了明显的抬升，抬升幅度从东向西

逐渐变大；中新世末、上新世初，本区经历了构造稳定期，发育晚第三纪夷平面（唐县面）。第

四纪以来，基岩山区仍以隆升为主，在清漳河两岸残留 ４～５级河流阶地（梅惠杰，２００１）。

２　地震活动特征

２．１　地震史料分析
元延元年八月二十六日（１３１４年 １０月 ５日）中书省涉县发生一次强烈地震，《中国历

史强震目录》（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１９９５）和部分县志对本次地震的震害有记载（表 １），
南庄村位于涉县县城边缘，更乐镇距离县城较远，二者为涉县的次级行政单位。《更乐镇志》

（更乐镇志编纂委员会，２００１）和《涉县南庄村志》（涉县南庄村志编纂委员会，２０１４）对震害
描述的差异反映南庄村震害较重，“庐舍坍塌，压死甚众”，间接反映了涉县地震离涉县县城

较近。

表 １ 涉县 ６．０级地震史料

来源 描述 备注

《涉县南庄村志》 “元延元年（１３１４）八月地震，庐舍坍塌，压死甚众。”
死伤人员、建筑损伤均有

描述

《更乐镇志》 元延元年（１３１４）八月地震，房倒塌 仅建筑损伤有描述

《涉县志》（涉县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８）
“元延元年（１３１４）八月地震，坏民舍，压死 ３６２人。”

死伤人员、建筑损伤均有

描述

《中国历史强震目录》

“坏官民庐舍，死 ３２６人，武安死 １４人，冀宁（治今山西太原）、汴
梁（治今河南开封）等路亦震。震中在河北涉县，即 ３６．６°Ｎ、
１１３．８３°Ｅ。震中烈度Ⅷ度，震级 ６级。震中精度为 ３类。”

地震三要素、影响范围、人

员死伤和地震烈度均有描

述

在《中国历史有感地震目录》（刁守中等，２００８）中搜集到本研究区内 ３～４级地震 １６
个，有感地震时隔久远，采用历史有感地震目录的编制原则，获得有感地震震中的大概位置，

其中 ４个历史有感地震（表 ２）位于涉县县城附近，距《中国历史强震目录》中涉县 ６．０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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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涉县有感历史地震

时间（年月日） 北纬／（°） 东经／（°） 地点 震级 描述

１３３１０５２０ ３６．６ １１３．７ 涉县 ３ 元文宗至顺二年四月庚戌，真定涉县地震，逾月不止

１６１５１２３１ ３６．６ １１３．７ 涉县 ４ 万历四十三年，涉县地大震

１６５５０６２５ ３６．６ １１３．７ 涉县 ３ 顺治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末，涉县地动（南岗村碑存）

１６８３０９０３ ３６．６ １１３．７ 涉县 ３ 康熙二十二年秋七月十三日，涉县地震

震震中约 １２ｋｍ，推测为涉县地震的余震。
２．２　现今地震活动特征

本文选取 １３１４年地震震中一带为研究区（３６．３°～３６．８°Ｎ，１１３．２５°～１１４．４６°Ｅ）（图 ２），
该范围涉及华北盆地地震带西南部和大部分非地震带区，包含了磁县附近 ３次历史地震和
有地震记录以来的微小地震，地震震中空间分布极其不均匀。

图 ２　历史地震和微小地震分布
Ｆ１：晋获断裂；Ｆ２：黎城断裂；Ｆ３：涉县断裂；Ｆ４：阳邑断裂；Ｆ５：太行山内断裂；Ｆ６：紫山西断裂；

Ｆ７：紫山东断裂；Ｆ８：邯郸断裂；Ｆ９：磁县断裂；Ｆ１０：紫山东断裂南段；Ｆ１１：张家庄断裂

研究区地震按照震级进行统计，表 ３显示 ＭＬ１．０～１．９的地震约占 ６３．９８％，ＭＬ２．０～２．９

的地震约占 ２４．６％，两者合计所占比例大于 ８８％，最大地震震级为 ＭＬ４．６，包含了 １８３０年磁
县地震和 １３１４年涉县地震以来的共同的现今地震。从时间上看，现今地震随时间分布相对
平稳，１９９１年之前发生过 ６次 ＭＬ４．０～４．９地震，之后未见有 ＭＬ４．０以上地震发生，近 ２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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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研究区仪器记录地震震级分布

