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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防震减灾工作特性及若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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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地震局 , 合肥　230031)

摘要:城市是我国防震减灾工作的重点 , 建国以来我国城市防震减灾工作历经数次调整 ,形成了符合当前实际的工

作思路。本文阐述了城市防震减灾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并针对我国城市防震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 , 提出了若

干工作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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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地处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之间 ,是

世界地震多发国之一 ,地震活动具有频度高 、强度

大 、震源浅和分布广的特点 ,地震烈度Ⅵ 度以上地区

达国土面积的 60 %,全国 2/3 的百万人口城市位于

地震烈度 Ⅶ 度以上的高烈度区。城市作为经济 、政

治 、文化 、交通中心 ,人口 、物质 、财富高度集中 ,一旦

在城市发生破坏性地震 ,其造成的损失尤为巨大 。

因此 ,探讨如何开展城市防震减灾工作 ,有效保障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 ,促进城市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1　城市防震减灾工作的特殊性

城市防震减灾工作的特殊性是由城市的特殊地

位决定的 。城市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政治 、经济 、文

化 、交通中心 ,人口高度集中 ,物质财富聚集 ,精神文

明和文化遗产丰富 ,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城市

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全球 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

1/4在我国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越来越多

的人口涌向城市 ,同时 ,受土地资源的制约 ,城市不

断向高 、大 、密的方向发展 ,城市建筑物密集度增加 ,

城市生命线愈加复杂 ,城市若遭受震灾 ,损失也将越

来越大。

1976年的唐山 7.8级大地震 ,造成了 24.2 万

人死亡 ,16.4万人重伤 ,经济损失超过 100亿元 ,使

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城市顷刻之间夷为平地 ,成为

中国乃至世界近代灾害最重的地震事件
[ 1]
。历史地

震事件表明 ,现代城市一旦遭到大地震的突然袭击 ,

极易造成居民大量伤亡 ,交通 、通讯 、水电 、燃气等城

市生命线瘫痪 ,整个城市随之陷入恐慌和混乱中。

发展建设一个城市需要数十年 、上百年甚至上千年 ,

一场大地震就能轻易地将文明成果毁之一旦。

1966年邢台 7.2级地震后 ,我国政府提出地震

工作的重点是“保卫四大” ,首先就是要保卫大城市。

1998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

(1998—2010年)》
[ 2]
,特别强调了中国特大城市的

减灾问题。2007 年颁布的《国家防震减灾规划

(2006—2020年)》[ 3] 提出我国防震减灾的发展战略

是“以大城市和城市群地震安全为重中之重 ,实现由

局部的重点防御向有重点的全面防御拓展” ,再次将

城市确立为防震减灾重点。城市是否能健康 、安全 、

稳定地发展 ,关系着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社会经济发

展 ,更关系到每一个城市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

2　城市防震减灾若干措施

根据我国城市的防震减灾思路 ,要想确保城市

在地震中安全 ,就应当全面加强“防患于未然”的工

作 ,一是继续探索地震监测预报的规律 ,二是制定符

合实际的防震减灾规划 ,三是做好建设工程抗震设

防 ,四是加强地震科普宣传工作 ,五是发挥最新科技

手段在城市减灾中的作用 ,六是重视城市防震减灾

人才培养。同时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加强城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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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应急能力建设 ,确保地震发生时能够迅速反应 ,采

