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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全球地震活动概况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２０２４年 １月 １日—１２月 ３１日，全球共发生 ６级以上地震 ８８次，
其中 ７级以上地震 １０次，最大地震为 １月 １日日本本州西岸近海 ７．４级地震（图１）。

图 １　２０２３年和 ２０２４年全球 ７级以上地震分布

１．１　全球 ７级以上地震活动明显偏弱
２０２４年全球共发生 ７级以上地震 １０次，显著低于 １９００年以来 ７级以上地震年均频次

（２０次）和 ２０２３年 １９次的活动水平（图２）（马亚伟等，２０２３；韩颜颜等，２０２４）。
１．２　全球 ７级地震空间集中

２０２４年全球 ７级以上地震主要发生在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西北边界，该区域共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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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全球 ７级以上地震年频次

５次 ７级以上地震（图１）。

２　中国地震活动概况

２０２４年我国共发生 ５级以上地震 ６１次。我国大陆地区发生 ５级以上地震 ２５次，最大
为 １月２３日新疆乌什７．１级地震，截至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３１日，乌什７．１级地震序列共记录到５
级以上余震 １１次；中国台湾发生 ５级以上地震 ３６次，最大为 ４月 ３日台湾花莲县海域 ７．３
级地震，截至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台湾花莲县海域７．３级地震序列共记录到５级以上余震３１
次（图３）。

图 ３　２０２３年和 ２０２４年中国 ５级以上地震分布

２．１　我国大陆 ７级以上地震平静打破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３日新疆乌什７．１级地震打破了自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２日青海玛多７．４级地震
以来持续 ２．６年的 ７级以上地震平静（图４）。
２．２　我国大陆 ５级以上地震活动由弱转强

２０２４年大陆发生 ５级以上地震 ２５次，高于 ２０２３年 １１次的活动水平，与 １９５０年以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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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２０年以来大陆 ５级以上地震震级时序图

均 ２４次的活动水平基本持平（图５）。５级以上地震分布相对集中，其中新疆 １９次，青海 ３
次，西藏 ２次，四川 １次。５级以上地震时间上较为集中，上半年共发生 ２２次 ５级以上地震，
下半年仅发生 ３次，分别为８月２２日新疆库车５．０级、１０月１７日新疆阿合奇５．３级和１０月
２６日新疆库车 ５．５级地震。

图 ５　大陆 ５级以上地震年频次

南北地震带活动显著偏低。２０２４年南北地震带仅发生 １次 ５级以上地震，为 ５月 ２７日
四川木里 ５．０级地震，明显低于 １９７０年以来年均 １０次的活动水平，呈现弱活动状态（图６）。

图 ６　南北地震带 ５级以上地震年频次

２．３　中国台湾 ７级以上地震平静打破

２０２４年４月３日中国台湾花莲县海域７．３级地震打破了自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台湾恒春
海域 ７．２级地震以来持续 １７．３年的 ７级以上地震平静（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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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１９００年以来中国台湾 ７级以上地震震级时序图

３　显著地震分析

３．１　２０２４年 １月 ２３日新疆乌什 ７．１级地震
２０２４年 １月 ２３日新疆乌什发生的 ７．１级地震位于天山地震带，震源深度 ２２ｋｍ。该地

震发震断层为迈丹断裂，震源机制解显示该地震为逆冲型地震（图８）。自 １９００年以来，震
中附近 ２００ｋｍ范围内共发生 ６级以上地震 １７次，其中时间最近的地震为 ２０２０年 １月 １９日
新疆伽师 ６．４级地震（距离约１９９ｋｍ），震级最大的地震为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４日新疆巴楚６．８级
地震（距离约 １８０ｋｍ），空间距离最近的地震为 １９７１年 ３月 ２３日新疆乌什 ６．０级地震（距离
约 ５８ｋｍ）。利用双差定位方法（Ｗａｌｄｈａｕｓ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对乌什 ７．１级地震序列进行重定位，
结果表明余震呈 ＮＥ走向，长度约 ６０ｋｍ，平行于迈丹断裂。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１２月 ３１日，乌什
７．１级地震序列共记录到 ３级以上余震 ２６０次，其中 ３．０～３．９级地震 ２０９次，４．０～４．９级地
震 ４０次，５．０～５．９级地震 １１次，６．０～６．９级地震 ０次，最大为 ２０２４年 ２月 ２５日 ５．８级地震
（图８）。

图 ８　２０２４年新疆乌什 ７．１级地震序列分布（ａ）和震级时序图（ｂ）

３．２　２０２４年 ４月 ３日中国台湾花莲县海域 ７．３级地震
２０２４年 ４月 ３日中国台湾花莲县海域发生的 ７．３级地震位于纵谷断裂带，震源深度

１２ｋｍ。该地震发震断层为纵谷断裂，震源机制解显示该地震为逆冲型地震（图９）。自 １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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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震中附近 ３００ｋｍ范围内共发生 ７级以上地震 １９次，其中时间最近的地震为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２６日台湾恒春海域 ７．２级地震（距离约 ２５１ｋｍ），震级最大的地震为 １９７２年 １月 ２５日
台湾台东县海域 ８．０级地震（距离约 １４６ｋｍ），空间距离最近的地震为 １９９０年 １２月 １４日台
湾花莲县海域 ７．０级地震（距离约１３ｋｍ）。截至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台湾花莲７．３级地震序
列共记录到 ４级以上余震 １４１次，其中 ４．０～４．９级地震 １１０次，５．０～５．９级地震 ２７次，６．０～
６．９级地震 ４次，最大为 ２０２４年 ４月 ２３日 ６．３级地震，余震呈 ＮＥ走向，长度约 ６０ｋｍ
（图９）。

图 ９　２０２４年中国台湾花莲县海域 ７．３级地震序列分布（ａ）和震级时序图（ｂ）

４　小结

（１）２０２４年全球 ７级以上地震活动明显偏弱，但是在空间上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
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西北边界。

（２）中国大陆地区 ７级以上地震平静打破，５级以上地震由弱转强，地点集中在新疆、青
海、西藏地区。

（３）南北地震带 ５级以上地震活动偏弱。
（４）中国台湾 ７级以上地震平静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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