ＭＬ ０～０．９ １．０～１．９ ２．０～２．９ ３．０～３．９ ４．０～４．９

次数 １７３ １１９９ ４６１ ３５ ６

比例／％ ９．２３１５９ ６３．９８０７９ ２４．５９９７９ １．８６７６６ ０．３２０１７

小震为主，震级为 ＭＬ０～２．９。１９７０～２０１９年地震频次峰谷交替出现，波峰出现 ３次，分别为
１９７７年的 １００次、１９９７年的 １１０次和 ２０１８年的 １９２次，平均间隔约 ２０年，最高年发生频次
为 ２０１８年的 １９２次，最低年发生频次为 １９９５年的 ３次。

涉县地震位于华北盆地地震带内永年磁县地震密集段和 ＮＷＷ向磁县地震密集亚带交
汇区，其西侧为 ＮＥ向晋获断裂沿线小震密集亚带，属于现今地震活跃地区。据统计，１９７０
年以来涉县 ６级地震 ２５ｋｍ范围 ＭＬ０～４．９地震 ４１６次，以 ＭＬ１．０～３．０地震为主，仅有 １次

ＭＬ４．０以上地震，即 １９７１年固新镇北 ＭＬ４．１地震，距离涉县 ６．０级地震震中约 １３ｋｍ。２０１４

年以前地震震级以 ＭＬ１．０～３．０为主，２０１１年出现 １个峰值，年发生频次 ３３次；２０１４年以来

连续 ５年未有 ＭＬ２．０以上地震发生，震级以 ＭＬ０～２．０为主，其中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未发生地震，
２０１８年再次出现地震峰值，年发生频次 ４９次，地震震级有减小趋势。

通过对震区周围 ２５ｋｍ范围内现今地震分布特征的分析，发现震区周围现今地震活动性
仍然较高，有一定程度受磁县历史地震的影响，但主要是受涉县 ６．０级历史地震本身的影
响。

３　断裂构造及其活动性

３．１　断裂概况
１３１４年涉县地震周围基岩断裂发育，以 ＮＥ向、近 ＥＷ向和 ＮＷ向 ３组断裂为主，形成

于燕山时期。震中 ５ｋｍ范围内未见晚更新世以来活动断裂。
ＮＷ或近 ＥＷ向断裂与 ＮＥ向断裂束相交或共轭，发育于基岩山内，断裂呈张性或张扭

性，断裂通过位置的岩层产状发生较大变化，基岩较破碎，为岩浆的侵入提供了适宜的空间，

常形成垭口地貌或沟谷地貌，可见棕红色／灰白色断层泥、断层角砾岩等，断层泥胶结，未见
其有晚更新世以来活动证据，均为前第四纪断裂。

ＮＥ向断裂呈束发育，平面弯曲波状，多属压扭性质，以涉县断裂活动性最高，为山、盆地
貌分界。

３．２　涉县断裂
涉县断裂北起西戌镇南，经井店、更乐向西南延伸，止于响堂铺南，断裂长约 ４０ｋｍ，走向

ＮＥ３０°～６０°，倾向 ＮＷ，倾角 ６５°～８５°，破碎带宽约 ２００余 ｍ，破碎带内还发育与主断裂倾向
相反的宽 ２～３ｍ小滑动面。野外考察发现清漳河两侧断裂活动明显，可见大规模基岩破碎
带、断层崖和断裂沟谷地貌。

招岗村山前冲沟内见断裂变形活动地质剖面（图 ３），断层走向 Ｎ４０°Ｅ，倾向 ＮＷ，倾角
４８°～６５°。剖面由第四系和寒武系地层构成，断裂带宽 ８～１０ｍ，断层下盘下部为寒武系地
层，发育多条基岩断层，紫红色、黄绿色岩层层面破碎、褶曲，近断层处直立且泥化；中部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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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崩积物和残留棕红色古土壤，零星夹有白色钙结核；上部为 Ｑ３４含砂黄土，厚 ３～４ｍ。断层
上盘为厚层含砂、砾黄土，局部夹水平层理洪积相砂砾石层。断层最新活动位于陡坎前缘，

表现为棕红色古土壤层陡然消失，即断层下盘见棕红色古土壤标志，上盘从地表向下挖

０．５ｍ深仍未见此层，推测涉县断裂活动错断此标志层。Ｙ１和 Ｙ２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所在
地层为晚更新世地层，Ｙ２样品离棕红色标志层较近，因此推测棕红色标志层为 Ｑ３早期或 Ｑ２
晚期地层，断裂错断标志层至少 １．５ｍ。从地层的接触关系推测断层最新活动为 Ｑ２晚期或
Ｑ３早期。

