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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 ２０２３年度全球地震灾害资料，对 ２０２３年全球地震活动及灾害进行梳理，绘制了

１９８０年以来全球灾害地震频次与伤亡情况变化曲线及 ２０２３年灾害地震分布图，全面汇集了灾

害地震信息及损失情况，并详细分析了重大地震灾害。与往年地震情况相比，２０２３年全球地震

活动性与 ２１世纪平均水平持平，未发生 ８级以上强震，但 ７级以上地震频次增加。２０２３年全球

地震灾害表现为频次高、伤亡重，“双震”频发并造成重大伤亡是本年灾害地震的突出特征。针

对年度地震灾害伤亡原因和历史灾害地震活动情况，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地震灾害预防措施及建

议，列举了未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需关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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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自然灾害是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事件，而地震是造成人员伤亡最严重的灾害之

一。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减轻地震损失是全球不断探索的工作。我国最早的地震记录可

追溯到舜帝时期，记录到山崩地裂泉涌等现象；汉朝的张衡发明了地震仪；宋代的沈括在

“梦溪笔谈”中明确记载了地震事件，均表明古人对地震已经开展了记录和减灾工作。我国

的大量史书记载了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坏事件，随着 １８７５年世界第一台地震仪研制成功，地
震的自然灾害属性逐渐被人类所认知，并开启了地震科学研究及防震减灾工作热潮。２１世
纪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口日益聚集，减轻地震灾害的需求更加凸显，开展全球灾害性

地震梳理和分析，将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各类地震灾害特征的了解和认知，对防灾减灾救灾工

作的改进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地震基本信息来自中国地震台网中心（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ｅｎｔｅｒ，简称 ＣＥＮＣ）和美国地质勘探局（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简称 ＵＳＧＳ）
发布的正式定位结果，震情信息利用多种渠道进行收集，主要包括地震当地官方网站发布的

灾害情况、媒体报道、地震现场直播、视频和图片等。结合历年全球地震灾害资料，本文对

２０２３年的全球地震灾害进行了总结和长时间段对比，绘制了 １９８０年以来灾害地震频次与人
员伤亡变化曲线和 ２０２３年全球灾害地震分布图，对造成伤亡的地震事件进行描述及特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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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归纳了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１　２０２３年全球地震活动性

根据 ＣＥＮＣ①和 ＵＳＧＳ②正式公布的地震目录，２０２３年全球共发生 ６级以上地震 １４８次，
其中，６．０≤Ｍ≤６．９地震１２９次，７．０≤Ｍ≤７．９地震１９次，未发生８．０级以上地震。据统计，
２０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年均地震频次为 ６．０≤Ｍ≤６．９地震 １６５（±５）次，７．０≤Ｍ≤７．９地震
１７（±２）次，Ｍ≥８．０地震 ０．７～０．９次（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１９９６）。与 ２０世纪后 ５０年相
比，２０２３年的６．０～６．９级地震频次减弱，７．０～７．９级地震频次基本持平，８．０级以上地震频次
减少；２１世纪以来的全球年均地震频次为 ６．０≤Ｍ≤６．９地震 １３２．０次，７．０≤Ｍ≤７．９地震
１３．３次，Ｍ≥８．０地震 １．４次（李卫平等，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１０；赵荣
国等，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冯蔚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０２２；陈通等，２０１６；甄盟等，
２０１８；朱林等，２０２０、２０２３；钱庚等，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全球地震活动与２１世纪的平均水平相比
基本持平。

根据古登堡所提出的能量计算公式（张诚，１９８６）
ｌｇＥ（Ｅｒｇ）＝１．５Ｍ＋１１．８ （１）

其中，Ｍ为里氏震级，Ｅｒｇ为该地震所释放的能量。利用 ２０２３年全部 Ｍ≥６．０地震进行估
算，本年 度 全 球 释 放 的 地 震 波 总 能 量 约 为 １．３７×１０１７Ｊ，低 于 ２０世 纪 百 年 期 间 约
（２．９～４．２）×１０１７Ｊ的平均值，且小于近十年的平均值 ３．６５×１０１７Ｊ（冯蔚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２０２２；陈通等，２０１６；甄盟等，２０１８；朱林等，２０２０、２０２３；钱庚等，２０２１）。虽然全球整体的地
震能量释放强度较以往有所减弱，但 ７．０～７．９级地震发生频次升高。

２　２０２３年地震灾情概况

据维基百科
③
和 ＵＳＧＳ的相关数据，２０２３年全球灾害地震共有 ３７次造成人员死亡，频次

与 ２１世纪以来（２０００—２０２２年灾害地震年平均 ２０．６次）相比有所增多。２０２３年全球地震
灾害共造成 ６４１２２人死亡，超过 １３．６万人受伤，其中死亡人数少于 １０人的地震有 ２４次，死
亡人数在 １０～１００人的地震有 ４次，死亡人数超过 １００人的地震有 ９次，死亡人数最多的是
２０２３年 ２月 ６日土耳其强震的 ５９２５９人。据统计，２０世纪地震造成年均死亡人数约 １．２万
人，近十年地震造成年平均死亡人数约 ２２００人（冯蔚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０２２；陈通等，
２０１６；甄盟等，２０１８；朱林等，２０２０、２０２３；钱庚等，２０２１），与近十年平均水平相比，２０２３年因
地震死亡的人数幅度较大，超过一个数量级。

为直观体现 ２０２３年全球灾害地震的特征，绘制了 １９８０年以来造成人员死亡的灾害地
震频次与伤亡变化曲线（图１），可以看出灾害地震频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２０２３年发生 ３７
次灾害地震，频次较上年同比有所增多，高于 １９８０年以来的平均水平（１８．８次）；２１世纪前
十年灾害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多，但随后十年表现出明显减弱的趋势，２０２３年全球灾害地震

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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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ｅｉ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ｇｓ．ｇｏ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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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８０—２０２３年灾害地震频次及伤亡人数统计

共造成 ６４１２２人死亡，较上年和近十年都大幅增加超过 １个数量级，主要原因是土耳其强震
造成了大量伤亡，同时也远高于 １９８０年以来的平均水平（２．４５万）；灾害地震造成的受伤人
数趋势与死亡人数趋势基本一致，２０２３年全球灾害地震共造成超过 １３．６万人受伤，较上年
和近十年都大幅上升，同时也远高于 １９８０年以来的平均水平（５．９８万）。

