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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22 年贵州典型地震灾害情况及启示

师娅芳    邱    鹏※    唐德龙    方    相    罗丹芩    李    鹏
 

（贵州省地震局，贵州贵阳   550001）

摘要　2010—2022年，贵州省内发生的 7次 4.0级左右地震引发了房屋设施损坏、人员伤亡、财产损

失以及其他次生灾害。通过调查，笔者分析了贵州地震地质灾害和建筑物损害特征以及成灾原因。分析

表明，贵州常遇地震灾害主要包括地震引起的房屋等建构筑物损坏，地震诱发滑坡、崩塌导致人员伤亡、

道路损坏，地质灾害点风险加剧等情况。各类房屋建筑中，砖木结构房屋轻微开裂破损、老旧房屋屋顶梭

瓦掉瓦；混凝土结构房屋门窗、吊顶等非结构构件破坏；木结构房屋表现较好。据此对贵州地震地质灾害

防治、房屋抗震设防、地震应急处置等提出意见建议，以期不断提升贵州地震灾害风险防治能力和民众

防震减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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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ical earthquake disasters in Guizhou during 2010 to 2022 and their implications

Shi Yafang,   Qiu Peng,   Tang Delong,   Fang Xiang,   Luo Danqin,   Li Peng

(Guizhou Earthquake Agency, Guizhou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From 2010 to 2022,  seven earthquakes with a  magnitude of  around 4.0 occurred in Guizhou Province,

causing damage to housing facilities, casualties, property, and other secondary disaster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and  building  damage  in  these  earthquakes,  a  seismic  damage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in  the

earthquake area,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and building damage such as landslides

and collapses.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showed that frequent earthquake disasters in Guizhou mainly include damage to

buildings  and  other  structures  caused  by  earthquakes,  landslides  and  collapses  induced  by  earthquakes  leading  to

casualties,  road  damage,  and  increased  risk  of  geological  hazards.  In  various  types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brick  and

wood  structure  houses  had  slight  cracking  and  damage,  and  the  roof  tiles  of  old  houses  had  fallen  off.  Non-structural

components such as doors, windows, and ceilings in concrete structure buildings were damaged. Wooden houses al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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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no  damage.  Based  on  thes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arthquake
geological  disasters,  seismic  fortification of  buildings,  and earthquake emergency response in  Guizhou,  with  the  aim to
continuously  enhancing  Guizhou  people’ s  awareness  of  earthquake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reduction,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to prevent and control earthquake risks.

Keywords    building seismic resistance; seismic damage investigation; geological disasters; economic losses
  

