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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５年 １—３月全球地震活动述评

翟颖　马秀丹　刘琪　陈鸿钰　侯旭婷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４５

摘要　整理汇总中国地震台网发布的 ２０２２年以来全球 ５．０级以上地震信息，并以季度为单

位对 ２０２５年 １—３月的地震活动情况、地震灾害特点进行归纳总结。选取缅甸实皆 ７．９级、中国

西藏定日 ６．８级地震作为本季度典型地震事件，从发震构造、灾情信息等角度展开重点分析，为

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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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２０２５年 １—３月全球地震活动概况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２０２５年 １月 １日—３月 ３１日全球共发生 ５．０级以上地震 ６１次，
其中 ５．０～５．９级地震 ４２次，６．０～６．９级地震 １６次，７．０级以上地震 ３次（图１，表１），震级最
大地震为２０２５年３月２８日缅甸实皆７．９级地震。２０２５年１—３月全球５．０级以上地震的活
动次数低于 ２０２２年以来季均 ８６．９２次的水平，但 ７．０级以上大震发生频率与 ２０２２年以来每
季度 ３次的平均水平持平（马亚伟等，２０２２；翟颖等，２０２４；陈鸿钰等，２０２４；刘琪等，２０２４）。
本季度中国发生 ５．０级及以上地震 ９次。

图 １　２０２２年 １月—２０２５年 ３月每季度全球 ５．０级以上地震活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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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２５年 １—３月全球 ６．０级及以上地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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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月 １日 ２１：４８ －２６．６５ －５６．４０ ７０ ６．２ 南桑威奇群岛地区

２ １月 ３日 ０４：４３ －６９．１５ －２１．９５ １００ ６．１ 智利

３ １月 ６日 ０１：１８ －８９．０５ １３．００ ６０ ６．２ 萨尔瓦多附近海域

４ １月 ７日 ０９：０５ ８７．４５ ２８．５０ １０ ６．８ 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５ １月 １２日 １６：３２ －１０３．１５ １８．７５ ８０ ６．３ 墨西哥

６ １月 １３日 ２０：１９ １３１．７５ ３１．７０ ２０ ６．７ 日本九州岛附近海域

７ １月 ２１日 ００：１７ １２０．５１ ２３．２４ １４ ６．２ 中国台湾台南市

８ ２月 ９日 ０７：２３ －８２．４５ １７．７５ １０ ７．６ 洪都拉斯以北

９ ２月 ２４日 ０２：１６ １６６．２５ －１１．２５ ８０ ６．２ 所罗门群岛

１０ ２月 ２６日 ０６：５５ １２４．８５ ０．３５ ２０ ６．１ 印尼马鲁古海

１１ ３月 ７日 ００：２１ －６８．７５ －２３．５０ １００ ６．０ 智利北部

１２ ３月 １０日 １０：３３ －８．１０ ７１．３０ １０ ６．７ 挪威扬马延岛地区

１３ ３月 ２１日 ２２：５０ －８２．４５ ６．８５ １０ ６．２ 巴拿马以南海域

１４ ３月 ２１日 ２２：５３ －１７６．３５ ５１．３０ １０ ６．２ 安德烈亚诺夫群岛

１５ ３月 ２５日 ０９：４３ １６６．０５ －４６．６５ １０ ６．８ 新西兰南岛西岸远海

１６ ３月 ２８日 ０８：３４ －２９．７０ ０．８０ １０ ６．０ 中大西洋海岭中部

１７ ３月 ２８日 １４：２０ ９５．９５ ２１．８５ ３０ ７．９ 缅甸

１８ ３月 ２８日 １４：３２ ９５．９５ ２１．６０ ３０ ６．４ 缅甸

１９ ３月 ３０日 ２０：１８ －１７３．７５ －２０．３０ １０ ７．３ 汤加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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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０２５年 １—３月全球重大地震灾害统计

２０２５年 １—３月全球出现人员伤亡的地震共计 １２次，共造成 ５５５１人死亡，至少 １１６８５
人受伤（图２，表２）。２０２５年 ３月 ２８日缅甸实皆 ７．９级地震及其余震导致的地震灾害最为
严重，共造成 ５４２２人死亡，１１４０２人受伤，５７０人失踪。

２０２５年 １—３月全球地震活动和人员伤亡特点主要有：
（１）本季度全球发生 ７．０级以上地震 ３次，发生频率与 ２０２２年以来每季度 ３次的平均

水平持平。本季度 ５．０级以上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为 ５５５１人，为 ２０２２年以来除 ２０２３年第
１季度外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季度（图３）。