从图１可以看出，自 １９８０年以来，灾害地震频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线性拟合相关性为
０．４７８０），伤亡情况的特征可以分为 两 个 时段，即 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 和 ２０１１—２０２３年。
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灾害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因地震造成死亡和受伤人数的
线性拟合结果的相关性分别达到 ０．４４５２和 ０．５５４９，表明此时段灾害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呈
线性上升趋势。２０１１年以来地震伤亡情况与此前的趋势相似，表现为连续多年地震伤亡相
对较小，２０２３年突然上升变化，因此全球的地震灾害防御工作应更加受到重视。

２１世纪以来灾害地震频次先低后高，但伤亡人数并未表现出同步变化。回顾 ２１世纪的
几次重大灾害地震，２００４年印度尼西亚地震引发次生灾害，巨大海啸造成印度洋沿岸各国生
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李卫平等，２００５）；２００５年巴控克什米尔地震发生在人口聚集区，且震
区位于山岭地区，导致救援和重建异常困难（赵荣国等，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的高烈度区
内死亡人数占比达 ９０％以上，且各种规模的崩塌和滑坡等次生灾害分布广、数量多，进一步
加重了救援难度（高孟潭等，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海地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的海地首都太子港，造
成死亡和失踪 ３０．６万人（冯蔚等，２０１１）。近年灾害地震数目未与伤亡人数同步变化，主要
是由于未在人口聚集区发生强震级、高烈度、多次生的大规模灾害地震，也有抗震救灾能力

不断增强的影响。２０２３年伤亡人数较上年大幅增加，接近 ２１世纪前 １０年 ８．３万人的平均
水平（李卫平等，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１０；赵荣国等，２００６、２００９），重大
伤亡主要是由于地震当地房屋的抗震设防能力低于震时烈度的破坏力（高孟潭，２０２３；张升
等，２０２３）。

８１９

ＣＭＹＫ



４期 冯蔚等：２０２３年全球地震灾害概要

２０２３年全球灾害地震分布如图２所示，可以看出重大灾害地震主要发生在欧亚地震带，
少数分布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东部及西部地区。据统计，２０２３年重大灾害地震集中于
３０°Ｎ±１０°及赤道±１０°地区，死亡人数占比达 ９９．９％，且欧亚地震带上集中了 ９９．７％的死亡
人数，是本年度地震伤亡最严重的地区，加勒比海以南的灾害地震表现为零散分布。２０２３年
造成人员伤亡相对较多的地震有 ３次：即２０２３年２月６日土耳其７．８级和７．５级双震，造成
５９２５９人死亡，１２万余人受伤；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８日摩洛哥 ６．８级地震，造成 ２９６０人死亡，５６７４
人受伤；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 ７日阿富汗 ６．３级地震，造成 １４８２人死亡，２１０２人受伤。

图 ２　２０２３年全球灾害地震分布

３　２０２３年重大地震灾害概要

２０２３年全球地震共有 １１３次造成人员伤亡，其中 ３７次地震中导致了人员死亡，表１为
有人员死亡的灾害地震基本信息及灾情概况。

表 １ ２０２３年全球有人员死亡的灾害地震

发震时刻（ＵＴＣ）
（年月日 Ｔ时：分：秒）

纬度 经度

震源

深度

／ｋｍ
矩震级

参考

地点
灾情辑要

２０２３０１１２Ｔ０９：３７：０８ ４９．８６５°Ｎ １８．５６８°Ｅ ５．０ ２．８ 捷克 １人死亡，１１人受伤，一处煤矿坍塌

２０２３０１２４Ｔ０８：５８：３３ ２９．５８３°Ｎ ８１．６６４°Ｅ ３３．１ ５．４ 尼泊尔
４人死亡，４１１人受伤，６０栋房屋倒塌，部分
建筑受损

２０２３０１２８Ｔ１８：１４：４５ ３８．４２０°Ｎ ４４．９１０°Ｅ １６．０ ５．９ 伊朗
３人死亡，１７５０人受伤，３７０栋房屋损毁，
１６５００栋房屋受损

２０２３０２０６Ｔ０１：１７：３４ ３７．２２６°Ｎ ３７．０１４°Ｅ １０．０ ７．８ 土耳其

５９２５９人死亡，１２万余人受伤，超过 ３３万栋
房屋损毁，４００多万栋房屋受损，本次地震为
２０２３年度震级最大地震，多国遭到破坏

２０２３０２０６Ｔ０１：２８：１５ ３７．１８９°Ｎ ３６．８９３°Ｅ ９．８ ６．７ 土耳其

２０２３０２０６Ｔ１０：２４：４８ ３８．０１１°Ｎ ３７．１９６°Ｅ ７．４ ７．５ 土耳其

２０２３０２０６Ｔ１０：２６：４６ ３８．０３２°Ｎ ３８．０９８°Ｅ １０．０ ６．０ 土耳其

２０２３０２０６Ｔ１２：０２：１１ ３８．０５８°Ｎ ３６．５１１°Ｅ ８．５ ６．０ 土耳其

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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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发震时刻（ＵＴＣ）
（年月日 Ｔ时：分：秒）

纬度 经度

震源

深度

／ｋｍ
矩震级

参考

地点
灾情辑要

２０２３０２０８Ｔ１８：５８：５５ ３４．２９９°Ｎ ３６．２１０°Ｅ １０．０ ４．１ 黎巴嫩 １人死亡，１人失踪，１栋房屋倒塌

２０２３０２０９Ｔ０６：２７：５８ ２．５９８°Ｓ １４０．５５９°Ｅ ９．９ ５．１ 印尼
４人死亡，５人受伤，１５栋房屋倒塌，３４栋房
屋受损

２０２３０２２０Ｔ１７：０４：２９ ３６．１６２°Ｎ ３６．０２５°Ｅ １６．０ ６．３ 土耳其
１１人死亡，１０６２人受伤，多处建筑倒塌或损
毁

２０２３０２２３Ｔ１７：３７：２１ ３８．０５０°Ｎ ３６．２１０°Ｅ ５．０ ３．５ 土耳其 １人死亡，１处煤矿坍塌

２０２３０２２７Ｔ０９：０４：５１ ３８．２１４°Ｎ ３８．２７７°Ｅ １０．０ ５．２ 土耳其 ２人死亡，１４０人受伤，３０栋房屋倒塌

２０２３０３１８Ｔ１７：１２：５２ ２．７８３°Ｓ ７９．８５２°Ｗ ６８．０ ６．８ 厄瓜多尔
１８人死亡，４９５人受伤，８４栋房屋损毁，３８０
栋房屋受损

２０２３０３２１Ｔ１６：４７：２３ ３６．５２３°Ｎ ７０．９４３°Ｅ １９２．０ ６．５ 阿富汗
２１人死亡，４２４人受伤，６６６栋房屋倒塌，部
分建筑遭到破坏

