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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熊本强震看地震风险及其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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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日本当地时 间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４日２１时

２６分，熊本县发生６．５级地震，最大震度达

日本标准最高为７度，与东日本大地震震度

相同，是近５年来日本发生的最大地震，日

本近半个世纪 的 第４强 震。４月１６日 凌 晨，
地震级别更是达到７．３级，释放的能量相当

于１９９５年的阪神地震，最大震度亦达７度。
与此同时，地球进入“振动”模式的话题再次

引发广泛热议。在此，本文结合相关 科 研 成

果和权 威 媒 体 报 道，对 熊 本 地 震 的 发 震 机

制、地震特征、未来风险进行简要梳 理 和 总

结，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的地震科学研究

和风险防范，以供参考。

１　发震机制：断层横向错动

　　熊本地震是２０１１年东日本大地震以来，
日本再次发生 的 最 大 震 度 达７度（日 本 标 准

最高震 度）的 地 震，亦 是 近５年 来 日 本 发 生

的最大 地 震。对 于 熊 本 县 所 在 地 区 九 州 而

言，如此规模的地震尚属首次，是该 地 区 自

１９２３年以来百年一遇的大地震。

　　从发震机制来看，２０１１年东日本大地震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０４；采用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１２。
※ 通讯作者：赵纪东，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ｊｄ＠ｌｌａｓ．ａｃ．ｃｎ。

图１　熊本县附近的两条断层

由海底板块运动或板块推移引发，属于板块

型地 震。熊 本 地 震 则 属 于“横 向 错 动 断 层

型”，也有人称之为“横裂断层型”，具体表现

为南北方向的扩张性牵拉［１］。
日本地 震 调 查 研 究 推 进 本 部 的 研 究 表

明，在熊本县附近 有 两 条 断 层［２］：一 条 为 布

田川断层，长 约６４ｋｍ；另 一 条 为 日 奈 久 断

层，长约８１ｋｍ。名 古 屋 大 学 教 授 山 冈 耕 春

表示，此次地震很可能与附近的布田川断层

和日奈久断层带有关。日本气象厅专家也表

示，熊本县强震是布田川断层和日奈久断层

横移造成的。

２　地震特征：直下型地震

　　熊 本 地 震 发 生 于 日 本 内 陆 正 下 方 的 断

层，与１９９５年 阪 神 大 地 震 相 似 同 属 直 下 型

地震，震级也 与 阪 神 大 地 震 相 同，均 为７．３



级。但是，熊本７．３级地震的加速度却是阪

神大地震的约２倍，表明此次地震会对地表

造成巨大 破 坏。由于震源较浅，所以在断层

上方引发剧烈摇晃。向南北拉扯的横向错动

断层型地震在熊本地区很普遍，但是，与过去

的情况相比，此次摇晃十分剧烈，熊本地区更

是观测到高层大楼明显的长周期晃动。更有

媒体报道，当地居民突然听到地底下一声巨

响，然后身体就像被吊起来一样有一种强烈

的悬空感，然后就是一种荡秋千的感觉。
根 据 日 本 气 象 厅 的 统 计，熊 本 地 震 是

１９４９年 以 来 在 日 本 本 土 观 测 到 的 第４个 震

度达到叠加７级的地震［３］，亦是日本九州观

测史上出现的最高级别地震。１９４９年，日本

气象厅设定震度标准（最高为７度），此前一

共监测到３次达到该影响强度的地震，分别

是：①发生在兵库县淡路岛北部的阪神大地

震（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７日，７．３级，震 源 深 度

１６ｋｍ）；②发 生 在 新 泻 县 旧 川 口 町（现 长 冈

市）的新 泻 县 中 越 大 地 震（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３
日，６．８级，震源深度１３ｋｍ）；③发生在三

陆冲的东日本 大 地 震（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９
级，震源深度２４ｋｍ）。

此外，除主震之 外，从 该 地 震 序 列 其 他

地震强度来看，可谓是连环强震。以 东 日 本

大地震为例，截至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４］（共计

２１天），共 发 生 震 度５弱 以 上 地 震１６次①。

相比之下，截至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日［５］（共计７
天），熊 本 已 经 发 生 震 度５弱 以 上 地 震１８
次②。如果从震度６弱以上地震次数来看，目