（２）全球 ５．０级以上地震造成的灾害中，３月 ２８日缅甸实皆 ７．９级地震伤亡最为严重，
遇难人员约占本季度总数的 ９７．６７％。

（３）全球 １２次造成灾害的 ５．０级以上地震中，有 ３次发生在海域，共造成 ３７人受伤，无
人员死亡。与海域相比，本季度发生在陆地的地震其灾害更为严重。

００４

① 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ｃｅｉｃ．ａｃ．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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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２５年 １—３月全球 ５．０级以上地震活动及伤亡情况分布

表 ２ ２０２５年 １—３月全球 ５．０级以上地震灾害统计

序号
日期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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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５０１０４ ０８：５２ ５．８ １０ 埃塞俄比亚 ２ ０

２ ２０２５０１０６ ０１：１８ ６．２ ６０ 萨尔瓦多附近海域 ０ ２

３ ２０２５０１０７ ０９：０５ ６．８ １０ 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１２６ １８８

４ ２０２５０１１２ １６：３２ ６．３ ８０ 墨西哥 ０ ２

５ ２０２５０１１３ ２０：１９ ６．７ ２０ 日本九州岛附近海域 ０ ４

６ ２０２５０１２１ ００：１７ ６．２ １４ 中国台湾台南市 ０ ５０

７ ２０２５０１２３ ０７：３９ ５．７ ３０ 菲律宾棉兰老岛 ０ ３１

８ ２０２５０１２５ １９：４９ ５．１ １１ 中国台湾台南市 ０ １

９ ２０２５０３１５ １１：１９ ５．５ ６０ 墨西哥 ０ ４

１０ ２０２５０３１８ ０６：２３ ５．４ ５０ 印尼苏门答腊岛 １ １

１１ ２０２５０３２８ １４：２０ ７．９ ３０ 缅甸
５４２２ １１４０２

１２ ２０２５０３２８ １４：３２ ６．４ ３０ 缅甸

合计 ５５５１ １１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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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５年地震列表②，收集时间截至 ２０２５年
４月 ２７日。

（４）全球造成灾害的５．０级以上地震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有３个，分别为中国（３
次）、缅甸（２次）、印度尼西亚（１次）。

１０４

② 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Ｌｉｓｔ＿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２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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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２２年以来每季度 ５．０级以上地震灾害造成人员死亡情况对比

２　２０２５年 １—３月全球典型地震分析

２．１　缅甸实皆 ７．９级地震
２．１．１　基本信息

北京时间 ３月 ２８日 １４时 ２０分（当地时间 ３月 ２８日 １２时 ２０分），缅甸实皆（２１．８５°Ｎ，
９５．９５°Ｅ）发生 ７．９级地震，震源深度 ３０ｋｍ，这是 ２０２５年第一季度全球震级最大的地震，缅
甸、泰国、越南、印度等多个国家有强烈震感。同时，由于此次地震距中国边境线最近约

２９４ｋｍ，中国云南、贵州等多个地区亦有明显震感。
２．１．２　构造背景

缅甸位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带的东缘，地质构造复杂，是典型的板块俯冲剪切
复合边界。３月 ２８日缅甸实皆 ７．９级地震是印度板块与巽他板块相对运动导致的走滑型地
震，其发生在实皆断裂带，这是一条至今仍在活动的走滑断裂。该断裂带北起缅北山区，南

至马达班湾，并延伸至安达曼海，呈南北走向纵贯缅甸，全长约 １４００ｋｍ。长期以来，实皆断
裂作为印度板块、欧亚板块、巽他板块相互作用的边界，承受了板块运动产生的大量构造应

力，是缅甸活动性最强、规模最大的孕震断层。

２．１．３　灾情信息

此次缅甸实皆 ７．９级地震波及缅甸本土及周边多个国家，共造成 ５４２２人遇难，１１４０２人
受伤，５７０人失踪③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十分严重。

在缅甸本国，此次地震共造成 ５３５２人遇难，１１３６６人受伤，５３８人失踪，另据中国驻缅甸
大使馆确认，有 ８名中国公民遇难、１３人受伤④

。实皆省、曼德勒省、内比都等地受灾极为严

重，大量人员无家可归。地震致使路面发生坍塌、裂缝，桥梁断裂，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并出现断水、断电、断网等情况。缅甸全国有超过 １２万所房屋受损，其中 ４８８３４所房屋倒
塌，超过 １０００座政府建筑和卫生中心被毁（图４）。曼德勒皇宫、古寺庙等上百座古建筑也
在地震中不同程度受损。此外，地震还引发了火灾、轻中度腹泻病例等地震次生灾害。截至

２０４

③

④

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２０２５＿Ｍｙａｎｍａ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８２９１９０８６４６４１８０２８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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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片源自新华社。