２０２３０３３１Ｔ１７：０１：３１ ３０．３６５°Ｎ ６６．７４８°Ｅ １０．０ ３．４ 巴基斯坦 ３人死亡，５人受伤，２栋房屋倒塌

２０２３０４０２Ｔ１８：０４：１１ ４．３２３°Ｓ １４３．１６６°Ｅ ７０．０ ７．０
巴布亚新

几内亚

８人死亡，多人受伤，８７４栋房屋损毁，震中
附近一处湖泊底部出现裂缝

２０２３０４１４Ｔ０９：５５：４５ ６．０４１°Ｓ １１２．０４８°Ｅ ５９７．０ ７．０ 印尼 １人死亡，１栋房屋损毁，３栋房屋受损

２０２３０５０５Ｔ０５：４２：０４ ３７．５４８°Ｎ １３７．２９９°Ｅ １０．０ ６．２ 日本
１人死亡，４４人受伤，１８栋房屋倒塌，７１９栋
房屋受损，地震引发 １０ｃｍ高的海啸

２０２３０５２８Ｔ０５：４９：５６ ３６．６０６°Ｎ ７１．０５１°Ｅ ２３０．４ ５．３ 阿富汗 １人死亡，３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

２０２３０６０６Ｔ０９：１１：２３ １８．６９９°Ｎ ７４．２３０°Ｗ １０．０ ４．９ 海地 ４人死亡，３７人受伤，部分房屋倒塌或受损

２０２３０６０７Ｔ０９：５３：５０ １６．８８６°Ｎ ９５．５４６°Ｅ １０．０ ４．８ 缅甸 ３人死亡，部分建筑损毁或受损

２０２３０６３０Ｔ１２：５７：４２ ８．６４８°Ｓ １１０．０２３°Ｅ ７６．４ ５．９ 印尼
１人死亡，２３人受伤，２２栋房屋倒塌，６９６栋
房屋受损

２０２３０８１７Ｔ１７：０４：４８ ４．３４６°Ｎ ７３．６２０°Ｗ １０．０ ６．１ 哥伦比亚 ２人死亡，５０人受伤

２０２３０９０８Ｔ２２：１１：０１ ３１．０５８°Ｎ ８．３８５°Ｗ １９．０ ６．８ 摩洛哥
２９６０人死亡，５６７４人受伤，２９３０个村庄和近
６万栋房屋受损

２０２３０９１８Ｔ０３：１０：１４ ４４．０２０°Ｎ １１．６７７°Ｅ １０．０ ５．１ 意大利 １人死亡，１人受伤，６栋房屋严重受损

２０２３１００３Ｔ０９：２１：０３ ２９．４９７°Ｎ ８１．２４２°Ｅ １３．０ ５．７ 尼泊尔
１人死亡，２７人受伤，１５６８栋房屋损毁，５６０１
栋房屋受损

２０２３１００７Ｔ０６：４１：０３ ３４．５９８°Ｎ ６１．９２６°Ｅ １４．０ ６．３ 阿富汗 １４８２人死亡，２１０２人受伤，５６个村庄和近 ６
万栋房屋受损，地震引发山体滑坡２０２３１００７Ｔ０７：１２：４９ ３４．５４４°Ｎ ６１．８８９°Ｅ ８．０ ６．３ 阿富汗

２０２３１００７Ｔ０８：３４：２６ ５．５７３°Ｓ １４６．１３８°Ｅ ５５．０ ６．７
巴布亚新

几内亚

１人死亡，９人受伤，２００栋房屋损毁，地震造
成停电、输油管破裂等影响

２０２３１０１１Ｔ００：４１：５５ ３４．５３６°Ｎ ６２．０５１°Ｅ ８．０ ６．３ 阿富汗
３人死亡，１６９人受伤，７００栋房屋倒塌，地震
引发山体滑坡

２０２３１０１５Ｔ０３：３６：００ ３４．６５３°Ｎ ６２．１２４°Ｅ ９．０ ６．３ 阿富汗 ４人死亡，１６２人受伤，多个村庄被毁

２０２３１１０３Ｔ１８：０２：５３ ２８．８５８°Ｎ ８２．１５３°Ｅ １２．０ ５．７ 尼泊尔
１５３人死亡，３７５人受伤，２６５５０栋房屋损毁，
约 ３．５万栋房屋受损

０２９

ＣＭＹＫ



４期 冯蔚等：２０２３年全球地震灾害概要

续表１

发震时刻（ＵＴＣ）
（年月日 Ｔ时：分：秒）

纬度 经度

震源

深度

／ｋｍ
矩震级

参考

地点
灾情辑要

２０２３１１１７Ｔ０８：１４：１０ ５．５６７°Ｎ １２５．０００°Ｅ ５２．０ ６．７ 菲律宾
１１人死亡，７３０人受伤，６４４栋房屋损毁，
４２４８栋房屋受损，地震造成山体滑坡和停电

２０２３１１２２Ｔ０２：４８：５１ １．７８３°Ｎ １２７．１８９°Ｅ １０２．０ ６．０ 印尼 １人死亡

２０２３１２０２Ｔ１４：３７：０４ ８．５２７°Ｎ １２６．４１６°Ｅ ４０．０ ７．６ 菲律宾
３人死亡，７９人受伤，９８３０栋房屋受损，地震
造成山体滑坡和停电，并产生海啸

２０２３１２１８Ｔ１５：５９：３０ ３５．７３９°Ｎ １０２．８１５°Ｅ １２．０ ５．９ 甘肃

１５１人死亡，９８２人受伤，１５０００栋房屋倒塌，
２０７０００栋房屋受损，部分村庄通信、运输、电
力和供水中断，地震造成土壤液化并引发泥

石流

３．１　土耳其 ７．８级地震

当地时间 ２０２３年 ２月 ６日 ４时 １７分，土耳其发生 ７．８级地震，震中位于土耳其南部加

济安泰普省与叙利亚北部边境地区，震源深度 １０．０ｋｍ，随后 １３时 ２４分在震中北西 ９５ｋｍ处

再次发生 ７．５级地震，并发生千余次余震，其中 ６．０级以上 ３次。地震共造成土耳其和叙利
亚 ５９２５９人死亡，１２万余人受伤，４００余万栋房屋受损，其中超过 ３３栋房屋被毁（ＵＳＧＳ，
２０２３ｂ）。地震震感强烈，破坏力极大，并引发了山体滑坡、道路和桥梁坏损、电力和水源中断
以及火灾。造成伤亡及破坏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地震烈度远高于当地建筑抗震设防能力。

