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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城台是河邵断裂带上重要的节点地震台站,担负着石城、宁都、瑞金等区域的地震监测任务,

因台站周边施工干扰,迁建于赣州市石城县琴江镇前江村。2019年被纳入“一带一路”地震监测台网项

目升级改造台站,建设完成后将成为集测震、强震及GNSS观测为一体的综合型台站。台站新址经测试

满足GNSS观测环境和地质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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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站概况 

江西省测震台网由1个测震台网部、

4个国家测震台、21个区域测震台和3个

地方测震台组成,图1为江西省测震台网

台站分布图。江西省测震台网的测震台

站经过“九五”、“十五”、“十一五”项

目建设,目前我省投入运行的测震台站

达到了28个。 

石城地震台属国家区域地震台,是河

邵断裂带上重要的节点地震台站,担负着

石城、宁都、瑞金等区域的地震监测任务。

自2018年5月兴泉铁路上坝桥墩、隧道施

工以来,台站地震波形数据干扰严重,已

对台站的监测效能产生了严重影响。经现

场勘察认定,兴泉铁路上坝施工现场距石

城地震台直线距离约300米,为干扰的直

接原因,故原地震台站进行迁建,新建台

址位于赣州市石城县琴江镇前江村(经

纬：116.3629,纬度：26.2714)。2019年

石城台被国家“一带一路”地震监测台网

项目纳入升级改造综合台的名单,改造完

成后石城台将成为集测震、强震及GNSS

观测为一体的综合型台站。 

2 地质构造环境 

石城台新址位于石城县通天寨旅游

风景区内。通天寨旅游景区位于武夷山

中段西麓的石城县南部,该区域分布着

大量的丹霞地貌景观。石城县区域地貌

属于武夷山脉群,根据地貌成因与形态

特征,可分为侵蚀构造中低山地形,剥蚀 图 2  石城地区 1970 年以来地震分布图 

图 1  江西省地震及台站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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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丘陵地形和构造剥蚀单斜盆地三

类。丹霞地貌分布于低山、丘陵地区,

其形态与展布方向明显受岩性及断裂、

节理构造控制,且地形复杂,山势陡峭,

山谷切割深。 

通天寨旅游风景区及周边区域出露

地层主要有晚白垩世赣州群和圭峰群,

其中圭峰群是旅游风景区内丹霞地貌景

观的主要载体。圭峰群仅出露河口组,

进一步划分为近端相、中端相、远端相3

个非正式段级岩石地层单位。近端相为紫

红色砾岩、砂砾岩,砾石成分主要为下伏

赣州群泥岩、火山岩,层理构造不发育,

为厚—巨厚层状,由于砾石成分以抗风

化能力弱的泥岩、火山岩为主,地层易于

风化,难以形成典型的丹霞地貌,以低缓

圆形山丘地貌为主；中端相为紫红色砾

岩、砂砾岩、含砂砾岩互层,组成地层的

基本层序为正粒序层序：下组元为砾岩、

向上渐变为砂砾岩、含砾粗砂岩,砾石成

分主要为砂岩和脉石英,填隙物为泥沙

质,层理构造清晰可见,单层厚5-20cm,

为中—薄层构造。岩石坚硬,抗风化能力

强,形成以单面山为主要特征的丹霞地

貌；远端相为紫红色细砂岩与泥(钙)质

粉砂岩、泥岩互层,组成地层的基本层序

为韵律型层序：下组元为砾岩、砂砾岩、

含砂岩互层,上组元为泥(钙)质粉砂岩

或泥岩,上下组元间为突变接触关系。下

组元砾岩砾石成分主要为砂岩和脉石英,

填隙物为泥沙质,单层厚70-100cm,上组

元粉砂岩(或泥岩)层理不发育,为块状

构造,单层厚20-50cm。 

石城县红盆地总体为一个地层产状

向南东东倾斜的断陷单斜盆地,地层倾

向100°-130°、倾角5°-20°；盆地东

边,由于受后期断裂作用影响而反转,倾

向为250°-320°,近断层处倾角可近直 

 

 

 

立。盆地内断裂构造非常发育,主要表现

为北东向、北北东向多期次的断裂构造,

其次为北西向断裂。从形成时间看,北东

向断裂形成时间较早,活动时间较长,从

加里东期形成以来均有活动,北北东向

次之,但也具有多期次构造活动特征；北

西向断裂发育相对较晚。构造特征有正

断层、逆断层、平移断层和推(滑)覆断

层体系。 

3 地震活动特征 

据统计,自1970年以来石城地区发

生地震60余次,2018年来地震频度明显

增强。 

4 GNSS测试 

2019年4月22日-23日对新台址进行

连续25小时GNSS观测,测试点位于台站

内小山包上。台站周边15°高度角内无 

 

 

 

遮挡,东北向100m存在变压器站,台站周

边有10kv高压线,距离台站70m。跟踪到

的卫星共计 19颗 ,其中 GPS 卫星 12

颗,GLONASS卫星7颗。观测时间25小时,

数据有效率99%,mp1(L1波段多路径效应)

为0.26,mp2(L2波段多路径效应)为0.28,

经分析石城台新址满足GNSS观测环境和

地质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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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GNSS 拟选点位测试结果表 

图 3 测点卫星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