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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 １０—１２月全球地震活动述评

马秀丹　刘琪　郑宁宁　陈鸿钰　侯旭婷　张晋辉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４５

摘要　本文以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发布的 ２０２０年以来全球 ５．０级以上地震数据为基础，按季

度进行统计分析，重点对 ２０２３年 １０—１２月发生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典型地震开

展数据分析整理归纳，对地震造成的灾害及其影响进行分析汇总，分析地震活动特点，进一步提

升公众防灾减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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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２０２３年 １０—１２月全球地震活动概况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 １日—１２月 ３１日全球共发生 ５．０级以上地震 １１２
次，其中 ５．０～５．９级地震 ７６次，６．０～６．９级地震 ３３次，７．０级以上地震 ３次（图１、表１），其
中，震级最大地震为 １２月 ２日菲律宾发生的 ７．６级地震。２０２３年 １０—１２月 ５．０级以上地
震的活动次数高于２０２０年以来季均１０６．２５次的水平，但７．０级以上大震发生频率低于２０２０
年以来每季度 ３．４４次的平均水平（马亚伟等，２０２２；崔满丰等，２０２３；郑宁宁等，２０２３）。

图 １　２０２０年 １月—２０２３年 １２月每季度全球 ５．０级以上地震活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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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地　震 ４０卷

表 １ ２０２３年 １０—１２月全球 ６．０级及以上地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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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 ３日 １９：３８ １４０．４５ ２９．９５ ２０ ６．０ 日本本州东南海域

２ １０月 ４日 １９：２１ １２６．２５ ５．４０ １２０ ６．４ 棉兰老岛附近海域

３ １０月 ５日 １０：００ １４０．０５ ２９．９０ １０ ６．２ 日本本州东南海域

４ １０月 ７日 １４：４１ ６１．９０ ３４．７０ １０ ６．２ 阿富汗

５ １０月 ７日 １５：１２ ６１．９０ ３４．５０ １０ ６．２ 阿富汗

６ １０月 ７日 １６：３４ １４６．１０ －５．６０ ５０ ６．８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７ １０月 ７日 １６：４０ １４６．１０ －５．３５ ５０ ６．７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８ １０月 １０日 １８：０１ －６６．３５ －２２．９５ ２６０ ６．０ 阿根廷

９ １０月 １１日 ０８：４１ ６１．９５ ３４．５５ １０ ６．３ 阿富汗

１０ １０月 １２日 ０４：０４ １３９．７５ －５２．００ １０ ６．３ 麦夸里岛以西海域

１１ １０月 １５日 １１：３６ ６２．３０ ３４．７５ １０ ６．４ 阿富汗

１２ １０月 １６日 １９：３５ －１７６．８０ ５２．４０ １８０ ６．４ 安德烈亚诺夫群岛

１３ １０月 ２９日 １２：３２ １６８．６５ －１９．４５ ７０ ６．２ 瓦努阿图群岛

１４ １０月 ３１日 １９：１０ －１７８．９５ －１７．６０ ５５０ ６．５ 斐济群岛

１５ １０月 ３１日 ２０：３３ －７１．６５ －２８．７５ ２０ ６．７ 智利中部沿岸近海

１６ １１月 ２日 ０５：０４ １２３．８０ －１０．２０ ２０ ６．１ 帝汶岛地区

１７ １１月 ８日 １２：５２ １２９．４５ －６．５５ １０ ７．１ 班达海

１８ １１月 ８日 ２１：０２ １２９．９５ －６．１５ １０ ６．７ 班达海

１９ １１月 １７日 １６：１４ １２５．１５ ５．５５ ７０ ６．８ 菲律宾棉兰老岛

２０ １１月 ２２日 １０：４８ １２７．２０ １．７５ １２０ ６．１ 印尼哈马黑拉岛附近海域

２１ １１月 ２２日 １２：４７ １６８．１５ －１５．０５ １０ ６．９ 瓦努阿图群岛

２２ １１月 ２４日 １７：０５ １４５．５５ ２０．１５ １０ ６．９ 马里亚纳群岛

２３ １１月 ２８日 ０５：４６ １４３．９５ －３．７０ ２０ ６．６ 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海域

