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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九寨沟 ７０级地震应对
及甘肃灾区震害特点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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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地震紧急处置程序、信息报送、灾情调查与烈度评定、震情监视与趋势判定、应急

宣传等方面介绍了甘肃省地震局在四川九寨沟 ７０级地震发生后的应对过程和工作成效，揭示

了甘肃灾区的震害特点并得出了相应的启示，归纳总结了甘肃灾区震后恢复重建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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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８日 ２１时 １９分，四川省九寨沟县发生 ７０级地震，地震对甘肃省陇南市文
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舟曲县造成波及破坏。地震发生后，甘肃省地震局在中国地震

局和甘肃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和甘肃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指示要求，及

时启动地震应急响应，协调相关部门联合应对，指导相关市县地震部门收集灾情、上报信息、

派出地震现场应急工作队开展流动监测、烈度评定、灾情调查、损失评估、震后趋势研判和应

急宣传等工作，取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此次地震发生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漳扎镇（３３２０°Ｎ，１０３８２°Ｅ），宏
观震中位于东昆仑断裂东段（塔藏断裂）与岷江断裂交汇处附近，震源深度 ２０ｋｍ。地震造成
四川省 ２５人死亡、５人失联、５２５人受伤，造成甘肃省 ２人受伤；地震最大烈度为Ⅸ度（９
度），Ⅵ度（６度）区及以上总面积为 １８２９５ｋｍ２，涉及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若尔盖县、松潘
县、红原县及绵阳市平武县和甘肃省陇南市文县及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迭部县等 ４个市
（州）共 ８个县 ①。甘肃省受灾的 ３个县均位于Ⅵ度（６度）破坏区（图 １），面积约为
５１４９ｋｍ２。九寨沟地震发生前后，陇南各县区暴洪、泥石流灾害频发，自然灾害叠加，造成了
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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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九寨沟地震震中及甘肃相关县区分布

１　地震应对情况

１．１　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中国地震局和甘肃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指挥长、中国地震局局长郑国光 ７次召开会议安

排部署不同阶段的抗震救灾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中国地震局副局长阴朝民在甘

肃省陇南灾区检查工作期间对甘肃省抗震救灾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甘肃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在第一时间对甘肃省抗震救灾工作做出批示指示。甘肃省地震局按照预案成

立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全员到岗，各司其职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始终把贯彻落实好中国地

震局领导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整个抗震救灾工作的根本指针，后方指挥

部 ２次召开会议，现场指挥部 ４次召开会议传达学习郑国光局长批示指示精神，安排专门的
部门和力量督促检查贯彻落实上级领导批示指示的工作进展和工作成效，确保把领导指示

批示精神及时迅速传达到每个工作组和前后方的每一名应急工作人员，确保做到落实上级

领导指示批示有措施、有动作、有效果，以确保各项应急处置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１．２　立即启动应急指挥技术系统开展灾情预评估，收集汇总灾情信息，及时上报情况
地震发生后，甘肃省地震局立即启动应急指挥技术系统开展灾情预评估，初判结果与实

际情况较为吻合，并立即向分管防震减灾工作的省政府领导汇报了震情和对我省灾情的预

估，同时，迅速启动邻省地震应急响应，要求邻近九寨沟县的陇南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以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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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武都、舟曲、迭部等县地震部门迅速排查灾情，重点排查邻近震中的乡镇。要求正在陇南

市文县出差的 ３名工作人员立即赶赴文县中寨乡一带排查灾情。电话联系舟曲、迭部县灾
情信息员了解情况。在甘肃省地震信息网发布地震信息和文县、舟曲等地的震中距及甘肃

省的有感范围。震后 １小时 １０分钟向省委应急办、省政府应急办和中国地震局办公室上报
了第 １期值班信息，随后及时滚动更新上报。应急期间，共上报《值班信息》１５期，参加中国
地震局领导视频汇报工作 １次，向省委、省政府领导汇报 ２次，中国地震局副局长阴朝民到
文县检查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时汇报工作 １次，赴中国地震局设在四川九寨沟的现场指挥部
汇报工作 ３次，向中国地震局上报现场工作简报 １８期。
１．３　发挥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职能作用，协调相关方面联合应对

