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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近三年以来全球 ５．０级以上地震数据，以季度为单位进行统计分析，汇总不同季

度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损失情况。重点对 ２０２３年 ７—９月发生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的 ５．０级以上地震开展数据搜集、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通过对重大地震灾害及其伤亡情

况进行分析，对比和总结近三年来同季度地震灾害活动情况，提出地震灾害应急避险及预防措

施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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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地震是造成人员伤亡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地震的突然性、瞬时性以及所造成的灾难

对人类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朱林等，２０２３）。在众多自然灾害中，地震往往以突发性强、
破坏力大和不可预知性给社会的稳定发展、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根据全球地震分

布特征可以发现，很多强震都发生在板块边界上（高雯琪等，２０２３；赵根模等，２０２０），纵观全
球地震，随着经济发展，地震及其次生灾害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张晓东等，２０２２）。为防
范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要求灾害风险治理和建筑物抗震性能改善同步发力，同时应加强震

后救援和应急避险能力建设，合理部署抢险救援力量，科学制定防震减灾应对策略，以提高

综合减灾成效（熊熊等，２０２３；聂高众等，２０２１；马秀丹等，２０２３）。
本文以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和美国地质勘探局（ＵＳＧＳ）发布的地震定位结果为基础，通过

维基百科、全球灾害警报和协调系统（ＧＤＡＣＳ），以及参考《全球地震信息目录》（宋治平等，
２０１１）和相关新闻报道等对地震灾害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对 ２０２０年以来全球发生的 ５．０级
以上地震进行统计，重点对 ２０２３年 ７—９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地震进行分析，为后续研究
提供基础资料。信息数据收集时间截至 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 １０日。

１　２０２３年 ７—９月全球地震活动概况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１日—９月 ３０日全球共发生 ５．０级以上地震 ７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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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５．０～５．９地震 ４７次，６．０～６．９级地震 ２５次，７．０级以上地震 ２次（图１，表１），震级最大
的为 ７月 １６日美国阿拉斯加州以南海域发生的 ７．２级地震。２０２３年 ７—９月 ５．０级以上地
震的活动次数低于 ２０２０年以来季均 １０５．９次的水平，７．０级以上大震发生频率低于 ２０２０年
以来每季度 ３．４７次的平均水平（马亚伟等，２０２２；解孟雨等，２０２１）。