土耳其地震活动强烈，构造背景受到阿拉伯、欧亚大陆、印度和非洲四个构造板块和安

纳托利亚构造块体的共同作用（Ｊｅｎｋｉ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３）。该地区构造环境是一系列一级板块构
造运动形成的，包括俯冲、大尺度转换断层、挤压造山和地壳伸展。本次地震发生在东安纳

托利亚断裂带，并与此断裂带上发生的其他地震机制一致，系浅层走滑断裂作用的结果

（ＵＳＧＳ，２０２３ａ）。北安纳托利亚断裂是土耳其第一大断层，控制了该国大部分构造活动，而
东安纳托利亚断裂与北安纳托利亚地块和南部非洲板块之间的汇聚边界相连，也是破坏性

地震的重点危险区。

３．２　摩洛哥 ６．８级地震
当地时间 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８日 ２３时 １１分，摩洛哥发生 ６．８级地震。震中位于摩洛哥中南

部马拉喀什—萨菲大区首府马拉喀什市西南方向约 ８７ｋｍ，震源深度 １９．０ｋｍ。地震共造成
２９６０人死亡，５６７４人受伤，２９３０个村庄和近 ６万栋房屋受损（ＵＳＧＳ，２０２３ｆ）。本次地震震感
强烈，由于当地建筑的抗震能力较差造成了较大的伤亡，且重伤比例高，表明了建筑物受脆

性破坏特征明显，倒塌速度快，在时间和空间上缺少逃生可能性，且地震发生在山区，又进一

步加大了救援难度。

本次地震是马拉喀什市西南约 ７５ｋｍ的高阿特拉斯山脉浅的倾斜逆断层错动导致。其
震源机制解表明断裂发生在 ＷＮ向倾斜的陡倾逆断层或向东倾斜的逆断层（ＵＳＧＳ，２０２３ｅ）。
高阿特拉斯山脉形成了多个走滑和逆冲断层，呈 ＥＷ走向和 ＥＮＷＳ走向。本次地震发生在
非洲板块内，距离非洲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边界以南约 ５５０ｋｍ。非洲大陆北部边缘的地震
活动相对较低，但从摩洛哥到地中海东部的死海，都有大规模破坏性地震的历史记录，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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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密集的沿海城市更易受到地震及海啸的影响。

３．３　尼泊尔 ５．７级地震
当地时间 ２０２３年 １１月 ３日 ２３时 ４７分，尼泊尔西部扎泽尔果德地区发生 ５．７级地震，

震源深度 １２．０ｋｍ。地震共造成 １５４人死亡，３７５人受伤，震中有 ２６５５０多栋房屋被毁，约 ３．５
万栋房屋受损（ＵＳＧＳ，２０２３ｇ），大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印度位于震中附近的城市受到轻微破
坏。本次地震震级相对较小，但造成人员伤亡较重，属于小震大灾。由于震中烈度达到Ⅷ
度，强烈的震感导致抗震能力较差的房屋倒塌和多处山体滑坡是造成重大伤亡的主要原因。

本次地震是自 ２０１５年尼泊尔 ８．１级地震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
喜马拉雅地区的地震活动主要是由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大陆碰撞引起的，这两个板

块以 ４０～５０ｍｍ／ａ的相对速度汇聚（Ｔｕｒ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欧亚大陆向北的俯冲在印度形成了
多次地震，因此使尼泊尔成为地震危险性最高的地区之一。尼泊尔的构造主要由沿印

度—欧亚板块边界的前缘断裂和相关逆冲断层的运动所控制，这些事件导致了一系列大规

模破坏性地震。震源机制解表明本次地震以逆冲为主，是喜马拉雅地区非常典型的地震活

动类型，震源深度浅，震中烈度大，次生灾害重。

３．４　甘肃 ５．９级地震
北京时间 ２０２３年 １２月 １８日 ２３时 ５９分 ３０秒，甘肃积石山县发生 ５．９级地震，震源深

度 １２．０ｋｍ，震中最大烈度为Ⅷ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２０２３）。震后共记录到余震
４００余次，其中最大震级为 ４．１级。地震共造成 １５１人死亡，９８２人受伤（陈虹，２０２４；王丽丽
等，２０２４），１．５万栋房屋倒塌，２０．７万栋房屋受损，部分村庄通信、运输、电力和供水中断。
地震造成土壤液化并引发泥石流灾害，对当地村庄造成严重破坏。本次地震震级相对较小，

严重破坏区域位置集中，强烈震动造成的山体崩塌和滑坡危害较重。

积石山地震是浅层逆断层作用的结果（王勤彩等，２０２４），地震发生在向北倾斜的逆断层
或东南偏南倾斜的逆断层上，与 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８日摩洛哥 ６．８级地震具有相同特点。地震位
于青藏高原北缘的板内区域，这是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一个地形较高区域，是印度板块和欧

亚板块之间持续碰撞的结果。积石山山脉位于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脉的最东端，青藏高

原继续向北推进，同时横向扩展，导致大型左行走滑断层和逆冲断层带的组合发展，其中东

部边缘断层较为活跃，断层运动速率约为１ｍｍ／ａ。

３．５　阿富汗 ６．３级双震型地震
当地时间 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 ７日 １１时 １１分，阿富汗发生 ６．３级地震，震中位于阿富汗西北

部赫拉特省赫拉特市，震源深度 １４．０ｋｍ。震源机制解表明本次地震是由兴都库什山脉西部
远端附近浅层逆冲断层作用导致，震后约 ３０ｍｉｎ后再次发生 ６．３级地震。地震引发山体滑
坡，共造成 １４８２人死亡，２１０２人受伤（ＵＳＧＳ，２０２３ｃ），两次地震均发生在 ＥＷ走向的断层面
上（Ｊｅｎｋｉ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３）。阿富汗的造山运动是印度板块相对于欧亚板块以４０ｍｍ／ａ的速度向
北移动碰撞挤压构造的结果，形成了一个复杂褶皱和逆冲带，常发生浅层破坏性地震

