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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房屋，抗震吗？
——地震专家来“支招”

你的房子够坚固能抗震吗？如何让建筑在地震中屹立不倒，从

而减少人员伤亡？记者专访了我国地震与防灾工程专家、中国工程

院院士谢礼立。

地震中大部分人员伤亡是房屋倒塌导致的。如何让房屋更结实

更抗震？

“严格按抗震标准建造房屋，在地震中就没有大问题。”谢礼立认

为，应该从以下六环节增强房屋的抗震性。

首先是正确选择场地，避免把房屋建在山坡、河谷等容易发生地

质灾害和地基不稳定的地区。二是正确的设计。三是严格按照建筑

图纸正确施工和监理，不允许偷工减料。四是按照不同地区受地震

威胁的大小、频度对建筑物进行科学设防。五是不能随意改变房屋

用途或修改结构格局如拆除承重墙。尤其不能私自将住宅当仓库使

用，盛放重物。第六正确使用和维护房屋。

谢礼立认为，以上六点是一个整体，缺少哪一点都会带来隐患。

如果真正做到以上六点，房屋在地震中的安全就有保障。

“很多人担心抗震的房子要多花很多钱。其实不然，以抗烈度为

九度的地震为例，抗震设计和施工的成本相当于结构成本的 15％到

20％。这个钱不会白花，不但能抵抗地震保护生命，还能够使房屋寿

命相应地延长30％以上。从市场角度讲，抗震性能作为一种附加值，

也是房屋的卖点之一。”谢礼立说。

“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位于甘肃南部的文县有两个村庄。汶川地

震前，两村新农村建设，政府每户补贴了五千元钱。汶川特大地震来

袭，周围房子倒了一大片，而这两个村的房子不但没倒，甚至没发生

任何轻微的破坏。震前科学预防，把房子建得更抗震要比震后救灾、

救济或重建更有价值，更重要。”谢礼立说，“这里面建设者、投资者和

政府监管部门要各司其职。”

“地面颤动近1分钟”

