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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我和大家做个讨论交流，重

防区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事情，所以我就想通过

这样的一个题目，主要针对问题做些探讨，一方面围

绕规避风险，再从改进或发展完善的角度做了一些考

虑，准备了这样的一个PPT。第一部分是重防区的目

的意义，确定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也是我国开展地震

工作实现防灾减灾以监测预报工作为主，走向综合防

震减灾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非常正确的。另外一个

就是长期预测成果要推向防震减灾应用才能产生实

效，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确定重防区明确十年防震减

灾工作的重点地区，它是实现有效减灾的重要途径。

因为中国大陆地震分布非常广，潜在的强度很多，后

面我会讲。国家防震减灾法对重防区有一些规定，之

前也讲过，防震减灾法第33条，强调国务院的地震工

作主管部门根据根据地震活动趋势和震害预测结果，

提出确定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意见，报国务院批

准。重防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

加强防震减灾工作，所以是法律规定的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的一个综合性工作，实际强调的是确定重防区

之后，全国的防震减灾工作要在重防区做重点加强。 

 

  确定全国重点监视防御区梗概及问题探讨 

□ 江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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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减轻地震灾害的途径分为三类，一是基础

性的还是地震监测预报，第二个是抗震设防，第三个是

地震发生之后应急救援，前两个是震前主动做的，第三

个是震后被动做的，但这个也是减少生命伤害非常重要

的工作。我们十年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从国家法律规定

了应用，是要组织加强重防区的防震减灾工作，是按照

法规文件实施的。而全国地震烈度区划，是由国家标准

规定的应用，它的期限是50年，主要是抗震设防，还不

是所有的抗震设防，是一般性项目和民居的抗震设计，

是这样限定的。这幅全国潜在震源区划分图是我国开展

第五代地震区划工作中通过大量工作给出的，从这图上

看到7级以上的，6.5级以上潜源覆盖的区域很多分布很

广，这是一个特点。另外潜在强震源数量上，按一定的

规则我们也可以推算出来，潜在的强震源大概在1000以

上的数量。还有一个特点是大陆地震复发周期长东部西

部不同地区也有差异，若估计个平均复发周期，虑近

100年的资料比较完整，可大致推算到强震平均复发周

期约1300多年（原地复发）。针对中国大陆这样的基本

震情，虽然中国地震事件记录的历史很早，但因为我国

大陆地震周期长，比起板缘地震的周期长太多，很多的

大震周期我们都是没有完整的记录，这对开展强震长期

预测是不利的，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是我们需面对的

问题。 

另外像我国50年的地震区划图，实际上跟潜源存在

一定的关联，对比一下重防区，重防区收缩到相对有限

的面积小得多的区间，是从十年尺度地震危险性，到地

震灾害预测来确定的。而地震区划图主要是地震动，以

地震动提供抗震设防依据，虽然地震灾害是与地震动关

联的，但还有人口分布社会发展等因素共同决定地震灾

害，做地震灾害预测中也必须考虑。从这个角度讲明确

10年防震减灾的工作重点区域是有意义的。再说一下我

们已开展重防区工作的一些情况。重防区有一个预期的

目标，就是总体来说确定未来10年尺度的全国重点监视

防御区，加强防震减灾工作，最大限度减轻地震灾害，

要用不超过15%的国土面积覆盖70%的地震灾害，这个

是重防区检验的一个指标。这是第一版（1996～2005

年）重防区的检验，是两部分，一是从重防区内死亡的

人数占整个92%，二是经济损失占整个的67%，这个期

间总体上地震灾害不大，重防区覆盖范围内地震灾害相

对来说包括人员的伤亡是比较少的，但是达到了预期效

果。第二版（2006～2020年）重防区，这个时间段地震

灾害比较严重，汶川大地震是在重防区，还有东部的一

些显著的地震在重防区，也就达到了一个良好的效果。

这是有关的表格。到2015之前的检验还是很好的，死亡

的人数96%是重防区，经济损失93.9%在重防区，按那

个指标检验是挺好的。但实际上2017年的九寨沟地震是

不在重防区的，九寨沟也是一个重点旅游区。 

下面再对重防区工作思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重防

区实际上讲了两块，一是地震活动趋势情况，一是地震

灾害的预测，这两个加起来确定重防区。地震危险区没

有包括所有的地震危险性，地震危险性还有区域地震危

险性背景，还有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要考虑，未来

10年地震灾害预测，从这几个角度考虑。十年尺度地震

危险区预测，从学科分布有地震地质学，地震学，大地

测量学，再加上地震大形势，还有一个综合，最后产生

了地震重点危险区。从危险区的灾害预测一是生命损失

比经济损失占的比重要大一点，就是按照张国民老师提

出来重防指数的生命损失比如说占4，经济损失占3。从

前面重点危险区到地震危险性和社会经济发展区，建立

有一个模型，现在看效果还可以。 

      
我想要谈的第三点是重防区的问题讨论。首先肯定

我国重防区工作已开展得挺好，现有科技水平也发挥出

来了，但是重防区依然还是有风险的，而不是没有风

险，确定重防区的科学难度是否充分考虑到了，还有重

防区也需要与时俱进，从这三点说这个事。先说重防区

的风险，如像汶川地震之后，温总理提出一定要做总结

反思给人民一个交代，张老师说当时中央工作组到地震

局来，问汶川地震这么大的灾害，地震局在震前做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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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工作，后来介绍了这个重防区还算能拿出来，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我们想到第二版重防区，如果汶川地

