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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思义

,

地震就是地球表面的
`

利
,

震动
,

它 } ,1U力源来自于地球内部
。

在寻

常人眼中
,

地球就是 一个圆球 没有生命的家伙
。

其实
,

地球有
’

已的脾气

秉性
,

从 45 亿年前诞生以来
,

它的内部和表面就在不停地运动
、

变化和调整着
,

当然 也少不 了能 节的积累和释放
。

当地球内部的能量积祟到可以让周围的岩石

发生
“

喀嚓
”

断裂的时候
,

地震就发生 了
,

地球会因为这次地震的发生重新调

整内部的能量
,

并开始在另
1

个地方肉度孕育新的地震
。

另lJ以为地震离我们很

遥远
、

实际上
,

我们脚 卜梅天都有成 l
’

f土千次地震发生 用地震学上的行话说
,

全球每年约有 50 0 力
一

次地震发生
,

但大部分是震级很小的 2级
、

1级甚至 O级的

地震
,

只有 {
一

分精密
、

放大倍数很高的地震仪器 才可以检测到
,

因此
,

不会引

起我们更多的注意罢了
〔 ,

地震是
一

种自然现象
,

是地球内部运动变化的必然结果
,

自古就有之
,

这
一

点可以从中国的 J力史地震 L1录
,

1
,

看出 中国拥有世界
_

!二最长的地震序列
,

最

旱的地震记录 可以追述到公元前2 0 00 多年 世界上最 旱的地震仪也诞生在中国
,

是张衡在公元 132 年发明的 史书 1几称为
“

侯林以也动仪
” 。

这表明我们的祖先在

2 0 0 0年前就已经懂得地震是从远处某 方向传来的地面震动
,

这一认识比欧洲

类似的想法至少要旱 150 0 年

对地震的认 i只过程并不是
一

帆 )川 }}贞的
,

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 自己的理解力

和社会背景
,

构筑了齐种各样的模型来解释地震这种奇特的现象
。

在古代的 日

本
,

人们认为地震的发生是地下的鱿角
.

翻身而致
,

姑鱼
一

个
“

咯噎
” ,

可以让大

地为之震颤 ; 在 占代的印度
,

人们则构建 r 一 个
“

大象模型
” ,

认为地震是大象

发怒而产生的二 古时候的中国
,

则是利用抽象的阴阳模型来解释
,

认为地震是
“

阴
”

和
“

}泪
”

的尖调 导致 直到木 }找纪初 }}
一

}金山大地震之后
,

著名地球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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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克特( ic Rll tr e) 根据多次地震的

实地考察和相关证据
、

提出 r
“

地震的

断层成因说
” 。

断层成因说认为地 }伯勺

岩石并」卜一成不变
,

在周围力的作用

卜
,

岩石长时间发生形变
.

当这种形变

超过 犷岩石的承受强度时
,

岩石便只

有通过突然间的
“

喀嚓
”

错动来缓解和

释放积聚起来的能量
,

于是就产生 厂

地震
。

经过许多地震事实的检验和现场

实地考察
,

地震断层说在很多方而可

以解释与地震并生的各种现象
,

如地

震在各个不同方向 卜分布的能鼠不同
,

震源的
“

西瓜皮
”

图解等
、

因此
,

它已

逐渐被地震学家们接受
。

““

看
”

到的地震越来越小小

千百年来
,

地震从未 l\l] 断地发生

着
,

可奇怪的是
,

这两年地震似乎与人

们格外
“

亲近
” ,

还是一年前
,

酷暑正

当 8月份
,

一 场土耳其大地震把世界摇

醒
,

人们的哀 号和恐怖还未来得及散

果真如此吗
`

2 让我们看
一

组有趣的数字
。

地球平均舔

年会发生 18 次 ( ! 8 士 6 次 ) 7级以 1 : 的大地震
,

一次 8级

以上的特大地震
。

可另l]小瞧这
一

次 8级地震
,

它释放的能量

抵得上 30 次 7级地震的能员; 当年投在厂
`

岛的原子弹能量

也只相当于 5
.

