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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2014 年全球地震灾害资料并对比历年统计数据可知，当年度属于地震造成人员伤亡的轻灾

年。本文总结了 2014 年全球地震灾害的主要数据，对当年主要地震灾害进行了描述，发现抗震设防建

筑在地震中受损较小，提高房屋的抗震能力能够有效地减少财产损失以及人员伤亡。同时，本文分析

了 2014 年度地震灾害的分布特征，以及多震地区的“活跃性”与“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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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震是造成人员死亡最多的自然灾害，全球地震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年平均约 2 万人。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为深入了解全球地震灾害概况，我们以年为单位逐步开展了全球地震

灾情的收集与总结工作。早期资料主要来自于通讯社电文，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收集

灾情信息的渠道也变得多样化，网络和新媒体成为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来源，官方报道与报告

成为单次地震灾害损失的准确信息源。依据 2014 年全球地震灾害资料与历年全球地震灾害统

计数据，本文总结了 2014 年全球地震灾害情况，并且对当年度主要的地震灾害进行了描述，

发现抗震设防建筑的损失较小，提高房屋的抗震能力能够有效地减少财产损失以及人员伤亡。

同时，本文分析了 2014 年度地震灾害的分布特征，并提出了应对地震灾害的建议与措施。 

1  2014 年全球地震活动性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CENC）和美国地质调查局国家信息中心（USGS/NEIC）的地

震观测数据，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全球共发生 M≥6.0 级地震 127 次，

M≥7.0 级地震 13 次。与近几年的情况相比，当年地震的活动性处于减弱状态。20 世纪后半

叶全球地震的年平均水平为：M≥6.0 级的地震 165（±5）次；M≥7.0 级的地震 17（±2）次；

M≥8.0 级的地震 0.7—0.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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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古登堡所提出的能量计算公式： 
1 (Erg) 1.5 11.8gE M= +  

估算 2014 年释放的地震波总能量约为 3.4×1016J，低于 20 世纪百年期间约 2.9×1017— 

4.2×1017J 的平均值，灾害地震分布如图 1 所示。 

 

图 1  2014 年灾害地震全球分布图 

Fig. 1   Global distribution of the earthquake disasters in 2014 

2  地震灾情概要 
2014 年全球地震灾害共造成 600 余人死亡，4000 余人受伤。与往年相比，2014 年的地

震死亡人数低于过去 110 年间的年平均死亡人数（1900—2009 年地震年平均死亡人数约为

18906 人），同时，也低于近 20 年的年平均死亡人数（1990—2009 年地震年平均死亡人数约

为 31996 人，冯蔚等，2013）。按年统计，1990—2013 年期间地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只有四

年没有超过千人（表 1），占 24 年期间的 16.67%。2014 年与往年地震灾情相比，属于地震轻

灾年，但地震所造成死亡人数仍让人痛心。 

表 1  1990—2013 年地震死亡人数未超过千人年份 

Table 1  The years of earthquake death toll less than one thousand during 1990—2013 

年份 1996 2000 2007 2012 

地震死亡人数 605 240 395 553 

3  2014 年重要地震灾害摘要 
2014 年度包括 12 个重要地震灾害事件，分布在亚欧与环太平洋两大地震带，灾情辑要

及地震参数如表 2 所示。本章将对 2014 年内发生的震级较大、受灾情况较为严重的智利、墨

西哥、中国云南鲁甸、景谷和厄瓜多尔地震进行简要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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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4 世界重要地震灾害一览表 

