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学们，上节我们了解了地震相关的基本知识。那么地震是如何导致灾害

的？这一节，我们先通过视频，了解地震的成灾机制，然后通过文档，了解我

国地震灾害的特点。 

 

图 1 本章的知识结构图 

 

2.2.2 我国地震灾害的特点 

本节内容：地震灾害的类型，我国地震灾害的特点。 

重点、难点：按链发关系划分的地震灾害的主要类型 

基本要求：了解地震灾害的主要类型，理解原生灾害、次生灾害、衍生灾害

间的相关关系，掌握我国地震灾害的主要特点。 

（注意：红色为本节重点，蓝色为本节的思考，黄底色标注为本节的作业） 

 

同学们，上一节我们通过教学视频了解了地震如何制造灾害，那么这些灾害

之间有什么联系？地震灾害在我国又呈现出什么特点呢？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

下：地震灾害的类型，以及我国地震灾害的特点。 

1. 地震灾害的类型 

许多自然灾害，特别是等级高、强度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以后，常常诱发出一

连串的其他灾害接连发生，这种现象叫灾害链。 

原生灾害：灾害链中最早发生的起作用的灾害称为原生灾害。如地震后直接



造成地表破坏，导致建筑物和工程结构破坏，引起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这里，

地震是原生灾害。 

次生灾害：由原生灾害所诱导出来的灾害则称为次生灾害。如 2008 年汶川

地震导致山体松动，诱发山区多处出现崩塌、滑坡、泥石流；台湾 1999 年集集

地震后导致水库大坝溃决，引发洪灾；日本 2011 年 311 地震后诱发海啸导致大

量人员伤亡。这里的崩塌、滑坡、泥石流、洪灾、海啸等都是次生灾害。 

衍生灾害：指由于人们缺乏对原生灾害的了解，或受某些社会因素和心理影

响等，造成的盲目避灾损失，以及人心浮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的灾害。如地

震灾区经济活动停止引发社会动荡；灾后因失去亲人等带来的人的心理创伤等。

这里社会动荡、人的心理创伤等都是衍生灾害。 

思考： 

1.案例分析：2011 年 3 月 11 日 13 时 46 分（北京时间 13 时 46 分），在位

于日本宫城县以东的太平洋海域，发生里式 9.0 级地震，震源深度 20 公里，是

日本有观测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地震，地震引起高达 40.5 米海啸，洪水所到之

处，满目疮痍，期间引发福岛核泄漏事故，更被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列入国际

核事故中最严重的第七级，与前苏联切尔诺贝尔核灾难看齐。由于担心日本核泄

漏污染海水、影响身体健康，16 日开始，中国多地陆续爆发食盐恐慌性抢购，

17日，江苏、山西、浙江、广东、北京、四川、安徽等多个地区食盐被抢购，许

多地方盐价暴涨 15倍，由原来的 1元一袋变成 15元一袋，多地食盐脱销。2011

年 3月 17日，国家发改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开展市场检查，坚决打

击造谣惑众、恶意囤积、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等不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稳定

商品价格。 

         图 2. 311 日本地震引发海啸                  图 3. 日本地震核泄漏出现盐慌 



1.此次灾害中，地震，海啸，核泄漏，食盐哄抢，哪些属于原生灾害？次生

灾害？衍生灾害？ 

2.请查找其他灾害案例，指出哪些属于原生灾害？次生灾害？衍生灾害？并

思考，应对自然灾害，我们是否只需要对原生灾害进行有效防御？ 

2. 我国地震灾害的特点 

（1）瞬间突发性 

一次 7 级、8 级地震震源的形成一般只需要几十秒，最多到一百秒，在瞬间

并发出巨大的能量，建筑物在经受如此巨大的震动时，经不住几个周期作用力已

超过建筑物的抗剪强度而遭受破坏，甚至倒塌。 

（2）破坏的严重性 

1923 年 9 月 1 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里式 8.1级大地震，据日本政府发表的

数字，死亡和失踪的人数共计 14万余人，其中东京的 4万余人是被大火包围因

烘烤或窒息而死。 

1976 年 7 月 28 日河北唐山发生里式 7.8 级地震，造成 24.2 万多人死亡，

16.4 万人重伤，位列 20 世纪世界地震史死亡人数第二。 

2010 年 1 月 13 日（北京时间）海地发生里氏 7.0级大地震，造成 22.25万

人死亡，19.6万人受伤（截止 2010年 1月 26日），地震中建筑物出现大面积倒

塌。 

（3）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 

    空间上，全球地震主要呈“带”分布（图 4），我国地震主要呈“带+区域”

分布（图 5）。总体而言，地震空间分布不均。即：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发生大震的

风险。 

图中红色点代表地震事件                  图中黄色、蓝色、黄色点代表地震事件 

图 4. 全球地震空间分布图                  图 5. 我国地震空间分布图 



时间上，全球 8 级以上大地震呈“丛集分布”（图 6），即全球 8 级以上的大

震有活跃期，从这 100 多年的数据来看，有三个阶段 8 级以上地震比较集中，分

别是：1906-1924 年前后，1950-1965 年前后和 2004 年至今。我国 7 级以上地

震没有明显的丛集性（图 7）。总体而言，地震时间分布不均。即：不是所有年份

都有发生大震的风险。目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全球地震活跃期，未来全球仍有大

震风险，同学们都非常有必要了解灾害知识。 

图中横坐标是年份，纵坐标是震级                图中横坐标是年份，纵坐标是震级 

图 6. 全球 8 级以上大震时间序列图             图 7. 我国 6 级以上地震时间序列图 

（4）余震和后续地震加重破坏 

大震后，能量并非一次完全释放，如 5.12 汶川 8.0 级大地震（图 8），地震

主要能量的释放是在一分多钟

内完成的。之后为止到 2008 年

6 月 26 日已发生余震 13 000

多次, 并且还会持续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其中最大强余震震

级达 6.4 级, 这些余震主要分

布在从映秀镇到青川县的龙门

山断裂带的中北段, 形成长达

300km 的余震带。这些余震和

后续地震，容易让已经遭受重

创的山体和建筑物再次破坏，

大大加重了地震灾害的严重

性。                                     图 8 汶川地震及余震分布图 

（5）社会影响深远 

大地震突发性强、伤亡惨重、经济损失巨大，社会生产停滞，管理残缺，易

引发社会动荡。地震场面恐怖，如世界末日，对人心理产生巨大影响。 

 



（6）防御难度大 

因为地震发生在深深的地下，“看不到”，目前我们对地震机理的研究还有待

深入，“摸不透”，因此地震预报仍是世界难题，比任何一种自然灾害的预测难度

都要大得多。 

进行地震灾害防御时，目前最有效的方式是提高建筑物的抗震性能，即把房

子建结实。但是建筑物抗震性能的提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国家实力支撑，

不是短期能做到的。 

 

小结：本节我们了解了地震并不仅依靠自身造成灾害，它还可以通过链发关

系，引起其他灾害，从而加剧破坏。因此，希望同学们能深刻认识到，地震灾害

的有效防御，一定是考虑灾害链的综合防御！同时我国地广人多，自然和经济差

异明显，因此地震灾害有其自身特点，进行灾害防御，需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