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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文章从一张地图开始： 

说好的日本呢？ 

 

相信大多数人都认为日本才是世界上发生地震最多的国家，而更准确的说法

应该是中国和日本一样，都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不过由于日本的地



震绝大多数都发生在海上，所以在大陆强震的数据上被中国远远抛在了身后。据

数据，20 世纪以来，中国死于地震的人数达 55 万之多，占全球地震死亡人数的

53%。 

 

Tips：日本列岛处在属于陆地板块的欧亚板块和北美板块上，而属于海洋板块的
太平洋板块和菲律宾板块会俯冲到这两个板块的下面。时不时的就会动一动，让
日本人在承受地震灾害的同时还要时刻提防海啸的发生。 
 
 

1 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地震？ 
 
1.1 压力大呀！ 

世事难两全，中国在拥有广袤国土的同时，也承受着这片土地带给国人的地震灾

害。 

经科学研究，全球主要的地震带有三个，分别是： 

■环太平洋地震带：太平洋的周边地区，包括南美洲的智利、秘鲁，北美洲的危

地马拉、墨西哥、美国等国家的西海岸，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

球群岛以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这个地震带是地震活动

最强烈的地带，全球约百分之八十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 



 

 



■喜马拉雅-地中海地震带：从欧洲地中海经希腊、土耳其、我国的西藏延伸到太

平洋。全长两万多千米，跨欧、亚、非三大洲，占全球地震的百分之十五。 

■海岭地震带：分布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中的海岭（海底山脉）。 

 

▲中国及周边地震构造图 资料来源：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很不幸，中国就位于世界上最活跃的两个地震带之间，甚至有些地区还是这

两个地震带的组成部分。 



 

受太平洋板块、印度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挤压，再加上欧亚板块深部地球

动力作用的影响，第四纪构造活动十分强烈。结果就是那些与地震发生关系最为

密切的活动断层（迄今 12 万年以来曾有活动的断层）遍布了华夏大地。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活动断层基本分布在华北地区、东南沿海、台湾地区、

青藏高原及西北地区等区域，六级以上地震也与这些断层线如影随行。不过除了

这些地震高发区域，我们还发现有几个区域活动断层分布较少，也罕见六级以上

地震。分别是在： 

■东北地区，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 7.3 级的海城地震。 

■华南除东南沿海较高的地震活动水平与台湾板块边界活动构造带的影响有关之

外，没有大震发生，即使６级左右的强震也少见。 

■华北地区的鄂尔多斯地块内部构造稳定，其地震活动也很微弱。 

 

Tips：从历史地震分布图看，除了主要地震带外，仍有大约有 5%-15%的 6-6.9
级地震发生在活动构造带外，另外大量 5-5.9 级地震则在各区域广泛发生，所以，
主要地震带外的其它区域只能认为其实相对低风险区域，但仍有发生 5-6.9 级强
震的风险。 
 
2.2 中国的地震到底多到什么程度？ 

 

一定会有很多人感到疑惑，除了听说，自己经历的地震寥寥无几，怎么能说

中国地震频度高呢？下面这幅图应该可以解答这个疑惑。 



▲中国历史地震震中分布（公元前 2300 年至公元 2007 年 震级≥5） 

资料来源：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这张中国历史地震震中分布图记录了中国过去的四千余年间，发生五级以上

破坏性地震的震中分布地，标记几乎覆盖了中国的整个版图。在可考据的历史资

料中除贵州、浙江两省外其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曾发生过六级以上的强震。

其中 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发生过 7 级以上大震。 

▲我国史载的第一个 8 级地震 1308 年山西洪洞地震遗迹－曲沃感应寺塔 



2.3 基本每隔十年就会有一次较大级别地震的地震密集带 

 

▲南北地震带位置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科学家根据对地震历史数据的收集、分析以及长时间的地质勘测后，发现在

