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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地震活动概况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2013 年全球共发生 7 级以上地震 23 次 ( 表 1 ) ，其中包括 1 次 8
级以上地震，即 2013 年 5 月 24 日鄂霍次克海 8. 2 级地震 ( 图 1 ) 。2013 年全球 7 级以上地

震主要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西段，与 2012 年相比，全球地震频次明显增加，能量释放明显

减少。2013 年全球 7 级以上地震活动有以下特点。

图 1 2012 ～ 2013 年全球 M S≥7. 0 地震震中分布图

兰色圆为 2012 年 7 级以上地震，红色圆为 2013 年 7 级以上地震

1. 1 全球 7 级地震活跃

2013 年全球共发生 7 级以上地震 23 次，明显高于 1900 年以来的平均水平 ( 18 次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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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12 年 ( 18 次 ) 相比，地震频次显著增加。虽然 2013 年 5 月 24 日鄂霍次克海发生 8. 2
级地震，但与 2012 年( 4 月 11 日苏门答腊 8. 6、8. 2 级地震 ) 相比，全球地震能量释放明显减

少。2013 年度全球 7 级以上地震主要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西段，欧亚地震带西段的地震

活动有所增强。
表 1 2013 年全球 7 级以上地震目录

序号
发震时间 震中位置

月 日 时-分-秒 纬度 经度
震级 地点

1 01 05 16 : 58 : 21 55. 3°N 134. 7°W 7. 8 阿拉斯加东南部海域

2 02 06 09 : 12 : 25 10. 8°S 165. 0°E 7. 5 圣克鲁斯群岛

3 02 06 09 : 23 : 20 11. 2°S 165. 0°E 7. 6 圣克鲁斯群岛

4 02 06 09 : 54 : 14 10. 5°S 165. 7°E 7. 3 圣克鲁斯群岛

5 02 08 19 : 12 : 12 10. 9°S 165. 8°E 7. 2 圣克鲁斯群岛

6 02 08 23 : 26 : 39 11. 0°S 166. 0°E 7. 2 圣克鲁斯群岛

7 02 09 22 : 16 : 05 1. 1°N 77. 4°W 7. 0 哥伦比亚

8 02 14 21 : 13 : 56 67. 6°N 142. 6°E 7. 3 俄罗斯

9 04 06 12 : 42 : 37 3. 5°S 138. 5°E 7. 0 印度尼西亚

10 04 16 18 : 44 : 13 28. 1°N 62. 1°E 7. 7 伊朗、巴基斯坦交界地区

11 04 19 11 : 05 : 53 46. 2°N 150. 9°E 7. 0 千岛群岛

12 04 20 08 : 02 : 46 30. 3°N 103. 0°E 7. 0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

13 05 24 01 : 19 : 00 23. 0°N 177. 1°E 7. 6 汤加以南海域

14 05 24 13 : 44 : 49 54. 9°N 153. 3°E 8. 2 鄂霍次克海

15 07 08 02 : 35 : 30 3. 9°N 153. 9°E 7. 2 新爱尔兰地区

16 07 15 22 : 03 : 44 60. 8°S 25. 2°E 7. 1 南桑威奇群岛地区

17 08 31 00 : 25 : 03 51. 7°N 175. 3°W 7. 0 安德烈亚诺夫群岛

18 09 24 19 : 29 : 49 27. 0°N 65. 5°E 7. 8 巴基斯坦

19 09 26 00 : 42 : 40 15. 7°S 74. 6°W 7. 3 秘鲁附近海域

20 09 28 15 : 34 : 08 27. 3°N 65. 6°E 7. 2 巴基斯坦

21 10 5 08 : 12 : 36 9. 80°N 124. 0°E 7. 1 菲律宾

22 10 26 01 : 10 : 16 37. 2°N 144. 7°E 7. 1 日本东海岸海域

23 11 17 17 : 04 : 55 60. 3°S 46. 4°W 7. 8 斯科舍海

2012 年 4 月 11 日苏门答腊北部附近海域发生 8. 6、8. 2 级地震后，全球自 4 月 18 日至

8 月 13 日未发生 7 级以上地震，出现了 118 天的显著平静。其后全球强震活跃，发生了 30
次 7 级以上地震，其中包括 5 次 7. 8 级以上地震，分别为 2012 年 9 月 5 日哥斯达黎加 7. 9
级、2013 年 1 月 5 日阿拉斯加南部海域 7. 8 级、2013 年 5 月 24 日鄂霍次克海 8. 2 级、2013
年 9 月 24 日巴基斯坦 7. 8 级地震和 2013 年 11 月 17 日斯科舍海 7. 8 级地震 ( 图 2 ) 。
1. 2 发生有仪器记录以来的最大张性深源地震