（ＵＳＧＳ，２０２３ｄ）。
根据阿富汗两次地震的震源机制、震级和时间特征，可将其归为双震型地震（周瑞琦等，

１９９８）（简称“双震”）。２月 ６日土耳其也发生了典型的“双震”，由于位于土耳其的东安纳
托利亚断裂带既有走滑型地震，又有俯冲型地震，因触动方式不一样，同一个震源体可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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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多次破裂的情况，故土耳其具备发生“双震”的构造条件（Ｃｏｂ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研究表明，发生“双震”的机制可用两种模型进行解释（周瑞琦等，１９９８；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张广伟等，２０１５），一种为地震发生在共轭型断裂的交汇区，另一种为一处发震构造牵动另一

处构造活动。“双震”成灾已有多起实例（李卫平等，２００５；冯蔚等，２０１３），表２统计了 １９７０

年以来全球造成伤亡的灾害“双震”，这些地震主要分布在欧亚地震带上。欧亚地震带表现

为挤压应力作用的特征，断裂十分发育，多条断裂的空间结构或牵引作用为“双震”的触发提

供了构造背景。本年度共发生八次“双震”，地震伤亡集中于土耳其、阿富汗和尼泊尔等地

区。由于喜马拉雅地区受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持续挤压，使得我国青藏高原、川滇等地具有

复杂的断裂分布和较高的地震危险性。我国最近的“双震”灾害需追溯至 ２０１２年云南彝良
地震，平静期已超 １１年，同时结合我国历史“双震”事件三要素特征进行分析，未来应重点加
强对云南、新疆等地与青藏高原交界地区“双震”灾害的防御。

表 ２ １９７０年以来全球造成伤亡的灾害“双震”

发震时刻（ＵＴＣ）
（年月日 Ｔ时：分：秒）

纬度 经度

震源

深度

／ｋｍ
矩震级 参考地点 灾情辑要

１９７６０５２９Ｔ１２：２３：１８
１９７６０５２９Ｔ１４：００：１８

２４．５７０°Ｎ
２４．５３１°Ｎ

９８．９５３°Ｅ
９８．７１０°Ｅ

８．０
１０．０

６．９
７．０

云南龙陵
９８人死亡，２４４２人受伤，房屋倒塌或受损
４２万间，地震造成山体滑坡和停电

１９８８１１０６Ｔ１３：０３：１９
１９８８１１０６Ｔ１３：１５：４３

２２．７８９°Ｎ
２３．１８１°Ｎ

９９．６１１°Ｅ
９９．４３９°Ｅ

１７．８
１０．０

７．７
６．４

云南

澜沧—耿马

７４８人死亡，７７５１人受伤，４１．２万栋房屋损
毁，１４０余万栋房屋受损，地震造成地裂
缝、山体滑坡、滑塌和土液化

１９９００６２０Ｔ２１：００：０９
１９９００６２１Ｔ０９：０２：１４

３６．９５７°Ｎ
３６．６３６°Ｎ

４９．４０９°Ｅ
４９．７９９°Ｅ

１８．５
１５．２

７．４
５．８

伊朗
４万～５万人死亡，超过 ６万人死亡，大量
建筑损毁，地震造成山体滑坡

１９９７０１２１Ｔ０１：４７：００
１９９７０１２１Ｔ０１：４８：３０

３９．６００°Ｎ
３９．４７４°Ｎ

７７．４００°Ｅ
７６．９９８°Ｅ

３３．０
３３．０

６．４
６．３

新疆伽师 １２人死亡，４４人受伤，房屋破坏严重

１９９７０９２６Ｔ００：３３：１２
１９９７０９２６Ｔ０９：４０：２６

４３．０４８°Ｎ
４３．０８４°Ｎ

１２．８７９°Ｅ
１２．８１２°Ｅ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７
６．０

意大利 １２人死亡，１１０人受伤

１９９８０３２６Ｔ１６：２６：１１
１９９８０４０４Ｔ０７：２６：００

４３．２５５°Ｎ
４３．２００°Ｎ

１２．９６９°Ｅ
１２．９００°Ｅ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４
４．８

意大利 １人死亡，建筑轻微受损

１９９８０６２７Ｔ１３：５５：５２
１９９８０７０４Ｔ０２：１５：４６

３６．８７８°Ｎ
３６．８７４°Ｎ

３５．３０７°Ｅ
３５．３２１°Ｅ

３３．０
３３．０

６．３
５．４

土耳其
１４５人死亡，超过 ２５００人受伤，１７０００栋房
屋损毁

１９９８１１１９Ｔ１１：３１：１６
１９９８１１１９Ｔ１１：３８：１４

２７．２９４°Ｎ
２７．３０８°Ｎ

１００．８８１°Ｅ
１０１．０２９°Ｅ

３３．０
３３．０

４．４
５．６

云南宁蒗
６人死亡，１９７４人受伤，１２０００栋房屋损
毁，１６０００栋房屋受损，地震造成停电

１９９９０５１６Ｔ００：５１：２０
１９９９０５１７Ｔ１０：０７：５６

４．７５１°Ｓ
５．１６５°Ｓ

１５２．４８６°Ｅ
１５２．８７７°Ｅ

７３．７
２７．０

７．１
６．６

巴布亚新

几内亚
８人受伤

２００００５１７０３：２５：４８
２００００５１７Ｔ０３：２７：２１

２４．２２３°Ｎ
２４．１９６°Ｎ

１２１．０５８°Ｅ
１２１．１０２°Ｅ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４
５．１

中国台湾 ３人死亡，１３人受伤，地震引发山体滑坡

２００１０４１０Ｔ０３：１３：１０
２００１０４１２Ｔ１０：４７：００

２４．８２２°Ｎ
２４．７６８°Ｎ

９８．８１２°Ｅ
９９．０６１°Ｅ

３３．０
１０．０

４．６
５．６

云南施甸
３人死亡，２３５人受伤，３００００栋房屋损毁，
地震引发山体滑坡

２００２０３０３Ｔ１２：０８：０７
２００２０３０３Ｔ１２：０８：１９

３６．４２９°Ｎ
３６．５０２°Ｎ

７０．４３８°Ｅ
７０．４８２°Ｅ

２０９．０
２２５．６

６．３
７．４

阿富汗 １５０人死亡，４００栋房屋损毁或受损

２００２１０３１Ｔ１０：３２：５８
２００２１１０１Ｔ１５：０９：００

４１．７８９°Ｎ
４１．７２６°Ｎ

１４．８７２°Ｅ
１４．８７５°Ｅ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９
５．８

意大利
２９人死亡，１３８人受伤，地震造成地裂缝、
引发山体滑坡

３２９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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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发震时刻（ＵＴＣ）
（年月日 Ｔ时：分：秒）

