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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全球火山活动概况

２０２４年 ４—６月全球共有 ６６座火山出现活动，其中，警戒级别Ⅰ级的火山 １１座，警戒
级别Ⅱ级的火山 ２５座，警戒级别Ⅲ级的火山 ２７座，警戒级别Ⅳ级的火山 ３座（表１）。从空
间分布上看，绝大多数活动火山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上，少数分布在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

碰撞带上，个别活动火山处于其他板块交界地带、板块内部、洋中脊边缘（图１）；从国家分布
来看，大部分活动火山集中在印度尼西亚、日本、美国、俄罗斯、厄瓜多尔、尼加拉瓜、菲律宾、

意大利、汤加、瓦努阿图等国，占全球火山活动数量的 ７２．７％，其中，印度尼西亚火山活动强
烈，共有 １５座火山发生喷发，占全球火山活动数量的 ２２．７％。“一带一路”沿线有 １１座火山
出现活动，其中，印度尼西亚 ８座，意大利 ３座。从活动水平看，２０２４年 ４—６月全球活动火
山数量比 ２０２４年 １—３月增加 ９座，其中，Ⅰ、Ⅱ级低警戒级别火山增加 １１座，Ⅲ级警戒级
别火山减少 ２座，Ⅳ级警戒级别火山数量保持不变（宋雨佳等，２０２４）。总体来看，火山活动
水平比 ２０２４年 １—３月稍有增强；与去年同期相比，全球活动火山数量增加 ７座，其中，Ⅲ、
Ⅳ级高警戒级别火山增加 ６座，Ⅰ、Ⅱ级警戒级别火山增加 １座，高警戒级别火山数量明显
增多，火山活动水平显著增强（康建红等，２０２３）。强降雨导致印度尼西亚马拉皮火山和塞梅
鲁火山发生火山泥流，共造成至少７０人死亡，部分建筑物、桥梁、农田被破坏；鲁昂火山发生
２次强烈喷发，产生大量的火山碎屑及火山灰，导致 ９０００多人疏散，３０００多座房屋被破坏，７
个机场临时关闭，约 ２．６万名乘客受到影响。其他大多数活动火山保持中小喷发规模，未造
成明显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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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２４年 ４—６月全球火山活动信息

警戒级别 火山名称 国家 活动方式

Ⅳ级

鲁昂火山 印度尼西亚 熔岩流、火山灰扩散、火山碎屑流、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热异常

伊布火山 印度尼西亚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

富埃戈火山 危地马拉 火山灰扩散、火山岩块抛射、岩屑崩塌、火山气体逸出

Ⅲ级

阿武火山 印度尼西亚 火山地震、地表变形

勒沃托洛山火山 印度尼西亚 熔岩流、火山灰扩散、火山地震、火山颤动、火山气体逸出

列沃托比火山 印度尼西亚 火山地震、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

马拉皮火山 印度尼西亚 火山灰扩散、火山泥石流、火山气体逸出

默拉皮火山 印度尼西亚
熔岩流、火山灰扩散、火山碎屑流、岩屑崩塌、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

震、地表变形

塞梅鲁火山 印度尼西亚 火山灰扩散、火山碎屑流、岩屑崩塌、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

埃别科火山 俄罗斯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热异常

卡丽姆斯卡火山 俄罗斯 热异常、火山灰扩散

舍维留奇火山 俄罗斯 火山灰扩散、岩屑崩塌、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地表变形、热异常

康塞普西翁火山 尼加拉瓜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

马萨亚火山 尼加拉瓜 火山气体逸出

口永良部岛火山 日本 火山碎屑流、火山岩块抛射、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

始良火山 日本 火山灰扩散、火山岩块抛射、火山气体逸出

波阿斯火山 哥斯达黎加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热异常

林孔别哈火山 哥斯达黎加 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

大锡特金火山 美国 熔岩流、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地表变形、热异常

基拉韦厄火山 美国 火山地震、熔岩流、火山气体逸出

费南迪纳火山 厄瓜多尔 熔岩流、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热异常

科托帕希火山 厄瓜多尔 火山泥石流

埃特纳火山 意大利 熔岩流、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

斯通博利火山 意大利
熔岩流、火山灰扩散、火山碎屑流、火山弹抛射、火山岩块抛射、火山

地震

坎拉昂火山 菲律宾 火山灰扩散、火山碎屑流、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地表变形

萨班卡亚火山 秘鲁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地表变形、热异常

马纳姆火山 巴布亚新几内亚 火山灰扩散

雷恰内斯火山 冰岛 熔岩流、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地表变形

托富阿火山 汤加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热异常

圣玛丽亚火山 危地马拉
熔岩流、火山灰扩散、火山碎屑流、火山岩块抛射、岩屑崩塌、火山气

体逸出、地表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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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警戒级别 火山名称 国家 活动方式