此次地震是继汶川 ８０级地震和芦山 ７０级地震后邻区发生的又一次强震，震中距甘肃
省边界较近，陇南、甘南、天水、临夏、定西和兰州等地都有明显震感。地震发生后，甘肃省地

震局在履行地震部门主体责任的同时，积极发挥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的协调职能，联合

相关部门和市县合力开展抗震救灾工作。一是震后 ２０分钟以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名
义向 ２２个主要成员单位书面通报了震情，电话与省民政厅、省卫生计生委、兰州铁路局、武
警甘肃省总队和省消防总队等沟通了震情和对灾情的初步估计结果。二是震后立即商武警

甘肃省总队调动省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向灾区集结机动，调动邻近震区的陇南、甘南武警支

队官兵到九寨沟县界附近机动待命，随时准备增援四川灾区。三是商省消防总队，调动布局

在天水市的甘肃省东部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 ９０人与其他消防支队一同行动，迅速赴九寨沟
震中区搜救被困人员。四是与省民政厅及受灾市县保持密切联系，共享灾情信息，指导当地

有序开展抗震救灾和紧急救助工作。

１．４　迅速派出地震现场应急工作队，赴地震现场开展地震应急处置工作
在 ８月 ７日甘肃省文县已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下，文县、舟曲、迭部等地又受到九寨

沟 ７０级地震的波及影响。甘肃省地震局根据部门职责，全力以赴开展各项工作：一是随灾
情发展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全员到岗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二是震后 １小时 ２０分钟由一名
副局长带队的 ２４人组成的第 １批现场应急工作队赴文县，震后 ２小时派出第 ２批现场应急
工作队赴迭部、舟曲县，另外一名副局长随后也连夜赶赴陇南陪同省领导查看灾情。８月 ９
日，派出第 ３批现场工作队赴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玛曲县，并且调动正在陇南文县和定
西岷县开展野外科学考察的科研人员就地转为现场工作队员马上投入灾情调查和烈度评定

工作。三是要求陇南市、甘南藏族自治州和文县、舟曲县、迭部县地震部门的应急工作队先

期赴震区了解灾情，开展应急避险宣传，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期间，甘肃省地震局先后共派

出 ５４名工作人员赴震区开展现场工作。
１．５　加密监测余震活动，滚动会商研判震后趋势

地震发生后，甘肃省地震局将严密监测余震活动、滚动会商研判、把握震后趋势等作为

稳定社会的重要抓手。一是应用烈度速报示范系统快速产出了仪器烈度图，汇集全省强震

动记录。二是加强地震速报值班，对全省数据传输线路运行情况进行了 １次认真检查，确保
监测数据及时连续传输；截至８月１８日共速报地震３１个，记录到强震记录１６组４８条，按时
限要求上传至国家强震动台网中心。三是加密开展前兆监测数据收取、处理、入库工作，每

间隔 ２小时收取 １次甘东南前兆台站数据并入库，供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使用。四是派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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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携带 ９台套仪器，在震中架设了 ３个测震台、６个强震台，实时向四川、甘肃和中国地震台
网中心传输数据。五是坚持滚动会商，震后初期每天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

展联合视频会商会，８月 １４日开始调整为每 ２天加密会商一次，会商研判结果及时向省委、
省政府报告。

１．６　严密组织力量，科学开展地震烈度评定和灾害损失调查评估
甘肃省地震局现场应急工作队快速抵达陇南后，在邻近震中的文县成立了由分管局领

导任指挥长的甘肃省地震局九寨沟７０级地震现场指挥部，分为综合、烈度评定、灾害损失评
估、强震动观测、微震监测和后勤保障等 ６个组，并立即传达了郑国光局长的重要指示精神
和中国地震局应急救援司的工作要求，明确了各工作组职责，在陇南市文县、武都区、宕昌县

和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舟曲县、碌曲县、玛曲县、卓尼县等地全力组织开展灾情调查、烈