纬度 经度

震源

深度

／ｋｍ
矩震级 参考地点 灾情辑要

２００４０２０５Ｔ２１：０５：０２
２００４０２０７Ｔ０２：４２：３５

３．６１５°Ｓ
４．００３°Ｓ

１３５．５３８°Ｅ
１３５．０２３°Ｅ

１６．６
１０．０

７．０
７．３

苏门答腊
３７人死亡，６８２人受伤，２６７８栋房屋损毁
或受损

２００４０２１４Ｔ１０：３０：２２
２００４０２１４Ｔ１１：５６：５７

３４．７７４°Ｎ
３４．７９８°Ｎ

７３．２１６°Ｅ
７３．２０６°Ｅ

１１．０
１１．０

５．５
５．４

巴基斯坦
２４人死亡，４０人受伤，１４２０栋房屋倒塌，
５３７９栋房屋受损，地震引发山体滑坡

２００４０９０５Ｔ１０：０７：０７
２００４０９０５Ｔ１４：５７：１８

３３．０７０°Ｎ
３３．１８４°Ｎ

１３６．６１８°Ｅ
１３７．０７１°Ｅ

１４．０
１０．０

７．２
７．４

日本
４４人受伤，地震引发海啸，最大海啸波高
达到 ９３ｃｍ

２００４１０２３Ｔ０８：５６：００
２００４１０２３Ｔ０９：３４：０４

３７．２２６°Ｎ
３７．３１８°Ｎ

１３８．７７９°Ｅ
１３８．８０８°Ｅ

１６．０
１０．０

６．６
６．３

日本
４０人死亡，３１８３人受伤，６０００栋房屋损毁
或受损地震引发山体滑坡和火灾

２００４１１１１Ｔ２１：２６：４１
２００４１１１１Ｔ２２：４９：４８

８．１５２°Ｓ
８．２５５°Ｓ

１２４．８６８°Ｅ
１２４．９３０°Ｅ

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５
６．４

印度尼西亚
３４人死亡，４００人受伤，７８１栋房屋损毁，
１６７１２栋房屋说孙，地震引发山体滑坡

２０１２０８１１Ｔ１２：２３：１８
２０１２０８１１Ｔ１２：３４：３５

３８．３２９°Ｎ
３８．３８９°Ｎ

４６．８２６°Ｅ
４６．７４５°Ｅ

１１．０
１２．０

６．４
６．２

伊朗 ３０６人死亡，３０００人受伤，４处村庄损毁

２０１２０９０７Ｔ０３：１９：４２
２０１２０９０７Ｔ０４：１６：３０

２７．５７５°Ｎ
２７．５７２°Ｎ

１０３．９８３°Ｅ
１０４．００７°Ｅ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５
５．３

云南彝良

８１人死亡，８２１人受伤，３７０００栋房屋损
毁，１３３０００栋房屋受损，地震造成山体滑
坡和停电

２０１７１２２０Ｔ１９：５７：３８
２０１７１２２０Ｔ２１：２４：００

３５．６４９°Ｎ
３５．７００°Ｎ

５０．９６２°Ｅ
５１．１５０°Ｅ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９
４．０

伊朗 ３人死亡，１７２人受伤

２０１８０２２５Ｔ１７：４４：４４
２０１８０３０６Ｔ１４：１３：０７

６．０７０°Ｓ
６．３０４°Ｓ

１４２．７５４°Ｅ
１４２．６１２°Ｅ

２５．２
２０．５

７．５
６．７

巴布亚新

几内亚

１８５人死亡，５００多人受伤，多栋房屋受损，
地震引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

２０１８０７２８Ｔ２２：４７：３８
２０１８０８０５Ｔ１１：４６：３８

８．２４０°Ｓ
８．２５８°Ｓ

１１６．５０８°Ｅ
１１６．４３８°Ｅ

１４．０
３４．０

６．４
６．９

印度

尼西亚

５８３人死亡，７４００人受伤，数百栋房屋倒
塌，地震引发山体滑坡

２０１９１０１６Ｔ１１：３７：０６
２０１９１０２９Ｔ０１：０４：４３

６．７１５°Ｎ
６．７５７°Ｎ

１２５．００７°Ｅ
１２５．００８°Ｅ

１６．１
１５．０

６．４
６．６

菲律宾 ２１人死亡，７１５人受伤，３１６０栋房屋受损

２０２００１０７Ｔ０８：２４：２５
２０２００１１０Ｔ２２：２６：２５

１７．８６９°Ｎ
１７．９３５°Ｎ

６６．８２７°Ｗ
６６．８８３°Ｗ

８．９
９．０

６．４
５．２

波多黎各
４人死亡，８人受伤，部分建筑倒塌，部分
地区停电

２０２２０６２５Ｔ０３：３７：１４
２０２２０７０１Ｔ２１：３２：０７

２６．７３４°Ｎ
２６．９０６°Ｎ

５４．２６８°Ｅ
５５．２３９°Ｅ

１２．０
１６．０

５．６
６．０

伊朗
８人死亡，１４８人受伤，５４０栋房屋倒塌，约
１０００栋房屋受损

２０２２０９１９Ｔ１８：０５：０８
２０２２０９２２Ｔ０６：１６：０９

１８．４４５°Ｎ
１８．２６３°Ｎ

１０２．９５６°Ｗ
１０２．９５５°Ｗ

２６，９
２０．０

７．６
６．８

墨西哥 ５人死亡，４０人受伤

２０２２１１０８Ｔ２０：２７：２２
２０２２１１１２Ｔ１４：２７：０５

２９．２９９°Ｎ
２９．３５２°Ｎ

８１．１６５°Ｅ
８１．１７８°Ｅ

１１．０
１０．０

５．７
５．２

尼泊尔
７人死亡，１３人受伤，９２５栋房屋倒塌，
５１８６栋房屋受损

２０２３０２０６Ｔ０１：１７：３４
２０２３．０２．０６Ｔ１０：２４：４８

３７．２２６°Ｎ
３８．０１１°Ｎ

３７．０１４°Ｅ
３７．１９６°Ｅ

１０．０
７．４

７．８
７．５

土耳其

５９２５９人死亡，１２１７０４人受伤，３３８４５７栋
房屋损毁，４００多万栋房屋受损，本次地震
为 ２０２３年度震级最大地震，多国遭到破坏

２０２３０３０９Ｔ１５：０５：４０
２０２３０３０９Ｔ１９：０８：０７

４３．２６７°Ｎ
４３．２８２°Ｎ

１２．３０３°Ｅ
１２．３４１°Ｅ

４．９
１０．０

４．３
４．５

意大利 １３人受伤

２０２３０６１８Ｔ０９：１０：２８
２０２３０６２７Ｔ１４：０７：２７

０．６７７°Ｓ
０．５９７°Ｎ

７７．５８０°Ｗ
７９．９８７°Ｗ

２６．６
３５．０

５．１
５．０

厄瓜多尔
２人受伤，２０栋房屋和 １处道路受损，部分
电力中断

２０２３０８１７Ｔ１７：０４：４８
２０２３０８１７Ｔ１７：１７：１７

４．３４６°Ｎ
４．２５８°Ｎ

７３．６２０°Ｗ
７３．５２９°Ｗ

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１
５．６

哥伦比亚 ２人死亡，５０人受伤

４２９

ＣＭＹＫ



４期 冯蔚等：２０２３年全球地震灾害概要

续表２

发震时刻（ＵＴＣ）
（年月日 Ｔ时：分：秒）

纬度 经度

震源

深度

／ｋｍ
矩震级 参考地点 灾情辑要

２０２３１００７Ｔ０６：４１：０３
２０２３１００７Ｔ０７：１２：４９

３４．５９８°Ｎ
３４．５４４°Ｎ

６１．９２６°Ｅ
６１．８８９°Ｅ

１４．０
８．０

６．３
６．３

阿富汗
１４８２人死亡，２１０２人受伤，５６个村庄和