5级地震
,

可算是小不点 厂
。

这是本世纪以来

的平均情况
,

去年的实 }添隋况又怎样呢
`

2 按照中国地震局

统计的数据
,

我们的地球发生 7级以上地震 22 次
,

无 8级

地震
。

从年平均的意义 卜说
、

去年的地震活动水平仍在波

动范围之内
,

属于 11己常 今年 卜
’

卜年又如何呢 ? 截至 6月 21

日
,

全球共发生 7级以上地震 9次
,

并无地震突增的趋势
。

当然
,

在短短的几个月卫
,

地震
,

而目
_

是大震如此频繁地集

中发生在几个人 } J稠密的地区
,

在瞬间造成了大量人员伤

亡和经济损失
,

这在以往确实不多见
〕

地震是否在逐年增加的问题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

从表

面看
,

我们所获知的地震消息的确越来越多
,

报纸土时常

刊登某某地区发生 了 5级地震
,

某某地区又发生了一次 4
.

5

级地震等等
,

这在过去都是很少听说的
。

但正如前面所说
,

地球内部侮天都发生着地震
,

只是震动太微弱
,

不容易被

人感觉到罢 厂 随若现代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

高灵敏的数

字地震仪已能记录 !; 成百上千的小震
、

弱震
,

仅华北地区

每年就可以记录到 10 万多个 2级小地震
,

正是这 笔贡献

在客观 卜使人们产产仁了地震增力1[的错觉
。

去
,

台湾集集强

震群又
“

适时
”

赶来
“

助兴
’

飞而

汉仅在 今年上

半年
,

全球就已

经发生 犷多次

破坏性地震
,

尤

其是 6 月份以

来
,

东南亚环太

平洋地震带地

震活动强 ylI }
,

印

另
/ U

一

3 0 0 深

度

一

印O

哀级

1 9 8 0

1 9 7 5

, 。。 5 时 I飞,j

一 2 0 0 0年间不同震级的地震个数

度尼西亚
、

菲律宾
、

日本
、

缅甸以及台

湾等地区先后发生里氏 4 一 7
.

9级地震
。

一 时间人们谈震色变
、

地震灾害
、

经济

损失
、

人员伤亡成了最热门的话题
。

议

论之余
,

不禁有人大发疑问
: 地震是否

在逐年增加 ? 地球到底是怎么了 ? 难

道它
“

发了疯
”

?

毋庸质疑
,

城市化是现代化必经的 一步
,

城市建设是

每一个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屯点
。

我国现有 6 6 8个城市
,

城市总人 日为 2
.

3 亿
,

加 !
_

几镇的人 口有 3
.

8亿
。

城市化率为

3 0% 多 预计到 2 0 15 年
,

儿乎有 一半的人都会生话在城市

中
。

因此
,

城 . 1丁的安全 城市防御灾害的能力成为我们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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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

学习和
’

}几才舌的必要保障
。

人川均城
}

J j’ 化
,

必将浮致于}: 会财

富和生产 力迅速向城市这种 卜分有限

的空间高度集
「}

,
hll 对川流不自

、

的人

群
,

鳞次栉比的 .佰楼
,

错综复杂的生命

线 {
_

程
.

余融
、

交通
、

通讯网络的 J
L 一

泛

分布等 我们 ”责啧不停地川
“

繁荣
、

高

效
、

美 l,J I,]
、

i胡占
”

等词刽
_

来形容眼前的

成果 然 l佰我们忽视 r 另
1

个隐含
、

严

峻的事实
—

城 , }了耳
、

断升级的
“

脆弱
、 ,

川
:

任凭怎样川

钊心筋水泥包 裹
,

地衷的国家也不得不反思本国的地震策略 ; 上 耳其地震数

万人伤亡 6 0 多万人无家可归
,

l() 余万栋房屋倒塌
。

这此

事实说明
: 随肴人 11的急剧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

我

们的城市越来越暴露在地震危险之中

地震还是 ;)lJ 个地震
,

它还是以固有的规律在地球 卜扮

演着它的角色
,

只是由 r 现代地震仪器的不断改进
、

城市

的脆弱化及对地震现象的敏感
,

使其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地

震危险性之中
。

另外 新闻媒体从各个不 }
`

刁角度
,

出于不同

目地对地震后果的大肆 i宣染也是我们之所以感到地震增多

的
1

个原因

全球重大 自然灾害 ( 1 9 5 0叫 9 9 9年 )

