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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年中国大陆地震灾害损失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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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统计分析 ２０２４年中国 ５．０级以上地震目录的基础上，结合应急管理部、相关省（自

治区、直辖市）地震局地震灾害损失评估资料，总结 ２０２４年中国大陆地震灾害情况和主要震害

特点。通过综合对比近１０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历史地震灾情数据，分析灾害性地震发震频次和地

震伤亡人数的年际变化，总结出近 １０年的灾害情况，以及各省份发生的地震造成的伤亡和财产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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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灾害，其发生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

了严重影响。２０２４年，中国大陆地区的地震活动虽然频繁，但与 ２０２３年相比，破坏性地震发
生次数相对较少，地震灾害的整体损失相对较轻（陈雅慧等，２０２４）。

近年来我国在地震监测、预警、救援以及灾后重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国家烈度速

报与预警工程顺利竣工，地震预警信息也逐步面向社会发布（张克诚等，２０２４；张建勇等，
２０２４）。同时，地震科普工作也是近年来我国地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广泛开展地震
科普知识宣传和教育活动，提高了公众对地震的认识和应对能力（崔满丰等，２０２０；翟颖等，
２０２０）。未来，应继续加强地震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加强科普宣传和公众
教育，以更好地应对地震灾害带来的挑战。

本文将全面回顾并分析 ２０２４年中国大陆发生的主要地震灾害，梳理灾害的基本情况、
救援行动、灾害特征等，并分析近 １０年中国大陆主要震害情况，旨在为未来的地震监测预
警、应急响应机制、灾后恢复重建等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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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０２４年中国大陆地震活动及分布概况

２０２４年我国共发生 ５．０级及以上地震 ６１次（大陆地区 ２５次，台湾地区及海域 ３６次）。
其中 ５．０～５．９级地震 ５４次，６．０～６．９级地震 ５次，７．０级以上地震 ２次，震级最大的地震是 ４
月 ３日台湾花莲县海域 ７．３级地震。

２０２４年以来大陆地区发生 ５级以上地震 ２５次，最大为 １月 ２３日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
县７．１级地震。在这２５次地震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１９次地震，青海省发生３次，西藏
自治区发生 ２次，四川省发生 １次（表１），活动水平较 ２０２３年（１１次，最大为 ２０２３年 １２月
１８日甘肃积石山 ６．２级地震）明显偏强。

表 １ ２０２４年中国大陆 ５．０级（含）以上地震

序号 日期 北京时间（时：分） 纬度／（°Ｎ） 经度／（°Ｅ） 震源深度／ｋｍ 震级 震中位置

１ １月 ２３日 ０２：０９ ７８．６３ ４１．２６ ２２ ７．１ 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２ １月 ２３日 ０２：４２ ７８．７０ ４１．３３ １４ ５．２ 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３ １月 ２３日 ０３：３６ ７８．６６ ４１．１１ ２０ ５．３ 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合奇县

４ １月 ２３日 ０７：１９ ７８．７１ ４１．２１ １５ ５．２ 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５ １月 ２３日 ０９：１８ ７８．８４ ４１．１９ １０ ５．２ 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６ １月 ２４日 ０４：３８ ７８．６５ ４１．０６ １０ ５．７ 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合奇县

７ １月 ２５日 ０６：２１ ７８．５５ ４１．０８ １５ ５．２ 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合奇县

８ １月 ２６日 ０４：０１ ７８．８３ ４１．２９ １８ ５．６ 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９ １月 ３０日 ０６：２７ ７８．６７ ４１．１５ １０ ５．７ 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合奇县

１０ ２月 ２４日 ０６：５８ ７８．５４ ４１．１２ １０ ５．３ 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合奇县

１１ ２月 ２５日 １２：１４ ７８．４１ ４１．１５ １１ ５．８ 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合奇县

１２ ３月 ５日 １０：０７ ９３．０１ ３３．５２ １０ ５．３ 青海玉树州杂多县

１３ ３月 ７日 １８：０６ ９３．０１ ３３．５８ １０ ５．５ 青海玉树州杂多县

１４ ４月 ４日 ０８：３９ ９０．９３ ３８．３９ １０ ５．５ 青海海西州茫崖市

１５ ４月 ７日 １６：４６ ８２．１４ ４１．９４ １７ ５．４ 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

１６ ４月 ８日 ０４：４７ ８２．０７ ４１．９３ １８ ５．１ 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

１７ ４月 １０日 ２２：５６ ８２．５６ ４１．９８ １６ ５．６ 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

１８ ４月 １３日 １３：４４ ８１．８４ ３３．５６ １０ ５．２ 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

