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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衡水市地裂缝穿越民房!穿过农田"致使建筑物破损!农田毁坏"影响到人民生活"以及厂矿生产和安全#

该区规模较大的地裂缝截至%##%年已发展到!(条"遍及冀州!枣强!马朗!阜城!武强!饶阳等地"主要以1)走

向为主"均为张性裂缝"分布不均匀"连通性好"平 面 形 态 为 折 线 形 或 羽 状"最 长 者 累 计 长 度 可 达)B@#文 章 认

为地裂缝的分布受当地基础构造控制"由人工过量抽汲地下水诱发形成"提出调 整 地 下 水 开 采 层 次 作 为 其 防 治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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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裂 缝 为 一 种 区 域 性 的 表 生 地 质 灾 害"它

不仅对各类工程建筑&交通设施&城市生命线工

程和土地 资 源 等 造 成 灾 难 性 的 直 接 破 坏"而 且

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发生在

!**&年滹沱河大堤附近的地裂缝与古阳河故道

沟通"直接造成$*&0+%特大洪水的发生"当时滹

沱河北 大 堤 形 成 特 大 管 涌"喷 出 的 水 头 很 高(
这次洪水 给 衡 水 市 造 成 了 巨 大 的 经 济 损 失"而

引起这次灾难的直接原因就是地裂缝(

!!衡水市地裂缝的分布特征

衡水市所辖枣强&安平&饶阳&武邑等县"属

于冀中平原"夏秋期间时常出现地裂缝"有的还

伴随着地下水宏观异常现象(区内地裂缝常成

片分布"往往数条集中一起出现"一般单条长!#
"!##$"短的只有数米"长者达(##$以上"宽
达#0+$"切 割 深 度#0""#0)$"最 深 达%0%
$(地裂缝没有明显的力学规律"但却具有同一

的张性特征’破 裂 面 粗 糙 不 平"近 于 直 立"也 有

水平错动和挤压现象"仅发现少数裂缝有!"(
2$的垂 直 位 移(冀 中 的 地 裂 缝 几 乎 都 分 布 在

古河道及 海 河 上 游 各 支 流 古 河 道 上"分 布 的 几

何形态受特殊的地貌单元控制"如环形&弧形地

裂缝多分布在圆形的汇水洼地或堤岸&路基&渠

坝部位"追 踪 地 裂 缝 多 分 布 于 平 坦 的 农 田 或 场

院"地裂缝的发生与一定的岩土性质有关)!*(

!*+"年&月!(日至$月)日"枣强县王均

乡于胜屯村中部在长"##$&宽+#$的范围内

发生地 裂 缝!#条"其 中 东 西 向&条"南 北 向(
条"最长者()$"最短者%$"裂缝最宽%2$(

此后"又发生多起地裂缝"其中规模较大的

有!**#年&月%)日暴雨之后"安平县南王宋乡

王刘乡村 村 北 至 深 县 双 井 乡 大 贾 村 西"曾 出 现

一条近 东 西 向!:#+#9#&长 约%<$&一 般 宽!#
2$&最宽处达&$2$&可见深度!0)$的垂向裂

开的大型地裂缝(

!**(年&月"深州东蒲疃和饶阳县的固店&
王桥北马 庄 出 现 地 裂 缝"裂 缝 出 现 前 田 间 有 灌

溉漏水现象"其中东蒲疃裂缝宽!#"&#2$"长

)##$"可见深度"#"&#2$"裂缝一直延伸至

村东 的 大 坑 边(固 店 裂 缝 宽%#"!##2$"长

!##$"可见深度!)#2$"沿 走 向 有 形 似 葫 芦 状

塌陷坑(王桥裂缝宽!#")#2$"可见深度%#
"&#2$"长者!&#$+北马庄裂缝宽!#"!##
2$"可见深 度 达%$(以 上 地 裂 缝 的 几 个 地 点

形成一条北东南西走向的直线(

!***年)月"武 邑 县 桥 头 乡 青 林 村 发 生 地

裂缝"长约%<$"宽%"!#2$"深度超过%$"
规模较大"数家民房被毁"破坏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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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衡水市地裂缝一览表

>*6(&!!2$&4&5*(D#&8’1-.&$5’:491#++:5&+#4=&4$+.:#G#-3

地裂缝出现地点 发生时间 地裂缝走向 长!度 宽!度 深!度 产!状 性!质

枣强王均乡于胜屯 !*+"’#&
近南北(条!