取措施 ,将灾害损失减小到最低 。在开展上述工作

时 ,应当注意平衡我国经济实力和防震减灾需求之

间的关系 ,过高的防震目标 ,将增加经济负担 ,影响

到国家经济发展;过低的防震目标 ,将不能有效保障

城市安全 。因此 ,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切实可

行的措施 ,结合防震减灾工作“四个面向” ,和“三大

工作体系” 建设 ,进一步完善我国城市防震减灾工

作。

2.1　制定完善防震减灾规划

我国城市防震减灾规划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等法律

为依据 ,总结国内外相关经验 ,结合我国城市发展进

行编制的 。一个完整的防震减灾规划包括了总体抗

震要求 、城市用地抗震适宜性 、城市抗震防灾要求和

措施 、规划的实施和保障四个方面的内容 ,对城市防

震减灾工作具有统率作用
[ 4]
。

目前全国多数城市都编制了防震减灾规划 ,但

部分城市的防震减灾规划还存有一定问题。有的与

城市总体规划衔接不好 ,存在规划区范围 、年限和重

要内容方面不一致 ,对城市特点和实际反映不充分 ,

影响到职能部门正常工作 ,缺少标准化技术体系;突

出的是 ,由于可操作性和经费等原因 ,多数城市防震

减灾规划未能严格实施 ,且多数未按规定修订 ,让规

划变成“纸上谈兵” ,无法起到应有的重要作用 。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城市防震减灾规划的编制

与实施工作 ,完善规划内容 ,增强防震减灾规划的可

操作性。管理部门要提高对规划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 ,制定财政 、税收 、奖惩等各项配套政策 ,综合运用

法律 、行政 、经济 、教育等多种手段 ,保证防震减灾规

划的制定与实施;要切实按照我国《城市抗震防灾规

划管理规定》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 ,结合各地

实际 ,因地制宜 ,制定有操作性的规划 ,并适时予以

修订 。各级政府要加强对防震减灾规划编制实施的

监督检查 ,确保城市防震减灾规划严格实施。在此 ,

特别要提一下日本和美国的经验。在日本的城市防

灾规划中 ,把建设城市公园置于“防灾系统”的地位 ,

城市建立防灾空间 、防灾公园 ,阪神大地震发生后 ,

神户市 1250处大大小小的公园在救灾方面发挥了

巨大作用 。美国特别重视对地震区划图的修订 ,在

区划图上标识出地震危险性水平 ,据此制定建筑物

抗震设计规划 ,并严格实施
[ 5]
。

2.2　进一步提高地震监测预报能力和水平

要强化地震理论研究 。加大对强震预测预报指

标体系 、震后趋势判断 、地震前兆机理与短期预测 、

地震数据与信息服务等地震预测预警技术基础理论

和关键技术研究 ,为震情跟踪 、地震短临预测和预警

提供科技支撑 ,提高强震预测预报科技水平 ,为城市

防震减灾工作提供服务 。安徽省以实施科技发展为

目标 ,结合地质构造背景和震情实际 ,建设了“大别

山地震监测实验场” 、“郯庐断裂带中南端重点研究

室” 、“蒙城国家地球物理野外观测站” ,以“一场一带

一站”为科技平台 ,促进地震科技发展 ,已初见成效。

要依法加强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保

护 。政府应依法处理好城市发展建设与地震观测环

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和问题 ,确保地震监测台网正常

运转 ,发挥作用。合肥地震台属国家地电基本台 ,已

连续观测近 40年 ,取得了宝贵的观测资料 。因合肥

市拟进行轨道交通建设 ,合肥地震台观测环境将受

到影响 。为此 ,省市领导高度重视 ,经多方协调 ,合

肥市地震台地电阻率观测项目进行了迁建 ,地震观

测环境影响问题得以妥善解决。

要搞好群测群防工作。在建立健全“防震减灾

宣传网 、地震测报网和地震灾情速报网”三网合一模

式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防震减灾助理员的重要作用 ,

指导其做好收集上报异常现象 、地震灾情等职责 ,切

实提高群测群防的整体水平 。

2.3　做好城市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

破坏性地震引起的建筑物 、工程设施的倒塌 、破

坏 ,以及相伴生的次生灾害是导致人员伤亡和经济

损失的主要原因 ,据统计 ,世界上 130次巨大的地震

灾害中 ,90%～ 95%的伤亡是由于建筑物倒塌造成

的 。因此 ,对建设工程采取切实有效的防震措施 ,是

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损失的最根本办法。为增强建

筑物的防震能力 ,就必须在设计 、施工等环节中严格

按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防 ,这

是营建安居工程 、保证建设工程安全的长远大计 。

对城市建筑抗震设防的追踪监督 ,分为建设前

和建设中两个时间段。工程建设前 ,建设单位应当

到当地地震主管部门进行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核

定 ,按照核定过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计 、施

工 。需要做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建设项目 ,及时

联系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单位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