前熊本地震及其前震和余震的强度及次数（共

８次）均已经超过了东日本大地震（共２次）［６］。

３　未来风险：断层联动或引发更大地震

　　熊本震源刚好位于布田川断层带和日奈

　① 震度７：１次，震度６弱：１次，震度５強：６次，震度

５弱：８次。

　② 震度７：２次，震度６强：３次，震度６弱：３次，震度

５強：３次，震度５弱：７次。

久断层带的交汇点附近，日本东北大学教授

远田晋次指出，此次地震应属于一部分发生

错动，今后仍需要加以注意，因为当 布 田 川

断层和日奈久断层出现整体错动时，很可能

发生更大规模的地震。同时，也有专家指出，
如果这一震源触动两个断层带联动的话，那

么将会有８．２级大地震发生。

京都大学教 授 川 崎 一 朗 亦 表 示［７］，４月

１４日发生了６．５级地震之后，震源正渐渐向

东移动，大分县的地震距离震中１００ｋｍ，可

能引发大分县别府的万年山断层带出现联动

反应，如果中央构造断层带的某一处震动的

话，也许就会引发让人最为担心的南海海沟

大地震③。与 此 同 时，日 本 著 名 私 立 大 学 立

命馆大学历史都市防灾研究所教授高桥学表

示［８］，熊本地震可能是日本南海海沟大地震

的前兆。

４　地震风险及其防范启示与建议

４．１　主震和余震的判断需谨慎

一般而言，主震的震级是一次地震序列

中最高的，在主震之后，不大可能出 现 更 高

震级的地震。基于此，政府及相关机 构 可 以

科学制定具体的救灾计划，开展救援活动及

后续恢复行动。４月１４日，日本气象厅曾表

示，今后１周左右有可能发生烈度在６级左

右的余震。这表明，１４日发生的６．５级地震

是主震。但是，４月１６日熊本县发生７．３级

地震后，日本气象厅则表示，可以认 为 这 是

４月１４日以来所发生地震的主震。至此，熊

本地震序列的主震才基本被确定，而之前发

生的多次地震只是前震。

４．２　震度的科学定义需明确

在此次地震中，震度这一概念一度与烈

度 造 成 混 淆。日 本 的 地 震“震 度”（亦 即 地

　③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大阪府南海海沟 巨 大 地 震 灾 害

对策研 究 小 组”宣 布，如 果 南 海 海 沟 发 生９～９．１级 地 震，

并引发海啸，大阪府辖区内最大将有１３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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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烈度）与 中 国 的 地 震“烈 度”相 似，均 表 示

地震对陆地造成的伤害，级数愈高表示地震

愈强烈，造成 的 破 坏 愈 严 重。但 是，中 国 的

地震烈度分１２级（１～１２度），而 日 本 地 震

“震度”分为１０级（０～７度，包括５弱、５强、

６弱、６强，其 他 依 次 按 数 字 高 低 排 序），同

时，两 者 的 计 算 方 法 也 不 一 样。严 格 来 说，
日本的“震 度”和 中 国 的“烈 度”，标 准 不 同，
没有可比性。仅就地表摇晃程度而 言，震 度

７应在 中 国 的 地 震 烈 度１１度 与１２度 之 间。
相比而言，２００８年 汶 川 地 震 最 大 烈 度 为１１
度。此外，对于 一 次 地 震 的 认 识，应 该 结 合

多个指标来分析，不能仅看震级，因 为 震 级

表示的是地震规模，而震度或烈度则表示的

是地震的破坏程度。

４．３　全 球 地 震 频 率 增 加，低 风 险 区 不 可 忽

视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０日以来，日本、缅甸、印

度边境（４月１３日，６．８级地震）、菲律宾（４
月１４日，５．９级地震）、阿富汗（４月１０日，

７．１级地 震）等 亚 洲、太 平 洋 沿 岸 多 个 国 家

（多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地中海－喜马拉雅

地震带上）相 继 发 生 地 震，而 在 日 本 熊 本 地

震之后，厄 瓜 多 尔 在 北 京 时 间１７日 发 生 了

７．８级 地 震，这 让 人 不 得 不 再 次 开 始 怀 疑，
地球是否进入了地质活跃期［９］。２０１４年，美

国地质 调 查 局 的 一 项 分 析 表 明［１０］，相 对 于

１９７９年 至 今 的 平 均 水 平，２０１０年 以 来 Ｍ≥
７．０地震频率增加了６５％，Ｍ≥５．０地 震 频

率增加了３２％。因此，结合当前现状，可以

认为，当前全球主要地震带的大地震威胁已

经超出了长期平均水平。同时，对于 远 离 最

近地震活动的区域而言，虽然没有证据表明

其地震危险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这 并 不

是说，正在或即将发生的地震规模 较 小，或

应该被忽略，因为目前人类对地震的认识还

很有限，地震预测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４．４　木结构减少人员伤亡，建筑结构需重