图 ４　缅甸实皆 ７．９级地震现场

２０２５年 ４月 ６日，已确认直接经济损失达 １２０亿美元，重建资金缺口高达 １５０亿美元。
此次地震对邻国造成强烈影响，泰国全境、越南、印度、孟加拉国等均有震感。其中，泰

国受损严重，存在建筑受损的现象，曼谷的地铁和轻轨有多条线路暂停运营，市区交通出现

拥堵，泰国共有 ６９人在地震中死亡，３４人受伤，３２人失踪。越南约有 ４００套房屋受损，有 １
人在撤离过程中遇难。缅甸实皆 ７．９级地震对中国也造成一定影响，云南震感强烈，贵州、
广西、四川等地亦有明显震感。经统计，云南瑞丽市 ４５８户共 １７０５人受灾，其中 ２人轻微受
伤，部分房屋有坠落物，城区、乡镇有高层建筑、老旧房屋部分受损（图５）⑤。

注：图片源自新华社。

图 ５　地震造成中国云南瑞丽财富广场受损

２．１．４　救援信息

此次实皆 ７．９级地震震灾严重，震后缅甸政府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动军队、警察、
消防、医疗等各方力量投入救援，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短时间内，各国救援力量迅速

集结，前往救援。

３０４

⑤ 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８２７８５５４３７８６２４９４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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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方面，联合国针对此次地震灾害，从紧急救济基金中拨款 ５００万美元以支持救援行
动，并于１１日宣布启动２０２５年人道主义需求补充计划，呼吁募集２．７５亿美元为缅甸地震灾
区 １１０万人提供紧急援助。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比利时等多个国家均提供经济支持。
印度、泰国、俄罗斯、日本等十余个国家派遣救援力量前往缅甸开展搜救及医疗支持。

中国于震后第一时间向缅甸提供 １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及帐篷、毛
毯、急救包、食品、饮用水等急需物资，并根据缅方请求，于 １１日决定向缅方追加提供 １０亿
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救灾援助，用于提供成品油、板房、手术室、药品、疫苗等物资。中国

红十字会、澳门红十字会、香港特区政府也纷纷提供援助资金及物资，累计金额超过 ２００万
元人民币。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中国国际救援队（ＣＩＳＡＲ）、云南救援医疗队及中国
红十字国际救援队等多支专业力量携带便携式卫星、无人机、破拆工具、医疗用品、生命探测

仪等设备分批次抵达曼德勒、仰光、内比都等地震重灾区，并安置野战医院开展救援；中国

公羊救援队、河北蓝天救援队、上海蓝天救援队等众多民间救援队也接续前往，与官方力量

协同作战，形成强大的救援合力。截至北京时间 ４月 ２日，中国有近 ３０支救援队在缅施救，
是派出队数和人数最多的国家，彰显了中国在跨国灾害救援中的快速响应能力、专业技术和

人道主义精神（图６）。

注：图片源自央视新闻。

图 ６　缅甸实皆 ７．９级地震现场救援

２．２　中国西藏定日 ６．８级地震
２．２．１　基本信息

北京时间 １月 ７日 ９时 ５分，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２８．５０°Ｎ，８７．４５°Ｅ）发生 ６．８级地
震，震源深度 １０ｋｍ，震中 ５ｋｍ范围内平均海拔约 ４２５９ｍ，此次地震是 ２０２５年第一季度中国
震级最大的地震，也是近 ５年来西藏地区震级最大的地震。此次地震发生后，余震不断，截
至 １月１４日上午８时，已累计发生３６１４次余震，其中４级以上余震有７次，震级最大余震为
５．０级，距主震约 ９ｋｍ⑥

，余震给当地造成严重影响。

４０４

⑥ ｈｔｔｐｓ：／／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１９０４２２８０４１／５１２２６３１８０２８１７６０９？ｓｏｕｒｃｅＴｙｐｅ＝ｗｅｉｘｉｎ＆ｆｒｏｍ＝１０Ｆ４０９５０６０＆ｗｍ＝９００６＿２００１＆
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ｏｄｅ＝ｎｅｗｔｉｔｌｅ＆ｓ＿ｃｈａｎｎｅｌ＝４＆ｓ＿ｔｒａｎｓ＝１９０４２２８０４１＿５１２２６３１８０２８１７６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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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地质背景

定日 ６．８级地震发生在青藏高原南部，该区域主要由喜马拉雅地块、拉萨地块和羌塘地
块组成。由于地处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带的前缘，长期受板块间的挤压作用（吴珍汉

等，２００５），区域内发育了大规模东西向伸展和近南北向裂谷，其中近南北向裂谷包括尼
玛—定日裂谷、申扎—定结裂谷等，具有复杂的地质构造体系（张佳伟等，２０２０）。此次地震
发生在拉萨地块内部，位于申扎—定结裂谷南段的登么错断裂上，是近 ５０年来拉萨地块内
发生的最大正断型地震（赵小艳等，２０２５）。
２．２．３　灾情信息