2013 年 5 月 24 日鄂霍次克海 8. 2 级地震震源深度为 600km，是有仪器记录以来的最大

张性深源地震，反映了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引起的深部板舌断裂过程。
1. 3 欧亚地震带西段强震活跃

2011 年 1 月 19 日巴基斯坦发生 7. 1 级地震，结束了自 2003 年 12 月 26 日伊朗 7. 0 级

地震后欧亚地震带西段超过 7 年的 7 级以上地震平静，为 1900 年以 来 第 二 长 的 平 静 时 段

( 图 3 ) 。1900 年以来该区长时间平静后会出现 7 级以上地震活跃时段，2011 年 1 月 19 日

巴基斯坦 7. 1 级地震的发生表明该区进入了新的活动时段。2012 年该区未发生 7 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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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0 ～ 2013 年全球 M S≥7. 0 地震 M-t 图

地震，2013 年该区在 4 月 16 日发生了伊朗巴基斯坦交界的 7. 7 级、9 月 24 日在巴基斯坦发

生了 7. 8 级、9 月 28 日在巴基斯坦发生了 7. 2 级地震，地震活动显著增强 ( 图 3 ) 。

图 3 1900 ～ 2013 年欧亚地震带西段 M S≥7. 0 地震 M-t 图

1. 4 中国大陆西部及邻区地震继续活跃

2001 年昆仑山口西 8. 1 级地震后，我国西部及邻区 ( 大三角地区 ) 进入了 7. 8 级以上地

震活跃时段，至今已超过 12 年，共发生 14 次 7 级以上地震，其中包括 4 次 7. 8 级以上地震。
2001 ～ 2008 年该区活动强度高，共发生 7. 8 级以上地震 4 次，并呈现 2 年左右的准周期活动

特征 ; 2010 年后地震活动强度降低，共发生 7 级以上地震 6 次，震级为 7. 0 ～ 7. 2，呈现 1 年

左右的准周期活动特征 ( 图 4 ) 。2013 年该地区发生 1 次 7 级以上地震，即 4 月 20 日四川芦

山 7. 0 级地震。
综上所述，2013 年全球 7 级以上地震活动处于 2012 年长时间平静后的活跃时段，主体

活动地区是环太平洋地震带西段 ; 欧亚地震带西段强震活跃，中国西部及邻区强震持续活

跃。

2 我国地震活动概况

2013 年我国发生 5 级以上地震 50 次，其中大陆地区 43 次( 表 2 ) ，包括 3 次 6 级以上浅

源地震，最大地震为 4 月 20 日四川芦山 7. 0 级地震 ; 台 湾 地 区 7 次，包 括 3 次 6 级 以 上 地

震，最大为 6 月 2 日台湾南投 6. 7 级和 10 月 31 日台湾花莲 6. 7 级地震 ( 图 5 ) 。与 2012 年

中强地震在新疆地区集中活动不同，2013 年中国大陆西部 5 级以上浅源地震主要在青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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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00 年以来中国大陆及邻区 M S≥7. 0 地震 M-t 图

体活动，特别是其东部的南北地震带强震连发。大陆东部地区 5 级地震活跃且 分 布 有 序。
2013 年我国地震活动有如下特点。

图 5 2012 ～ 2013 年中国 M S≥5. 0 地震分布图

红色圆 : 2013 年，兰色圆 : 2012 年

2. 1 中国大陆地区处于高活跃状态

2013 年中国大陆地区共发 生 5 级 以 上 浅 源 地 震 40 次，是 1900 年 以 来 年 均 20 次 的 2
倍 ; 发生 3 次 6 级地震，略低于 1900 年以来年均 4 次的平均水平，最大地震为 4 月 20 日四

川芦山 7. 0 级地震。与 2012 年相比，频度明显增加，能量释放明显增强 ( 图 6 ) 。2013 年 5
级以上地震的频度为 2008 年汶川 8. 0 级地震后最高的一年，地震强度为 2010 年玉树 7. 1
级地震后最强的一年，发生了 4 月 20 日芦山 7. 0 级、7 月 22 日岷县漳县 6. 6 级和 8 月 12 日