图 １　２０２０年 １月—２０２３年 ９月每季度全球 ５．０级以上地震活动统计

表 １ ２０２３年 ７—９月全球 ５．０级以上地震信息

序号 日期
北京时间

（时：分）

经度

／（°）
纬度

／（°）
震源深度

／ｋｍ
震级 震中位置

１ ７月 １日 １５：２９ －０．２５ ８８．６０ １０ ５．８ 南印度洋

２ ７月 １日 １７：１５ ４９．９５ １５５．３５ １５０ ５．０ 千岛群岛

３ ７月 ２日 １８：２７ －１７．８５ －１７５．００ ２１０ ６．９ 汤加群岛

４ ７月 ３日 １０：５１ －３．９０ １４０．２５ ２０ ５．３ 印尼巴布亚省

５ ７月 ４日 ０４：０１ ４１．７５ ４９．３０ ６０ ５．４ 里海

６ ７月 ６日 ０８：３１ －２３．９０ －６８．０５ １３０ ５．９ 智利

７ ７月 ９日 ０３：４７ ２２．０３ １２１．４９ １０ ５．４ 台湾屏东县海域

８ ７月 １０日 ０１：１１ －３３．２５ －６９．９５ ９０ ５．６ 阿根廷

９ ７月 １１日 ０４：２８ ２０．００ －６１．２０ １０ ６．６ 背风群岛

１０ ７月 １４日 １７：２９ １５．１０ －９３．８０ ４０ ６．２ 墨西哥沿岸近海

１１ ７月 １６日 １４：４８ ５４．５５ －１６０．９５ ２０ ７．２ 美国阿拉斯加州以南海域

１２ ７月 １７日 １１：０５ －３８．１０ －７０．３５ １８０ ６．７ 阿根廷

１３ ７月 １７日 １２：４２ －１．５０ １２６．５０ ２０ ５．４ 印尼马鲁古海

１４ ７月 １９日 ０８：２２ １２．７０ －８８．１０ ７０ ６．６ 尼加拉瓜沿岸近海

１５ ７月 ２４日 １０：４９ －２４．０５ １７８．８５ ５５０ ６．０ 斐济群岛以南海域

１６ ７月 ２５日 ０８：２５ －９．１５ １２３．９０ ８０ ５．４ 帝汶岛地区

１７ ７月 ２５日 １３：４４ ３７．４０ ３５．９５ １０ ５．３ 土耳其

１８ ７月 ２５日 １８：３５ １７．２０ １４５．６０ ４００ ５．５ 马里亚纳群岛

１９ ７月 ２６日 ２０：４４ －１４．７０ １６７．８５ １０ ６．４ 瓦努阿图群岛

２０ ７月 ２８日 １５：５８ －３０．６０ ５９．９５ １０ ５．８ 西南印度洋海岭

２１ ７月 ２９日 ０３：２３ １０．５０ ９３．３５ １００ ５．９ 印度安达曼群岛地区

２２ ７月 ３０日 ０９：１０ １２．９０ －９０．８０ ３０ ５．７ 危地马拉沿岸近海

２３ ８月 ２日 ００：４９ ５４．７０ １６８．２５ １０ ５．３ 科曼多尔群岛地区

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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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日期
北京时间

（时：分）

经度

／（°）
纬度

／（°）
震源深度

／ｋｍ
震级 震中位置

２４ ８月 ２日 ０１：１５ １５．２０ ３９．５０ １０ ５．５ 厄立特里亚

２５ ８月 ２日 ０９：３２ －２１．３５ －１７９．１５ ６００ ５．７ 斐济群岛

２６ ８月 ３日 ０９：２５ ５．６０ －８２．６５ １０ ５．９ 巴拿马以南海域

２７ ８月 ４日 ０３：３３ ５４．８５ －１６１．３０ ４０ ５．６ 美国阿拉斯加州以南海域

２８ ８月 ４日 ０８：３１ －６．２５ １１３．０５ ５９０ ５．６ 印尼爪哇岛附近海域

２９ ８月 ４日 １９：４８ －０．４０ １２５．２０ ５０ ５．７ 印尼马鲁古海

３０ ８月 ５日 １５：２０ －２８．２０ －６３．２０ ５９０ ６．１ 阿根廷

３１ ８月 ６日 ００：０１ ３６．４５ ７０．８５ １９０ ５．９ 阿富汗

３２ ８月 ６日 ０２：３３ ３７．１６ １１６．３４ １０ ５．５ 山东德州市平原县

３３ ８月 ６日 ０８：３２ ３６．４５ ７０．５５ ２００ ５．９ 阿富汗

３４ ８月 ９日 ０２：３８ －１５．２５ －１７３．２０ １００ ６．２ 汤加群岛

３５ ８月 ９日 ０８：５７ ６．５０ １２６．３０ ７０ ５．３ 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海域