２４ １２月 ２日 ２２：３７ １２６．４５ ８．６５ ４０ ７．６ 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海域

２５ １２月 ３日 ００：０３ １２６．９５ ８．４０ ４０ ６．１ 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海域

２６ １２月 ３日 ０１：４０ １２６．８０ ８．４５ ４０ ６．０ 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海域

２７ １２月 ３日 ０２：０９ １２７．１０ ８．５０ ４０ ６．２ 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海域

２８ １２月 ３日 １８：３５ １２６．８５ ８．４５ ５０ ６．６ 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海域

２９ １２月 ４日 ０３：４９ １２６．８５ ８．９０ ５０ ６．９ 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海域

３０ １２月 ７日 ２０：５６ １６９．５０ －２０．７０ ５０ ７．１ 瓦努阿图群岛

３１ １２月 １１日 １４：３３ －１７５．３５ －１８．８０ ２７０ ６．１ 汤加群岛

３２ １２月 １８日 ２３：５９ １０２．７９ ３５．７０ １０ ６．２ 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

３３ １２月 ２０日 ２０：１１ －７２．８５ －１６．１０ １００ ６．２ 秘鲁

３４ １２月 ２１日 ２２：５５ －１７５．４５ ５１．５５ ２０ ６．２ 安德烈亚诺夫群岛

３５ １２月 ２８日 １７：１５ １４９．１５ ４４．４０ ３０ ６．５ 千岛群岛

３６ １２月 ３１日 ０１：１６ １３９．３０ －３．３０ ５０ ６．３ 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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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８２

① 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ｃｅｉｃ．ａｃ．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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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期 马秀丹等：２０２３年 １０—１２月全球地震活动述评

２０２３年第 ４季度，我国发生 ５．０级及以上地震 ９次，其中震级最大、受灾最严重的为
１２月 １８日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的 ６．２级地震，该地震诱发了大量的同震滑坡并导致
建筑物不同程度损毁，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该地震造成 １５１人死亡（甘肃
１１７人，青海３４人），９８２人受伤（甘肃 ７８４，青海１９８人），超１．５万座房屋倒塌，２０万座房
屋受损（房惠玲，２０２３）②。地震震中为甘东南活动构造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属于南北
地震带组成部分，从震源机制解看该地震为逆断层型地震，推测发震断层为北西向拉脊山

北缘断裂③。

从图２可以看出，２０２３年第４季度地震活动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印
度洋海岭地震带、大陆断裂地震带及大西洋中脊地震带也有少量分布。本季度环太平洋地震

带的地震活动次数高于欧亚地震带，７．０级以上地震发生 ３次，均发生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但由
于人口密度等因素，造成人员主要伤亡的地震多数在欧亚地震带。从国别来看，５．０级以上地
震活动主要集中在菲律宾、阿富汗、印度尼西亚、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发生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４７次，主要发生于阿富汗（５次）、中国（９次）、菲律宾、尼泊尔、印度尼西亚等国。
其中，１０月７日发生在阿富汗的２次６．２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图 ２　２０２３年 １０—１２月全球 ５．０级以上地震活动及伤亡情况分布

１　２０２３年 １０—１２月全球重大地震灾害情况

２０２３年 １０—１２月全球出现人员伤亡的地震共计 １７次，共造成 １８１０人死亡，４６６９人受
伤（表２）。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为 １０月 ７日发生在阿富汗的 ２次 ６．２级地震，导致至
少 １４８２人死亡、２１０２人受伤④。

１８２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２０２３＿Ｊｉｓｈｉｓ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５Ｇｈｒ６９ＺｚＳｕ９ＤＺ５７ｃＷ１２Ａ
数据源自维基百科 ２０２３年地震列表，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Ｌｉｓｔ＿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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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地　震 ４０卷