中国的地震分布图上存在着一条近乎纵穿南北的地震密集带。 

该地震密集带从中国的宁夏，经甘肃东部、四川西部、直至云南，被称为中

国南北地震带，简称南北地震带。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 8.0 级大地震就发生

在这一活跃的南北地震带上，另外 2013 年 4 月 20 日芦山 7.0 级地震、2014

年 8 月 3 日云南鲁甸 6.5 级地震、2017 年 8 月 8 日九寨沟 7.0 级地震也都是

发生在该地震带上，这个地震带历史上发生大地震次数也比较多，如 1920 年海

原 8.5 级大地震和 1927 年古浪 8.0 级大地震等，基本每隔 10 年就会有一次较

大级别地震。 

 

 

 

 



另外，南北地震带的存在还将我国大陆部分分为了东西两部分，由于印度板

块过于热情的想贴近欧亚板块，导致地震更“偏爱”西部。在东经 107 度以西

的我国西部广大地区，据统计，1949～1981 年间发生的 27 次 7 级以上地震中，

西部约为 20 次，占百分之七十四，东部只有 7 次，占百分之二十六；而 6 级地

震，东部占的比例则更小。在 1895～1985 年间，我国大陆地区发生的全部 7

级以上地震中，西部占百分之八十七。而对于城市和人口密度更高的东部地区，

地震造成的人口伤亡和经济损失会相对更大些。 

 那么，中国的城市周围，到底还存在着多少高发地震的地震带呢？ 

 

 

▲▼地图及图说来源：《中国国家地理》2008 年 6 月刊 制图：陈云 

 

本图由三方面的主体信息组成。首先，以 1998 年版《中国自然地理图集》

中的《中国地震带分布图》为蓝本，绘制了 8 个地震区域共计 25 条主要地震带。

地震带的确定不仅仅需要大量的地震历史资料，也需要结合一定的地质构造原

理，因此，地震带往往与一些重要的地质断裂带相重合。 

 

其次，我们给出了《中国城市近源地震等效震级分类图》，数据来源于《中

国城市地震灾害危险度评价》（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徐伟、王静爱、史培军、周俊华）。在研究中，上述学者参照国际惯

例，把以城市为中心、30 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发生的地震定义为城市近源地震。

他们采集、分析了截至 2000 年共约 4300 年间、涉及 672 个城市的地震信息

6759 条，结果表明，曾经发生过等效 6.5 级以上近源地震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华

北地区、东南沿海、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而这些城市大多位于我国主要的地震

带上。发生过中强级别近源地震的城市，其下方存在着潜在震源，在抗震设防时

应予以特别重视。 

另外，据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邓起东等发表的《中国活动构造与地震活动》

一文，可以发现，迄今为止，有记载以来我国共计发生 8 级以上巨大地震 21 次，

其中南北地震带、青藏高原地震带、以及西北地震带发生巨大地震的频率明显较

高。然而，因为东部人口、城市的分布更为集中，因此，在这张地图上，受到地

震威胁的城市也多集中于东部，尤其是华北地震带上。 

 

 

2 我家就在地震带上，咋办呐！ 
 

从前面的文章和地图我们可以看见，在中国，地震带与城市是亲密无间的，

随着现代社会城市人口和财富高度集中，城市范围内活动断层孕育和引发的地震

的破坏和危害也会越來越大。 

当地震来临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一定是 

 

▶▶▶地震难道不能难难难？ 

 

实际上地震跟刮风、下雨一样，都是一种自然现象，按道理讲他们都是可以

预测的。 

不过现代的天气预报有气象卫星、气象雷达、大量的数据积累和超级计算机

去支撑，而且大气的物理规律基本上清楚，根据定量化的计算方式，人们已经能

以很高的精度来预报天气了。 

 

而与地球之外大气层的认识以及监视手段相比，人们对于地球内部的认识以

及监视手段可以说可怜到了几乎没有。地震学家们看不到地下的情况，也得不到

足够多的参数资料，让他们在现阶段就能给出一个准确的预报，有些强人所难。

所以地震预报到目前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不过在地震预报的历史上，人类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1975 年 2 月 4 日

海城 7.3 级地震时，我国做出了成功的预报，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成功的地

震预报，也是联合国迄今为止唯一承认的准确预报的地震案例。 

▲1975 年 2 月 4 日 19 点 36 分，我国辽宁海城－营口县一带发生了一次 7.3 级强烈地震，

震中烈度为Ⅸ度，这次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的地区，是该区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