３６ ８月 ９日 １５：５３ －２２．１０ －６５．９５ ２５０ ５．１ 阿根廷

３７ ８月 ９日 １７：２０ １３．４０ １４４．１５ ４６０ ５．９ 马里亚纳群岛

３８ ８月 ９日 １７：３３ １６．１５ －９３．６５ １２０ ５．８ 墨西哥

３９ ８月 １０日 １０：００ －５．７５ １３１．４０ ９０ ５．２ 印尼班达海

４０ ８月 １１日 ０１：４８ ３８．２５ ３８．１５ １０ ５．１ 土耳其

４１ ８月 １１日 ０８：１４ ４１．２０ １４２．８５ ５０ ６．０ 日本北海道附近海域

４２ ８月 １３日 ０９：４３ ２０．５０ １２１．５０ ６０ ５．４ 巴坦群岛

４３ ８月 １４日 ２１：５１ １３．３０ １４７．４５ １０ ６．１ 马里亚纳群岛

４４ ８月 １４日 ２２：４９ ２４．８０ ９２．１５ １０ ５．０ 孟加拉国

４５ ８月 １６日 ２０：４７ －１３．８５ １６７．２０ ２２０ ６．４ 瓦努阿图群岛

４６ ８月 １８日 ０１：０４ ４．２５ －７３．３５ １０ ６．２ 哥伦比亚

４７ ８月 １８日 １５：５７ －０．３０ －１９．７０ １０ ５．３ 中大西洋海岭中部

４８ ８月 ２１日 ０３：５９ －５５．９０ －２７．３０ ５０ ５．９ 南桑威奇群岛

４９ ８月 ２３日 ２２：２２ －２６．９５ －６３．５０ ５８０ ６．１ 阿根廷

５０ ８月 ２５日 ０６：４８ ３９．５０ １４３．５５ １０ ５．８ 日本本州东海岸远海

５１ ８月 ２８日 ０５：４５ ５．２５ －７６．７０ １０ ５．３ 哥伦比亚

５２ ８月 ２９日 ０３：５５ －６．８０ １１６．６０ ５２０ ７．１ 印尼巴厘海

５３ ８月 ２９日 ０４：０８ －７．１５ １１７．２０ ４７０ ５．９ 印尼巴厘海

５４ ８月 ２９日 １２：３４ －５．７０ １３０．００ ２２０ ５．９ 印尼班达海

５５ ８月 ２９日 １２：５９ １０．１０ －７８．３０ ４０ ５．５ 巴拿马以北海域

５６ ９月 ２日 ０４：４９ ５０．６０ １５６．４５ １４０ ６．１ 千岛群岛

５７ ９月 ５日 ０８：５５ －２３．９５ １７５．５５ １０ ５．４ 斐济群岛以南海域

５８ ９月 ５日 ２３：０３ －５．３０ １４２．７５ ７０ ５．７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５９ ９月 ７日 ０７：４８ －３０．３０ －７１．４５ ５０ ６．４ 智利

６０ ９月 ８日 １７：０９ －３２．９５ －１７９．４０ １００ ６．５ 新西兰克马德克群岛以南海域

６１ ９月 ９日 ００：３７ １９．３０ －１０５．１０ １０ ６．１ 墨西哥哈利斯科州沿岸近海

６２ ９月 ９日 ０６：１０ ３１．００ －８．５５ １０ ６．９ 摩洛哥

５１９

ＣＭＹＫ



中　国　地　震 ３９卷

续表１

序号 日期
北京时间

（时：分）

经度

／（°）
纬度

／（°）
震源深度

／ｋｍ
震级 震中位置

６３ ９月 ９日 ２２：４３ －０．１０ １１９．７５ １０ ５．９ 印度尼西亚

６４ ９月 １１日 ２０：５１ １．１０ １２７．４５ １６０ ６．１ 印尼哈马黑拉岛

６５ ９月 １２日 １９：０３ １９．３５ １２１．０５ １０ ６．３ 菲律宾群岛地区

６６ ９月 １３日 １９：４９ －３５．８５ －９８．０５ １０ ６．１ 西智利海岭

６７ ９月 １５日 ０３：５８ －６．２０ １４９．７０ ６０ ５．５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６８ ９月 １８日 ２１：２１ ２６．４５ １２５．３５ １７０ ６．４ 东海海域

６９ ９月 １９日 ０３：３３ ３８．４５ １４２．１０ ８０ ５．４ 日本本州东岸近海

７０ ９月 １９日 １４：２２ ３１．１０ １４２．２０ ５０ ５．８ 日本本州东南海域

７１ ９月 ２２日 ０５：１１ －１４．１０ １６７．００ １９０ ６．０ 瓦努阿图群岛

７２ ９月 ２２日 ２２：５９ －７．１０ １２９．８５ １５０ ５．７ 印尼班达海

７３ ９月 ２６日 ０９：３９ ４．６０ １２７．４５ １１０ ６．０ 印尼塔劳群岛

７４ ９月 ２８日 ２２：４０ －１５．５０ １６７．９０ １６０ ５．８ 瓦努阿图群岛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①，经纬度中的正数表示东经和北纬，负数表示西经和南纬。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２０２３年第 ３季度地震活动多集中在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
造成人员伤亡的地震主要出现在欧亚地震带。从国家来看，５．０级以上地震活动主要集中在
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日本、瓦努阿图群岛等国，地震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包括印度