震没有在没圈在里面，所做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的统

计基本都在汶川地震灾害区，但重防区对灾害的预测

是分布在全国包括所有重防区分布的总和，实际发生

灾害主要在这一个区，但是总量还是相符的。而这主

要说明了大震灾地震要圈在重防区内极为重要，这个

压力非常大。这是否一定都能做到，前两版实际上做

到了，但是后面怎么能保证都能做到，要思考这样的

问题。还有就是重防区的面积实际是跟风险权衡的关

系，有时我们觉得重防区一是多，面积大了，想把它

缩小一点，但在我们认知水平有限的情况下这就是在

增加风险。再一个规避风险主要是靠提升基础科技支

撑，要对我们中国的地震科技能力有一个客观的认

识，不要以为前面做的很好就意味后面都没有问题。 

确定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难度我认为还是在地

震预测上，特别是明确到10年尺度的地震危险预测判

据还有很大的局限，应该说我们预测的效果目前来看

还很不错，但是不见得都没有问题，在合适的数量和

覆盖面积下能不能做到大震不漏这是最重要的。宋局

长当任时就提出要做到大震不漏，把这要求提的很

高，反映了实际这个压力最大。特别是如果我们后面

重防区要公布，对风险的规避一定要提高。再看一看

东西部的不同情况，东部地区几个大的地震带的发震

能力多在8级以上。再一个与城市有关的对地震预测

精准性要求高，如唐山大地震其实是发生在很小的唐

山断块内部的小断层上，这要在震前做出预测是很难

的。再看西部，像汶川地震所幸在重防区，但实际上

估计震级是偏低的，是地震地质结合地震活动b值等

做了很好的工作起到非常重要作用，如果单纯从活动

构造来说不少人的判断不会发生那么大的地震，历史

上是6.5级水平。再如莲峰、昭通断裂，红河断裂，

现在还都有争议。还有一些活动断层上次强震何时发

生都不知道，在强震长期预测中很重视的离逝率就无

从获取。这看看日本的情况，这个是我们2002年由赵

和平副局长带队赴日考察交流时日方介绍的，他们政

府强调仅这个东海地区是有明确长期预报并做重点强

化监测。而这张图当时讲的有4次灾害性地震都是意

料之外，再看311日本9级地震前虽对宫城这段有预

测，但预测震级是7.5级左右，对于发生9级巨大地震

更是出符意料。 

还有重防区要与时俱进，三点：一是要使重防区

真正名副其实，重防区不能只是灾害预测区，而是开

展防震减灾的重点区，设定重防区开展一系列防震减

灾工作以达到减灾效果。争取新一版重防区公开发布

非常正确，非常必要。二是重防区需定期更新与及时

更新，这也非常必要，一确定就管10年甚至15年都不

更新，这很不科学，特别是重防区是以地震重点危险

区为基础，从现在实际预测水平，一方面划定的未来

10年地震重点危险区并不一定都在这10年内来地震，

同时也做不到仅在10年的节点上就能预测到未来10年

的所有强震，地震的危险性需要尽可能充分的资料和

不断更新资料去做出研判。看看我国地震区划图是哪

一年做的第一代，它的应用年限是50年，现在都到第

五代了，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新的资料成果用上做更新

的，更新间隔远远小于50年。像日本有30年地震长期

预测是直接针对潜在震源断层段来给出未来30年发震

概率范围，但都不是做一次管30年不变，也是不断更

新的。如日本在发生阪神地震前就根据动态观测资料