１９ ５月 ２０日 １３：１０ ７７．０５ ４０．２８ １９ ５．２ 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

２０ ５月 ２７日 １１：０７ １００．７０ ２８．２５ ８ ５．０ 四川凉山州木里县

２１ ６月 １日 ０８：４６ ８６．３６ ３４．１４ ８ ５．９ 西藏那曲市尼玛县

２２ ６月 １１日 ０１：３５ ８４．１５ ４０．８９ ２０ ５．０ 新疆巴音郭楞州尉犁县

２３ ８月 ２２日 ０７：３８ ８３．９７ ４０．９２ １５ ５．０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

２４ １０月 １７日 ０６：２３ ７８．５３ ４１．１１ １０ ５．３ 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合奇县

２５ １０月 ２６日 １６：３５ ８３．９３ ４０．９８ １０ ５．５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①。

通过表１可以看出，２０２４年度中国大陆 ５．０级以上地震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东部地区
及附近海域未发生 ５．０级以上地震活动，符合我国地震“西多东少”的分布特点。其中大陆
地区地震主要集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疆”）、青海省、西藏自治区（简称“西藏”）

４７１

① 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ｃｅｉｃ．ａｃ．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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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四川省四个省份，其中新疆发生 １９次地震，青海 ３次，西藏 ２次，四川 １次。
总体来说，２０２４年中国大陆地区 ５．０级以上地震发震频次相对偏高，高于 １９００年以来

年均２０次的平均水平。本年度大陆地震造成的灾害损失主要集中在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３日新疆
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７．１级地震，共造成 ３人死亡，２０２４年度地震致死人数均源于此次地震。

２　２０２４年中国大陆地震灾害情况

２０２４年中国大陆共发生 ９次地震灾害事件（表２），造成 ３人死亡，５人受伤，倒损房屋
６．４万间，直接经济损失约 ３８亿元人民币。其中，震级最大和造成人员伤亡最严重的地震
是 １月 ２３日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７．１级地震，共造成 ３人死亡，５人受伤，损坏房屋 ５万
间，直接经济损失约 ３３．２亿元。此外，９次地震灾害事件中，发生在云南 ４次，新疆、四川、西
藏、贵州、内蒙各 １次，除新疆地震外，其他地震虽无人员死亡，但均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表 ２ ２０２４年中国大陆地区地震灾害一览表

序号 日期
北京时间

（时：分）
震级 震中位置

伤亡人数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死亡 受伤

１ ０１月 ２３日 ０２：０９ ７．１ 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３ ５ ３３２０００

２ ０４月 ０６日 １０：２９ ４．９ 云南昭通市鲁甸县 ０ ０ ３０００

３ ０４月 ０９日 ２２：０７ ４．７ 云南迪庆州香格里拉市 ０ ０ ９００

４ ０５月 ２７日 １１：０７ ５．０ 四川凉山州木里县 ０ ０ ２２０００

５ ０６月 ２６日 １６：１９ ４．５ 云南丽江市永胜县 ０ ０ ２２００

６ ０７月 ２４日 ０７：５５ ４．６ 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 ０ ０ ９６００

７ ０８月 ２０日 ２３：０４ ４．６ 云南普洱市思茅区 ０ ０ ５８００

８ １１月 ０７日 ０４：１９ ４．５ 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 ０ ０ １４００

９ １１月 ２４日 ０７：５３ ４．３ 内蒙古通辽市霍林郭勒市 ０ ０ ２９００

　　注：数据源于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

３　２０２４年中国大陆主要地震事件及灾害特点

３．１　２０２４年中国地震灾害特点
（１）２０２４年全年地震灾害损失与去年相比较轻。中国大陆地震共造成 ３人死亡，５人受

伤。灾害程度与往年相比较轻，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分别为去年的 １．９９％和 ０．４９％。

（２）地震灾害损失主要集中在新疆。２０２４年共发生 ９次地震灾害事件，包括 １次主要
地震灾害事件，低于 ２０００年以来每年 １０．６次的平均水平。全年地震灾害损失主要集中在

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７．１级地震，此次地震共造成 ３人死亡，５人受伤。

（３）全年地震灾害发生区域与 ２０２３年相比差异明显。本年度主要地震灾害集中在新
疆，此外，云南、四川、西藏、贵州、内蒙古等地也发生了地震，虽无人员死亡，但均造成了一定