图 ３　招岗村附近大型地质剖面示意图

涉县断裂在基岩区通过时表现为基岩脆性破碎带或泥化变形带，局部变形带表层有薄

层第四系地层，可见与涉县断裂走向呈小角度相交或共轭的次级滑动面。在寨上村东山前

坡积台地的第四系黄土地层内发现与涉县断裂小角度相交的断层剖面（图 ４），该剖面上发

现 ２条断层，断层 ｆ１和 ｆ２相距 １２ｍ，断层 ｆ１走向 １５°，倾向 ＳＥ，倾角 ６５°～７０°，断层面为灰白
色土（层②）与棕红色土（层③）接触，断面宽约 ５ｃｍ，见擦痕、劈理化等现象，表部被全新世
坡积物（层①）覆盖。断层 ｆ２走向 １６°，倾向 Ｅ，倾角 ５６°～６５°，错断棕红色土，错距约 ０．８ｍ，

棕红色土下部为基岩，上覆灰白色黄土和全新世腐殖土，受断层 ｆ２错断影响，在地表形成凹
槽。根据地层、地貌、年龄测试和区域对比，层 ②对应晚更新世地层，层③为基岩风化壳再
堆积物质，对应第四纪早期地层。由地层的接触关系可知，断层最新活动至晚更新世晚期。

在距上述地质剖面点约３００ｍ的涉县断裂变形带附近还发现了与涉县断裂共轭的断裂

滑动面（图 ５）。剖面显示断层滑动面走向 ２９０°～３００°，倾向 ＮＥ，倾角约 ５２°，断层上盘表层
为山前洪坡积物，砾石与土混杂，下部为第四系黄土，发育 ２层棕红色古土壤层。断层下盘
为棕红色土（层⑤），板结较硬，含钙结核，推测为第四系早期地层。断层错断下部棕红色古
土壤层及以下地层（层②２和层③２），根据地层、地貌及区域对比，推测层②２和层③２对
应中更新世晚更新世期地层。

综上所述，涉县断裂在变形带上覆薄层第四系地层中发育的 ＮＮＥ向和 ＮＷ向次级滑动
面表现为正断性质，由于其规模较小，主要发育在涉县断层变形带内，向涉县盆地内没有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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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寨上村东南断裂剖面（镜向 ＳＳＷ）
①表层腐殖土；②灰白色黄土；③棕红色土；④断裂面

图 ５　招岗村南断裂剖面（镜向 ＳＥ）
①洪坡积物；②灰白色黄土；③棕红色古土壤层；④断层面；⑤基岩风化壳再堆积物

伸，初步判断应为涉县断层的伴生构造，其活动性受涉县断裂控制。涉县断裂伴生构造的活

动情况和涉县断裂本身规模巨大的变形带上覆地层的活动情况均表明涉县断裂晚更新世仍

有活动。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讨论
通过对涉县历史微震和现今地震活动特征分析，发现涉县盆地及盆缘地区发生ＭＬ３～

４地震共 ５次，上述地震可能为涉县 ６．０级历史地震的余震。震中附近现今地震虽然未出
现呈团、呈带现象，但现今活动性仍然较高，有一定程度受磁县历史地震的影响，亦有涉县 ６
级历史地震本身的影响，再结合地方志对涉县 ６．０级震中震害影响的描述，该震中应离涉县
盆地或盆缘更近。通过对涉县地区断裂考察发现，涉县断裂活动性最高，晚更新世仍有活

动，主要活动现象位于清漳河两岸。综上所述，如果把涉县 ６．０级地震震中移到清漳河附近
的茨村一带，该历史地震刚好位于上述 ５次地震的中心，与震中相距 ７～８ｋｍ，亦是涉县断裂
活动最为明显地段，可能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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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结论
通过对涉县地震史料分析、现今地震活动特征、盆山新构造运动差异分析和震区断裂考

察研究，得出涉县 ６．０级地震的发震构造环境如下：
（１）涉县 ６．０级地震震中位于 ＮＥ向华北盆地地震带和 ＮＷＷ向磁县地震亚带交汇区，

震中 ２５ｋｍ范围内现今地震时有发生，年发生频率波峰波谷交替出现，地震频度较高，属于现
今小震活动性较高地区。

（２）涉县地震周围 ＮＥ向断裂呈束发育，与 ＮＷ向断裂共轭交汇，ＮＥ向断裂以涉县断裂
规模最大、活动性最高，该断裂构成山、盆地貌边界，控制着涉县盆地的发育演化，晚更新世

以来仍有活动。

（３）涉县 ６．０级地震位于盆、山构造交汇区，二者新构造活动差异，太行山地区以隆升为
主，涉县盆地区在隆升背景下发生间歇性沉降运动。

致谢：感谢尤惠川研究员、唐方头研究员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有益建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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