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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唐山每年发生三四次地震属于

正常现象。 此次浅源性地震属正常能量释

放，该地区近期不会大震。

防范地震须知：

一、发生大地震时不要急。 破坏性地震

从人感觉震动到建筑物被破坏平均只有 12

秒钟，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你应根据所处环

境迅速作出保障安全的抉择。如果住的是平

房，那么你可以迅速跑到门外。 如果住的是

楼房，千万不要跳楼，应立即切断电闸，关掉

煤气，暂避到洗手间等跨度小的地方，或是

桌子、床铺等下面，震后迅速撤离，以防强余

震。

二、先找藏身处。 学校、商店、电影院等

人群聚集的场所如果遇到地震， 最忌慌乱，

应立即躲在课桌、 椅子或坚固物品下面，待

地震过后再有序撤离。

三、远离危险区。如在街道上遇到地震，

应用手护住头部，迅速远离楼房，到街心一

带。如在郊外遇到地震，要注意远离山崖、陡

坡、河岸及高压线等。 正在行驶的汽车和火

车要立即停车。

四、被埋要保存体力。 如果震后不幸被

废墟埋压，要尽量保持冷静，设法自救。无法

脱险时，要保存体力，尽力寻找水和食物，创

造生存条件，耐心等待救援。

五、 手机和充足电的电池放在身边备

用。 (据《科技日报》)

唐山余震何以持续 3 6 年？

新闻缘起

5 月 28 日上午，唐山发生 4.8 级地震，目前尚未接到人员

伤亡报告。

这距唐山大地震已 36 年。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解释称，此

次地震是唐山大地震的余震。 官方称，唐山地区短期内不会有

破坏性地震。

■直击

唐山个别民房

出现裂缝

28 日 10 时 22 分， 河北唐山

市市辖区、滦县交界处（北纬 3 9 . 7

度、东经 1 1 8 . 5 度）发生 4.8 级地

震，震源深度 8公里。 此次地震震

中距离北京仅 180 公里，北京、天

津、秦皇岛等地均有震感。

据唐山地震局消息， 根据初

步调查， 没有发生明显的人员伤

亡或财产损失。 唐山市古治区个

别民房出现裂缝， 并有灯泡掉落

现象；滦县有两户民房出现裂缝。

而距唐山市区 15 公里的唐山陡

河水库有震感，无破坏。

据唐山地震局消息， 唐山震

中附近震感明显，唐海、滦县和唐

山市区尤为强烈。 滦南县地震局

一位官员说：“看到椅子在摇，房

子没问题，感觉有点强烈。 ”

北京市地震局表示， 京城主

要汇总起来的震感是， 看到屋里

东西在晃悠，个别东西掉下来，有

的人则感觉房子瞬间晃动了一

下。 据估计，北京地区的地震烈度

约在四五度左右。

36 年后还是当年余震

唐山地震局震情快报称，“初

步认为该地震是唐山老震区余震

的正常起伏”；“根据唐山地震序

列类型整体特征分析， 本次地震

为主 - 余震型地震， 地震活动正

常起伏。 我市发生破坏性地震的

可能性不大”。

唐山曾在 2010 年发生过两

次地震， 当时专家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 这两次地震也是

1976 年唐山 7.8 级大地震后的余

震。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

部副主任蒋海昆表示， 此次地震

是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余震。 此

次唐山地震和 2010 年发生的地

震一样， 都处于唐山大地震能量

衰减期中， 时间和空间特征都符

合余震的特点。

■释惑

唐山余震为何会持续 36 年？

余震有衰减期，随时间发展频次会越来越低

蒋海昆解释，大地震发生后，能量会积

累起来，并出现余震，这和板块的“应变力”