近东西&条
%"()$ %2$ 张性

安平 袁 营 乡 大 豆 口 及 刘

门口
!*+(’#$ :#"9 !##$ !)2$ :#"9 张性

安平后张庄乡贾屯 !*+)’#&’%) 近南北 %#$ %#2$ 张性

安平南王宋"马疃 !*++’#$’%! %$)9"*)9 )<$ %"(2$ ::#)9 张性

安平 南 王 宋 乡 刘 乡 村 北

’深州双井乡大贾
!**#’#&’%+ :#+#9 %<$

)"!#2$!

最宽&$$

可见深度

!"!0)$
直立 张性

饶阳大官厅乡姚庄 !**%’#$’%! !(#9""%#9 $)#$ !#"(#2$)#"%##2$ 直立 张性

深州东蒲疃

饶阳周店

饶阳王桥

饶阳北马庄

!**(’#& 东北西南

)##$ "#"&#2$
!##$ %#"!##2$ !)#2$
!&#$ !#")#2$ %#"&#2$

!#"!##2$ %##2$

张性

张性

张性

张性

枣强马朗村 !**)’#& 东北西南 !")$ %#"&#2$ !##2$ 直立 张性

武邑桥头乡青林村 !***’#) 东北西南 %<$ %"!#2$ 超过%$ 直立 张性

(刘科0河北平原地裂缝与地震相关性及其能量释放研究0河北理工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0

;!地裂缝成因分析

研究表明!决定地裂缝的形成和发育有多种

因素#%$!按其发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分

为主导%诱发和影响三个因素&主导因素是决定

和控制地裂缝孕育%发展%活动性质和 展 布 格 局

的因素!包括新生代的构造环境%构造 基 础 和 触

发地裂缝的动力源’诱发因素是决定和影响地裂

缝发生时间%地段%强度的 因 素!主 要 有 降 水%干

旱%重力%地震等自然因素!以及抽取地下水造成

地面沉降%农灌诱发先存的隐伏地裂延及地表成

缝等人为因素’影响因素则是只影响地裂缝发育

程度的因素!如土质%地形%气候%水体等#"$&
地层土质对地裂缝发生%发展的影响主要表

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构造应力%应变 传 递 的 介

质!在一定的应力条件下!地裂缝发生 的 可 能 性

及发生的强度和规模!很大程度受控于场地的土

层条件’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土层对 某 些 诱 发

因素的反应程度不同!如湿陷性土层受水的作用

发生湿陷变形!压缩性土层因地下水超采发生沉

降变形等(&

;0!!衡水市地裂缝的构造基础

图!是衡水地 区 地 裂 缝 的 分 布 图&由 图 可

见!位于辛集%安平%深县%饶 阳 等 地 的 地 裂 缝 与

无极"饶阳第四纪纬向弧形断裂 位 置 基 本 吻 合

稍偏南&河北省 第 二 水 文 地 质 大 队 寇 秋 焕#($调

查了该地裂缝东段深县东蒲疃和饶阳县固店%王
桥%北马各地的地裂缝!指出该带下伏 有 近 东 西

向隐伏断裂!受其影响上露土层亦发育同向地裂

缝&处于无极"饶阳断 裂 与 深 县 断 裂 交 叉 点 附

近的辛集杜合!*++年 发 生"0+级 地 震!两 个 月

后再遇大 雨 便 出 现 地 裂 缝’!**(年 在 无 极"饶

阳断裂东段弧顶附近发生两次"0#""0*级地

震!当年沿该断层出现地裂缝)处!断续延伸%(
<$&!**#年&月%)日在安平南 王 宋 发 生 地 裂

缝!!%月%(日在其东侧"<$的东刘村发生(0)
级地震&此后!**%年 在 辛 集 宿 王 村%安 平 南 王

宋!!**(年&月%+日在深县张村!$月!%日 在

深县东蒲疃村!饶阳固店%王桥%北马庄依次向东

发生地裂缝!这条地裂缝是伴随地震发生前后出

现的!其基底断裂无极$饶阳断裂沿线!!++%年

!%月%日在 深 县 双 井 发 生 过&级 强 震!说 明 该

断裂活动强烈&同时这条辛安深饶折 线 形 地 裂

缝在河北平原地裂缝中属于典型的构造地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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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无极!饶阳断裂及地裂缝分布图