表 ２ ２０２３年 １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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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 ３日 １７：２１ ５．５ １０ 尼泊尔 １ ２７

２ １０月 ４日 １１：３５ ５．３ ３０ 菲律宾群岛 ０ ２

３ １０月 ４日 １９：２１ ６．４ １２０ 棉兰老岛附近海域 ０ １３

４ １０月 ７日 １４：４１ ６．２ １０ 阿富汗
１４８２ ２１０２

５ １０月 ７日 １５：１２ ６．２ １０ 阿富汗

６ １０月 ７日 １６：３４ ６．８ ５０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 ９

７ １０月 ７日 １６：４０ ６．７ ５０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８ １０月 １１日 ０８：４１ ６．３ １０ 阿富汗 ３ １６９

９ １０月 １５日 １１：３６ ６．４ １０ 阿富汗 ４ １６２

１０ １０月 ２２日 ０９：５４ ５．０ １０ 尼泊尔 ０ １

１１ １１月 ４日 ０２：０２ ５．９ １０ 尼泊尔 １５３ ３９１

１２ １１月 １７日 ０９：３７ ５．９ １０ 缅甸 ０ １

１３ １１月 １７日 １６：１４ ６．８ ７０ 菲律宾棉兰老岛 １１ ７３０

１４ １１月 ２２日 １０：４８ ６．１ １２０ 印尼哈马黑拉岛附近海域 １

１５ １２月 ２日 ２２：３７ ７．６ ４０ 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海域 ３ ７９

１６ １２月 ８日 ０４：０３ ５．３ ６０ 墨西哥 ０ １

１７ １２月 １８日 ２３：５９ ６．２ １０ 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 １５１ ９８２

合计 １８１０ ４６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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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收集时间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１月 ３日。

２０２３年 １０—１２月全球地震活动和人员伤亡特点：
（１）全球 ７．０级以上地震 ３次，低于 ２０２０年以来季均 ３．４４次水平。地震灾害造成的死

亡人数也低于 ２０２０年以来季均约 ４２９６人的水平（图３）。
（２）全球 ５．０级以上地震造成的地震灾害中，１０月 ７日阿富汗发生的 ２次 ６．２级地震造

成大量人员伤亡，其死亡人员约占总数的 ８１．８８％，受伤人员约占总数的 ４５．０２％。
（３）全球 １７次造成灾害的 ５．０级以上地震中，有 ６次发生在海域，其中，菲律宾棉兰老

岛附近海域发生 ３次，菲律宾群岛、印尼哈马黑拉岛附近海域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 １次，
与陆地地震相比，海域地震造成的地震灾害相对较小。

（４）全球造成灾害的 ５．０级以上地震多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菲律宾、阿富
汗各发生地震 ４次，尼泊尔 ３次，印尼 ２次，中国、印度尼西亚、缅甸均为 １次。

（５）本季度震级最大的地震为 １２月 ２日发生于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海域的 ７．６级地
震，此次地震造成 ３人死亡、７９人受伤，３９０所房屋倒塌，８３１５所房屋部分损坏，超 １０万居民
无家可归，经济损失达 ２４０万美元⑤。

２８２

⑤ 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Ｍｉｎｄａｎａ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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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期 马秀丹等：２０２３年 １０—１２月全球地震活动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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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２０２３年 １０—１２月全球典型地震分析

２．１　阿富汗 ６．２级地震
２．１．１　基本信息

北京时间 １０月 ７日 １４时 ４１分（当地时间 １０月 ７日 １１时 １１分）、北京时间 １０月 ７日
１５时 １２分（当地时间 １０月 ７日 １１时 ４２分）相继在阿富汗发生 ２次 ６．２级地震，震源深度
均为 １０ｋｍ，２次地震震中相距约 ２２ｋｍ。随后发生了多次余震，１０月 １１日、１５日当地又分别
发生 ６．３级和 ６．４级地震。震中 ３００ｋｍ范围内有 ４座大中城市，最近为赫拉特（Ｈｅｒａｔ）。
２．１．２　构造背景