此次地震共伤亡人员 26579 人，占总人口的 0.32%，其中死亡仅 2041 人，占总人口的

0.02%，伤亡人员多为老、弱、病、残、儿童和不听指挥的人。 

 

但我们还要认清事实，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经验有若干不可重复之处，比如

发震过程中，前震序列特别明显，依据邢台地震“小震闹、大震到”的经验判据，



地震专家们可以把海城地震前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确定为前兆异常，加上当时的

时局形势，地震预报才能成功发出。而接下来的唐山地震没有被预报，又让人们

陷入了绝望。 

▲唐山大地震 

图片来源：时皓天 [CC BY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地震成因的复杂性和发震的突然性，既没有哪一种异常现象是每一次强震前

一定会出现的，也没有哪一种异常现象出现后一定会发生强震。至今还没有找到

必震的前兆信息来准确的预报所有破坏性地震，为此各国地震工作者和专家都在

努力探索，地震预报总有一天会实现。 

 

综合来看，我国地震预报的水平和现状是： 

——对地震前兆现象有所了解，但远远没有达到规律性的认识； 

——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对某些类型的地震，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报； 

——对中长期预报有一定的认识，但短临预报成功率还很低。 

▶▶▶那我难是不是只能坐等地震了？ 

地震最可怕的是当你毫无防备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所以最关键的还是要提高

人们的防震意识、建筑物的抗震能力，只有这些都做到位，即使地震真正发生也

会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的损失。 

先来看一组数据：



 



从表中可以看出，同为地震高发的国家，日本自 1923 年后，除世界观测史

上最高震级 9.0 级的宫城县海域地震及引发的海啸导致死亡人数超过一万人，就

再也没有一场地震的死亡人数超过这个数字。除却不同发震条件下的因素，我们

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地震的防灾意识上面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日本幼儿园的地震演习 

日本幼儿园的地震演习中，儿童的枕头可以系在头上，尽量减少高空坠物砸伤导致二次伤害，

并由老师带领有序撤离。 

 

▼而我又随手在网上搜索了下 “中国学校地震演习” 

 看起来地震的防震工作任重而道远。 



不过也不全是坏消息，在城市建筑标准层面，我们做的要比防震宣传做的优

秀的多。 

我国的建筑都是根据设防烈度来进行抗震设计的，在对抗相应烈度的地震时

就需要建筑物有足够的强度。首先科普一下地震烈度这个名词： 

在地震研究中，衡量一场地震的破坏程度有两个指标，一是震级，表示的是

地震释放能量的大小。不过同样大小的地震，造成的破坏不一定相同；同一次地

震，在不同的地方造成的破坏也不一样。为了衡量地震的破坏程度，地震科学家

又提出了另一个指标——地震烈度，并将地震烈度分为了十二个等级。 

Ⅰ  人们感觉不到地面下方的运动。 

Ⅱ 处于楼层高处的人能感觉到轻微的晃动。 

Ⅲ 悬挂的物体摇摆不定，所有人都能感觉到晃动。 

Ⅳ 门、窗作响，停泊的汽车开始摇晃。 

Ⅴ 睡梦中的人被惊醒，门、窗晃动，盘子掉在地上。 

Ⅵ 行走困难，树木晃动，细长形的构造物被损毁。 

Ⅶ 站立困难，结构较差的建筑物倒塌。 



Ⅷ 烟囱倒塌，树枝折断，家具翻倒。 

Ⅸ 大部分建筑物结构损伤，地面开裂。 

Ⅹ 大面积地面开裂，山体滑坡，大部分建筑物损毁。 

Ⅺ 建筑物坍塌，地下管道破裂。 

Ⅻ 地面呈波状起伏，出现大范围的破坏。 

一次地震发生后，震中区的破坏最重，烈度最高；这个烈度称为震中烈度。

从震中向四周扩展，地震烈度逐渐减小。所以，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但它所

造成的破坏，在不同的地区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一次地震，可以划分出好几个

烈度区。这与一颗炸弹爆后，近处与远处破坏程度不同道理一样。炸弹的炸药量，

好比是震级；炸弹对不同地点的破坏程度，好比是烈度。 

▲汶川地震烈度示意图 

汶川地震中的震中烈度高达 11 度，震中 50 千米范围内的县城，200 千米范围内的大中城

市，都有不同程度的震感，比如成都处于 7 度区，重庆、西安则位于 5 度区。 

 