城 !节也只是
一

座

}
一

分脆弱的人造

生态系统
。

从灾

害 预 防 角 度 来

说
,

集
,卜化的城

市格局必然使得

城 . 1丁越来越容易

遭 受 灾
` .

祥的 袭
l

片
.

而
一

日
.

灾害

上
,

冬}
`

{勺来临 又极

易;查成比历 史 .-l

f工{
.,

丁11
·

J
一

代者}二吏力11

次数

1 9 50 1 9 55 1 9 60 1 96 5 1 9 7 0 1 9 7 5 1蛇 G l帕 5 1 9 9 0 惬9邻

(参币的扎l失
。

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的

1
.

fll 卜于
,

于巴吏多的弱点纂露给灾害
、

城 ,}f

变之不吏脆弱 r

J
一

也成作为 种突发陕灾难
,

是所

有自然灾害中公认的
“

元 lXl
”

它可以

在儿 卜秒钟之内将
一

座城市或 座城

市的部分地区丸为
·

!;J 也
.

导致数万人

共斤
)

数 } 万人的伤 l
`

:
、

;仁使这座城 !}了

及 J司围地巨
_

的经济话动处 J’d 雍痪或
’

卜

瘫亨卯庆态 据统计
,

全世界因地震毁灭

的城 .卜一共有 27 个
。

24 年前的店山地

震至今还 i卜人们不寒而 荣
,

2 4 万 人的

惨币代价在人类灾害史 卜划 七 J
’

币贡

的 个叹 号 5年前的阪神地震造成商

业中断
、

厂l毛命线 ! 程
.

1
,

断
,

大火熊熊燃

烧
,

100 0 亿美龙自勺经济损失让这个多

地震是
一

种具有某种危 }金胜潜能的自然现象
,

它本身

并不可怕
。

和闪电
、

打雷
、

刮大风一样
,

地震只是纯粹的自

然界内部运动
、

变化的具体体现
。

只有当这些具有危险性

的自然事件与某此易损建筑物或人类群体相互作用后
,

才

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
。

在土 耳其地震之前
,

国际
_

}泊勺地震学家早就认定七耳

其境内巨大的安纳托不lJ亚断层是世界上地震活动最为活跃

的地区
,

在 30 年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

该地区还被国际

地震学界选为国际地震学和地震烦报研究实验场之一
。

日

本地震学家也曾对土 耳其地震危险性和建筑业提出过警告
,

认为处于地震危险区的低劣 I’. 程和建筑物抵挡不住大地震

的冲击
。

遗憾的是 这些预测意见和对土耳其人民发出的

诚挚警告井未引起 土 耳其国家政府和人 民的重视
,

也未使

他们提高警惕或采取相应对策
。

人们依然和以仕一样
,

直

城市防索减灾 2 0 0 0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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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人劫难的来临

比起衷级相当的 1 98幻卜关} ,通洛呜

沁列塔 7
.

!级地戒 (死 亡 6(, 人 伤 30 ()0

多人 ) {几耳其地衷造成的伤 l
`

:人数人

出近 I’ l
一

倍之多 究其凉囚 除 i舌断层的

存厂卜和地震强度人以外
,

生红低劣的建

筑物质准
、

尤其是新建房嵘的倒塌是

伤 }
’

:惨 和钩改接原囚 卜11 其
`

l了员反

省时曾坦言
“

是人为的错 i吴 尤其是

低质 }. {
.

的 l
_

程建设造成 J’ 这场灾难
”

英国 一 家报纸 共至打出 J
’

这样的标题
“

X1] 手是腐败
,

而不是地震
”

通常说来
,

少也招川
.

