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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防按标准

建筑按防震标准设防、加固，可以
大大减少人员伤亡，这是人们应对地震
灾害的第一道防线。

“ 地 震 是 一 种 自 然 现 象 ，避 免 不
了。但只要房子不倒，就可以挽救大量
人员伤亡。”刚刚从芦山地震灾区回到
北京的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
刘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灾区
倒塌房屋多为老旧民房，而汶川地震恢
复重建和经过抗震加固的建筑基本完
好或破坏较轻。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
没有发现明显倒塌现象。

在地震灾区参加评估的住房城乡
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司抗震处处长张
鹏也表示，目前，灾区新建公共建筑如
医院、学校等主体结构基本完好，受损
部位主要是非承重墙、天花板吊顶等非
主体结构，可以修复。另外，经过抗震
加固的房屋情况也比较好，只要主体结
构没有损坏，同样可以修复。

从近几年我国几次大地震的人员
伤亡情况来看，农村民房损毁率高，造
成的人员伤亡大，许多人愿花 5000 元
去贴外墙瓷砖，却不愿花 5000 元给承
重墙埋几根钢筋。私自搭建、未做防
震措施的农村民房，是地震袭来时的
重大隐患。

“对我国来讲，汶川、玉树、芦山等
地震灾害的情况都表明，农村民房抗震
性能普遍低下。”中国地震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所长王
兰民介绍，2004 年之后我国实行地震
灾害全面防御战略，农村民房基本不设
防的状况目前已有转变，但还有大量农
村民房没有抗震措施。“特别是西部地
区，我初步估计，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农
村民房没有达到国家抗震设防要求。”

目前，国家抗震设防目标有三个标
准。一，遭遇低于本区抗震设防烈度
时，主体结构不受损害，或不需要修理
可继续使用；二，遭遇相当于本区抗震
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可能发生损
坏 ，但 经 过 一 般 性 修 理 ，仍 可 继 续 使
用；三，遭遇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
的罕遇地震影响时，不至倒塌，或发生
危及生命的严重损坏。

“按要求设防的房屋，能做到小震
不 坏 ，中 震 可 修 ，大 震 不 倒 。”王 兰 民
说 ，全 国 农 村 民 居 地 震 安 全 工 程 从
2006 年实施以来，已有不少示范工程
中的房屋经受住了地震的考验，达到
了减少地震伤亡的目标，但离全面覆
盖还有一段距离。“我国 2004 年制定
了国家防震减灾奋斗目标，要在 2020
年全国基本达到综合抗御 6 级左右地
震的能力。这个目标要实现，目前的
瓶颈就在农村。”

相对于农村来说，城市地区的人口
密度高、社会财富集中，生命线工程密
集、次生灾害源多，一旦发生地震，城市
的损失会更大。如何防范城市地震灾害
风险？

“城镇地区最重要的工作是加强建
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监管。”王兰民
说，城镇地区抗震设防是强制性的，所
有建设工程都要达到国家颁布的抗震
设防要求，因此城镇地区的关键是加强
监管，各类工程都要按国家和地方法
规 进 行 科 学合理的设防。他尤其担心
城市里的城中村，认为城中村中非规
划、非工程设计的建（构）筑物，都有很
大的地震灾害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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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山地震与汶川地震有关吗

专家首先确认，芦山地震虽与汶川地震相距不远，同
属于龙门山断裂带，却不是汶川地震的余震。

据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
生的 7.0 级地震位于龙门山断裂带南段，距离 2008 年 5
月 12日汶川 8.0级地震震中约 87公里。

“这次芦山地震肯定不是余震，因为余震区是有明确
定义的。”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表示，“芦山
地震的余震区和汶川地震的余震区之间，有 40 多公里的
间隔，根本不是同一个事件。”

中国地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
所所长王兰民也认为芦山地震是一次独立地震。“汶川地
震余震展布主要是在龙门山断裂带中北段，而芦山地震
在龙门山断裂带南段，不在汶川地震的余震展布区内。”

不过，芦山地震虽然是独立地震，但它肯定跟同属一
个断裂带的汶川地震密切相关。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
发生后，曾有学者计算了汶川地震对周边断层的库伦破
裂应力场影响，认为在龙门山断裂系南部有库伦应力增
强的现象，地震危险性增高。这种观点曾被写成论文，发
表在相关专业期刊上，并得到业内专家们的认可。

“汶川地震的发生对芦山地震的危险性有增强作
用。”王兰民说，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主震及其余
震造成的应力释放主要在龙门山断裂带的中段和北段，
而断裂带南段则积累了更多的应力，增加了在这里发生
地震的概率。