尼西亚、菲律宾、阿富汗、土耳其等，其中印度尼西亚发生 １３次地震，菲律宾、阿富汗、土耳其
各发生 ２次地震。

图 ２　２０２３年 ７—９月全球 ５．０级以上地震活动及伤亡情况

６１９

① 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ｃｅｉｃ．ａｃ．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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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０２３年 ７—９月全球重大地震灾害情况

２０２３年 ７—９月全球共发生有人员伤亡的地震 ７次，造成 ２９４８人死亡，５８４１人受伤
（表２）。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为 ９月 ９日摩洛哥 ６．９级地震，其导致至少 ２９４８人死亡，
５６７４人受伤②。

表 ２ ２０２３年 ７—９月全球 ５．０级以上地震灾害统计

序号 日期
北京时间

（时：分）
震级

震源深度

／ｋｍ
震中位置

伤亡人数

死亡 受伤

１ ７月 １９日 ０８：２２ ６．６ ７０ 尼加拉瓜沿岸近海 ０ ２

２ ７月 ２５日 １３：４４ ５．３ １０ 土耳其 ０ ６３

３ ８月 ６日 ０２：３３ ５．５ １０ 山东德州市平原县 ０ ２４

４ ８月 １１日 ０１：４８ ５．１ １０ 土耳其 ０ ２３

５ ８月 １８日 ０１：０４ ６．２ １０ 哥伦比亚 ２ ５０

６ ９月 ９日 ０６：１０ ６．９ １０ 摩洛哥 ２９４６ ５６７４

７ ９月 １２日 １９：０３ ６．３ １０ 菲律宾群岛地区 ０ ５

合计 ２９４８ ５８４１

　　注：地震数据源自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①，人员伤亡数据源自维基百科 ２０２３年地震列表②，收集时间截至 ２０２３年 ９
月 ２５日。

２０２３年 ７—９月全球地震活动和人员伤亡特点：
（１）全球发生 ７．０级以上地震 ２次，相比 ２０２０年以来季均 ３．４７次偏低，２次地震均发生

在海域，未造成人员伤亡。

（２）造成灾害的 ５．０级以上地震共计 ７次，其中 ２次发生在海域，与陆地地震相比，海域
地震造成的地震灾害相对较小。７—９月地震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为 ２９４８人，低于 ２０２０年
以来季均 ４５６５人的水平（图３）。

（３）在造成灾害的 ５．０级以上地震中，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有 ４次，其中土耳其
２次，中国和菲律宾各 １次。

（４）９月 ９日摩洛哥 ６．９级地震造成 ２９４６人伤亡，５６７４人受伤，其死亡人数约占当季度
总数的 ９９．９３％，受伤人数约占当季度总数的 ９７．１４％。

３　２０２３年 ７—９月全球典型地震统计分析

３．１　哥伦比亚 ６．２级地震
３．１．１　基本信息

北京时间 ８月 １８日 １时 ４分（当地时间 ８月 １７日 １２时 ４分）哥伦比亚发生 ６．２级地
震，震源深度 １０ｋｍ。震中 ３００ｋｍ范围内有 １５座大中城市，其中最近城市为比亚维森西奥，
距震中约 ３４ｋｍ。随后至少发生 ２次民众感受较强的余震③，该国大部分地区有强烈震感。

７１９

②

③

数据源自维基百科 ２０２３年地震列表，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Ｌｉｓｔ＿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ｎｆｏｂａｅ．ｃｏｍ／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２０２３／０８／１７／ｆｕｅｒｔｅｔｅｍｂｌｏｒｈｏｙｅｎ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ｉｍａｇｅｎｅｓｄｅｄｅｓｔｒｕｃｃｉｏｎｔｒａｓｅｌｓｉｓｍ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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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２０年以来每季度 ５．０级以上地震灾害造成人员死亡（含失踪）情况对比

３．１．２　构造背景
哥伦比亚位于南美洲西北部，地处加勒比板块、科科斯板块、科纳斯板块和南美板块 ４

个板块交汇地带（宋绍鹏等，２０１６），与秘鲁和智利等区地震活动同属南美地震带，是环太平
洋地震带的大震高发区，其地震分布多集中在国土的西北部。中西部除沿海平原外，主要为