的经济损失。

（４）尽管新疆乌什 ７．１级地震震级较高，但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其主要原

因一是震源较深、震中区域人口稀少；二是震区房屋抗震能力强，震中农村地区实现安全住

房全覆盖；三是相关地州积极落实推动防范应对工作，防范应对准备充分；四是各方救援力

５７１

ＣＭＹＫ



中　国　地　震 ４１卷

量响应迅速，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高效有序。

总体上，２０２４年度中国大陆地区发生的 ９次成灾地震中（包括一次主要地震灾害事
件），８次位于西部，１次位于东北部，东西差异明显，符合我国地震分布不均匀的特点。１次
主要成灾地震为 １月 ２３日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７．１级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３３．２亿
元，占全年全部损失的 ８７．４１％。

３．２　２０２４年中国大陆主要地震事件———新疆乌什 ７．１级地震
３．２．１　基本信息

１月 ２３日 ２时 ９分，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４１．２６°Ｎ，７８．６３°Ｅ）发生 ７．１级地震，震源
深度２２ｋｍ。地震造成３人伤亡，５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３３．２亿元。其中，克孜勒苏柯尔
克孜、阿克苏、喀什 ３个地区（自治州）１４个县（市）有 ４万人不同程度受灾，３人死亡，１．９万
人紧急转移安置，１５００余人需紧急生活救助，９００余间房屋倒塌，４．９万间房屋损坏，直接经
济损失 ３０．３亿元。此外，地震造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直接经济损失 ２．９亿元。

本次地震最高烈度为Ⅸ度，Ⅵ度区及以上面积约 ２７９２６ｋｍ２，主要涉及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２个地（州）６个县（市），２９个乡镇（街道）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１个团场。其中，Ⅸ度
区面积 ２５２ｋｍ２，主要涉及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亚曼苏柯尔克孜族乡、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乡，共计 ２个乡。

注：照片源自地震现场调查工作组。

图 １　乌什地震造成建筑破坏

３．２．２　地震灾害特点
（１）此次地震震级大，强余震多，但震源较深，震中区域人口稀少，人员伤亡相对较少。

得益于新疆农村安居工程建设有序推进，灾区居民住房整体受损程度较轻，为后续救援创造

了良好条件。据现场灾害调查情况，农村安居房抗震效果显著，有效抵御了本次地震灾害，

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震后转移安置、余震防范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灾区北部为天山南脉，中南部为托什干河谷与山前洪积扇平原，南部为南天山支脉
中低山区及山间谷地，属农牧区，交通不便。地震破坏严重的房屋基本都是无抗震措施的自

建房屋及生产用房。

（３）震区涉及房屋结构类型包括砖木结构、砖混结构、框架结构和安居富民房（图 １）。
其中砖木结构类型房屋均为居民自建房，墙体为黏土砖砌筑，无圈梁及构造柱等抗震措施，

在灾区全部破坏，在烈度Ⅷ度区有７０％毁坏，３０％中等破坏；在Ⅶ度区有１５％毁坏，８５％中等
破坏；在Ⅵ度区有 ５０％中等破坏，５０％轻微破坏。砖混结构类型房屋基本完好，仅少量出现
轻微破坏。框架结构房屋中未见框架主体结构遭受破坏，但造成一定数量的填充墙与主体

６７１

ＣＭＹＫ



１期 马秀丹等：２０２４年中国大陆地震灾害损失述评

之间出现裂缝及室内外的装饰装修破坏，造成一定的灾害损失。安居富民房仅在震中附近

出现极少数中等破坏和少数轻微破坏。

（４）灾前预防工作是提升防震减灾能力的重要举措，持续做好防震减灾科普宣传以及非
工程性防御工作，使灾区人民群众防震减灾、自救互救意识得到不断增强。２０２３年以来，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及当地各级政府组织的抗震救灾实战综合演练成效显著，震后灾区群众自

救互救意识较强，有效减少了救灾时间成本。

（５）地震引发部分地质灾害，以崩塌为主，基岩山体边坡崩塌地质灾害发生在局部区域，土
质边坡地质灾害较为发育，尤其是沿高陡边坡（特别是河岸）崩塌地质灾害较为发育。地质灾

害发育集中区域主要位于别迭里口岸公路（Ｚ６２１专线）沿线、北部山区沟谷两侧等区域（图２）。

注：照片源自地震现场调查工作组。

图 ２　地震造成部分地质灾害

３．２．３　救援信息
此次地震震前防范措施得力，震后应急响应与处置迅速高效。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

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震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阿克苏地区