"#$<!!R:Y# \*’3*4$1*:(-*494&*563$5’:491#++:5&+

!<断裂"%<地裂缝""<地震震中与震级#图内震中附近的年月日为地震发生时间$

!!杨景铎%)&将无极!饶 阳 断 裂 划 归 纬 向 构 造

体系的压 扭 性 断 裂’实 为 纬 向 断 裂 挽 近 期 特 别

是第四纪 以 来 活 动 的 形 迹’为 一 条 隐 伏 的 活 动

断裂(据物探剖面分析’走向:;; 转:##呈

向南突出弧形的无极!饶阳断裂’将第四纪)新

近纪)古近纪地层切断’是冀中坳陷内的一条次

级横 向 断 层"与 之 相 邻 的 深 县 断 裂’则 是 一 条

#;向延伸往北略突出的弧形活断层%)&(
区域地应 力 的 活 动’特 别 是 在 增 强 和 突 变

时易产生 地 震 和 地 裂 缝(如!**#年 末 该 区 地

应力活 动 出 现 异 常%&&’无 极!饶 阳 断 裂 西 端 的

黄壁庄应力深孔 :#()9元件从!**#年!!月初

缓慢下降’!!月%+日异常回升’!%月$日回升

较快’并于!%月%(日在辛集)安平)深县)饶阳)
地裂缝带东西 两 段 错 列 点 安 平 东 刘 村 发 生(0)
级地震’!%月%+日异常基本恢复%$&(这说明辛

安深饶地 裂 缝 孕 育 和 发 生 前 后’该 区 的 区 域 构

造应力场活动增强)变化剧烈’成为地裂缝发生

的主导因素(

;0;!人工抽汲地下水是地裂缝的诱发因素

衡水市发生的地裂缝与人为抽汲浅层地下

水有关(深 县)安 平)饶 阳 一 带 属 全 淡 水 区’第

一含水组埋藏浅’地层岩性结构松散’直接接受

大气 降 水 和 河 道 侧 渗 补 给(由 于 区 内 地 形 平

坦’坡降小’侧 向 径 流 微 弱’自 然 条 件 下 主 要 作

垂向运动’即入渗蒸发’其采水量及水位变化主

要受降雨量影响’丰水年农灌用水量少’枯水年

农灌用 水 量 大’水 位 下 降 幅 度 大(自!*+#以

来’只 有!*+)年 为 丰 水 年’!*+"年 尤 其 干 旱’

!*+&年以后连年干旱’全淡水区#深县)安平)饶

阳一带 $浅层 地 下 水 水 位 平 均 下 降#0%($’有

一定咸水 的 淡 水 区’浅 层 地 下 水 年 平 均 水 位 下

降#0%$(地下水位的连续下降 加 上 一 定 的 土

层岩性特征’易发生地裂缝(
大量抽汲地下水’水位大幅度下降’使原来

的含水层 被 疏 干’含 水 层 中 土 颗 粒 之 间 失 去 孔

隙水压力的作用’从而有效应力增加"另一方面

过量开采 地 下 水’携 带 走 地 层 中 一 定 数 量 的 泥

砂’并 加 速 溶 解 其 中 的 盐 类’使 地 层 中 孔 隙 增

大(随着地 下 水 位 下 降’在 土 层 自 重 应 力 的 作

用下’产生缓慢的压缩沉降’由于土层结构的不

均一性而 产 生 不 均 匀 沉 降’结 果 导 致 出 现 隐 蔽

地下裂缝(在 降 雨 渗 入 地 下 的 过 程 中’裂 缝 处

的渗透速 度 比 在 土 层 中 大 的 多’致 使 裂 缝 处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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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土壤潜蚀作用!裂缝则逐渐加宽延长!直到形

成张性裂 缝"当 裂 缝 上 部 地 形 低 洼!大 雨 之 后

形成积水!积水与下部裂缝沟通以后!水便沿裂

缝缝隙迅 速 流 入 地 下!冲 刷 裂 缝 两 壁 的 土 层 颗

粒并带入 深 部!在 地 表 以 下 形 成 大 的 裂 缝 或 空

洞!从而使 上 部 土 体 失 去 稳 定!发 生 坍 塌 陷 落!
形成地裂"