当地时间12日午后不久，尼泊尔首都

加德满都东北大约76公里处发生7.5级地

震。大约半小时后，当地又发生一次 6.3

级地震。据外媒报道，此次地震震中在珠

穆朗玛峰下的登山者营地附近。

一名加德满都居民说，他感到地面颤

动了将近1分钟，“令人害怕”。

派驻加德满都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

作人员罗丝·福利说，地面晃动持续时间较

长，“感觉就像搭乘一艘木船漂流在波涛汹

涌的大海上”。

尼泊尔内政部12日说，当天地震已造

成 36 人死亡，1117 人受伤。预计随着更

多信息汇总，伤亡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

尼泊尔北部纳姆泽巴扎尔的女护士丽

塔·多马·谢尔帕说，当地多幢楼房的墙体出

现裂缝，包括一所学校。“事发时是午饭时间，

孩子们都在户外。谢天谢地！”谢尔帕说。

不少人担忧，尼泊尔不少房屋虽然没

有在半个多月前的那次强震中坍塌，但受

损相当严重，如今再度遭遇地震和多次余

震，随时可能坍塌。

新余震属正常范围

地震之后，德国国家地球科学中心的

科学家汪荣江博士接受采访时说，当天的

地震属于4月25 日尼泊尔大地震的余震，

震级虽大，但仍属正常范围。

汪荣江指出，一次主震之后发生余震

的频率会与距主震的时间长短大约成反比

衰减，但大的余震仍会不时发生。目前科

学界只能比较准确地算出受主震影响的整

个地区发生余震的概率有多大，还无法准

确预报具体在哪个地点、在什么时间会发

生多大震级的余震。

一次地震发生后，各国台网测报的震

级往往不同。汪荣江解释说目前国际上常

用的是矩震级，该震级所涉及的地震矩（能

更好描述地层错动大小等地震物理特性的

一种标度）与地震断层面的面积和平均位

错的乘积成正比。另一种面波震级根据地

震面波（主要沿地表传播的一种地震波）的

最大振幅来测算，受震源深度影响较大。

矩震级更能准确合理地反映地震震源的几

何参数，面波震级更能反映地震的破坏

力。两者侧重不同，各有特点。

专家回应“地震三问”
今年以来，我国大陆地区发生 5 级以上地震 9 次；

2014 年，我国发生了 5 次 6 级以上地震，1 次 7 级以上地

震……公众普遍感觉近年来我国地震频次很高。那么，

我国地震形势究竟如何？为何我国地震频发？全球地震

活动是否已进入活跃期？

我国地震形势如何？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主任蒋海昆表示，我国

地震活动频次高、强度大、分布广，这使得我国始终面临着

强烈地震的威胁。一是频次高，中国大陆每年平均发生20

次5级以上、3.8次6级以上及0.6次7级以上地震。这意味

着，平均来看我国每年就可能遭受到 4 次以上的强烈地震

袭击。二是强度大，2000 年以来全球共发生 18 次 8 级以

上地震，绝大多数发生在海洋，而我国大陆地区就发生过2

次8级以上地震。三是分布广，我国大陆有30个省份发生

过 6 级以上地震，19 个省份发生过 7 级以上地震，12 个省

份发生过8级以上地震。

“还需要指出的是，以往没有强震记载的地方并不意味

着以后就不发生强震，例如青海和四川历史上就没有发生8

级地震的记载，但2001年青海发生了昆仑山口西8.1级地

震，2008年四川发生了汶川8.0级地震。这样的地震活动态

势，使得我国始终面临着强烈地震的威胁。”蒋海昆说。

为何我国地震频发？

地震频发与我国大陆区域构造运动密不可分。据介

绍，我国地处欧亚板块东段，北面有稳定的蒙古地台阻挡，

西南部受印度板块向东北方向的碰撞挤压，东部受到太平洋

板块向西偏北方向的俯冲推挤，处于三面“受挤”的状态。印

度板块向北东方向的碰撞挤压强烈导致中国大陆西部直接

剧烈隆起，形成青藏高原，伴随有强烈的地震活动。受太平

洋板块俯冲的影响，我国东部的地震活动也较强。

“这种与全球构造运动相关的长时期地质变动历史形

成的构造格局及构造运动状态将始终存在，换言之，中国

大陆地区三面‘受挤’的状态将始终存在。”蒋海昆说。

专家说，西南地区位于印度板块推挤中国大陆的东部

触角阿萨姆区域附近，也位于我国南北地震带中南部的川

滇菱形构造块体及其边缘区域，构造运动十分剧烈，地震

活动也十分频繁。

全球地震活动活跃？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张晓东介绍，全球

地震活动以 2004 年 12 月 26 日苏门答腊 9.0 级地震为标

志，进入了地震活动的高发期。 地震专家研究分析认为，

目前的地震活跃期还没有马上结束的迹象，未来几年还有

继续发生 7 级以上地震的可能，6 级以上强地震活动可能

会比较频繁。 综合新华社等报道

7 年前，它被埋在了废墟下整整 36 天，被扒出来时，还坚强地活

着，人们惊呼其为“猪坚强”。在博物馆生活这7年，它生活规律，每天

吃饭睡觉散步。有人被它感动，为它庆生，为它颁奖，为它克隆后代，

甚至为它出书作曲。即便它死了，也会做成标本进行展览。

尼泊尔再遇强震 千余人伤亡
震中靠近珠峰营地

尼泊尔12日再次发生强烈地震，
截至北京时间12日21时已造成36人
死亡、逾千人受伤。预计随着更多信息
汇总，伤亡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据中
国地震台网测定，本次地震震级为里氏
7.5级。

强震发生于中午时分，随后又发生
至少5次较强余震。据了解，本次地震
震中位于尼泊尔北部山区辛杜帕尔乔
克，而印度北部、中国西藏等地有震感。

一些人担心，尼泊尔不少房屋虽然
没有在4月25日强震中坍塌，但受损
严重，如今再度遭遇地震及余震，坍塌
的可能性急剧上升。

尼泊尔当局呼吁民众待在户外空
旷地区，避免堵塞道路，同时尽量用手
机短信联络，不要蜂拥拨打电话以免通
信网络瘫痪。

5月12日，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人们站在建筑物废墟旁。

猪坚强震后这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