度评定、灾害损失调查评估、科普宣传等地震现场应急工作。应急期间共计考察 ４９个乡镇，
１７８个行政村（或自然村），３３处水利设施，４处电力设施，３７所学校，１７所卫生院，８个应急
避难场所，顺利高效完成了现场应急工作任务。其主要做法是：一是分区包片，多路并进。

现场队出队时，就确定了 ４路并进的工作线路，确保 ８月 ９日实现每个受灾县都有地震现场
应急工作队，每个工作组包县工作，实现灾情调查全覆盖。二是统一烈度评定标准，严格按

规范工作。由现场指挥部根据中国地震局现场应急总指挥部的要求，对各个方向工作组烈

度评定和灾情调查提出统一的标准，严格按规范抽样调查，填写表格，对异常数据反复核实，

做到严格把关。三是注重沟通协调。现场指挥部既注重各工作组之间的信息沟通，也注重

与设在四川的总指挥部之间的汇报与沟通，还注重与甘肃省地震局后方、与灾区县区政府、

甘肃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主要成员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武警甘肃省总队派驻 １名团级干部
全程参与现场指挥部的工作，具体协调救援队方面的工作。各受灾县政府指定分管县级领

导亲自参与现场灾情调查工作，协调提供相关基础数据和灾情统计数据，有效促进了现场工

作任务顺利完成。甘肃省地震局按照国家规范评估完成的房屋直接灾害损失结果于 ８月 １８
日报送甘肃省减灾委办公室，作为政府抗震救灾决策依据。甘肃省地震局在地震现场的应

急工作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评价。

１．７　强化应急宣传，维护社会稳定
根据郑国光局长和中国地震局现场指挥部关于加强宣传、正确引导舆论、维护社会稳定

的指示要求，甘肃省地震局从启动响应到应急结束，无论现场还是后方，都非常重视应急宣

传工作。一是主动指派专家接受记者采访。带队领导在出队前接受了甘肃电视台的采访，

向记者介绍了地震的基本情况和初步了解到的地震对甘肃省的影响情况，抢先发声，回应社

会关切。应急期间又安排专家接受记者专访，解读此次地震，澄清地震传言。二是利用传统

主流媒体开展宣传。在甘肃地震信息网密集发布震情、灾情、应急处置和余震情况等信息，

截至 ８月 １８日，共发布信息 ３２期。联合省委宣传部要求甘南藏族自治州、陇南市利用市州
电视台、辖区县级电视台、网站及广场大屏，同时协调省电视台和中国甘肃网在甘肃卫视和

各自网站滚动密集播放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制作的《地震发生时如何第一时间科学避震》《震

后如何紧急规避常见次生灾害》《地震被埋如何紧急自救和互救》《地震破坏程度与哪些因

素有关》《余震来了怎么办》等 ５个视频短篇；三是利用新媒体开展宣传。协调相关单位，在
甘肃发布、ＺＡＫＥＲ兰州、天水在线、迭部县防震减灾、武都防震减灾、醉美多儿、甘肃省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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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等微信公众号推送前述短视频；四是在甘肃灾区现场开展宣传。在前期灾情调查时入户

宣传的基础上，８月 １３～１７日，甘肃省地震局现场应急工作队成立了多部门联合组成的应急
科普知识宣传队，深入企业、集贸市场、施工工地、林业保护站、宗教寺院、武警部队和农村群

众家中，开展防范余震和震后自救互救知识宣传，发放了《地震知识》《中小学地震常识读

本》《企业地震知识读本》《农村抗震技术读本》和防震减灾知识挂图、纪念手提袋及围裙等

共 ９４００多份，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受到省委宣传部的好评。

２　甘肃灾区震害特点及启示

２．１　震害特点
２．１．１　震感强烈，直接震害总体较轻

此次地震波及范围广，甘肃中部、东南部广大地区震感强烈且持续时间较长。但仅舟曲

县有 ２人受伤，主要是避险不当所致，同时，房屋总体上破坏较轻，属Ⅵ度（６度）区影响范
围。表现形式为土木结构房屋裂缝较为发育或原有裂缝扩展，主要为硬山搁檩下部墙体纵