西藏定日 ６．８级地震震级高、烈度大，最大烈度达到Ⅸ度。地震波及日喀则市定日、拉
孜、萨迦、定结等 ７个县 ２０万人，共造成 １２６人遇难，１８８人受伤，２．６９万间房屋倒塌，２１．５
万间房屋损坏，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８９．４５亿元人民币⑦

。

２．２．４　应急响应及救援

西藏定日 ６．８级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立即启动地震
三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震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因地震造成当地大量房屋倒塌

及人员伤亡，灾情持续扩大，当日 １４时，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将国
家地震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将国家四

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后提升至二级。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二级应急服务响应，应急

管理部、中国地震局第一时间视频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西藏自治区地震局开展联合会

商，并委派工作组赶赴震区指导地方开展应急处置。此外，当地政府、自然资源部、中央气象

局、国家卫健委、国家铁路局等多个部门均启动应急响应，为震后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做好

准备。

开展的地震救援包括：①在资金支持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下达１亿元中央预算内投
资，支持地震灾区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１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
金，支持搜救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和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同时，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及各级政府单位等多个机构和部门

紧急拨付超３亿资金，以支持农业生产、金融业务、道路抢修等；社会层面，多家互联网、汽车
制造、食品、体育等行业企业纷纷捐款，为灾后救援提供资金支持。②物资援助方面，国家防
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商务部等多个部委，以及重

庆、黑龙江、青海、甘肃等地方力量与中国红十字会、阿里集团、腾讯基金会、乡村发展基金会

等社会力量向灾区调拨并运送了大量救灾物资，确保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③在救援
行动中，部队官兵、消防队伍、公安干警等上万救援力量在震后第一时间迅速集结，奔赴震

中，全力展开搜救工作，包括救治伤员、抢修基础设施等，并设立至少 ２２４个临时安置点，紧
急转移安置 ４．７５万人（数据统计截至 ２０２５年 １月 ９日）（图７）。

３　２０２５年 １—３月全球地震活动总结

（１）２０２５年 １—３月全球共发生 ５．０级以上地震 ６１次，共造成 ５５５１人死亡，１１６８５人受

５０４

⑦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ｍ．ｇｏｖ．ｃｎ／ｘｗ／ｙｊｇｌｂｇｚｄｔ／２０２５０３／ｔ２０２５０３０６＿５２１６６３．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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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片源自央视新闻。

图 ７　西藏定日 ６．８级地震救援及安置现场

伤。在本季度地震活动中，５级地震活动低于近三年以来平均水平，７级以上地震活动与近
三年以来平均水平持平。

（２）２０２５年 １—３月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高于近三年平均水平，其中地震活动
造成伤亡人数较多的是３月２８日缅甸实皆７．９级地震及其余震，该地震影响范围广，给当地
及周边国家带来严重影响。作为缅甸近十年来最严重的地震灾害之一，地震共造成 ５４２２人
死亡，１１４０２人受伤，５７０人失踪。

（３）在本季度中，缅甸实皆 ７．９级、中国西藏定日 ６．８级地震是 ２０２５年第一季度地震灾
害较为显著的 ２次地震，其造成严重震害的共性可总结为两方面：一方面，当地房屋抗震能
力差，破坏严重，特别是缅甸建筑抗震等级普遍较低，超七成的建筑采用砖木或竹筋结构，农

村自建房缺乏抗震设计，城市中的高层建筑也未严格执行强制性抗震标准，这使得在此次实

皆 ７．９级大震中，大量房屋受损甚至粉碎性倒塌，造成人员伤亡。另一方面，自然环境在一

定程度上加重了地震灾害和救援难度，在缅甸实皆 ７．９级地震期间，灾区局部高温天气不仅
加剧了医疗救护的难度，还增加了传染病暴发的风险，而后续降雨与强风天气的叠加影响，

进一步阻碍了救援进程，使本就复杂的救援工作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西藏定日 ６．８级地
震中，受灾区海拔超过 ４０００ｍ，低温、低氧、低压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被困人员生存概率，
也给救援效率带来不利影响。

（４）综上，２０２５年第一季度全球地震灾害较为严重，应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积极面对
地震带来的潜在威胁。一方面，应从国家层面制定和执行严格的抗震设计规范，确保新建建

筑能够满足抗震要求、老旧房屋实现抗震加固，做到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应强化地震救

援队伍的专业化、实战化训练，全面提升救援人员的应急响应速度、现场处置能力和协同作

战水平，确保在地震灾害突发时能够有效破解各类复杂的救援难题。此外，世界各国应重视

地震预警系统的建设，为公众在震时争取避险时间，为重大工程建设及基础设施提供重要保

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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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