Table 2  List of major earthquake disaster of the world in 2014 

发震时刻（UTC）  

年-月-日  
T 时:分 

纬度 经度
震源 
深度 震级 

 
发震地点 灾情辑要 

2014-01-26  
T13:55 38.2N 20.4E 18 6.0  希腊凯法利尼亚岛 6 人轻伤，无建筑物破坏与人员死亡。 

2014-04-01  
T23:46 19.6S 70.9W 39 8.1  智利北部临岸海域

7 人死亡，部分地区建筑物摇晃，沿海

建筑受到大面积破坏，地震引起海啸，对

沿海地区产生严重破坏，并且部分地区发

生滑坡，部分道路和高速公路被毁。 

2014-05-05  
T11:08 19.7N 99.7E 7 6.0  泰国清迈东北部 1人死亡，23人受伤。建筑物遭到轻度破坏。 

2014-05-08  
T22:51 26.4N 68.4E 14 5.5  巴基斯坦信德省讷

瓦布沙阿市东北部 
2 人死亡，40 人受伤，部分建筑物被毁，

地震并未引发次生灾害。 

2014-05-21  
T08:21 23.7N 121.5E 11 5.6  台湾花莲县 

3 人受伤，无人员死亡，台北以及福建

沿海地区有明显震感，建筑物有明显晃

动，部分学校被毁，地铁停运。 

2014-05-24  
T09:25 40.3 N 25.5 E 10 6.9  爱琴海北部圣山半

岛以东 

260 多人受伤，无人员死亡，周边多个

国家有震感，当地有部分建筑物损毁，包

括两座清真寺，部分医院外墙出现裂痕，

一个机场的天花板在地震中剥落。 
2014-07-07 

T11:23 14.8N 92.4W 92 6.9  墨西哥恰帕斯州 4 人死亡，近百人受伤，数百栋房屋损毁。 

2014-08-03  
T8:30 27.1N 103.3E 12 6.5  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

617 人死亡，112 人失踪，3143 人受伤，

经济损失接近 200 亿元，震区大部分为土

木结构房屋，抗震设防较弱，大部分的人

员伤亡是因房屋倒塌而造成。鲁甸灾区地

质环境较差，震区活动断裂密集发育、高

烈度区地质破碎疏松、地形崎岖不平，地

震时正值雨季，加剧了滑坡、崩塌、泥石

流、堰塞湖等地震地质灾害的发生。 

2014-08-12 
 T19:58 0.1S 78.4W 7 5.1  厄瓜多尔首都基多

东北部 

5 人死亡，其中 3 人滑坡掩埋。13 人受

伤，首都基多震感强烈，建筑物和住宅摇

晃，并且地震引发了首都附近的山体滑

坡，部分道路受阻。 

2014-10-07  
T13:49 23.3N 100.5E 9 6.6  云南省普洱市景谷

傣族彝族自治县 

1 人死亡，325 人受伤，经济损失约 51
亿元，房屋建筑毁坏严重，震区偶尔有滚

石和崩塌现象。 

2014-11-22  
T8:55 30.0N 101.7E 18 6.3  四川省康定县 

5 人死亡，78 人受伤，直接损失为 42
亿元，地震发生在高海拔地区，震中地区

人口密度稀少，因此人员伤亡较少，但该

地区的房屋结构大部分为石木结构，因此

房屋破坏较为普遍，地震还引起了小规模

的滑坡、崩塌和落石等现象，交通基础设

施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2014-12-06 
T10:43 23.3N 100.5E 10 5.9  云南省普洱市景谷

傣族彝族自治县 

1 人死亡，22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24
亿元，震中地区的房屋建筑遭到严重破坏，

本次地震为云南景谷 6.6 级地震的余震。 

注：地震参数引自 USGS/CENC 与 CENC；受灾情况来自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共同社等外电以及

“中央社”和新华网等实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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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智利地震 
当地时间 2014 年 4 月 2 日 19 时 46 分，智利北部沿岸近海发生 8.1 级地震，震中位于智

利北部城市伊基克西北方向 99km 外海域，震源深度 10km。震后数小时，接连发生数十次余

震，余震最高震级达 6.2 级。地震共造成 7 人死亡，近百人受伤。此次地震引发的海啸约 2
米高，智利、秘鲁和厄瓜多尔发布海啸预警，南美多国下令疏散沿海居民。地震造成玻利维

亚和秘鲁部分地区建筑摇晃，并造成智利的部分地区塌方，道路及高速公路因此被堵。 
智利位于南美洲西部太平洋沿岸地带，版图修长，南北长约 4300km，东西宽 90—400km。

该地区承受着来自东、西两侧板块相向作用力的冲击和挤压，全境均有地震活动，其地震活

动性表现为频度高、强度大等特点，是当今全球新构造运动最为活跃、大地震频度最高的地

区之一。据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资料显示，智利地震发生在以 80mm/a 速率汇聚的纳斯

卡板块和南美洲板块之间。 
智利地区大型逆冲地震多引起海啸。自 1520 年至 2010 年，智利地区地震总计百余次，

造成死亡人数少于百人的占 80%以上。经济损失方面，历史地震灾情记录笼统记载为“严重”