有了烈度这个衡量基准，地震学家们制作出了《这张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区划图，标示出全国范围内可能出现烈度较高地震的区域，以此设防烈度对建筑

物进行抗震设计。 

 

 

 



 

▲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 

资料来源：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与地震烈度对照表 

 

北上广的朋友，赶紧看看你家的房子抗不抗震。 

 

 

 



 

 

北京                                                                         上海 



 

 广州 

依据此数据与和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指标，将我国国土划分为不同抗震

设防要求的区域，广泛应用于一般建设工程的规划选址和抗震设防，同时也是编

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国土利用规划、防震减灾规划、城乡规划，以及地震监测

设施建设、社会防御措施制定和应急准备等防震减灾各项工作的基础依据，是国

家地震安全的重要基础性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地震科难家快难我家 

 

除了地震动外，产生城市地震灾害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位于城市之下的活动

断层突发快速错动产生地表破裂使断层线上的建（构）筑物造成严重破坏。为了

有效提升我国防震减灾基础能力，2004 年以来，随着“城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

震危险性评价”、“重点监视防御区活动断层地震危险性评价”和“中国地震活

断层探察（喜马拉雅计划）”等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的实施，截至 2017 年

底，我国已经对 141 条活动断层实施了 1/50000 地质地貌填图，占全国已知

495 条活动断层的 28.5% ；已经开展城市活动断层探测工作的地级及以上城



市合计 97 座，总投资 8.98 亿元。查明了这些城市及其邻区的主要活动断层的

分布、活动特征和发震危险性，也排除了一些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沈阳、

银川、青岛等城市中的一些断层的活动性。 

▲中国地震断层探测区划图 

资料来源：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根据有关的国家规范，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电厂、医院一类的重大工程、生

命线工程都会特意避开这些活断层，并必须经过地震安全评估。现在大型住宅小

区的兴建也开始考虑规避活断层的问题，并且这样的理念正在向一般的民居建设

普及。人们的防震意识以及建筑物的抗震能力，较之于“无常”的大自然，是更

可以和更应该把握的。 

 

 



3 地震小贴士 
 

3.1 地震逃生 

 

 

 

大地震十分可怕，但我们必须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地震发生的时候要立刻躲

到最近的桌子底下。等震动停止后，首先要穿好鞋子，避免被玻璃碎片割伤。然

后，一边利用收音机或者手机了解情况，一边走到空旷的地方避难。往外走的时

候要注意头顶安全，用物件护住头部，并且远离玻璃窗、商店橱窗、水泥墙和电

线杆等地方，以免被掉落的东西砸伤。如果发生地震时你正和家人坐在车上，要

赶紧把车子停靠在路边，并关掉引擎。如果需要弃车避难，不要花时间锁车门，

就让钥匙挂在车上，赶紧离开。 

 



3.2 砂土液化逃生 

 

在房子因为砂土液化下沉倾斜的时候，一定不要慌慌张张地跑到屋外去，这

是非常危险的！这时，房子是不会一下子倒塌的，大家应该慎重地寻找稳固的落

脚地。有岩石的地方不会发生塌陷，所以我们要小心地沿着岩石逃生避难。另外，

大树的树根会扎入到很深的地下，所以不容易倒下，我们也可以沿着这些树丛，

跑到相对安全的地点。 

 

 

 

 

 

 

 

 



3.3 海啸逃生 

 

如果你在海边感受到了强烈的地震，或者强度不大但持续时间较长的地震，

就要立刻逃往附近地势较高的地方，因为接下来很可能会发生海啸。因此，平时

一定要跟家人确认好避难场所的位置（往哪里逃）以及避难路线（逃跑路径）。

虽然有防潮堤和防潮林，但这些设施的效果毕竟有限，在有海啸危险的时候迅速

跑向高处避难才是海啸逃生的最好方法。 

 

主要信息来源：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中国地震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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