阿富汗位于阿拉伯板块、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之间广阔而复杂的碰撞带内。境内地形

自东北向西南被兴都库什山脉隔断，阿富汗五分之四的面积为高原山地。不稳定的独立地

质构造加上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相互挤压，使得该地区地震频发（马秀丹等，２０２３）。此次
阿富汗陆续出现多次 ６级以上地震，表现为震群型，地震破坏效应的叠加容易造成较多人员
伤亡。阿富汗地区经济不够发达，房屋抗震性能较弱，会使伤亡更加严重（图４）。２０２３年 ３
月，阿富汗曾发生 ６．９级地震，地震造成 ２１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

　　注：图片源自维基百科。

图 ４　阿富汗多次地震造成的损坏

２．１．３　灾情信息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于 ２０２３年 １１月 ３日发布的关于阿富汗赫拉特省地震的第 １１号报

告，此次阿富汗 １０月 ７—１５日的地震和余震导致 １４８２人死亡，超 ２１００人受伤，３３３０所房屋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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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损毁，约 ４３４００人受到直接影响，预计有 １１４０００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⑥。除了赫拉特省遭

到破坏外，临近的巴德吉斯省和法拉省也有大量房屋倒塌和人员受伤的情况，据初步统计，

有 １３座村庄被完全摧毁。受余震的影响，许多居民不敢回家，只能在卫生条件差、缺乏基本
生活设施的临时帐篷下避难（图５）。

　　　　　　　　　　　注：图片源自维基百科。

图 ５　阿富汗赫拉特省赫拉特市居民住在空地的帐篷中躲避余震

２．１．４　救援信息
地震导致通讯中断，道路堵塞，受影响的村庄居民用铲子或徒手从废墟下救出幸存者。

阿富汗临时政府陆续成立了 ３５个救援队，有超过 １０００名救援人员进入灾区展开救援行动。
由阿富汗临时政府国防部、内政部、公共卫生部、自然灾害管理部和红新月会成立了联合委

员会，帮助地震灾区的受灾民众⑦。地震发生后，阿富汗临时政府公开呼吁援助，世界粮食计

划署为受灾民众发放食品包；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分别派遣了救护车，用于伤员的救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灾区提供了卫生用品包、冬衣、毯子等基本生活用品；中国红十字会与

中国政府也先后向阿富汗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澳大利亚、德国、伊朗、日本、美国等多个

国家及地区，以及一些国际组织都伸出援手，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现金、物资、

派遣救援队等，支持其开展救援工作⑧。

２．２　尼泊尔 ５．９级地震
２．２．１　基本信息

北京时间 ２０２３年 １１月 ４日 ２时 ２分（当地时间 １１月 ３日 ２３时 ２分），尼泊尔发生 ５．９
级地震，震源深度 １０ｋｍ。震中位于 ２８．８０°Ｎ，８２．１０°Ｅ，距我国边境线最近约 １２１ｋｍ。震中
２００ｋｍ范围内有 １０座大中城市，最近为曼马（Ｍａｎｍａ），距震中约 ６０ｋｍ。地震发生时，尼泊
尔首都加德满都等多地均有震感。

２．２．２　构造背景
尼泊尔位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交界处，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麓，东西长约 ８３０ｋｍ，南

４８２

⑥

⑦

⑧

ｈｔｔｐｓ：／／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ｉ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ｈｅｒａ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ｈｅａｌｔｈ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１１－２７ｏｃｔｏｂｅｒ
０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ｉｅｍｉａｎ．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０１９９９５０．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２０２３＿Ｈｅｒａ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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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宽 １４０～２３０ｋｍ，南部跨越德赖平原与恒河平原，北部为喜马拉雅山脉，地形起伏非常明显，
素有“山国”之称。由北向南，喜马拉雅山脉区域分为 ４个地貌单元：藏南拆离系、高喜马拉
雅、低喜马拉雅以及恒河平原区。高喜马拉雅与低喜马拉雅是尼泊尔境内最重要的两个地