和“非常严重”的占总次数的 1/3 至 1/2。智利地区的灾害地震多表现为人员伤亡较少，但经

济损失严重。 
3.2  墨西哥地震 

当地时间 2014 年 7 月 7 日 6 时 23 分，在墨西哥东南部的恰帕斯州发生 6.9 级地震，震

源深度 80km。震中位于墨西哥恰帕斯州塔帕丘拉市西南 47km 处海域，距震中较近的邻国危

地马拉受到较大影响。此次地震造成 4 人死亡，近百人受伤，数十栋房屋损毁。地震还引发

山体滑坡、电线杆倾倒，首都墨西哥城部分地区有震感。 
墨西哥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以及多个板块交汇处。里韦拉板块（Rivera Plate）向纳亚里

特州和哈利斯科州沿岸移动，相邻的科科斯板块（Cocos Plate）从南部向瓦哈卡州和科利马

州、格雷罗州以及东南部的恰帕斯州沿岸俯冲至上地幔顶部，于近海形成“中亚美利加海沟”

（Charles DeMets，2000）。墨西哥地震活动大致分为北区和南区两部分：北区地震活动较少；

南区滨海地带地震频繁，多重大灾害。此次地震便是发生在墨西哥南区。 
3.3  中国云南省鲁甸和景谷地震 

2014 年 8 月 3 日，云南省鲁甸县发生 6.5 级地震，造成 617 人死亡，112 人失踪，3143
人受伤，经济损失接近 200 亿元。同年 10 月 7 日，云南省景谷县发生 6.6 级地震，造成 1 人

死亡，325 人受伤，经济损失约 51 亿元。云南省发生的两个地震震级相当，但人员伤亡、经

济损失、破坏程度却相差很大。 
地震烈度方面，鲁甸 6.5 级地震震中烈度为Ⅸ度，位于Ⅸ度区的龙头山镇出现大面积的

房屋倒塌，同时发生大规模山体崩塌、滑坡，死亡 472 人。景谷 6.6 级地震震中烈度为Ⅷ度，

位于Ⅷ度区的永平镇仅有 1 人因房屋墙体坍塌遇难。从强震动记录分析，鲁甸地震中，龙头

山强震台距离震中 8.3km，强震动合成加速度为 1023gal，地震仪器烈度为Ⅷ度。景谷地震

中，永平强震台距离震中 69km，强震动合成加速度为 580gal，地震仪器烈度为Ⅷ度（侯建盛

等，2015）。 
两地震灾区的房屋结构类型基本类似，主要分为土木、砖木、砖混、框架 4 类结构，但

各类房屋的比例有较大不同。鲁甸地区土木结构房屋占 80%，从抗震设防角度来看，鲁甸地

区土木房屋多以夯土墙承重，普遍分布“土墙抬梁”、“石墙抬梁”等抗震能力薄弱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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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谷地区的木结构房屋建筑多为穿斗式木结构，围护土坯墙或砖墙呈外包状，房屋抗震性能

要强于鲁甸地区。鲁甸地震灾区人口密度为 293 人/km2，而景谷地震灾区人口密度仅为 43
人/km2，两者相差 6.8 倍。鲁甸地震受灾人口约 180 万人，景谷地震受灾人口约 58 万人，两

者相差 3.1 倍。此外，鲁甸地震引发的滑坡、崩塌、泥石流、堰塞湖等地震地质灾害也造成

了一定的人员伤亡。 
3.4  厄瓜多尔地震 

当地时间 2014 年 8 月 12 日 14 时 58 分，厄瓜多尔发生 5.1 级地震，震源深度 7km。厄

瓜多尔首都基多距震中约 23km，该地区震感强烈，建筑物遭受破坏，地震还引发了山体滑

坡。此次地震中共有 5 人死亡，13 人受伤。基多国际机场部分建筑受损，机场被迫关闭数小

时，基多市区的部分路段和隧道也一度关闭。 
厄瓜多尔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境内火山喷发、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境内的两条断