Ⅱ级

登波火山 印度尼西亚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海底喷发

杜科诺火山 印度尼西亚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

葛林芝火山 印度尼西亚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

喀拉喀托火山 印度尼西亚 火山灰扩散

克里穆图火山 印度尼西亚 热异常、海底喷发

士拉末火山 印度尼西亚 火山气体逸出

安布里姆岛火山 瓦努阿图 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热异常

奥巴火山 瓦努阿图 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

亚苏尔火山 瓦努阿图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

比利亚里卡火山 智利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

普耶韦科登考列火山 智利 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地表变形

雷文塔多火山 厄瓜多尔 火山灰扩散、火山碎屑流、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火山颤动

桑盖火山 厄瓜多尔 火山灰扩散、火山碎屑流、岩屑崩塌、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

鲁伊斯火山 哥伦比亚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热异常

普拉塞火山 哥伦比亚 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火山颤动、地表变形

阿苏山火山 日本 火山气体逸出、火山颤动

诹访之濑岛火山 日本 火山灰扩散、火山岩块抛射

霍姆礁火山 汤加 热异常、熔岩流、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

拉蒂基火山 汤加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海底喷发

卡瓦奇火山 所罗门群岛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海底喷发

乌维纳斯火山 秘鲁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热异常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 墨西哥 岩屑崩塌、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火山颤动、热异常

巴加纳火山 巴布亚新几内亚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

弗莱格雷火山 意大利 火山地震、地表变形

巴伦岛火山 印度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热异常

Ⅰ级

阿特卡火山 美国 火山地震

阿希火山 美国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

斯普尔火山 美国 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地表变形

马荣火山 菲律宾 火山气体逸出

塔尔火山 菲律宾 火山灰扩散、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火山颤动、地表变形

尼拉贡戈火山 刚果（金） 热异常、火山气体逸出

尼雅姆拉季拉火山 刚果（金） 火山灰扩散

贝兹米安尼火山 俄罗斯 火山灰扩散、热异常

克里斯托瓦尔火山 尼加拉瓜 火山灰扩散

北硫磺岛火山 日本 火山气体逸出

索哈火山 印度尼西亚 火山气体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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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２４年 ４—６月全球活动火山分布

１　全球显著火山活动

２０２４年 ４—６月全球大多数活动火山以爆炸式喷发为主，少数火山为溢流式喷发，活动
方式主要表现为熔岩流、火山灰扩散、火山碎屑流、火山弹抛射、火山岩块抛射、岩屑崩塌、火

山泥流、火山气体逸出、火山地震、地表变形、热异常、火山颤动、海底喷发等。其中，活动较

为显著的火山有 ４座，分别为印度尼西亚鲁昂火山、马拉皮火山、塞梅鲁火山及冰岛雷恰内
斯火山。

（１）鲁昂（Ｒｕａｎｇ）火山位于西南太平洋俯冲带的桑义赫（Ｓａｎｇｉｈｅ）岛弧上，是印度尼西亚
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 １８０８年有喷发记录以来，共发生 １３次喷发，其中，最大一次喷发发
生在 ２００２年 ９月（ＶＥＩ＝４）。爆炸性喷发的鲁昂火山，往往伴随着熔岩穹丘的形成和崩塌，
由此产生的火山碎屑流，对周围有人居住区造成严重威胁。

２０２４年 ４月 １０日鲁昂火山开始出现明显活动迹象，４月 １６日发生一次小规模喷发，印
尼火山与地质减灾中心（ＰＶＭＢＧ）将火山警戒级别提升至Ⅲ级（橙色）。此后不久，火山活动
急剧增强，炙热的岩浆从火山口喷出，浓密的火山灰上升至高空，并伴随着密集出现的火山

闪电。随后，火山喷发活动持续升级，４月 １７日 １时记录到一次短时猛烈喷发，火山灰柱最
高达 １２．２ｋｍ，岩浆从火山口流出，流动距离约 １．７ｋｍ。４月 １７日 ２０时，火山灰柱高达
１９．２ｋｍ，ＰＶＭＢＧ将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级Ⅳ级（红色）。４月 ２１—２３日，火山活动减弱，警
戒级别降至Ⅲ级（橙色）。４月 ２９日，鲁昂火山又一次出现动荡，３０日再次出现大爆发，火山
警戒级别随之提升至Ⅳ级（红色），浓密的火山灰羽流不断向高空和四周扩散，最高可能达到
２３ｋｍ，并向西和西北方向漂移。之后火山活动逐渐减弱。

受火山碎屑物空降和火山灰沉降影响，约有 ９０００多名居民被疏散，有多人被炙热的火
山碎屑物击伤，３０００多座房屋、２座教堂和 １所小学遭到破坏，个别村庄通讯网络受到影响，
７个机场临时关闭，约 ２．６万名乘客受到影响，另有距离火山口 １．５ｋｍ和 ２．７ｋｍ的两个火山
观测台站遭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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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马拉皮（Ｍａｒａｐｉ）火山位于苏门答腊岛中部，是印度尼西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
１７７０年有喷发记录以来，共喷发 ６８次，其中，有 ３次喷发造成人员伤亡。灾害影响最大的
一次发生在 １９７９年 ４月 ３０日，暴雨夹杂着火山碎屑物质形成火山泥石流，加之山体滑坡，
共造成 ８０人死亡，５个村庄及数十亩农田被毁（顾国辉等，２０２４）。