貌单元。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２５日 １４时 １１分，尼泊尔廓尔喀县（Ｇｏｒｋｈａ）发生了 ８．１级地震，造成
９０８４人死亡，２９２６４人受伤（张克诚等，２０２３；王双绪等，２０１７）。
２．２．３　灾害信息

此次尼泊尔 ５．９级地震及其余震造成 １５３人死亡，超 ３９１人受伤。其中贾贾科特区有
１０１人遇难、西鲁孔区有 ５２人遇难，遇难者中近一半人员为儿童。此次地震及其余震共造成
２５万人约 ６．２万户家庭受到影响，其中超 ２．６万户家庭影响较为严重，超 ８０００座房屋受到
损坏，至少 ２０个医疗设施被毁坏（图６）。贾贾科特区有 ２１３所学校受到地震影响，其中 ９１
所学校受损严重，１２２所学校部分受损⑨。

　　　注：图片源自维基百科。

图 ６　尼泊尔 ５．９级地震造成的建筑物倒塌

２．２．４　救援信息
地震导致多次山体滑坡，道路受阻，尼泊尔政府通过直升机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和工作人

员，在尼泊尔根杰地区医院为地震灾民分配了 １００多张病床待命。印度、中国、土耳其、巴基
斯坦、俄罗斯、韩国等多个国家及地区以及一些国际组织都伸出援手，慰问尼泊尔政府和人

民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现金、物资、派遣医疗和救援队等，支持其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其中，中国向尼泊尔运送价值 １亿卢比的帐篷、毯子以及其他救援物资瑏瑠。

５８２

⑨

瑏瑠

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２０２３＿Ｎｅｐ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ｈｔｔｐ：／／ｎｐ．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ｊｍｘｗ／２０２３１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３４５１２５３．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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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海域 ７．６级地震
２．３．１　基本信息

北京时间 １２月 ２日 ２２时 ３７分（当地时间 １２月 ２日 ２２时 ３７分）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
海域发生 ７．６级地震，震源深度 ４０ｋｍ。震中 ３００ｋｍ范围内有 ８座大中城市，最近为武端
（Ｂｕｔｕａｎ），距震中约 １０５ｋｍ。震中在海域，距离最近的海岸线或海岛约 １５ｋｍ。根据中国地
震台网中心速报目录，地震发生后至 １２月 ３１日，震中周边 ２００ｋｍ范围内发生 ５级及以上震
级地震共 ９次，其中 ５．０～５．９级地震 ４次，６．０～６．９级地震 ５次，震级最大的为北京时间 １２
月 ４日３时４９分（当地时间１２月４日３时４９分）在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的６．９级
地震，震源深度 ５０ｋｍ，两次地震震中相距约 ５２ｋｍ。
２．３．２　构造背景

棉兰老岛是世界第 １４大岛屿，岛上山地、高原广布，其地质构造处于巽他板块、菲律宾
海板块、太平洋板块和澳大利亚板块的大规模俯冲交汇边界带上，复杂的板块构造关系导致

地震频发（吴少杰等，２０２２）。此次地震发生在菲律宾海沟以西的近海，是由菲律宾海沟运动
引起的。震源机制解表明，地震是与俯冲断层一致的浅层逆断层作用的结果。该地区曾发

生过多次 ７．０级以上地震事件，引发多次海啸，最大的是 １９７６年 ８月 １６日发生的 ８．０级地
震。当时地震引发剧烈的山崩和海啸，海啸巨浪高达 ５ｍ以上，据记载死亡达 ８０００人，失踪
４００００余人，１７７５００人无家可归瑏瑡。