层系是造成大多数破坏性地震的主要原因。第一条断层系自哥伦比亚入境，从东北向西南穿

过南北向的安第斯科迪勒拉山脉，位于厄瓜多尔的中西部，为右旋走滑运动，此次地震就发

生在此断层系上；第二条断层系走向为 NW-SE 向，通过第一条主断层系的西边，为左旋走

滑运动。除此之外，在安第斯高原中部和北部存有两条发育良好的逆断层，一条较小的断层

（约 40km）位于内安第斯河谷；另一条断层是一个范围较宽的断层组，具有不同类型震源机

制解（Yepes H. A.，1995）。据记载，厄瓜多尔地区的历史地震共造成约 8 万人死亡，其中发

生于 1797 年的 Riobamba 地震造成约 4 万人死亡，发生于 1868 年的 Ibarra 地震造成约 2.5 万

人死亡。 

4  2014 年全球地震灾害主要特点 
（1）从全球板块构造角度可以看出，2014 年全球地震灾害主要发生在亚欧与环太平洋两

大地震带上，并且震中均位于中低纬度地区（图 1）。发生在两个地震带上的地震，各自都有

非常好的地域线性特征，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发生的 4 次地震的分布呈北西-南东走向，而欧亚

地震带上发生的 6 次地震的分布主要呈现近东西走向。 
（2）地震灾害的“活跃性”与“周期性”表现突出。自 20 世纪以来，智利共发生 5 次

8.0 级以上的地震，分别为：1906 年发生的瓦尔帕莱索 8.6 级地震，造成约 2 万人死亡；1939
年发生的奇廉 8.3 级地震，造成约 2.8 万人死亡；1960 年发生的瓦尔迪维亚 9.5 级地震，造成

约 1655 人死亡；2010 年发生的康塞普西翁 8.8 级地震，造成 802 人死亡；2014 年发生的北

部临岸海域 8.1 级地震，造成 7 人死亡。以上 5 次地震发生的间隔时间依次为 33 年、21 年、

50 年、4 年，可见距离上次智利 8.0 级以上地震发生的时间仅有 4 年，而且智利作为全球 8
级以上地震孕育的主要地区，该地区灾害地震始终保持着活跃性。云南地处印度板块与欧亚

板块碰撞带东侧，地质构造复杂，构造运动强烈，破坏性地震频繁发生，地震灾害较为严重，

其地震灾害具有周期性。近 20 年以来，云南发生的 6.0 级以上地震依次为：1996 年丽江 7
级地震，造成 309 人死亡；1998 年宁蒗 6.2 级地震，造成 5 人死亡；2000 年姚安 6.5 级地震，

造成 7 人死亡；2003 年大姚 6.2、6.1 级地震，共造成 19 人死亡；2007 年宁洱 6.4 级地震，

造成 3 人死亡；2009 年姚安 6.0 级地震，造成 1 人死亡；2014 年鲁甸 6.5 级、景谷 6.6 级地

震，分别造成 617 人、1 人死亡。这些灾害地震发生的时间间隔少则 2 年，多则 5 年，平均

为 3.6 年，地震灾害具有比较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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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4 年度的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与往年平均水平相比明显偏低，主要原因是地

震没有发生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域，且发震地区的经济水平适中，降低了单次地震造成大规

模人员伤亡的可能性。经济发达国家与地区开展实施的各种抗震房屋与工程建设，以及有效

的应急救援使得总体伤亡程度相应减小。 

5  应对地震灾害的建议与措施 
（1）增强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能力。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主要是由建筑物倒塌导致，因

此增强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在建筑物的设计与施工阶段要做到合理规划，

正确选址。结构设计要符合“强柱弱梁”，注重圈梁和构造柱的设计，达到本区域抗震设防要

求，从而使房屋及建筑物的质量与抗震设防能力得到保障。 
（2）正确应对由地震引起的次生灾害。纵观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地震，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主要有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火灾、水灾、海啸、放射性物质扩散等。这些次生灾害所

造成的损失有时会超过地震本身，因此要正确的防范。地震发生后，尽快疏散震区人群，检

查次生灾害源的情况，及时排除险情，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尤其是海边的居民，要尽快逃离

岸边去往安全的地区，预防由地震灾害引发的海啸。 
（3）加强地震防范意识与地震应急演练。当地震发生时，积极冷静地应对地震，常备地

震应急工具包。通过地震应急演练，熟悉防震减灾疏散的程序和线路，提高地震应急避险和

自救互助的能力，从而有效地减少地震引起的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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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analyzing the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of global earthquake disasters in 2014 and comparing with 

that of past decades, we conclude that the year of 2014 can be regarded as one with less human casualt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important data on global earthquake disasters in 2014. We found the damage of fortified 

construction in earthquakes is small,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property damage and casualties. We also analyze 

the ‘active’ and ‘cyclical’ feature distributions of earthquake disasters in multi-shock region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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