自 ２０２３年 １２月 ３日突然爆发（顾国辉，２０２４）以来，马拉皮火山一直持续小规模喷发，
山上堆积着大量火山碎屑和火山灰。４月 ５日，当地发生强降雨，引发火山泥流。雨水冲刷
着松散的火山灰及火山碎屑沿山谷快速流向山下，破坏了多个村庄的房屋和基础设施，约有

７２栋房屋遭破坏，３８家企业及大约 ２７０名居民受影响，６５公顷稻田遭毁坏，高速公路临时关
闭。５月 １１日强降雨再次引发大规模火山泥流，导致桥梁和道路受损，救援工作也因此受到
影响。此次火山泥流造成至少 ６７人死亡，２０人失踪，４０多人受伤，９８９个家庭受影响，约
３０００多人疏散，近 ２００座房屋受损甚至毁坏，７２公顷田地受影响。

（３）塞梅鲁（Ｓｅｍｅｒｕ）火山位于东爪哇岛西南部，是印度尼西亚最高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自 １８１８年有喷发记录以来，塞梅鲁火山共记录到 ６０余次喷发活动，其中至少有 ５次造成人
员伤亡。该火山自 ２０１４年以来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宋雨佳等，２０２２），山上堆积大量火山喷
发物。

２０２４年 ４月 １８日，强降雨导致火山区发生火山泥流灾害，造成 ３人死亡，其中，１人被
山体滑坡掩埋，２人被火山泥流卷走。此次火山泥流还摧毁了 ９座桥梁，另有 ８座桥梁遭到
破坏，国道被淹，３座房屋受损，３２个以上家庭自行撤离避险。

（４）雷恰内斯（Ｒｅｙｋｊａｎｅｓ）火山位于冰岛西南端的雷克雅内斯半岛。２０２１年 ３月雷克雅
内斯半岛上的法格拉达尔火山喷发，结束了雷克雅内斯半岛 ８００年的火山休眠期，雷克雅内
斯半岛自此开启了一系列的火山活动（顾国辉等，２０２４；宋雨佳等，２０２４）。

２０２４年 ５月 ２９日上午，雷恰内斯火山地震活动加剧，冰岛气象局（ＩＭＯ）报告指出，震群
活动可能与新的岩浆入侵有关，预示着火山再次发生喷发的可能。当日中午前，当地政府组

织疏散了发电厂工作人员、格林达维克镇（Ｇｒｉｎｄａｖíｋ）居民及冰岛著名旅游胜地蓝湖的游
客。当天下午雷恰内斯火山发生猛烈喷发，喷发点位于格林达维克镇北部，喷出的岩浆高达

５０ｍ，喷出岩浆的地表裂隙最初长度约为 １ｋｍ，之后裂隙不断延伸增长。６月 ８日，熔岩流抵
达事先修好的防御屏障北侧，并沿着防御屏障流动，流经当地公路；随岩浆喷出的火山灰和

火山气体对下风区环境产生较大影响，火山霾和二氧化硫气体污染严重。

２　小结

２０２４年 ４—６月全球火山以中低强度喷发活动为主，火山活动水平较２０２４年 １—３月稍
有增强，火山灾害主要由火山泥流、火山灰、火山碎屑流造成。显著活动火山有 ４座，分别为
印度尼西亚鲁昂火山、马拉皮火山、塞梅鲁火山及冰岛雷恰内斯火山。鲁昂火山于 ４月发生
２次强烈喷发，产生大量火山碎屑及火山灰，导致火山附近约 ９０００多人疏散，３０００多座房屋
遭破坏，７个机场临时关闭，约 ２．６万名乘客受到影响，另有两座火山观测台站遭破坏。马拉
皮火山于 ４月、５月发生 ２次火山泥流灾害，共造成至少 ６７人死亡，２０人失踪，４０多人受伤，
３０００多人疏散，２００多栋房屋遭损毁或破坏，１３７公顷田地被冲毁。塞梅鲁火山于 ４月发生
火山泥流灾害，造成 ３人死亡，多处桥梁被摧毁。雷恰内斯火山于 ５月底在格林达维克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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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再次发生喷发，由于之前小镇居民已全部撤离，并修建了熔岩流防御屏障，此次喷发并未

造成火山灾害，仅对下风区产生严重环境污染（火山霾及 ＳＯ２气体）。

致谢：本 文 采 用 数 据 信 息 来 源 于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Ｖｏｌｃａｎｏ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网 站 以 及 ＪＭＡ、ＩＭＯ、ＰＶＭＢＧ、

ＩＮＶＯＬＣＡＮ、ＶＡＡＣ等火山官方研究管理机构，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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