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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库地震评价与预测》从工程地质学与环境地质学的角度提出了“水库地震评价和预测”的研究和
分析方法，其主要内容除绪论外，共分十章。绪论部分简述了水库地震研究的概况、含义和领域以及
研究的必要性；第一章到第三章，分别论述了水库地震的基本情况与其共同特征；第四章从库水在水
库地震中的作用，讨论了水库地震的成因类型及其判别标志；第五章论述了水库地震工程地质条件与
地震地质内容的分析；第六章与第七章论述了水库地震的评价目的与步骤以及水库地震危险性的评价
方法；第八章介绍了水库地震的监测预测系统；第九章讨论了水库地震的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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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水库地震研究中，应恰当地对性质不同的区域性构造结构面的水文地质属性加以区别。古老的
“槽台分界”、巨大推覆构造的底界、宽达数公里的韧性剪切带等，有些早已停止活动，有些本来就
没有形成连续的导水通道，加之后期的自愈合作用，现今并不能构成深水文地质结构面，至多只起到
表层水文地质结构面或浅水文地质结构面的作用，在水库地震危险性评价中不占重要的地位。　　有
些研究者还有一种习惯做法，就是把一些出现了诱发地震的事例、而在库区又未曾发现规模较大的断
层的情况，归咎于“潜伏断裂”的作用。在水库库盆范围内的所谓潜伏断裂，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情
况是它埋深数千米，与表层和周围没有连通关系，即使断层带中也包裹着某些原生水，但处于封闭的
环境中，不具备循环导水的能力，因此也就不可能传递库水的作用；另一种情况是潜伏断裂虽然在库
区没有出露地表，但在库区以外较远的地方与地表有水力联系，有其自己的补给区和排泄区，这种断
裂带含有深循环的脉状水，是一种水文地质结构面，但它与水库没有连通，蓄水对它不会产生影响。
所以，一般来说，水库地震与所谓的“潜伏断裂”很难有什么直接关系。　　同样的道理，在天然地
震的构造背景研究中受到异常重视的深部构造条件，如莫氏面的起伏、深部的重、磁异常等，如果它
们在地表没有表现为某种具有相当规模的不连续结构面，与库水没有直接的连通，就不可能构成深或
超深水文地质结构面，不会成为诱发较强水库地震的原因。　　可见，在现实的地质环境中，只有具
备某些特定的水文地质条件，库水与地质体的相互作用才足以导致自然界原有的内、外动力平衡遭受
破坏，引发一定的诱发地震活动；至于说将孔隙压力增量传到十余千米深的地方，造成深部地应力场
的扰动，从而引起中等强度以上的水库地震，则还需要具备某些极为特殊的水文地质条件，遇到的机
会就更少了。看来，正因为如此，绝大部分水库蓄水后并未诱发地震，而在发震水库中绝大部分又仅
限于发生弱震或微震，只有很小一部分才能达到较大的震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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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水库地震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专家重视，但这方面的专著还不多，这本书极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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