0    引言

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部分区域位于南北

地震带南段东缘，历史上曾发生过 3次 6.0级左右地

震，十余年来，省内多次发生有一定影响的有感地

震。贵州有文字记载的地震始于 1308年，受地方经

济文字发展水平制约，历史地震记录数量较少，可能

缺失较多。在 1308—1948年间，共记录地震 185次，

明代以前仅 3次、明代 55次、清代 104次、中华民国

时期 23次。1949—1965年间，共记录 MS≥4¾破坏性

地震 3次。1965年贵阳花溪地震台建成正式开始记

录，1970年贵州省地震监测台网建成，至此，贵州地

震记录基本完整。随着公众认识和媒体的发展，人们

对地震的关注越来越高， 2019年贵阳市南明区

2.3级有感地震、2019年铜仁市沿河县 4.9级地震、

2020年毕节市赫章县 4.5级地震、2020年六盘水市

六枝特区 4.0级地震、2021年毕节市七星关区 4.5级

地震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震害和社会反响。根据近

10年数据统计，贵州 4.0级以上地震发生的频次在

全国各省区市中位列第 8，其地震活动的频度和强度

均为全国中等水平，同时还可能遭受邻省中强以上

地震的影响 [1-3]。2010年贞丰、关岭和镇宁三县交界

3.4级地震甚至引发岩崩，造成 6人死亡、9人受伤[4]。

由此可见，贵州存在小震致灾、小震大灾的可能。贵

州省内山峰较多，房屋建筑分布于山间，建筑结构和

抗震能力各异，一旦发生中强地震，或者遭受邻近地

区中强以上破坏性地震影响，加之地震产生的次生

灾害，可能会严重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由

于贵州山区地形地貌差异明显，数次地震震级相差

不大，但导致的地质灾害差异明显，对此有必要结合

不同地区的地貌特点，对每次破坏性地震的典型破

坏进行调查和分析，以掌握贵州山区地震地质灾害

和建筑物震害特征，为有效防范化解地震灾害以及

应急处置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撑。

1    贵州历史地震活动概况

1.1    贵州历史地震记录

有历史记录以来，贵州省内共发生 6.0级左右地

震 4次，包括 1819年 9月 14日贵定 6级地震、1875年

6月 8日罗甸 6½级地震、1948年 10月 9日威宁 5.8级

地震、2015年 3月 30日剑河 5.5级地震。贵州现代

地震分布情况见图 1。
根据贵州地震台网目录，1970—2022年共记录

贵州省内 3.0级以上地震 100次，其中 3.0～ 3.9级

75次，4.0～4.9级 21次，5.0级以上 4次，无 6.0级以

上地震，说明贵州是一个小震不断、中震偶见、大震

稀少的省区。本文选取 2012—2022年发生在贵州省

内、造成一定灾害损失、资料较全，且影响较大的

6次地震，以及 2010年贞丰—关岭—镇宁交界 3.4级

地震进行分析，地震目录见表 1。
1.2    贵州主要断裂及地震分布特征

贵州省内断裂主要由北西向垭都—紫云断裂

带、北东向松桃—独山断裂带、近东西向黔中断裂带

和开远—平塘断裂带组成。贵州地震分布总体特征

是西部和西南部地震密度和强度较大，中部和北部

次之，东部和东南部相对较弱，一般位于活动断裂带

上或其旁侧、活动断裂交汇部位或其附近，据此，可

明确划分出昭通—威宁—紫云—罗甸北西向地震

带、兴义—晴隆—镇宁北东向地震带及惠水—贵定—

都匀近南北向地震带。其他零星分布于省内黎平、正

安、绥阳、金沙、大方、剑河等地（图 1）。其中西部和

西南部地震主要分布在赫章—镇宁—紫云一线，即

贵州重要断裂构造垭都—紫云断裂带附近和西侧，

威宁、水城、晴隆、六枝、盘县、兴义、贞丰、罗甸等

几个区域，占全省地震的 80%以上，呈现出密集特

征，贵州省历史上中强以上破坏性地震也主要集中

在此区域，尤其是北北东向中水断层、石门坎断层，

北西向么站断层、云水洞断层与地震活动关系密切；

贵州中部，垭都—紫云断裂带以东，松桃—独山断裂

带以西，金沙、修文、贵定、沿河一带，分布约 15%
左右地震，可能与北东向普安—贵阳—印江木黄深

断裂带，近南北向惠水断层、贵定断层、都匀断层等

活动断层有关；其余约 5%地震分布在松桃—独山断

裂带以东剑河、黎平等地。此外，贵州河流水库密

布，江河流域、库区周边可能存在非天然诱发地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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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1-3]。本文讨论的 7次地震除剑河 5.5级地震位于松

桃—独山断裂带，沿河 4.9级地震、修文 4.6级地震

位于普安—贵阳—印江木黄深断裂带附近外，其余

均分布在垭都—紫云断裂带附近（表 1）。

2    贵州典型地震灾害情况

2.1    彝良威宁 5.7 级，剑河 5.5 级地震震害对比

2.1.1    2012 年云南昭通市彝良县、贵州毕节市威宁

县交界 5.7 级地震

地震基本信息：2012年 9月 7日 11时 19分，云

南昭通市彝良县和贵州毕节市威宁县交界发生

5.7级地震，震源深度 14 km。12点 16分，昭通市彝

良县再次发生 5.6级地震，震源深度 10 km。宏观震

中位于彝良县洛泽河镇毛坪村至老洛泽河村一带，

距威宁县城约 80 km，威宁县石门乡、中水镇受影响

较大。

震害情况：此次地震极震区烈度Ⅷ度，Ⅵ度及以

上区域面积约 3 697 km2。Ⅷ度区未涉及贵州；Ⅶ度区

涉及贵州威宁县石门乡，面积约 118 km2；Ⅵ度区涉

及威宁县中水镇，面积约 461 km2 （图 2a）。按民政部

统计数据，地震造成 81人死亡（均处云南境内），1 000
余人受伤。

地震造成 6 600余间房屋倒塌，严重损坏 12.2万

间，一般损坏 30.8万间。Ⅶ度区石混结构房屋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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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贵州省地震构造图（M≥4.0，1970—2022年） 

Fig. 1    Seismic and fault distribution map of Guizhou Province (M≥4.0, 1970—2022)