把阪神那段断层30年发震概率由0.02-8%提高为0.06%

～80%。2011年3.11大地震后，他们又及时提高了东

海重点区发震概率。日本30年地震概率预测今年又做

了全面更新，是由文部科学省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

公报发布。上面我提到2017年九寨沟地震没发生在第

二版2006～2020年重防区之内，实际包括2006～2020

年的地震重点危险区也没划到九寨沟，但中国地震局

2015年开展研究更新重防区危险区，由我们所负责的

重点危险区已通过专家组论证，并提供年度会商等内

部使用，九寨沟地震就发生在圈定的重点危险区之

内，而且由我们所邵志刚研究员负责对这些10年尺度

危险区紧迫性做跟踪研判，九寨沟地震还落在2016年

提出紧迫性高的危险区。这也说明，根据实际资料做

更新是很有必要的，及时跟新也能减少些风险。第

三，重防区工作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包括重

防区设定目标，要考虑我国总体抗震能力和提高抗震

能力的经济和技术支持都有进步，社会公众对地震灾

害风险预测信息的承受能力也在提高，要思考对重防

区的目标和检验指标做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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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是10年尺度地震重点危险区预测的问

题，重点危险区的预测我们介绍了有三点，一是十二

五课题，这部分工作也是由闻学泽教授负责的，这个

课题汇报时我把这大地震中长期危险性综合预测评估

做法简略到这流程图上，涉及了很多方法技术，所以

叫多学科的综合预测。 

这长期预测涉及到应用到诸多技术方法，给出了

地震危险预测总体技术途径，从分析其科学难度的角

度，可把它浓缩为三个环节，最基础的是存在不存在

地震体，就是活动构造由相对运动构造力加载形成应

力积累储存地震能量构造结构是不是存在。然后是孕

震过程，发展的阶段性，能否做出有效评估，这样才

可以推到10年危险性。 

      还有一个就触发因素，促进强震发生进程的因素

要考虑。如最典型的发生大地震后对周边正在孕育地

震的断层的构造力、应力应变加载或有增强或有减

弱，有时是相当显著的，它可使得孕震断层段提前或

者推迟若干年发震，这又涉及到上面强调的及时更新

的必要性。是这几个要素加起来确定重点危险区，这

三各环节我们每一个环节是不是做一些评估，就会了

解到科学难度。从东西部来看，东部包括地壳形变背

景的模型都不能说很准确，因形变速率低，再有311

大地震的影响很大且持续时间场，导致地震区构造活

动的状态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这个给东部的地震预

测带来一些没有历史可对比的困难。西部地震记录时

间短，而到了大地震孕震晚期断层强闭锁的地壳形变

表现还可能类似于断层不活动，像汶川地震实际上就

是有这种情况。还有观测密度低，分辨率低，这个是

西部的特点。有相当多的危险区资料依据实际上是单

方面的，刚才说的像汶川地震孕育晚期，所以跟我们

已有的模型不太相符的，所以非常复杂，存在很多挑

战。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