人员伤 } : !均直

接原 };)] 是建筑物的倒塌
,

特别是小结

实
、

末加囚的 f传石建筑 除去特定的国

情
、

民情
、

风浴等 1州素外
,

大多数低劣

的
“

盛腐 i查
”

l
_

程的存在都缘 于我们没

有在高危险区内进行地震设防和按照

抗震 设防 要求进行抗震设计和施 !几

地震灾 方正以变相的方式在人类社会
,

1
,

一

次 又
,

次地 !几演价
,

而 J七中不乏

人为的因素
。

对 j
几

我 } .」这样的 J
一

也震频发国
,

这
一

问题撇得吏为币要

否看过 2不 本 }}{二纪以来
,

全球囚地店死 l
` 一

}为人数为 110 多万

而我 11刁就 ,片5 5 万 匕多 我 }l ;fI] 」ilI 自}积 . ],I 日
.

界的 l门 4 人日

. J: l / 4
,

地众 . }: l / 3
,

地衷灾害 .片 l / 2
〔

}11
一

看石眼前: 本 :l1l

纪末至 自比纪初是我国人陆地震频繁发生的 i舌跃期和我 };lI

经济快速发 )心时期
、

地 ,)r’i 造成的淤在 )州协和灾害程度
.

必

将随 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 i丛速增加 我川有 2
厂

/ 3的大
卜

!
,

城

}}汀仪 l
几

地震 1
.

斤
:

;l)] 犬
_ ,

城 . }』
`

}乍为新时期经济
、

人 } l{I J政治 l狗

集中区
,

址我国地衷灾
’ :

l下淤在危险录人的地卜
_

作为 种 }
’

l然现象 少也衷是龙法避免的
.

{}叶也震造成

的灾供下却少补}卜小能 i.)戈轻 除 f ’ 少地震本如1勺大小有关以外
,

建筑物的防分价旨力
、

社会和公 众对地招泛的准备程度等囚素

都对地震损失有子民人彩响 i午多例 户已经 11「明达到抗震设

防要求的建筑是完个能够抗御地衷袭
,

}:的 ! 9 8 5 年
, 一

次

7
.

8级地农在矜平帕勺瓦 尔巾I’l 莱索发生 灾 区人 ! l有 l (j(j 万之

多
,

`丁9 年前店山地 ,剧肯况 卜分 类似
,

}(ljJ
一

也众只造成 门 5()

人死 l
’

:及
,

卜等程度的破坏 瓦尔 .}}自莱索的 书运 11几在 J
二

川民

J’ 科学的杭决 i划jjj }
_

作

利
1

学的杭成没防 却味石在现有不:;I ;之水
、

}汗 11经济条件 l̀

以合理的资余投入取得最人的
“

地丧安全
”

效益 它建 盆在

黝 对所在地区少也,)t’{ 危险性作出科学判断的基础

1
几 对 =lJ ll

一

:

弓虽 i周的币点地衷危险区
,

要加倍

关注 做到
`

1访也
、

f 牙: 然
”

少七次在进行地衣防

范11寸 我仃J要做到尽
:

f能 i进开了舌动断以 i进开

可以 异致地在发
’
} 的地人破裂!

犬
_

会户很大程度

!几减轻地震灾害
,

对于无法 i壁=)l 的情况
,

贝lj必

项强化抗衷设防
.

此外别无它路 加强建筑质

准
.

介理建筑

蘑{藻蘸翼黔
老

设计
,

即使 i丝

遇地震
,

带来

的地震扎〔失也

必然会人人减

轻 另夕卜
,

今之芝j舌

的救援 「作也

很 币要 统计

资料
·

表明 震

后 (,( )分钟内在

地震废墟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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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的伤员生还率可以 ! ;芍达 0 9叭
,

以上
。

随

翔 l寸间 I,l{] 于佳移
,

获救伤员生还率
l

认指

数急剧 下降 囚此 在地震救灾
.

