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陆地

最大地震是

1523 年 的

宁波镇海地

震 和 1574

年的丽水庆

元地震，都

是5.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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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昨天凌晨，杭州临安地震的消息牵动了很多人的心。钱江晚报官微后台

也接到了很多读者粉丝的提问。于是，钱江晚报记者就大家关于的几个地震

问题，请教了省地震局专家。

相隔不到一月浙江为何两次发生地震，是否还会有余震？

钱江晚报记者请教相关专家，为你解开关于这场地震的N个疑问——

临安这次地震是浅源性地震
浙江仍属“地质相对安全地带”
本报记者 杨晓政 蒋慎敏本报记者 杨晓政 蒋慎敏

1949 年以来，浙江是全国唯一没有发生

过强震的省份。《杭州古代地震史述》有杭州最

早的地震记录，大约在西晋:“杭州临平山，晋

武帝时(281-289年)岸坠。”南宋《淳祐临安志》

也记载“吴郡临平山岸崩”。省地震局张主任

介绍，山岸崩可能是描述山体和河岸滑塌。

而杭州历史上烈度最高的地震，则发生

在吴越国宝正四年(929年)。

据杭州史书记载，从公元108年到1970年，

杭州地区曾发生4到5级的地震9次，3级到4级

的地震65次，小于3级的地震12次；

杭州地区自1971年有仪器精确测算后，发

生3级以上地震14次。

《民国杭州府志》载，1512 年 3 月 25 日、5

月 22 日、6 月 18 日、7 月 20 日、8 月 11 日，连续

在一年中发生 5 次地震，均有地声出现，“有

声”“轰然有声”。

杭州历史上最强一次地震可能发生在南

宋。那次地震使房屋倒塌，已构成危害，属于弱

震与强震之间。浙江省地震局的研究员杨毅、

姚立珣，也曾有专文探讨那次地震的烈度。据

发生房屋倒塌及赈灾情况，他们认为，杭州公元

929年发生的地震烈度在5.25级。此后南宋期

间杭州也陆续发生过6次4级左右的地震。

浙江地震历史：
1949年以来，是全国唯一没有强震过的省份

问：是否还会有余震？

省地震局：余震肯定有的。昨天凌晨3点多，又发生了两

次余震。其他余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记录到。一般来说，

余震只会越来越弱。对于按照国家规定建造的房屋来说，这

样的余震是没有问题的。

问：先是磐安地震，后是临安地震，相距不过一个月，是否

意味着杭州一带已经进入地震的活跃期？

省地震局：磐安、临安地震，并不能说明进入地震活跃期。

问：这次地震为何许多人感受如此强烈？是否意味着杭

州房屋的抗震性有待加强？

省地震局：临安这次地震是浅源性地震。震源位置

距离地面 15 公里。所以，同样是 4.2 级，这次地震相对于

其他类型地震，震感更加强烈。地震波的衰减速度比较

慢，这也是这次地震大家感受比较强烈的原因。另外，震

感和人所处房子的地基有多深，扎不扎实，房子高度等等

也有很大的关系。这次地震又是发生在凌晨，夜深人静，

突然醒来的人感觉也比较明显。杭州按照国家标准建造

的建筑，抗震设防等级是七度，也就是说，能够抵御 5.5 级

地震。

问：不是都说浙江无强震吗？这次地震又是怎么回

事？

省地震局：浙江无大震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破坏性地

震。浙江历史上共发生过 12 次破坏性地震。虽然浙江地震

的强度没有像西部地区那样强，频度也没那么高，但在历史上

也发生过破坏性地震，最高震级达到5.5级。

不过，浙江处于地质相对安全地带。浙江没有深大断裂

带穿过，也就是许多人常说的“浙江省不处于地震带”上。除

此之外，还有区域断裂带，这种断裂带长达200到300公里，浙

江省内有几十条。

浙江地震多为浅源地震，据统计，地震的深度每减小 10

公里，地震的烈度就会增加一度。大家对地震不要过度恐

慌，在全国看来，浙江地震的强度和频度，排位都比较靠

后。近二十年来，浙江虽然发生上百次地震，都没有造成

人员死亡。

问：为啥地震都发生在夜间？

省地震局：每年全球发生地震500 多万次，其实并没有晚

上比白天多的说法。

问：网友问有手机软件号称可以预测地震，这靠谱吗？

省地震局：主要看信息来源在哪里。

目前来说，地震预测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我们站在地表去

观测地下，这个叫间接监测。在业内有一句话“上天有路下地

无门”也说明了这个预测的难度。

预测地震为什么很难？因为地震的重复性太低。这个地

方这次发生了地震，那也许今后就不会发生，或者是很多年之

后才会发生下一次，重复性太低，不方便专家找规律，制约了

修正地震预测的模型。还有一个地震本身的机理就很复杂，

很难预测。

新闻+

后台提问中，不少读者问，如果想了解更

多关于浙江发生地震的知识从何下手？

采访中，记者结识了一个人：浙江省地

震局工作人员王晓民，他有个个人公众号叫

“慧眼看灾害”，他为这次地震做了不少图

示，简洁明了而且易懂。记者拿着这几张图

请教了地震局的其他专家，专家对图中信息

表示了认可。

1979年出生的王晓明，是浙江省地震局

的一位老员工，曾经在监测预报处工作，目前

在灾害防御处工作。科普地震与遇险急救知

识，正是王晓明本职工作。“慧眼看灾害”这个

公众号，便是王晓明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进

行地震科普的方式。

比如地震避险，又比如“黄金12秒”误区——

网上一直流传着地震“黄金 12 秒”的说

法，是指地震发生以后,建筑物并不会马上倒

塌。若能镇定自若地在 12 秒内迅速躲避到

安全处，就能给自己提供最后一次自救机会。

这种说法靠谱吗？

王晓明回答：事实上，这一说法并没有充

分的论据支撑，容易误导大众。因为它从避

险逃生心理上，把房屋倒塌作为假设结果。

事实上，随着我国不断推进建筑抗震设防要

求的落实，地震避险逃生科普宣传不再把房

屋倒塌作为心理假设的必然选项，地震避险

更多是基于防范房屋不倒但是坠落物砸伤人

的情况。

想知道更多关于浙江地震的知识，可以看看他的“慧眼看灾害”

所谓“地震黄金12秒”，有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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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浙江省地震局 王晓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