 

表 1    贵州地震目录

Table 1    Catalogue of earthquakes

序号 日期 北纬/° 东经/° 震级 深度/km 地点 所处断层

1 2010-01-17 25.59 105.75 3.4 7 贵州贞丰、关岭和镇宁三县交界 者相断层

2 2012-09-07 27.50 104.02 5.7 10 云南昭通市彝良县和贵州毕节市威宁县交界 石门坎断层

3 2015-03-30 26.65 108.82 5.5 7 贵州黔东南州剑河县 郎洞断层

4 2019-10-02 28.40 108.38 4.9 10 贵州铜仁市沿河县 三阳断层

5 2021-08-21 27.11 105.30 4.5 10 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 朱昌断层

6 2021-11-24 26.87 106.71 4.6 10 贵州贵阳市修文县 龙场—谷堡断层

7 2022-06-20 27.15 103.74 4.4 12 贵州毕节市威宁县 石门坎断层

90 地　震　科　学　进　展 2025 年



或局部倒塌，部分墙体、基础开裂：土木、砖木结构

房屋多数墙体开裂及梭瓦掉瓦，部分墙体局部倒塌

或倾斜；砖混结构房屋个别地基不均匀沉降，少数墙

体开裂；框架结构房屋少数填充墙开裂、抹灰脱落。

Ⅵ度区石混结构房屋个别倒塌、墙体开裂，屋面梭瓦

掉瓦，少数局部倒塌：老旧土木和砖木结构房屋个别

出现倒塌（图 3a ）；砖混结构房屋个别墙体开裂；框

架结构房屋部分出现填充墙开裂，个别承重梁细微

裂纹。

地震对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造成不同程

度的破坏，还造成泥石流、滑坡、崩塌（落石）等次生

灾害，泥石流、滑坡大多规模不大，部分引起道路交

通中断。

地震死亡人员中有 62人身处云南洛泽河镇，由

陡峭山体崩塌形成的落石、滚石、飞石砸中遇难，巨

大石块击中房屋造成墙体倒塌损毁。

经济损失：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5.1亿元

（滇、黔两省），其中贵州 4.7亿元（威宁县 4.4亿元，

赫章县 0.3亿元），主要包括房屋、基础设施、物资损

坏损毁等[5-8]。

2.1.2    2015 年黔东南州剑河县 5.5 级地震

地震基本信息： 2015年 3月 30日 09时 47分，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发生 5.5级

地震，震源深度约 7 km。宏观震中位于剑河县南加

镇新柳村至汪泽村一带。最大余震 3.4级。

震害情况：此次地震最高烈度Ⅶ度，面积约

24 km2，Ⅵ度区面积约 613 km2。Ⅶ度区主要涉及剑

河县南加镇、南寨乡 2个乡镇，Ⅵ度区主要涉及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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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震现场调查烈度分布图

Fig. 2    Earthquake intensity maps

 

（a）彝良威宁5.7级地震威宁房屋垮塌

（c）沿河4.9级地震房屋掉瓦

（b）剑河5.5级地震房屋开裂

（d）七星关4.5级地震滚石击垮墙体 
图 3    建筑物震害情况照片

Fig. 3    Photos of earthquake damage to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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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南加镇、南寨乡、磻溪镇等 10个乡镇（图 2b）。地