西、中、东 ３条平行的科迪勒拉山脉构成的高原。境内南部有一系列火山锥，地处环太平洋
地震带，地质构造复杂（宋绍鹏等，２０１６；刘亚明等，２０１１）。１９９９年 １月 ２５日哥伦比亚曾发
生 ６．０级地震，造成 １０００多人死亡，３４００多人受伤，数十万人无家可归（崔秋文，１９９９）。
３．１．３　灾情及救援信息

此次哥伦比亚 ６．２级地震及其余震造成 ２人死亡，超 ５０人受伤，４００多房屋遭到损坏
（图４）。地震发生几分钟后，紧接着又发生余震，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④，市内街道

挤满了逃出家门的居民。据哥伦比亚媒体报道，由于建筑物出现裂缝，部分居民被迫疏散或

者撤离，波哥大和比亚维森西奥之间的公路采取预防性封闭措施，在瓜亚贝塔尔、克塔梅和

奇帕克等市的农村地区发生山体滑坡，昆迪纳马卡省因东部发生地震和余震而进入警戒状

态⑤。为分析地震及其余震影响，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设立了统一指挥所。

３．２　摩洛哥 ６．９级地震
３．２．１　基本信息

北京时间 ９月 ９日 ６时 １０分（当地时间 ９月 ８日 ２３时 １０分）摩洛哥发生 ６．９级地震，
震源深度 １０ｋｍ。震中 ３００ｋｍ范围内有 ８座大中城市，最近城市为马拉喀什，距震中约
８７ｋｍ。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最大城市卡萨布兰卡等多地震感明显（苏畅等，２０２３）。
３．２．２　构造背景

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端，地处欧亚板块与非洲板块之间，为地震多发区。这次地震是发

生在非洲板块内部的一次强震，震中位于阿特拉斯山区，该地区的房屋多用夯土或砖建造，

建筑抗震能力普遍较差（图５）。近 ５０年来，位于地中海南岸的非洲板块非常活跃，平均每
年向北推进 ６ｍｍ，导致地中海南北两岸地震频繁，而位于南岸的马格里布地区更是首当其

８１９

④

⑤

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７７４５４６４６０５０４０１９３７０＆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ｏｒｔａｆｏｌｉｏ．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ｉｎｆｒａ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ｄａｎｏｓｑｕｅ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ａｒｏｎｅｎｍｅｔａｙｃｕｎｄｉｎａｍａｒｃａｔｒａｓｆｕｅｒｔｅｔｅｍｂｌｏｒ
ｅｎ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５８７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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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图片源自维基百科。

图 ４　哥伦比亚 ６．２级地震造成的建筑物倒塌

　　注：图片源自维基百科。

图 ５　摩洛哥 ６．９级地震造成的建筑物倒塌

冲。１９６０年摩洛哥城市阿加迪尔附近曾发生 ５．８级地震，地震摧毁了南部大西洋城市阿加
迪尔，造成 １２０００人死亡。２００４年 ２月 ２４日摩洛哥北海岸附近发生 ６．４级地震，造成至少
６２８人死亡，９２６人受伤，２５３９间房屋被毁，超 １５０００人无家可归（董泰，２００４）。
３．２．３　灾情信息

此次摩洛哥 ６．９级地震造成至少 ２９４６人死亡，５６７４人受伤，２０００多个村庄和 ５０００多栋
房屋遭到损坏。该地震是摩洛哥自 １９６０年以来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大量以传统泥砖、
石头和粗木房屋建造的小村庄被摧毁。受地震影响，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

录》的马拉喀什老城城墙部分遭到损坏（方彬楠等，２０２３）。据 ９月 ２２日的摩洛哥经济和财
政报告显示，强震导致 ５９６４７栋建筑受损倒塌，其中 ３２％为整体倒塌，６８％为部分倒塌。受
地震影响的村庄达 １６３个，受影响的居民人数达 ２８０万人⑥。