1
`
时 lll]

就是灾卜
_

人民的 :[/ 命
」

减轻地震灾害
,

小只是地震学家
、

匕程地 今扮学家和 !
_

程 l)币们的事情 人

地震极有可能在瞬间使一 个国家数 1
·

载的努力化为泡影 给匡}家带来严 币

的子卜会
、

经济后果
,

囚此
,

减轻地震灾

害是我们共 l司l叩愉的严峻任务
`

我们

要做好充分的
`
}
了传

,

使每一 个人从理

念 上认识到地震灾害的客观性
,

并坚

定减轻灾害自勺信 自 其次
,

要使梅
一

个

人掌握防灾 l为常识和方法
、

知道如何

在意外情况 }; 进行自救
,

如何更安令
、

吏稳妥地避免才
、

必要的人 员伤亡等等
。

有趣的是
、

地震并小总是
“

坏东

西
” ,

它有破坏性的
一

面 下-lI 也有对人

类有益的 一 而 我们 无法像科幻小说
,

}
`
川;样

“

于它
·

个贯穿地球 南北的隧

道
” ,

事实 卜
,

至今我们挖 )阳勺最深记

录也只达到 121 、 , 11 比起地球 6 3 7 0 k m

的半径而
! ’ 、

一

连其零失都不及 而地震

波是自然界中唯
一

的
,

能穿透整个地

球
、

携带地球深部信息的 !
_

具 我们今

天所了解到的许多有关地球的信 自
、 ,

`

!
,

}卜}齐类灾害造成的人 员死广:比较
C娜 T平岔抓。们 f D e

砒 T川 I c狱
。 d时 v 盯川二 D拐 a跳 e r : 。 C h口 a

( 194 9一 1 9 9 5 )

气象灾害
卜祀 t功 1, 1 o g

i c 急 1 D生 S氛 5 t e 全
、

客

地 )友灾害
卜、 e 至 兮蓄 }犯 C 卜王a 之 a t d s

地 J贡灾几l ;

。 1 0忿 . c a l D 1 5众习飞 e l 客

海洋灾害
、

林 业灾害
生

一 。

卜蛋不 生 n e 人 F O f荡 t 伽 S我 S t御
一

苏

终它灾害
o t h e 了卜

像地球的分层结构 地 卜的物质组成
、

地核的旋转
,

甚至地

下核爆炸的具体位段和吨位等等 都是通过破译地震波携

带的信息后得出的 我们
“

可以把
,

次地震比作一盏灯
,

它

点燃的时间很短
,

却为我们照亮 了地球的内部
,

使我们了

解到在地球内部发生 J
’

此什么…
” 。

还是那句老话
, “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 。

只有更好地 r

解
、

认识地震
,

正确
、

积极而对地震的事实
,

我们才有可能

真 111 地将我们的家园建设得
“

固若金汤
” ,

刁
一

有可能将地震

带来的灾
` l

写降到最小

( 本文作者陈额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地震局研 完 员 )

为了实现科技期刊编辑
、

出版发砂
一

作的电子化滩进科倒能交流的网络化进程
,

街lmJ 已州匆
“

万方数据 ( c ill lat lll f。 ) 系统科技期刊群气 所以
,

向本刊投稿并录用的稿件文章
,

将一律由编辑部统

纳人万方数据 (c hi fla lnf o) 系统
,

进人互联网提供信息服务
。

凡有不同意者
,

请另投它刊
。

本刊所付稿

酬包含刊物内容 上网服务报酬
,

不再另付
。

一
万方数据(cl 劝na l n f 。 )系统科技期刊群是国家

“

九五
,

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

截止 1998 年底已有 20 0 种

期刊全文上网 (网址 :
ht t p :/ / w w w

.

c hi n ia n fo
.

go v c n \ eP r io d i ca l)
,

将在近年内增至 1000 种科技期刊
。

本刊全文内容按照统一格式制作编入万方数据 ( C ill n al n f o) 系统
,

读者可 上互联网进人万方数据

( C h 山aJ : : f o) 系统免费 〔一年后开始酌情收费 ) 查询检索本刊内容
,

也欢迎各界朋友通过万方数据

( cI 飞m all “ o) 系统向我刊提出宝贵意见
、

建议或征订本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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