和克州启动地震应急响应，相关负责同志带领相关部门和专业力量第一时间到达震区一线，

核查灾情、转移人员，积极开展抗震救灾工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主要负责人带领地

震系统 １００名队员组成地震应急现场工作队赶赴地震灾区，开展流动观测与震后趋势研判、
震害调查与烈度评定、损失评估与科普宣传等现场应急工作。

４　近 １０年中国大陆主要震害情况

２０１５—２０２４年，中国大陆因地震造成的灾害事件有 １００次（含 ５．０级以下），其中
４．０～４．９级地震 ２９次，５．０～５．９级地震 ４８次，６．０～６．９级地震 １９次，７．０级及以上地震 ４
次，共造成我国公民 ３５５人死亡，２５人失踪，４２５０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超 １０００亿元（文鑫
涛等，２０２１；林向洋等，２０２０）。这些地震中，最大地震为 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２２日青海果洛州玛多
县 ７．４级地震，造成 １９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 ４１亿元（段乙好等，２０２３）。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２５
日发生在尼泊尔的 ８．１级地震，对我国西藏地区造成重大影响，造成我国 ２７人死亡，８６０人
受伤，上百万房屋受损，直接经济损失超 １０３亿元（陈通等，２０１６）。

表３为近 １０年中国大陆地区灾害地震发生的震级和频率分布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
灾害性地震最多的年份为 ２０１６年，共发生 １６次灾害地震事件，其中 ４．０～４．９级地震 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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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近 １０年中国大陆地区地震事件震级分布一览表

年度 Ｍ４．０～４．９ Ｍ５．０～５．９ Ｍ６．０～６．９ Ｍ＞７．０ 总数量

２０１５ ３ ７ １ １ １２

２０１６ ４ ８ ４ ０ １６

２０１７ ４ ４ ２ １ １１

２０１８ ４ ７ ０ ０ １１

２０１９ ４ ９ １ ０ １４

２０２０ ０ ３ ２ ０ ５

２０２１ ２ ３ ３ １ ９

２０２２ ０ ３ ４ ０ ７

２０２３ １ ３ ２ ０ ６

２０２４ ７ １ ０ １ ９

总数量 ２９ ４８ １９ ４ １００

５．０～５．９级地震８次，６．０～６．９级地震４次。２０２０年度发生的灾害性地震数量最少，为５次。
灾害性地震事件中，５．０～５．９级地震数量最多，占灾害性事件总数量的 ４８％。

注：西藏的伤亡数据包含 ２０１５—２０２４年震中在西藏自治区造成的人员伤亡和 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２５日尼泊尔 ８．１

级地震对我国西藏地区造成的人员伤亡数据。

图 ３　近 １０年中国大陆灾害性地震人员伤亡情况

图３为近 １０年中国大陆地震灾害事件的人员伤亡统计，从图中可以看出，２０２３年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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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伤亡最严重的一年，该年度死亡人数达 １５１人，１０２０人受伤，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地震事
件为 １２月 １８日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 ６．２级地震，该地震造成 １５１人死亡，９８３人受伤，倒塌
房屋７万间，严重损坏房屋９．９万间，一般损坏房屋２５．２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１０１亿元（陈
雅慧等，２０２４）。近 １０年，四川省为地震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最严重的省份，共造成 １７１人
死亡，１６４０人受伤，其次，甘肃、新疆等地发生的地震也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

图４为近 １０年中国大陆地震灾害事件的直接经济损失统计，从图中可以看出，２０２２年
地震灾情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２２３亿元，为 １０年中经济损失最严重的一年，该年度
共发生 ７次灾害性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最大的地震为 ２０２２年 ９月 ５日四川甘孜州泸定
县 ６．８级地震，该地震造成 ９３人死亡，２４人失踪，４２３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１５４亿元，占
２０２２年直接经济损失的 ６９．３３％。地震灾害事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最大的省份为四川省，近
１０年四川发生 ２１次有灾地震事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３６８亿元，其次，甘肃、新疆、青海等地
发生的灾害性地震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注：西藏的伤亡数据包含 ２０１５—２０２４年震中在西藏自治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 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２５日发生在

尼泊尔的 ８．１级地震对我国西藏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

图 ４　近 １０年中国大陆灾害性地震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５　结语

２０２４年中国大陆地区未发生特别重大地震灾害事件，虽然 ５．０级以上地震次数相较近
１０年平均水平偏高，但主要成灾地震次数相对偏低。２０２４年大陆东部及附近海域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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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级以上地震，东部地区地震活动降低。２０２４年全年地震灾害损失低于近 １０年平均水
平，约占１０年总数的３．７６％。地震灾害主要集中在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７．１级地震，全年
的地震伤亡均由该地震造成。

未来应继续提升防震减灾能力、加强地震预警服务、推进地震构造探查与抗震设防，增

强公众防震避险能力，有效提升全社会的防震减灾能力和水平，减少地震灾害带来的损失和

影响。

致谢：感谢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地震局提供的地震现场调查评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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