西藏左贡、芒康 6. 1 级地震。2013 年中国大陆地区 5 级以上浅源地震最长时间间隔小于 41
天，表明 2013 年中国大陆地区的地震处于高活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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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3 年中国 5 级以上地震目录

序号
发震时间 震中位置

月 日 时 : 分 : 秒 纬度 经度
震级 地点

1 01 18 20 : 42 : 49 31. 0°N 99. 4°E 5. 4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

2 01 23 12 : 18 : 16 41. 5°N 123. 2°E 5. 1 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市、沈阳市苏家屯区交界

3 01 30 17 : 27 : 03 32. 9°N 94. 7°E 5. 1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

4 02 12 03 : 13 : 03 38. 5°N 92. 4°E 5. 1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5 02 25 13 : 11 : 11 34. 4°N 85. 7°E 5. 4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改则县

6 03 03 13 : 41 : 15 25. 9°N 99. 7°E 5. 5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

7 03 07 11 : 36 : 47 24. 3°N 121. 5°E 5. 7 台湾花莲县

8 03 11 11 : 01 : 37 40. 2°N 77. 5°E 5.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 勒 苏 柯 尔 克 孜 自 治 州 阿
图什市

9 03 27 10 : 03 : 19 24. 0°N 121. 0°E 6. 5 台湾南投县

10 03 29 13 : 01 : 10 43. 4°N 86. 8°E 5. 6 新疆维吾尔 自 治 区 昌 吉 回 族 自 治 州 昌 吉 市、乌
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交界

11 04 05 21 : 00 : 02 42. 8°N 131. 1°E 6. 6 中国、俄罗斯交界

12 04 06 08 : 29 : 55 42. 7°N 131. 1°E 6. 2 中国、俄罗斯交界

13 04 17 09 : 45 : 57 25. 9°N 99. 7°E 5. 0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

14 04 20 08 : 02 : 47 30. 3°N 103. 0°E 7. 0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

15 04 20 08 : 07 : 30 30. 3°N 102. 9°E 5. 1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宝兴县交界

16 04 20 11 : 34 : 16 30. 2°N 102. 9°E 5. 3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芦山县交界

17 04 21 04 : 53 : 45 30. 3°N 103. 1°E 5. 0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成都市邛崃市交界

18 04 21 07 : 21 : 27 35. 2°N 124. 5°E 5. 0 黄海海域

19 04 21 17 : 05 : 25 30. 3°N 103. 0°E 5. 4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成都市邛崃市交界

20 04 22 17 : 11 : 53 42. 9°N 122. 3°E 5. 3 内蒙古自治 区 通 辽 市 科 尔 沁 左 翼 后 旗、辽 宁 省
阜新市彰武县交界

21 05 15 18 : 54 : 30 31. 6°N 86. 5°E 5. 2 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尼玛县

22 05 16 11 : 34 : 17 31. 6°N 86. 5°E 5. 0 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尼玛县

23 05 18 06 : 02 : 23 37. 7°N 124. 7°E 5. 1 黄海海域

24 06 02 13 : 43 : 03 23. 9°N 120. 9°E 6. 7 台湾南投县

25 06 05 08 : 43 : 37 37. 6°N 95. 9°E 5. 0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26 06 08 00 : 38 : 03 24. 0°N 122. 7°E 5. 9 台湾花莲县附近海域

27 06 20 17 : 05 : 37 49. 8°N 125. 2°E 5. 0 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 族 自 治 旗 与 黑 龙 江 嫩 江
县交界

28 06 29 07 : 51 : 52 24. 0°N 122. 3°E 5. 6 台湾花莲县附近海域

29 06 30 12 : 59 : 30 39. 2°N 73. 4°E 5. 0 中国、塔吉克斯埋交界

30 07 16 18 : 11 : 35 24. 2°N 121. 5°E 5. 0 台湾花莲县

31 07 22 07 : 45 : 55 34. 5°N 104. 2°E 6. 6 甘肃省定西市岷县、漳县交界

32 07 22 09 : 12 : 34 34. 6°N 104. 2°E 5. 6 甘肃省定西市岷县、漳县交界

33 08 06 23 : 31 : 32 31. 4°N 86. 6°E 5. 2 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尼玛县

34 08 12 05 : 23 : 40 30. 0°N 98. 0°E 6. 1 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左贡县、芒康县交界

35 08 12 07 : 58 : 48 30. 1°N 97. 9°E 5. 1 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左贡县