９１９

⑥ 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６３４４９１１７／１８３１ｃｎｖ４ｄｔＨＩｂｎＰｇＳｑｕＺＧ８ｌＲｋｍ４ｅＴＰｑｒＱｉＡＣｄＡＹｂ７ＦＨＨ０ＯＫｐｆＤｑ９Ｐｘ２０
ＹｅＳｊＴｄｈＭｌＯｕ８ＤＯＷｗｙＡ２ｃＱＣｂＨ６ｏｒＣＸＳａｔＳｕＲＱＦ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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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　救援信息
地震发生后，摩洛哥内政部发表声明表示，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地方当局、安全部门和

民防部门会动员和利用一切方法提供必要的援助，包括派遣搜救队、直升机、无人机，安排工

程车辆、物流中心和医疗外科医院，并为各相关部门和受灾情影响的摩洛哥民众提供必要支

持。摩洛哥全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哀悼，所有公共建筑均下半旗志哀⑦。

摩洛哥的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救治机构用血需求激增，震中及周边居民自发响应卫

生机构呼吁，进行献血。当地民防部门为灾民设立了避难所。一些偏远灾区受地震影响交

通阻断，只能使用军用直升机空运空投紧急援助物资。

为帮助摩洛哥应对此次重大地震灾害，中国红十字会宣布向摩洛哥红新月会提供 ２０万
美元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也宣布愿根据摩洛哥方面的需要提供紧

急人道主义援助。土耳其、法国和卡塔尔均表示愿意向摩洛哥提供帮助。阿尔及利亚决定

向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和受伤灾民的航班开放领空，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⑧。韩国政府决

定向摩洛哥地震灾区派遣以医务人员为主的援外救援队，并提供 ２００万美元规模的人道主
义援助。

４　２０２３年 ７—９月全球地震活动总结

（１）２０２３年 ７—９月全球 ５．０级以上地震共 ７４次，造成 ２９４８人死亡，５５００余人受伤，摩
洛哥 ６．９级地震造成了当地较严重的经济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在该季度地震活动中，５级
地震活动数量处于近 ３年以来较低水平，７级地震活动数量处于近 ３年以来同季度偏低水
平。

（２）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处于 ２０２０年以来较高水平，其中，地震灾害活动造成
伤亡人数较多的为 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９日摩洛哥 ６．９级地震，此次地震也是近 ３年来同季度中地
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人数最高的一次。此外，哥伦比亚 ６．２级地震、土耳其 ５．３级地震灾害
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

（３）５．０级以上地震多发于环太平洋地震带西南部地区，由于其位置地处太平洋板块和
印度洋板块交界处，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质构造活动较为活跃，导致地震多发。欧

亚地震带强震活动明显，该区域内抗震设防能力和意识较落后的国家抵御强烈地震灾害的

能力较弱，且其缺乏专业的救灾抢险设备，强烈地震造成的经济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较为严

重。

（４）综上，２０２３年 ７—９月全球地震活动较为平稳，处于 ３年来历史同期较低水平。该
季度中出现了较大的伤亡情况，由于摩洛哥当地人民生活居住的建筑物结构和建筑材料的

抗震能力较差，公众的抗震避险意识不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由此也

给受地震灾害影响的公众提出了深刻的警示，特别是居住生活在地震带的人们应时刻保持

应急避险技能和意识，做好日常抗震设防工作和制定有针对性的应急避险预案，警惕强震灾

０２９

⑦

⑧

ｈｔｔｐ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ｃ．ｃｃｔｖｎｅｗｓ．ｃｃｔｖ．ｃｏｍ／ｓｎｏｗｂｏｏｋ／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ｉｔｅｍ＿ｉｄ＝１０８３８６２４４８４６９９８０５９９１＆ｔ＝１６９４２２７５４０８７９
＆ｔｏｃ＿ｓｔｙｌｅ＿ｉｄ＝ｆｅｅｄ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ｓｈａｒｅ＿ｔｏ＝ｗｅｃｈａｔ＆ｔｒａｃｋ＿ｉｄ＝５７ｄ９３ｅｅ７－５７０３－４ｃ５ｆ－８３０ｆｃｆ３８２ｅ３６ｂ５３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ｗｓ．ｃｎ／２０２３０９／１０／ｃ＿１１２９８５４８９１．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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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减轻地震灾害损失。

致谢：本文数据源自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美国地质调查局（ＵＳＧＳ）官网、维基百科等，中国地震台网中

心国（境）外值班小组工作人员给予了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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