震造成 1人受伤。

地震造成砖木结构房屋少数墙体开裂、掉灰，部

分梭瓦掉瓦：木结构房屋少数梭瓦掉瓦，个别柱脚移

位；砖混结构房屋个别墙体细微裂缝（图 3b），少数

梭瓦掉瓦；框架结构房屋个别墙体与框架结合部裂缝。

地震造成部分道路路基下沉、开裂，桥头基墩开

裂，桥头护栏外闪加剧，桥梁涵洞轻微受损，电线杆

倾斜，电力、通讯线路部分中断，水库坝体开裂，水

利沟渠轻微开裂，部分供水中断等。

经济损失：地震造成黔东南州剑河县、锦屏县、

黎平县和天柱县多个乡镇受灾，直接经济损失 5.2亿

元，其中剑河县 4.2亿元，锦屏县 0.4亿元，黎平县

0.6亿元，天柱县 0.06亿元[9]。

从烈度情况看，威宁受彝良地震影响较大，彝良

地震威宁Ⅶ度区面积 118 km2，剑河地震 24 km2。从

房屋震害情况看，彝良地震造成的威宁房屋损毁情

况比剑河地震要严重得多。究其原因，一是彝良地震

震级更大，且为双震；二是房屋结构抗震性能不同，

威宁受灾地区有相当数量的石混、土木、砖木结构房

屋，它们抗震性能较弱，在地震中受影响较大，剑河

传统木结构房屋抗震性能较好。从经济损失看，两次

地震损失均达 5亿元左右。

2.2    沿河 4.9 级地震、七星关 4.5 级地震、修文

4.6 级地震、威宁 4.4 级地震、贞丰—关岭—

镇宁交界 3.4 级地震震害对比

2.2.1    2019 年铜仁市沿河县 4.9 级地震

地震基本信息： 2019年 10月 2日 20时 04分，

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县（28.40°N，108.38°E）发生 4.9级

地震，震源深度约 10 km，宏观震中位于沿河县甘溪

镇张家寨附近，最大余震 2.8级。

震害情况：此次地震最高烈度Ⅵ度，面积约

55.8 km2，主要涉及甘溪镇、板场镇、夹石镇等 8个乡

镇，无房屋倒塌现象（图 2c）。地震造成 4 900余户房

屋受损，主要震害包括土木、砖木结构房屋少数出现

裂缝、梭瓦掉瓦（图 3c）；穿斗木结构房屋梭瓦掉瓦；

砖混结构房屋少数细微裂缝。未造成交通、水电等基

础设施损坏及农业等方面损失。未造成人员伤亡。

经济损失：地震造成沿河县直接经济损失 1.3亿

元，主要为民用房屋建筑损失[10]。

2.2.2    2021 年毕节市七星关区 4.5 级地震

地震基本信息： 2021年 8月 21日 10时 20分，

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27.12°N，105.31°E）发生 4.5级

地震，震源深度 10 km。

震害情况：此次地震最高烈度为Ⅵ度，包括发启

村岩湾组、坝脚组；Ⅴ度区包括朱昌镇、岔河镇等

4个乡镇。Ⅴ度以上区域约 122 km2 （图 2d）。全区房

屋严重损坏 113间、一般损坏 271间。主要为砖混结

构房屋细微裂缝，个别房屋贯穿裂缝；老旧木结构房

屋普遍梭瓦掉瓦；部分松散无勾缝砌体局部倒塌。地

震造成岩石崩塌次生灾害，其中两户村民房屋被滚

石砸中造成墙体毁坏，屋顶垮塌（图 3d）。此次地震

未造成人员伤亡。总体震害轻微，破坏不大。

经济损失：此次地震造成七星关区直接经济损

失 605.6万元，主要为民用房屋建筑损失。

2.2.3    2021 年贵阳市修文县 4.6 级地震

地震基本信息：2021年 11月 24日 17时 16分，

在贵州贵阳市修文县（26.87°N，106.68°E）发生 4.6级

地震，震源深度 10 km。

震害情况：本次地震最大烈度Ⅵ度，面积约

10 km2，涉及龙场镇、扎佐镇（图 2e）。Ⅵ度区砖混结

构房屋墙体出现贯穿裂缝，框架结构房屋少数轻微

裂缝；Ⅴ度区多数砖混结构房屋出现轻微裂缝、墙面

掉灰，个别房屋楼板与墙体连接处出现开裂，瓷砖掉

落，少数老旧木结构、砖木结构出现梭瓦掉瓦。

经济损失：此次地震造成修文县直接经济损失

672.6万元，主要为民用房屋建筑损失。

2.2.4    2022 年毕节市威宁县 4.4 级地震

地震基本信息：2022年 6月 20日 6时 40分在贵

州毕节市威宁县（27.21°N，103.75°E）发生 4.4级地

震，震源深度 12 km。

震害情况：本次地震造成中水镇 76间一般房屋

损坏，主要为轻微裂缝、梭瓦掉瓦等。

经济损失：此次地震造成威宁县直接经济损失

247.1万元，主要为民用房屋建筑损失。

2.2.5    2010 年贞丰—关岭—镇宁交界 3.4 级地震

地震基本信息： 2010年 1月 17日 17时 37分，

贵州省贞丰县、关岭县和镇宁县交界处（25.59°N，

105.75°E），发生 3.4级地震，震源深度 7 km。

震害情况：地震发生后，一河之隔的贞丰县者相

镇董岗村和关岭县板贵乡田坝村于河岸边分别发生

岩崩。岩崩持续约数分钟，落石体积约 40 m3，其中

最大滚石重约 5 t。事不凑巧，当时有十几个村民参

加完宴席后在河边董岗村码头等船回家，该处避无

可避，不幸造成 6人死亡、9人砸伤。未发生其他建

构筑物等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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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岗村陡崖主要由被多组节理切割、风化的碳