有关。

所谓“应变力”，可以理解成板块移动

的速度。 我国西南地区属于印度洋板块，

每年移动几厘米，应变力很快，使得能量释

放也快，余震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结

束，如数十年。 相比之下，东部地区的移动

速度只有几毫米，应变力很慢，使得能量释

放也慢，余震时间可能持续上百年。

此外，余震持续时间也和大地震震级

有关。 蒋海昆说，汶川地震和唐山大地震

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 30 多倍，“7 级地

震就相当于 33个 6级地震”。目前来看，汶

川地震的余震较多。

蒋海昆解释，余震有个衰减期，以唐山

地震为例，随着时间发展，余震发生的频次

也会越来越低。

近期首都圈小震是否增多？

目前首都圈地区地震处于正常活动水平

近期，北京发生不少小地震，小震活

跃是否是大地震的前兆？

蒋海昆表示，华北地区累积大地震很

慢，虽然上世纪 70年代发生过几次 7 级地

震， 但要平均千年才在原地复发一次 7 级

地震。而 4级地震的周期是两年左右，唐山

2010年就发生过 4级地震。

前段时间北京朝阳区和石景山区发

生了小地震，引发关注。 但事实上，全球每

天发生 500万次小震，属于正常情况，只不

过因为发生在大都市而较为敏感。 据地震

台网统计， 首都圈地区的小震活跃度并没

有特别明显的增加， 甚至天津等地有下降

的趋势。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 首都圈地区地

震处于正常的活动水平。

城市房屋能抵御几级地震？

北京上世纪 8 0 年代后建的房子，均按抗 8 度地震设防

蒋海昆解释，地震用级别来判断，但地

震带来的破坏力是用烈度来判断。 一个地

震只有一个级别，但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烈

度。 震中区的烈度最大。

蒋海昆表示， 唐山 4.8 级地震的烈度

在 6度 ~7度之间，北京地区的烈度在 3 度

~4度左右。

蒋海昆举例说，3 度烈度时，室内少数

人静止中有感，室外少数人有感，而如果有

人感到椅子摇动了，或者悬挂物摆动等，则

是 4度左右的烈度。

蒋海昆表示，地震烈度在 6度 ~7度左

右时，基本上不会给城市带来破坏，农村的

老旧民房墙壁等可能会出现裂缝，南方的

水田里会出现喷发冒水等现象。“北京上

世纪 80年代以后建的房子，按照抗 8 度地

震设防要求建的，如果出现 6 级地震，8 度

烈度，都没有问题。 ”

■观点

唐山余震与日本有关

此次地震发生在唐山， 让人想起了

36 年前发生的“唐山大地震”， 同样是龙

年， 又在相近的位置， 二者究竟有何关

联？

中科院院士、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研究员马瑾表示，本次唐山地震与日本地

震有关，属于一次“应力场”的调整，唐山暂

时不会产生更大的地震。

日本和唐山不属于一个地震带，分属

于太平洋大板块和欧亚大板块。 但因为距

离近，日本地震后，会对中国大陆的“应力

场”有调整。 比如，有个椅子 4条腿，如果 1

条腿断了，另外 3条腿应力就多了，时间长

了，就容易塌、容易坏。

京津辽有震感因高层建筑放大

此次地震有感范围较大，唐山市区、滦

县、唐海县震感强烈，北京、天津、秦皇岛、

辽宁等地也有震感。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张晓东表

示：一般来说，4 级多的地震，一般只有震

中附近有感。 但本次 4.8级地震，震感范围

比较大，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

程加快，高层建筑增多。 建筑越高，对地震

波的放大作用就越大，因此近些年震级不

是很高的地震有感范围比以往的要大。

■争议

用“地震云”预测存争议

当日 10时多发生地震， 有微博 7 时多

就发预测，说看到了“地震云”。 这个人的粉

丝一下从 6千多， 上升到了 6 万多。“地震

云”是什么样子？真的有这么神吗？“地震云”

与地震真的有关系吗？

上海市地震局研究员马钦忠表示：“其

实，上海市地震局的专家早在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就开始研究‘地震云’了。 ”“地震云”的

概念并非新鲜事物，最早由日本的一个政治

家、 曾任奈良市市长的键田忠三郎提出，他

在 1956年日本福冈 7级地震之前看到一条

非常奇特的云带。 之后他留意到，只要出现

这样的云，某处就会有地震发生，于是他称

这样的云为“地震云”。 之后，中国和日本的

一些地震专家都对“地震云”进行了观测。但

是上海市地震局的专家观测研究发现，“地

震云”与地震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马瑾表示：“以前有人说看到过‘地震

云’，但是‘地震云’与地震的关系，我不是特

别相信。 ”

北京工业大学地震所专家、中国工程院

院士许绍燮：“不能说‘地震云’的说法是‘胡

说’，目前也是有争议的。 ”

■延伸阅读

唐山每年发生三四次地震

属正常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