36 08 28 04 : 44 : 48 28. 2°N 99. 3°E 5. 1 四川省甘孜 藏 族 自 治 州 得 荣 县、云 南 省 迪 庆 藏
族自治州德钦县、香格里拉县交界地区

37 08 30 13 : 27 : 30 43. 8°N 87. 6°E 5.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38 08 31 08 : 04 : 18 28. 2°N 99. 4°E 5. 9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 香 格 里 拉 县、德 钦 县、四
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交界

39 09 20 05 : 37 : 01 37. 7°N 101. 5°E 5. 1 甘肃省张掖 市 肃 南 裕 固 族 自 治 县、青 海 省 海 北
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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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序号
发震时间 震中位置

月 日 时 : 分 : 秒 纬度 经度
震级 地点

40 10 30 04 : 17 : 51 43. 3°N 130. 9°E 5. 3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

41 10 31 11 : 03 : 34 44. 6°N 124. 2°E 5. 5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42 10 31 11 : 10 : 07 44. 6°N 124. 2°E 5. 0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43 10 31 20 : 02 : 10 23. 5°N 121. 4°E 6. 7 台湾花莲县

44 11 06 12 : 16 : 19 26. 5°N 93. 6°E 5. 0 中、印交界

45 11 22 16 : 18 : 51 44. 7°N 124. 1°E 5. 3 吉林省松原 市 乾 安 县、前 郭 尔 罗 斯 蒙 古 族 自 治
县交界

46 11 23 06 : 04 : 23 44. 6°N 124. 1°E 5. 8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47 11 23 06 : 32 : 29 44. 6°N 124. 1°E 5. 0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48 11 24 07 : 30 : 46 36. 8°N 86. 7°E 5.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

49 12 01 16 : 34 : 23. 4 40. 3 °N 79. 0 °E 5.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柯坪县

50 12 16 13 : 04 : 52. 9 31. 1 °N 110. 4 °E 5. 1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

图 6 1950 ～ 2013 年中国大陆地区 M S≥5. 0 浅源地震 M-t 图 ( a) 与年频次图 ( b)

2. 2 中国大陆 6 级以上地震活动格局持续

1983 年以来中国大陆及邻区 7 级以上地震主要在新疆边界的帕米尔-贝加尔构造带、巴
颜喀拉地块和南北地震带中南段分布 ( 图 7 ) 。2013 年 4 月 20 日芦山 7. 0 级地震位于巴颜

喀拉地块的东边界上，显示目前这种 7 级地震活动格局依然持续。2008 年汶川 8. 0 级地震

后，我国大陆及邻区的 6 级以上地震主要分布在南北地震带、新疆天山地震带和西藏南部

( 图 8 ) ，2013 我国大陆西部及邻区发生的 4 次 6 级以上地震，3 次在南北地震带，1 次在天山

地震带( 境外) ，显示 6 级以上地震的活动格局持续。
2. 3 南北地震带强震活跃、北段中强地震平静结束

南北地震带是我国地震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2008 年 5 月 12 日在南北地震带中段的

龙门山断裂带上发生汶川 8. 0 级地震，结束了 1996 年丽江 7. 0 级地震后南北地震带超过 12
年的 7 级地震平静，是南北地震带新地震活跃阶段的首发大震。其后于 2010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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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83 年以来中国及邻区 7 级以上地震分布图

空心圆和实心圆分别表示 1983 年 1 月 ～ 1996 年 10 月和 1996 年 11 月 ～ 2013 年 12 月发生的地震

图 8 1996 年以来中国大陆及邻区 6 级以上地震分布图

空心圆和实心圆分别表示 1996 年 11 月 ～ 2008 年 4 月和 2008 年 5 月 ～ 2013 年 12 月发生的地震

又发生了青海玉树 7. 1 级地震、2011 年 3 月 24 日缅甸 7. 2 级地震。2012 年 12 月 ～ 2013 年

12 月南北地震带共发生 5 级以上地震 16 次，其中包括 2013 年 4 月 20 日四川芦山 7. 0 级、
2013 年 7 月 22 日岷县漳县 6. 6 级和 2013 年 8 月 12 日左贡、芒康 6. 1 级地震，处于强震活

跃时段( 图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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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988 年以后南北地震带 5 级以上地震 M-t 图