５９８８８栋房屋受损，地震引发山体滑坡

２０２３１００７Ｔ０８：３４：２６
２０２３１００７Ｔ０８：４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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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新

几内亚

１人死亡，９人受伤，２００栋房屋损毁，地震
造成停电、输油管破裂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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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７人死亡，３３１人受伤，７００栋房屋倒塌，地
震引发山体滑坡，多个村庄被毁

２０２３１１０３Ｔ１８：０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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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１５３°Ｅ
８２．０６５°Ｅ

１２．０
１０．０

５．７
５．３

尼泊尔
１５３人死亡，３９１人受伤，２６５５０栋房屋损
毁，３５４８９栋房屋受损

４　２０２３年全球地震灾害主要特征

（１）虽无 ８级以上巨震，但伤亡程度较重。２０２３年全球地震能量释放强度有所减弱，

６．０～６．９级地震频次与 ２１世纪前 ２０年基本持平，但本年度共发生 １９次 ７．０级以上地震，频
次较以往升高。本年度共发生 １１３次造成了人员伤亡的地震，其中有 ３７次灾害地震出现了
人员死亡，共造成６４１２２人死亡，超过１３．６万人受伤，灾害地震频次与２１世纪平均水平相比
有所提升，且伤亡程度远超近十年的平均水平。２０２３年强震活动频繁，灾害地震表现为频次
高、破坏力强，且单次灾害损失巨大。

（２）灾害地震规律分布，重大灾害位置聚集。２０２３年全球灾害地震集中发生在欧亚地
震带上，表现为区域性聚集特征；环太平洋地震带的东部和西部灾害地震频次依然较多，但

造成的伤亡相对较小；２０２３年我国南北地震带北部即青藏高原东北缘地震活动造成一定伤
亡，非洲大陆及高纬度地区的灾害地震较少。

（３）欧亚地震带伤亡巨大，双震型地震频繁发生。欧亚地震带沿线成为 ２０２３年灾害地
震频次与伤亡最为严重的地区，２０２３年共有 １３次死亡人数超过 １０人的地震，其中 １０次均
在欧亚地震带上，死亡人数占比超过 ９９．７％；２０２３年重大地震灾害位置发生变化，印尼、日本

和加勒比等地区的地震伤亡较以往减少，２０２３年造成死亡人数在全球占比不足 ０．３％。本年
度灾害“双震”发生较为频繁，是欧亚地震带上多发的地震类型之一，统计表明自 １９７０年以
来，欧亚地震带上发生的灾害“双震”占全球的 ６４％。

（４）地震伤亡损失严重，伤亡原因更加明确。地震烈度大、房屋倒塌是 ２０２３年地震造成
重大伤亡的主要因素，山体滑坡掩埋人员、阻塞生命线是造成重大伤亡的次要因素。本年度

发生的伤亡较大的地震（死亡人数 １００人以上），主要是因为地震烈度大，短时震感极强，且
部分地区建筑的抗震设防能力低于地震破坏力，地震发生时房屋瞬间损毁造成了大量伤亡。

土耳其连续发生的 ５次强震，造成震中附近建筑物快速整体倒塌，同时引发的地表破裂和山
体滑坡导致救援队伍难以快速开展救援，造成死亡人数持续攀升。

５　有效应对地震灾害的建议与措施

（１）加强建筑抗震能力，完善地震区划图。本年度土耳其强震共造成 ５９２５９人死亡，

５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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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７０４人受伤，当地建筑的抗震设防能力低于本次地震烈度下的破坏力，是造成大量人员伤
亡的根本原因。本年度欧亚地震带沿线的灾害地震造成了极大损失，该区域由于地质背景

复杂，分布有多条大型断裂，强震活动频繁，且多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筑缺少活断

层避让和抗震设防标准，可见提高房屋的抗震能力是减少人员伤亡的直接有效措施。目前

我国已完成以减少社会经济功能损伤及快速恢复为主的第五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在编制

第六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时应注重向灾前预防、综合减灾、减轻灾害风险转变。

（２）加强应急体系建设，提升科技救灾应用。本年度土耳其大地震由于次生灾害导致救
援队伍难以进入灾区开展搜救工作，在短时间内死亡人数逐渐攀升至近 ６万人。针对历史
地震灾害特征，应持续完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以培养专业地震救援队伍为目标，以

研制先进救援装备为发展方向，以社会力量作为开展快速救援的补充。利用先进科学技术

摸清地震危险区构造特征并开展震害模拟研究，发展地理信息系统、实景三维技术、飞机遥

感技术、人工智能识别等快速获取和分析灾情信息，为灾情研判和处置提供数据支撑和救援

方案，并利用空天应急通信网络及时恢复震区网络通讯，及时向外传送震区一线灾情信息。

（３）建立国际合作制度，借鉴分享经验成果。国际上应加强合作，通过建立合作框架、签
署合作协议作为政策支撑，相互借鉴地震防御经验、分享地震科研成果，研发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关键技术，提升防震减灾综合能力，减少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依托“一带一路”自然灾

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框架，共同分享防震减灾资源和分散地震巨灾风险。瞄准

国际地震前沿技术，聚集国内外优秀科研工作者参与重大地震科技项目，推进天地一体化观

测、地震预测预警、重大工程抗震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同时，探索服务地震人身安全和企业