刘杰则用了一个浅显的比方来形容两个地震之间的
关系。“这就好比有 10 个人抬一根沉重的大柱子，汶川地
震发生后，有 7 个人倒下了，压力转移到剩下 3 个人身
上，这 3个人肯定也要倒。”

刘杰表示，对龙门山南段的危险，地震专家早有共
识，这也是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在这一地区增加
了观测台站的原因之一。“但是很可惜，芦山地震跟汶川
地震一样突然，震前都没有观测到短临前兆异常。我们
知道要来，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就作不出短期地震
预报。”

未来几年内，这一地区还会再发生地震吗？
“从龙门山断裂带来讲，有汶川地震和芦山地震释放

能量后，再发生七级八级大地震的危险性降低。”王兰民
表示，“至于两次地震对周边的中长期影响，还需要地震
观测部门的进一步跟踪研究。”

全球地震进入活跃期了吗

从年初到现在，2013 年才过去三分之一，全球 7.0 级
以上地震却已经发生了 12 次。很多人都感觉到，地震似
乎比以往频繁了。地球是不是调到“震动”模式了？全球
地震进入活跃期了吗？

“我们基本上认同这个说法，从 2004年印尼苏门答
腊 9.0 级地震后，全球进入地震活跃期。”刘杰表示，
地震活跃期是指地震活动相对频繁和强烈的时期，只是
一个相对的概念。依据以往经验，全球地震活跃期一般
会持续 15 年左右。“以 2004 年为起点计算，这一次地
震活跃期大约要持续到 2020 年左右。现在全球是活跃
期，肯定还没结束。”

“中国大陆如果按照 7 级以上的地震来判断，这种
活跃期一般是 10 年左右，十几年活跃，十几年平静。”
刘杰说。

王兰民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统计。“全球地震在近
期确实比较活跃，我统计了一下，从 2001 年到 2011
年的 11 年间，全球发生死亡人数超过 500 人的地震有
21 次，经济损失达到 5000 亿美元，死亡 78 万人；而
20 世纪的一百年中，地震造成的总损失 4100 亿美
元，死亡人数是 170 多万人。”王兰民认为，虽然人口
密度和经济总量的增加也带来了损失更大的结果，但
近 10 年中，先后集中发生了伊朗巴姆地震、印尼苏门
答腊地震、巴基斯坦地震、汶川地震、海地太子港地
震、玉树地震、日本东北部 9 级地震等多次灾难性的
大地震，还是说明地球相对来说正处于一个大震比较
活跃的时期。

在“震动”模式中生活，人们最希望的是能提前一
两天获得地震预报，这可以大幅度减少大震带来的惨烈
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是很可惜，对人类来说，地震
预报还是一个以目前技术无法实现的梦想。

“ 地 震 一 般 发 生 在 地 下 几 公 里 到 几 十 公 里 的 深
处。”刘杰说，如果能广泛建立地震观测台站，像用
气象卫星直接观测高空风云一样观测积累到地下深
处的数据，那么未来的地震预报或许能像如今的天
气预报一样，随着数据的积累和观测点的密布而越
来越准确。“但目前的观测技术还不能真正观测到地
下，基本都是在外围站岗。我们不知道真实的地下
是什么样，仅仅依靠经验积累，是不可能准确预报
地震的。”

往地下钻深井，在深井中布置观测仪器是否可行
呢？事实上，在汶川地震之后，已有中科院院士徐志琴
率领的团队在龙门山断裂带做这个工作。但以目前的技
术水平来看，深井钻探耗费太大，打一个几公里深的小
洞，根据地层硬度的不同，投资就在几千万元到几亿元
之间，根本不可能广泛布站。

“近十几年，我们对地震是怎么回事的理解进展很
大，这是地震的基础科研成果，但离实用的地震预报技
术我们还差得很远。”刘杰总结说。

芦山地震两问
本报记者 佘惠敏

四川省芦山7.0级强烈地震，因为与5年前的汶

川8级地震相距不远，而受到人们的关注。芦山地震

与汶川地震有什么关系？全球是否进入地震活跃期？

地震预报和研究专家就此作了详尽分析，回答人们关

心的——

万众一心 科学施救

筑牢地震应对的三道防线
本报记者 佘惠敏

应急管理全覆盖

地震的来临很难预测，但是抗震救援却
应该事先有所准备。建立起有效的地震灾害
应急管理体系，也可以大幅度减少地震灾害
带来的损失。例如建设各级地震灾害紧急救
援队和社区、乡镇志愿者队伍，覆盖到农村，
在地震灾害发生后，可以及时就近开展自救
互救；建立合理布局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特
别在灾害多发地区，有救灾物质储备体系网
络，就能保障灾害发生后救援物资及时到位。