酸盐岩组成，该山崖陡峭，从山脚至山顶，坡度

30°～80°不等，如遇地震，哪怕震级不高，产生的地

面震动极易造成山石崩塌滚落山崖。

经济损失：未查询到相关记录[4-5]。

上述 5次地震的最大影响烈度Ⅵ度，影响面积

数十平方千米。主要震害影响土木、石木和砖混结构

房屋，具体损失因结构、位置、材料之间的差异而不

尽相同。经济损失大多为数百万元，沿河地震达上亿

元，主要为房屋建筑物损失。人员伤亡方面，贞丰—

关岭—镇宁三县交界地震虽然震级较小，但其诱发

的岩崩造成了较大人员伤亡，说明地震诱发的山区

地质灾害在特殊的时间地点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3    贵州地震灾害特点

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地震多发生

在山区，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地

震诱发的次生灾害多，人员伤亡主要由次生地质灾

害造成，其中贞丰—关岭—镇宁交界 3.4级地震死

亡 6人，由落石崩塌导致；彝良威宁 5.7级地震 81名

死亡人员中 62人由山体崩塌形成的落石砸中遇难。

贵州 5.0～5.9级地震最大影响烈度Ⅶ度，4.0～4.9级

地震最大影响烈度Ⅵ度；地震灾害损失以房屋建构

筑物轻微破坏为主，其中又以墙体裂缝、梭瓦掉瓦为

主，部分建筑墙体由山石滚落砸损，传统穿斗木结构

和框架结构房屋震害较轻；人员伤亡情况相对较轻，

主要由次生地质灾害引起；经济损失以老旧民用房

屋建筑直接损坏为主，工程设施类为辅，体量相对

较小[11-13]。

4    贵州地震灾害启示

防震减灾工作是平安贵州建设的重要一环，汶

川地震以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大震巨灾风险

防范，坚持以安全为统领，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治理体

系，强调以防为主、综合减灾工作思路，在自然灾害

风险防治、应急管理等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百姓生

活品质全方位改善，为巩固发展成果，实现高质量发

展目标，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需要在以

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1）持续推进加固工程实施，提升建筑抵御地震

能力。通过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移民搬迁、地震

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等大工程大项目实施，对

抗震能力严重不足的重要交通生命线、电力和电信

网络、大中小学校、农村民居等 9大类工程设施进行

抗震排查加固，持续改善和提高贵州省包括重点监

视防御区、Ⅶ度以上设防区涉及的 28个市县农村、

城镇房屋和基础设施抗震性能，最大限度降低地震

建筑物破坏对人员伤亡的影响。

（2）强化工程建筑抗震监管，确保工程设施抗震

能力。不断加强城市、农村建构筑物、重要基础设施

和应急避难场所等抗震设计及监管审批，确保建筑

抗震设防能力和水平达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

震不倒”3个水准的标准规范要求。

（3）强化地震构造环境探查，优化工程项目规划

选址。着力推进贵阳、六盘水等重点城市、区域构造

环境探查，搞清楚地下，摸清楚风险，科学开展规划

选址避让，从源头进行风险管理。引导农村自建房选

址规划，有效避开地质灾害风险点。

（4）强化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防范地震次生地质

灾害影响。加强地质灾害综合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地

震预警系统的建设及运维管理，让应急广播（大喇

叭）的声音传播到每一个需要的角落，争取及时告

警、及时防范、快速逃生[14]。

（5）强化大震巨灾风险认识，提升应急准备处置

能力。加强地震应急工作人员思想教育，引导各级职

工充分认识贵州省客观存在的地震灾害风险，牢固

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认识，不断提高防灾

减灾救灾和地震灾害应对处置保障能力，有力防范

化解大震巨灾风险，助力平安贵州建设。

（6）强化防震减灾宣传教育，提升公众防震减灾

意识。常态化开展防震减灾科普宣传，优化宣传产品

和传播渠道，面向社会不同群体开展针对性宣传教

育，扩大应急演练参与度和频度，提升公众自救互

救、避险逃生能力[15]。

注：部分资料、图片来源于网络、贵州省地震局

地震现场工作报告、市县工作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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