新审视

此次地 震 受 灾 最 严 重 的 是 熊 本 县 益 城

町，有３万多 人。地 震 发 生 后，不 少 房 子 震

塌，一些居民被压 在 房 子 底 下［１］。但 幸 好 大

多不是混凝土建筑，多数被压在房子底下的

人被当地民众和警察，或者是后来赶到的自

卫队救出。长期以来，不断强调建筑 的 抗 震

性能，以期减少倒塌的可能性，进而 降 低 损

失。但是，在极 端 情 况 下，还 是 有 建 筑 可 能

发生倒塌，因 此，需 要 从 建 筑 倒 塌 后，减 少

伤亡的角度重新思考建筑的基本结构。

４．５　灾后自救为先，政府救助为次

从地震 后 的 救 助 情 况 来 看，自 救 为 先，
其次是互助，再次才是公助。据日本 有 关 数

据统 计，地 震 获 救 者 中 的７０％缘 于 自 救，

２０％仰赖互救，而政府的救助只有１０％［１１］。
所以，在日本，人们往往强调不应过 度 依 赖

政府救助，而 要 首 先 重 视 自 救。因 此，日 本

谈到防 灾 救 灾 时，最 常 用 的３个 关 键 词 是

“自助、互 助、公 助”，即 自 我 救 助、互 相 救

助、公家救助。但这并不表示政府就 可 以 不

作为了，其实是要求政府在民众的自救活动

中也起到政府该起的重要而细致的作用。日

本规定政府主导的救助在灾害发生７２小 时

后必须开始，反过来说，震灾发生后 的 最 初

７２小时，即前３天主要依靠自救。

４．６　或 影 响７国 首 脑 峰 会，打 乱 安 倍 修 宪

步伐

对于安倍政府来说，此次连环强震带来

的最大冲击可能是：西方６国首脑们因担忧

地震再次发生，从而提出推迟或取消在日本

举行７国首脑峰会的要求［１］。原定７国首脑

峰会将在２０１６年５月 下 旬 于 三 重 县 伊 势 志

摩市举行，那里刚好是一个海港城 市，安 倍

政府为了这一个可以让日本成为“世界领袖”
的峰会，已 经 准 备 了 一 揽 子 方 案（最 终 目 的

是通过修改宪法，解散众议院，对日 本 政 府

的运行机 制 进 行 重 大 调 整）。如 果 这 一 次 峰

会无法召开的话，那将会影响安倍政府的一

系列计划。４月２０日，安倍晋三称将优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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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熊本和大分两县持续的地震以及提振陷入

停滞状态的经济，同时，确定放弃在７月参

议院选举之际 进 行 众 议 院 选 举 的“众 参 两 院

同日选举”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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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ｙ２０１６０４１８－６０６４４６

［８］日本熊本县７．３级 强 震 日 方 直 升 机 救 出２０名 受 困 中 国 游 客．（２０１６－０４－１７）［２０１６－０４－２０］．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６－０４／１７／ｃ＿１２８９０２３０８．ｈｔｍ

［９］亚太多国连锁强震致伤亡 地球进入地质活跃期？．（２０１６－０４－１６）［２０１６－０４－２０］．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ａ／

２０１６０４１６／００８６２７．ｈｔｍ
［１０］Ｐａｒｓｏｎｓ　Ｔ，Ｇｅｉｓｔ　Ｅ　Ｌ．Ｔｈｅ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３ｇｌｏｂ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ａｔ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２０１４，

４１：４４７９－４４８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２０１４ＧＬ０６０５１３
［１１］从震 灾 回 家 地 图 看 日 本 的 自 救 活 动．（２０１３－０６－１４）［２０１６－０４－２０］．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８０９４９０３．ｈｔｍｌ

４ 国　际　地　震　动　态　　　　　　　　　　　　　　２０１６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