向裂缝、隔墙纵向裂缝、山墙外闪、门窗角裂缝、墙面瓷砖掉落等；部分砖混结构房屋也产生

了裂缝，主要为硬山搁檩下部墙体斜裂缝、门窗角斜裂缝等；个别框架结构房屋发育轻微裂

缝，主要为填充墙体与横梁之间的横向裂缝。少数老旧房屋局部坍塌，少量院子围墙倒塌。

个别土遗址文物轻微受损。同时，此次地震中厚土层覆盖引起的场地效应和山体放大效应

较为明显，这往往造成局部地震烈度异常。交通、电力、通讯、水利等生命线工程基本保持完

好，个别杆架发生倾斜现象，个别乡村供水设施和灌排渠道受损，少量公路路面产生裂缝、局

部坍塌或边坡崩塌阻塞道路等震害。住宅场地选择不当和地基处理不善是造成房屋震害的

重要原因之一。许多房屋位于半坡地带或条状突出的山咀，加之地基处理失当或未作处理，

容易产生地基失效，导致房屋震害加重。

２．１．２　生态环境受到损害
甘肃陇南以及甘南舟曲、迭部地区，山高、谷深、坡陡，原本就是我国滑坡、崩塌、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高发区。此次地震诱发了滚石、崩塌、表层溜坍、地表土体松动和老滑坡体变形

等现象，这些震害直接导致生态植被损毁、林木倾斜或折断，尤其是舟曲、迭部地处高寒地

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条件严酷，植被退化严重，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此次地震使山区

的环境承载力降低。同时，不良地质现象的发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水土流失，进而损害

了原有山地生态系统的功能，包括水源涵养功能的下降（吴宁等，２００８）。
２．１．３　灾害叠加效应突出

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６～７日，陇南地区的文县、礼县、武都区、西和县、成县、康县等 ６县（区）出
现大暴雨，境内 ５３个气象监测站点记录突破了 １９５６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引发了
暴洪、泥石流灾害。８月 ８日，四川省九寨沟县发生 ７０级地震，加剧了该地区滑坡、崩塌、泥
石流隐患的发展趋势。８月 ２０日，徽县、成县、武都区等县（区）突降暴雨再次引发洪涝灾
害。文县、武都区、康县、成县、徽县、西和县、两当县、舟曲等 ８个县（区）原本就是汶川地震
重灾区，九寨沟地震又造成部分山体松动，此次强降雨引发大面积滑坡、泥石流。“８·７”暴洪
泥石流、“８·８”九寨沟地震、“８·２０”洪涝形成了“三灾叠加”，导致了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
失。

１５６

ＣＭＹＫ



中　国　地　震 ３３卷

２．２　启示
２．２．１　加强抗震设防管理是有效减轻地震灾害的关键

九寨沟地震对陇南、甘南破坏较小，这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和扶贫搬迁过程中加强抗震

设防有直接关系。２００８年汶川 ８０级地震后，陇南、甘南等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组织编制
了本行政区域内农房通用设计图集，供建房农民选择使用，在充分考虑当地的建材供应、习

惯做法以及运输的实际情况下，采取的砖混结构、砖结构、木结构、石结构等做法均须满足国

家建筑标准和抗震设防要求，与九寨沟一山之隔的舟曲，乡村传统民居多采用穿斗木结构，

抗震性能较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规定负责本辖区农村居民个人自建住宅抗

震设防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学校、幼儿园、医院等建设工程，其抗震设防

要求在国家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的基础上提高一档设防。同时，当时的恢复重建高度重视抗

震加固鉴定工作，受损房屋建筑工程根据应急评估结论可修复和加固的，全部按照所在地抗

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鉴定，并依据鉴定结果确定修复和加固措施。因此，此次地震震区房屋

建筑抗震设防水平较高，抗震性能总体较好，特别是经过汶川地震恢复重建后的新建建筑达

到了抗震设防要求，经受住了此次地震的考验。

２．２．２　提高防震减灾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是减轻人员伤亡的重要保障
近 １０年以来，甘肃各地区建立了由党委宣传部门牵头，地震、教育、广电、科协等相关部