工作 ,确定抗震设防参数 。笔者在安徽从事抗震设

防要求行政审批工作 ,明显感觉近年开展地震安全

性评价的工程项目增多 ,特别是地震部门与建设部

门理清管理职能 , DB34/848-2008《建设工程地震

安全性评价分类》[ 6] 发布实施后 ,新建 、扩建 、改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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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需做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更加明确 ,业主

在建设开工前主动要求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

在地震安评工作中 ,要分析建设工程场地的地震危

险性 、对场地工程地质条件进行探测 、计算土层地震

反应 ,确定建筑设计地震动参数 ,做到“地下搞清

楚” 。这样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 ,建设部门就能按照

地震部门确定的抗震设防参数监督工程的设计 、施

工 ,以保证“地上搞结实” 。另外 ,因为历史遗留问

题 ,我国很多已建成建筑达不到当地抗震设防要求 ,

各地也应根据当地实际组织开展老旧建筑抗震加固

改造工作 。

2.4　加强地震科技创新在防震减灾中的应用

科学技术是防震减灾的重要支撑 ,是提高防震

减灾水平的关键环节 ,必须充分依靠科技引领防震

减灾工作 ,促进防震减灾综合能力的提升。近年来

基础科学的发展 ,给防震减灾工作带来了人工智能

理论 、卫星遥感定位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和多媒体计

算机技术等多项新理论和新成果 ,也出现了一些可

用于防震减灾的新材料 、新技术 。与日美等发达国

家相比 ,我国在地震科学研究方面投入的财力 、物力

相对较少 。现阶段 ,我国应结合国情 ,借鉴国外成功

的地震科学成果 ,加强国内地震科学研究及成果转

化。

积极利用 3S(GIS , GPS , RS)技术 、数据库技

术 、多媒体技术等 。以 GIS 技术作为基础平台 ,结

合其他技术开发城市防震减灾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

震前利用该系统 ,能找出城市中容易致灾的薄弱环

节 ,为城市规划和震灾预防提供科学依据;震时能提

出应急方案 ,快速做出反应 ,指导政府各部门进行抗

震救灾指挥工作;震后能动态进行震害预测 、人员伤

亡和经济损失评估 ,提出有利于震后恢复和灾区重

建的方案 ,真正做到防震减灾规划的动态管理 、分析

和决策。利用 3S技术还可以进行地震危险性分析 、

地震小区划和震害预测 ,建立城市基础资料数据库 ,

为城市防震减灾规划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

开发基于手机 、互联网等城市普及工具的防震

减灾技术 。移动通讯在我国城市普及率非常高 ,它

能够直接具体到每一个使用者 ,在地震到来时如能

有效利用 ,则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目前日本等国已

经据此开展相关研究 ,非常值得我国借鉴。如日本

SGI等公司开发出一种地震灾害发生后 ,确认人身

安全状况的无线系统 ,利用的就是可以上网并带有

全球定位功能的手机 ,救灾部门可以利用该手机了

解用户状况和准确位置 。日本在 2005 年全国推广

了紧急地震速报系统 ,该系统能在捕捉到震源传来

的纵波信号后的 3 ～ 5秒内发布地震速报 ,区域应急

管理总部电脑会在接到速报后赶在横波到来前通过

互联网切断用户家中电源 , 避免地震引发次生灾

害[ 7] 。

建筑物结构处理新技术 、建设高灵敏的地震观

测网 、建立临震迅速反应的预警系统 、开发功能强大

的灾害评估软件等 ,都是我国现阶段可以考虑进行

的科学研究。如近年来研究出建筑结构处理新技

术 ,建筑物不与地震强地面运动“正面对抗” ,而是顺

应地震强地面运动和工程结构破坏的规律 ,以结构

中一些“保险丝”性质的部件的“主动”破坏 ,来“保

全”整个结构不受破坏
[ 8]
。

2.5　发挥“人”在防震减灾中的作用

防震减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是全社

会共同的大事 ,每个人都能在这项工作中发挥自己

的作用 ,为我国防震减灾事业做出贡献。

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 ,建立一支复合型的人才

队伍。汶川地震发生后 ,11位日本留学归国的教授

共同建议 ,培养地震相关知识研究梯队。他们指出 ,

应在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 、行政管理等专业增加自然

灾害及防灾减灾专业课程 ,使未来的设计人员 、建设

者和管理者具有更高的防震减灾意识和专业知识。

并可以在高等院校学科目录中设置自然灾害及防震

减灾的专业 ,培养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技术人员和管

理人员 。抗震专业人才的培养 ,应特别重视培养既