运转安全的创新机制，协调各国预警系统的联合运行，共同提升地震预警和海啸预警的减灾

效能。

（４）创新监测预报思维，加密预警工程建设。地震的监测工作正有条不紊的发展，但利
用观测数据进行地震预报研究是世界性难题。当前应做好地震实时监测，确保各项观测数

据的质量和准确性，逐渐扩大监测台网的密度，继续对有效的传统预报方法进行精细化处

理，并做好数据异常的核实与加密跟踪，结合宏观异常报告做好地震安全保障工作，探索地

震预报新方法、新思路。同时，在地震预警工程一期建成的基础上，注重后续薄弱地区台站

补充建设，进一步提高地震预警的准确性和响应速度，不断完善和强化地震预警系统，以达

到更好的减灾效果，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５）强化地震科普宣传，扩大避难场所建设。地震是造成人员伤亡的重大自然灾害之
一，防震减灾工作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在现有地震防御、预报和救援能力的基础上，通过

提升全社会的地震认知度消除地震恐慌和虚假舆论、推动民众与基层自下而上的减灾意识

和避险逃生能力（苏桂武等，２０２０）、基于受众体主观意愿和接受能力开展有效地震科普宣传
（张腾飞等，２０２３），是进一步减少地震伤亡及损失的有效举措。在山区、沿海等次生灾害易
发的地区，应扩大地震应急避难场地的建设，确保紧急逃生通道畅通，强化逃生设备的研发

和使用培训，专业救援人员要做好指引及疏导工作，把握黄金 ７２ｈ的救援时间，继续增强地
震现场的救援能力，并配备专业人员对地震亲历者进行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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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ｔｈｑＳｃｉ，２５（１）：１０３～１１０．

ＴｕｒｎｅｒＢ，ＪｅｎｋｉｎｓＪ，Ｔｕｒｎｅｒ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１９００－２０１０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ａｎｄｖｉｃｉｎｉｔｙ．Ｒｅｓｔｏｎ，ＶＡ：Ｕ．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７２９

ＣＭＹＫ



中　国　地　震 ４０卷

ＵＳＧＳ．（２０２３ａ０２０６）．Ｍ７．５Ｅｌｂｉｓｔ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Ｋａｈｒａｍａｎｍａｒａ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ｈｔｔｐ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ｇｓ．ｇｏｖ／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ｖｅｎｔｐａｇｅ／ｕｓ６０００ｊｌｑａ／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ＵＳＧＳ．（２０２３ｂ０２０６）．Ｍ７．８Ｐａｚａｒｃｉｋ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Ｋａｈｒａｍａｎｍａｒａ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ｈｔｔｐ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ｇｓ．ｇｏｖ／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ｖｅｎｔｐａｇｅ／ｕｓ６０００ｊｌｌｚ／ｉｍｐａｃｔ．

ＵＳＧＳ．（２０２３ｃ１００７）．Ｍ６．３３２ｋｍ ＮＮＥｏｆＺｉｎｄａｈＪā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ｈｔｔｐ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ｇｓ．ｇｏ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ｖｅｎｔｐａｇｅ／

ｕｓ６０００ｌｄｐｇ／ｉｍｐａｃｔ．

ＵＳＧＳ．（２０２３ｄ１００７）．Ｍ６．３３２ｋｍ ＮＮＥｏｆＺｉｎｄａｈＪā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ｈｔｔｐ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ｇｓ．ｇｏ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ｖｅｎｔｐａｇｅ／

ｕｓ６０００ｌｄｐｇ／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ｆｏ．

ＵＳＧＳ．（２０２３１００７）．Ｍ６．３３２ｋｍ ＮＮＥ ｏｆＺｉｎｄａｈＪā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ｈｔｔｐ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ｇｓ．ｇｏ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ｖｅｎｔｐａｇｅ／

ｕｓ６０００ｌｄｐｇ．

ＵＳＧＳ．（２０２３ｅ０９０８）．Ｍ６．８ＡｌＨａｏｕｚ，Ｍｏｒｏｃｃｏ，ｈｔｔｐ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ｇｓ．ｇｏ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ｖｅｎｔｐａｇｅ／ｕｓ７０００ｋｕｆｃ／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ＵＳＧＳ．（２０２３ｆ０９０８）．Ｍ６．８ＡｌＨａｏｕｚ，Ｍｏｒｏｃｃｏ，ｈｔｔｐ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ｇｓ．ｇｏ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ｖｅｎｔｐａｇｅ／ｕｓ７０００ｋｕｆｃ／ｉｍｐａｃｔ．

ＵＳＧＳ．（２０２３０９０８）．Ｍ６．８ＡｌＨａｏｕｚ，Ｍｏｒｏｃｃｏ，ｈｔｔｐ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ｇｓ．ｇｏ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ｖｅｎｔｐａｇｅ／ｕｓ７０００ｋｕｆｃ／ｉｍｐａｃｔ．

ＵＳＧＳ．（２０２３ｇ１１０３）．Ｍ５．７４３ｋｍ ＥｏｆＤａｉｌｅｋｈ，Ｎｅｐａｌ，ｈｔｔｐ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ｇｓ．ｇｏ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ｖｅｎｔｐａｇｅ／ｕｓ７０００ｌ８ｐ５／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ｉｎ２０２３

ＦｅｎｇＷｅｉ１），ＱｉａｎＧｅｎｇ２）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６，Ｃｈｉｎａ

２）Ｈｕｂｅ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ｇｅｎｃ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ｓ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ｉｎ２０２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ｄａｔａ．Ｗｅｐｌｏｔ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ｗｉｔｈ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ｓｉｎｃｅ１９８０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ｅ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２０２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ｉｔｈ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ａｎｄｍａｊｏ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ｅｖｅｎｔｓ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ｈａｔ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ｉｎ２０２３ｗａ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ｈｉｓ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ｎｏｔａｂｌ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ｆ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７．０ｏｒａｂｏｖｅ，ｗｉｔｈｎｏｅｖｅｎｔｓ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ｉｎ２０２３
ｗｅ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ａｒｉｓｅｉｎｃａｓｕａｌｔｙ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Ａｋｅ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ｙｅａｒｗａｓ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ｕ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ｆｕｔｕｒ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ｌｉｅｆｅｆｆｏｒ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ｌｏｂ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ｔｒｅｎｄ；Ｄｏｕｂｌｅ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８２９

ＣＭＹ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