例如饶阳县大官厅乡姚庄村地裂即属这类

原因"!*$+年"月饶阳县城关一带水位埋深不

足($!!**%年&月份水位埋深!$$左右!十四

年水位下降!"$!同时姚庄村南北大堤的存在!
导致负荷不均衡!产生不均匀沉降!雨后出现地

裂缝"
由于地下 水 位 连 续 下 降!表 层 土 壤 大 量 失

水#干燥!土 粒 的 薄 膜 水 厚 度 变 薄!水 平 收 缩 力

增强!土体产生收缩!于是干涸的大地出现地裂

缝$俗称干裂%"这种干裂沿原来的构造节理更

易发生"同 时 不 均 匀 沉 降 作 用!如 同 催 化 剂 一

般!加速干裂向纵深发展!这种裂缝在外部因素

水#降雨#树头摆动作用下发展更快"
深县双井乡地裂缝即属这种原因"出现地

裂缝的地段土层多属粘土#亚粘土性质!易产生

干裂!该地段正处于古河道上及其附近!地表上

层结构不 稳"另 外!枣 强 县 于 胜 屯 村 南 大 坑 中

的地裂缝及安平县后张庄贾屯村内西南角坑塘

内的地裂 缝!袁 营 乡 大 豆 口 刘 门 口 村 中 东 部 水

坑内的地裂缝都是这种原因形成的"
总之!衡 水 市 的 构 造 背 景 决 定 了 该 区 地 裂

缝的分布#形态特征!在人工抽汲地下水以及降

雨的作用下显现出来"

?!衡水市地裂缝防治措施

地裂缝属 表 生 地 质 灾 害!目 前 在 衡 水 市 尚

未直接影 响 到 本 区 经 济 发 展!但 因 衡 水 市 经 济

发展对地 下 水 需 求 的 增 长!诱 发 地 裂 缝 的 可 能

性便增大!对 高 层 建 筑 的 地 基 稳 定 性 也 会 造 成

威胁!这些都应予以足够重视"
针对衡水 市 多 次 出 现 地 裂 缝!应 采 取 以 下

防治措施&
$!%调整地下水开采层次!着重考虑开采第

$#,含水组!避开因地下水位下降而易产生地

裂缝的e( 地层"
$%%在 汛 期 发 挥 已 有 河 道#渠 道 优 势!贮 存

地表径流!以增加浅层地下水的渗入补给量!蓄

水还可以直接用于灌溉"
$"%大力提倡节约用水!提高工矿企业对水

的重复利用率"
$(%改 进 农 作 物 灌 溉 方 式!推 广 喷 灌 或 滴

灌!避免漫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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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地区矿产资源图集》近日出版

按照科学技术部社会公益研究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任务的要求"由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矿产资源室李

俊建研究员等编写完成的’环渤海地区矿产资源图集(近日已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环渤海经济区位于东北亚经济区的中心地带"是连接欧亚大陆桥的东方起点之一"作为我国北方的

最大经济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该区除了悠久的历史文化"先进的教育科

技和发达的工农业与高科技产业外"其陆地和海洋的矿产资源也独具特色和优势)石油*天然气*煤*铁*
铜*金*钼*硼*菱镁矿*地热等资源丰富"已建成多个著名的能源和矿业基地"为促进区域的和全国的经济

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进入"!世纪"如何合理开发和保护环渤海地区的矿产资源"为区域的可持续发

展服务"全面认识区域矿产资源的家底巳属当务之急)为此"我所科研人员运用当代地质矿产理论和先

进Db?技术"在进行大量信息集成*现场调研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精心编制完成了该图集)图集由Z"幅

图件及文字说明组成"包括f̂ 个矿种和]"YY个矿产地"内容包括环渤海地区!g]YY万地质图及其说

明"!g"_Y万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非金属*固体燃料矿产图及其说明"!g"_Y万油气田图及其说

明&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山东省"山西省!g"YY万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非金属*固体

燃料矿产图及其说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g]YY万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非金属*固体燃料矿产

图及其说明)图集系统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环渤海地区的矿产勘查*开发和研究成果&全面阐述了区

域成矿的地质背景*矿床类型*矿床特征以及成矿时代和矿床分布规律&合理地分析了矿产资源现状"论

证了该区的矿产资源潜力"包括有远景的矿种和矿床类型"从而全面展示了环渤海地区的资源开发前景)
该图集的一个特色是既提供了有广泛用途的矿产资源的基本信息"又有深入的地质科学内涵"深入

浅出"普及与提高结合"集科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于一体"是对一个大区域地质矿产编图的成功尝试"也
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公益性基础性研究成果)

图集的出版必将对区域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和保护"对区域发展规划*布局和有关决策"对发展矿

业市场经济及教学和科研工作产生重要影响)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矿产室供稿"

#+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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