“地震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应该包括应
急预案全覆盖，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学
校、医院、部队、社区、乡镇等，都要做好应急
准备。”王兰民说，这个体系也需要定期演
练，以便帮助所有应急人员熟悉应急预案，
掌握应急处置方法，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巧合的是，本次芦山地震之前，四川刚
刚进行过7级地震救援演练，这对减少伤亡、
及时救援起到了重要作用。4月18日至19
日，四川省公安消防总队曾组织成都、乐山、
宜宾、雅安4个支队的地震救援队，在眉山市
仁寿县黑龙滩组织开展了代号为“闪电-A”
的地震救援跨区域演练。20日发生 7级强
震后，参与演练的4个支队经验丰富的地震
救援队员，直接就开赴灾区，投入救援。

《国家地震应急预案》在 2012 年修订
过，重新划定了地震灾害分级。近日，中国
地震局又发布了《地震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中国地震局应急救援司司长赵明表示，
《国家地震应急预案》让地震应急救援有了
更多的灵活性。“地震灾害发生后，地方人民
政府和有关部门立即自动按照职责分工和
相关预案开展前期处置工作，这是地震应急
的一项重要原则。”按预案规定，地震发生地
的乡镇、县、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可以不需请示，立即自动启动应急响应，开
展前期处置工作。首先组织受灾群众开展
自救互救，随后组织当地的各类救援队伍开
展搜索与营救，安置受灾群众、稳定社会。
同时，向上级政府报告灾情，根据受灾的实
际需求请求上级政府援助。

“对老百姓来说，需要加强地震科普，学习
如何逃生。”刘杰说，应该加强防震减灾的科普
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地震虽然不能预报，但还是可以预
警。地震预警是利用地震波 （约 3km/
s） 和无线电波 （光速） 之差，在地震发
生后但造成破坏的地震波还没有达到
时，提前通知公众，使相关机构和公众
能采取紧急措施，减轻人员伤亡和灾害
损失。

“预警的时间很有限，时差只有几秒
到几十秒，对人员有一定紧急避险疏散
的指导作用，但更主要的还是对容易发
生次生灾害的设施进行紧急处置。如高
速行驶的列车在预警后快速停下，避免
车辆倾覆；如核电站，根据预警结果及
时关闭；易燃易爆的输气管线，采取关
闭措施，避免次生灾害发生；化工厂采
取紧急处置措施，避免泄漏等等。”王兰
民说，汶川地震时，我国的地震预警工
作还没展开，只是高铁和核设施有预
警；民用预警发布近两年有试点，还在
试验探索中。

我国的地震预警工作目前还存在两

大瓶颈：一是地震监测台网密度不够，
预警能力不足；二是对公众的防震演练
和培训不够，如果老百姓不知道预警系
统发出信息后该怎么做，反而容易引起
恐慌，因跳楼等不当举动造成不必要伤
亡。

地 震 预 警 系 统 的 建 立 需 要 大 量 经
费，要有较高密度的地震监测预警台网、
准确可靠的自动处理系统、快速有效的信
息发布系统。据悉，去年刚通过两院院士
论证的“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
拟建成有 5000 余个地震台站组成的地震
烈度速报与预警系统，实现全国范围地震
烈度速报和覆盖华北地区、南北地震带地
区、东南沿海地区和新疆西部地区的地震
预警。

“预警不是万灵丹，越是为‘抢时间’
早期预警，依据的有效数据越少，误判和
误差的可能就越大。”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
球物理所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倪四道表示，地震预警系统的

建设应审慎有序推进。事实上，有丰富预
警经验的日本，也是地震预警出错比成功
的次数多。

除预警外，地震烈度速报系统也很
有价值。本次芦山地震，中科院测地所
的专家在地震当天就依据遥感数据得出
地震烈度影响范围和受灾人口的快速评
估结果，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房屋
破坏、经济损失等情况给出判断，为灾
后救援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科学家们还建议继续坚持对地震预
报的探索。

“我国 40 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的科
学研究和实践探索，形成了初步的地震
预报理论方法和相应技术，虽然还不能
做到准确的短期和临震预测，但中长期
预测结果较好，为抗震设防要求的制定
提供了科学依据。另外，历史上也曾经
有过成功预报的震例，如对 1975 年海城
7.3 级地震以及一些 5 级至 6 级地震作出
过不同程度的成功预报，取得了较好的
减灾实效。”王兰民说，“十次地震里如
果能预测成功一两次地震，就可以大幅
度减少人员伤亡，从这个角度讲，地震
预报还是非常有科学意义和社会价值的
科学探索，还应继续坚持。”

预警预报减伤亡预警预报减伤亡

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地震？事实上，虽然目前还无法准确预报地震，

但多年来人们面对地震带来的巨大损失和惨痛教训，已经总结出一些有效减

少地震伤害的方法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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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地震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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