门协作的防震减灾宣传教育机制，逐步形成了领导重视、全员参与、面向社会、贴近民众、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防震减灾宣传格局，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影响广泛、广大群众喜闻乐

见的防震减灾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将防震减灾知识纳入中小学教育计划，推进防震减灾知

识和技能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定期组织公众开展应急

救护技能培训和逃生避险演练，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提升公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此

次地震中甘肃多地震感强烈，尤其是陇南、甘南地区房屋摇晃严重，但当地群众并没有出现

慌乱情况，而是合理避险，震后秩序井然，有效减轻了人员受伤情况，保持了社会稳定，防震

减灾宣传的效力充分展现出来。

２．２．３　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的防范与治理
甘肃的陇南、甘南等地区地处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斜坡急剧变形带，属西秦岭侵

蚀剥蚀构造山地。地质构造复杂，地貌类型多样，山峦叠嶂，沟壑纵横，山洪、滑坡、崩塌、泥
石流等自然灾害易发、多发，是全国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区域内地震多发，受汶川

地震和此次九寨沟地震的影响，山体破碎，灾害隐患点大幅增加，直接威胁城镇、村庄、学校、

工矿企业等人口密集地区，同时对公路、铁路、通讯输电线路、河道等重要生命线工程以及一

些重要的旅游景区造成严重危害。目前，大多数地质灾害隐患点未进行工程治理，防治任务

繁重。今后应根据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结果，严格执行地质灾害避让要求，加强地质灾害隐患

点综合治理和监测预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３　甘肃灾区重建对策

为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省委、省政府成立甘肃省陇南“８·７”暴洪泥石流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领导小组，将“８·８”九寨沟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合并在内。省政府成立协调推进专项
组，下设 １０个工作组，协调推进农村居民住房恢复重建和村镇建设、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

２５６

ＣＭＹＫ



４期 石玉成等：四川九寨沟 ７０级地震应对及甘肃灾区震害特点和启示

公共服务设施、产业扶贫、防灾减灾、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灾后恢复

重建，早日建成美好新家园。主要重建原则和对策如下：

（１）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甘东南地区地质条件异常复杂，地震活动频繁，基础设施
薄弱，也是地处秦巴山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在重建工作中，要立足灾区实际，统筹当前与长

远、灾后重建与精准脱贫、经济发展与综合减灾，结合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促进灾区

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实现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２）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灾后恢复重建的根本出发点，把
农村居民住房建设摆在突出和优先位置，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支持力度，对符合易地扶贫搬

迁条件的贫困户，组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对符合危房改造政策的农户，组织实施农村危房

改造工程。做好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和供水、交通等基础设施恢复重建，提升群众生

产生活水平。

（３）坚持科学选址、保障安全。严格按照灾害防范和避让要求，科学合理布局农村居民
住房、学校、卫生院等重建项目，采取避开地震活动断层、地震地质灾害危险区和抗震危险地

段等措施。严格执行国家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确保重建工程质量安全。建立健全地质灾

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应急处置等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完善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

体系，提高灾情预测预警和临近预报能力。

（４）坚持保护生态、绿色发展。甘肃陇南等地属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区域，也是我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区域，灾后重建中要牢固树立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把“绿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
方面，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积极构建生态产业体系，努力实现百姓富、生态美

的有机统一。

４　结语

唐朝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近 ５年来发生的四川芦山、云南鲁甸、甘肃岷县漳县、新疆皮山、
四川九寨沟等一系列地震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无情的灾难事实一次次告

诫我们，加快推进防震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刻不容缓。尽管我国防震减灾事业取得了长足发

展，但总体上防震减灾基础仍然薄弱，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有很多不适应，与人

民群众的新期待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何尽快提高城乡抗御地震灾害能力、如何高效应对

大震巨灾、如何全面提升公众防震减灾素质、如何突破地震预测预报难关等重大课题，更加

突出地摆在面前，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唐山调研时提出的“两个坚持，

三个转变”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

制改革的意见》，深入探索我国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新途径，着力加强防震

减灾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提高防震减灾救灾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

全社会抵御地震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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