懂得地震知识又具有其他相关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

在大学和科研单位研究经费中设置防震减灾研究专

项 ,加大投入 ,大力支持基础研究和技术革新[ 9] 。

做好防震减灾知识的全民普及工作。有数据统

计显示 ,逃生过程中个人的素质和自救能力可起到

60 %～ 70%的作用 ,社区互救起到 20 %～ 30 %的作

用 ,而等待专业队伍救援 , 逃生的可能只有不到

10 %。在我国 ,由于地震科普教育的薄弱 ,导致公众

防震减灾意识淡薄 ,地震常识 ,应急逃生能力普及率

不高 ,在震后更多需要依靠外界救援 。因此 ,我国应

当做好对城市居民的地震科普知识宣传 ,普及地震

科学知识 ,避震 、逃生的知识和手段 ,自救 、互救的方

法和技能 ,震后次生灾害预防 、卫生防御等的相关内

容 。在日本抗震教育从孩子抓起 ,传授实用避震知

识 ,经常组织地震应急演练 ,利用大众传媒 、科普场

馆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科普宣传活动。

地震多发国家新西兰 ,不断从地震中吸取经验教训 ,

重视防震科普教育 ,在最近发生的 7.1级强震中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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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却是“零死亡” ,值得我国借鉴。

成立专业水平的地震救援队伍 ,鼓励志愿者救

援。地震应急救援工作在防震减灾工作中占有重要

地位 ,震后 72小时是地震救援的黄金时间 ,因此 ,有

条件的城市应当建立技术先进 、训练有素 、机动灵活

的专业救援队伍。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全国各地

涌现出许多志愿者队伍奔赴震区进行救援 ,很多是

完全自发或临时组建的队伍 ,在汶川地震救援中发

挥了很大作用。我国应当重视这种志愿精神 ,鼓励

成立相关志愿组织 ,并由政府相关部门与其建立联

系 ,帮助他们进行一些救助演练活动 ,一旦震害发

生 ,他们就能在政府统筹安排下赴震区展开救援。

3　结语

《国家防震减灾规划(2006—2020年)》提出“以

大城市和城市群地震安全为重中之重 ,实现由局部

的重点防御向有重点的全面防御拓展” , 指出到

2020年的抗震目标是全国“基本具备综合抗御 6级

左右 、相当于各地区地震基本烈度的地震的能力 ,大

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防震减灾能力达到中等发

达国家水平 。”这表明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 ,城市都

是我国防震减灾工作的重点。随着城市发展 ,单位

面积人口和经济总量会快速增长 ,震害带来的损失

也可能呈指数上升 。实践证明 ,人类不可能消除地

震灾害 ,但人类却有能力把震灾减小到最低程度。

因此 ,要提高全民对城市防震减灾工作的认识 ,使政

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到此项工作中来 ,进一步提

高城市防震减灾综合能力 ,保障我国城市安全和可

持续发展 ,实现上海世博理念———城市 ,让生活更美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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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quake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Mitigation in Urban Area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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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rban earthquake disaste r mitig ation is the key w o rk of earthquake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miti-

gation in our country , which has been adjustment several t imes since the founding o f PRC.In this study ,

we expound the part iculari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urban disaste r m itig ation and put fo rw ard some sugges-

tions an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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