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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2月浙江泰顺一文成地震 

震群震害特征 

赵 冬 韩用兵 叶建青 
(浙江省工程地震研究所，杭州 310013) 

2006年2月浙江省泰顺县与文成县交界处的珊溪水库库区附近发生最大震级为 L4．6级 

的地震震群，震区共记录到  ̂≥2．0级地震 200余次，其中帆 ≥4．0级地震 9次 (表 1)。此 

次地震震群频度高，4．0级及以上地震次数多，震源深度浅，地震序列较为复杂。地震发生后， 

浙江省地震局立即组织人员前往震区，进行地震宏观调查工作。 

表 1 4．0级及以上地震基本参数表 

发震时间 微观震中经纬度 (。) 
编号 震级 (̂fL) 震源深度 (km) 

日 期 纬 度 经 度 

1 20o6-2_4 27．66307 119．9984 4．O 3．97 

2+ 2oo6-2_4 27．68 12noo 4．1 

3 20o6-2．8 27．66925 119．9952 4-3 5．73 

4 2006_2—9 27．672o7 119．9858 4．6 5．79 

5 2006_2—9 27．66838 119．9926 4．1 6．O6 

6 2()o6-2-9 27．65998 120．O022 4．2 5．99 

7 20o6-2-1O 27．66175 12O．oo15 4-2 5．O3 

8 20o6-2—1O 27．66380 120．oo32 4．1 4．56 

9 2006_2—11 27．652qO 120．0o97 4．2 5．3O 

： 该地震未作精定位。 

1 震区地质概况 

震区位于浙南山区，温州西部飞云江上游。大地构造上位于华南褶皱系的浙江东南隆起 

区，新构造运动主要表现为大面积的间歇性升降运动，以整体抬升为主，形成构造一侵蚀低山 

区，河流侵蚀作用强烈，河谷深切，发育有四级河流阶地和两级剥蚀夷平面。震区附近断裂 

两侧差异性活动不明显，没有火山和岩浆活动，地震活动背景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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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区出露的断裂构造主要有北东向和北西向两组，南北向及东西向断裂不发育。断裂大 

多发育于侏罗纪或白垩纪地层中，断裂规模较小，切割深度浅，一般在 5km左右，以高角度 

逆断层或逆断兼走滑型为主。 

2 震区建筑物概况 

震区建筑物的主要结构类型有土木结构 (包括砖、土维护墙)和砌体结构 (主要为砖混 

结构)。 

土木结构房屋主要为夯土墙 (少数为砖维护墙)木屋架瓦顶房屋，多为2层，屋顶盖瓦， 

屋盖重量较大。多数房屋属于老房，建造年代较早，裂缝分布普遍，质量较差，抗震能力相 

对较弱。 

砖混结构主要由砖墙承重，多数墙体 自底层起都为空斗墙，而且大部分为三斗一眠、五 

斗一眠，采用预制或现浇钢筋混凝土板等构件，大部分房屋无地梁或圈梁，强梁弱柱的情况也 

有出现。房屋多为 3-4层，层高 3．6m左右，大多建于90年代，大量建筑未考虑抗震措施。 

3 烈度分布及震害特征 

此次地震震群极震区烈度为 VI度，范围包括泰顺县包蝉乡和联云乡部分地区，以及文 

成县珊溪镇、仰山乡、云湖乡部分地区 (图 1、表 2)。 

l19．9。 120．O。 

、 

≮潮乡 文成 ＼、 27
．70 27．7。 

．1IIf]乡＼ 

舞 、‘ 
，

＼ 
嘶 浦乡 ＼一  

卜、 骶≥ 
27．60 27

．

6。 之 乙 ． 
119．9。 120．0。 

田  田  中囵  图 黼 

图 1 浙江泰顺一文成地震震群等震线 

VI度区面积约为45 km2，分布在泰顺县与文成县交界处，震害以泰顺县包蝉乡与联云乡 

之间地带为重，多处砖混结构房屋遭到破坏，但无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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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等震线分布特征表 

烈 度 长轴 (km) 短轴 (km) 面积 (km ) 短轴／长轴 长轴走向 

VI 10 6 约 45 n6 北西向 

综合Ⅵ度区的调查结果，房屋有以下震害现象： 

(1)抹灰缝极为普遍，垂向裂缝和阶梯状居多，且较宽；水平向裂缝相对较少；老裂缝 

延长、加宽现象也比较普遍； 

(2)掉瓦现象较为普遍； 

(3)有少数房屋出现门难开现象，尤其是近水库一侧的门；部分房屋出现窜瓦现象； 

(4)部分房屋出现墙体破坏，断砖、掉砖：个别出现墙体错位现象；阳台出现裂缝且相 

对更宽； 

(5)玻璃振裂甚至振碎； 

(6)地砖受挤压明显翘起； 

(7)屋顶掉灰大片掉落； 

(8)土木结构房屋掉土块，严重开裂、歪斜甚至倒塌。 

4 震害分析与建议 

此次地震震群震级不大，但还是对震区社会和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 

(1)由于震区地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加之地震频度高，震源深度浅 (ML~4．0级地震 

震源深度在4__16hI1)，震感较强，地声较大，影响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的社会影响 

也比较大； 

(2)震区在 GB 18306—2001《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处于小于 0．05g区，建筑物基 

本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 

(3)震区土木结构房屋较多，砖混结构房屋中建筑材料与结构设计不合理现象严重，无 

地梁和圈梁、空斗墙、强梁弱柱等不利于抗震因素较为普遍，旧房改建 (搭建)缺乏科学性， 

导致搭接部位震害更为明显； 

(4)建议对震区部分土木结构房屋进行房屋鉴定，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避免出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要进一步提高农民房的抗震性能，为农村居民新 (改)建房屋及震后房屋加固提供 

必要的技术支持； 

(6)加强宣传力度，进一步普及防震减灾知识，提高农村居民修建安全民居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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