　　　　　　　　　　注：图片源自维基百科。

图 ７　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海域 ７．６级地震造成的建筑物倒塌

２．３．３　灾情信息
此次棉兰老岛附近海域的多次地震造成至少 ３人死亡，７９人受伤，８３１５栋房屋损毁，有

些建筑如桥梁、立交桥等出现裂缝（图７）。一些地区电力供应受到影响；武端机场、苏里高
机场、萨亚克机场、坦达机场和比斯利格机场均受到轻微损坏。１２月 ２日 ７．６级地震发生
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受菲律宾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于当地时间 １２
月 ２日 ２３时 ５６分发布海啸警报，警报覆盖范围自日本本州岛千叶县向西一直延伸至冲绳
县宫古岛和八重山地区。根据全球海啸监测数据显示，此次地震在震源附近引发了局地海

啸。在菲律宾，莫斯岛发生了约 ６４ｃｍ高的海啸波。在达沃市，海啸波达到 ８ｃｍ，在比斯利格

６８２

瑏瑡 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ｉｔｅｍ／％Ｅ６％Ａ３％８９％Ｅ５％８５％Ｂ０％Ｅ８％８０％８１％Ｅ５％Ｂ２％９Ｂ％Ｅ５％９Ｃ％Ｂ０％Ｅ９％９Ｃ％
８７／４７０２１５９？ｆｒ＝ｇｅ＿ａ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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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拉维根，海啸波达到 １８ｃｍ。黎牙实比记录了 ２ｃｍ的海啸波。在日本八丈岛的海啸波高度
达到 ４０ｃｍ，和歌山县串本市和高知县土佐清水的海啸波高度达到 ２０ｃｍ。在帕劳马拉卡尔
岛，也监测到了 １ｃｍ高的海啸波瑏瑢。

２．３．４　救援信息
海啸预警发布后，南苏里高省的希纳图安有 ４５０００名居民被疏散步行逃往地势较高的

地方（图 ８）。菲律宾当局还要求居住在东达沃省海岸附近的人们撤离。日本广播公司 ＮＨＫ
表示，由于海啸威胁，日本当局已下令疏散石垣岛、宫古岛和富津市的数千名沿海居民。受

地震影响，部分地区停课，南苏里高省省长下令受影响地区停课直至 １２月 ６日，并取消圣诞
派对，将这笔钱用来帮助受地震影响的人。

　　　　　　　　　注：图片源自维基百科。

图 ８　受地震影响的居民从南苏里高省希纳图安撤离

３　２０２３年 １０—１２月地震活动总结

（１）２０２３年 １０—１２月全球共发生 ５．０级以上地震 １１２次，共造成 １８１０人死亡，４６６９人
受伤，经济财产损失相对较重。在该季度地震活动中，５级地震活动处于近 ３年以来平均水
平，７级以上地震活动略低于近 ３年以来平均水平。

（２）２０２３年 １０—１２月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低于近 ３年来平均水平，其中，地
震活动造成伤亡人数较多的是 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 ７日阿富汗发生的两次 ６．２级地震，共造成
１４８２人死亡，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此外，菲律
宾棉兰老岛 ７．６级地震、尼泊尔 ５．９级地震及我国甘肃积石山 ６．２级地震，均造成了不同程
度的人员伤亡。

（３）２０２３年 １０—１２月全球共发生 ６级以上地震 ３６次，其中，有 ２６次地震发生在海域
地区。本季度，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先后发生 ８次 ６．０级以上强震，由于地震本身及其
引发的海啸影响，当地民众的生命、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并导致 １４人死亡，８２４人受伤。
同时，１２月 ２日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的 ７．６级地震是本季度最大地震，该地震引发
的海啸给日本临海居民带来影响。

（４）综上，在环太平洋地震带、欧亚地震带的影响下，地震灾害仍是影响人们生活和经济

７８２

瑏瑢 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Ｍｉｎｄａｎａ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ｉｔｅ＿ｎｏｔｅ－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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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潜在威胁。一方面，各国应高度重视地震灾害防范，通过加强抗震基础设施建设，来

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同时，海啸作为地震的次生灾害，同样应当引起各国关注，并通

过加强海啸预警监测和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来提高海啸灾害防范避险能力，最大限度避免

海啸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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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