2009 年 12 月 21 日青海海西 5. 0 级地震后，南北地震带北段 5 级以上地震出现长时间

平静，被 2013 年 6 月 5 日青海海西 5. 0 级地震打破，其后又发生了 7 月 22 日岷县漳县 6. 6、
5. 6 级地震和 9 月 20 日肃南门源 5. 1 级地震，显示该区进入新的活动时段 ( 图 10 ) 。

图 10 1950 年以后南北地震带北段 5 级以上地震 M-t 图

2. 4 新疆 5、6 级地震活动减弱

2011 年 6 月以来新疆地区中强地震持续活跃，至今共发生 5 级以上地震 23 次，最大为

2012 年 6 月 30 日新疆新源、和静交界 6. 6 级地震。这些 5、6 级地震散布于新疆地区主要地

震活动区，呈现全面活跃的态势。2013 年 1 ～ 3 月新疆境内共发生 5 级以上地震 2 次，分别

为 3 月 11 日阿图什 5. 2 级和 3 月 29 日昌吉、乌鲁木齐交界 5. 6 级地震，境外边邻地区还发

生 1 月 29 日塔吉克斯坦 6. 1 级地震。4 月以后新疆地震中强地震活动明显减弱，境内仅发

生 5 级以上地震 3 次，为 8 月 30 日乌鲁木齐 5. 1 级、11 月 24 日且末 5. 6 级地震和 12 月 1
日柯坪 5. 3 级地震 ; 境外边邻地区发生 5 级以上地震 2 次，为 6 月 30 日中塔交界 5. 0 级和

10 月 21 日克什米尔 5. 5 级地震，显示新疆地区自 2011 年 6 月开始的中强地震持续活跃结

束，转变为弱活动状态。
2. 5 大陆东部 6 级地震显著平静、5 级地震活跃

1820 年以来，大陆 东 部 6 级 以 上 地 震 ( 不 含 东 北 深 震 ) 的 最 长 平 静 时 间 为 14. 9 年。
1998 年张北 6. 2 级地震后至 2013 年，6 级地震已经平静了 16 年，达到 1820 年以来最长平

静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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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 级地震显著平静的背景上，2013 年华北、东北地区 5 级地震出现爆发活动，共发生

5 级以上浅源地震 10 次( 1900 年以来年均 2. 2 次 ) ，其中 5 次为吉林前郭 5. 8 级震群，这些

地震从内蒙古莫力达瓦旗与黑龙江嫩江县交界，经辽吉蒙交界至黄海呈近 NS 向带状分布

( 图 11 ) ，东部地区一年时间内形成如此大规模的 5 级地震条带是比较罕见的。

图 11 2013 年以来华北东北地区 M L4. 0 以上地震分布

空心圆和实心圆分别表示 2013 年 1 月 ～ 5 月 21 日和 2013 年 5 月 22 日 ～ 12 月 31 日发生的地震

前郭震群发生在松辽盆地内，在短短的一个月内 ( 10 月 31 日开始至 11 月 23 日 ) 共发

生 5 次 5 级以上地震，最大震级为 5. 8。精定位结果显示，这些 5 级以上地震震源深度主要

位于 5 ～ 10km，其中 5. 8 级地震的震源深度小于 5km。震源机制解结果显示出两种类型的

破裂机制，一种为走滑型，另一种以逆冲为主兼具少量的走滑分量。该震群的发震断层可能

涉及一组共轭构造，其中 NE 走向的断裂为扶余-肇东断裂，NW 向的为查干泡-道字井断裂。
2. 6 大华北地区 4 级地震条带与大范围 4 级地震显著平静被打破

2013 年 1 月至 5 月大华北地区 M L4. 0 以上地震非常活跃，并形成从辽蒙交界至北黄海

的 NW 向地震条带 ( 图 11 ) 。5 月 19 日 至 11 月 22 日 大 华 北 M L 4. 0 地 震 平 静 185 天，为

2009 年以来最突出的平静现象 ( 图 12 ) ，11 月 23 日山东莱州 4. 6 级地震打破该平静。

在华北大范围 M L4. 0 平静的背景下，华东陆地 M L4. 0 地震持续 3 年的 4 ～ 5 级地震活

跃自 2012 年 7 月 20 日江苏高邮 4. 9 级地震后明显转为平静 ( 图 13 ) 。2013 年 11 月 23 日

莱州 4. 6 级地震打破了该平静后，2013 年 12 月 16 日发生了湖北巴东 5. 1 级地震，该地震为

2005 年九江 5. 7 级地震后华东陆地上最大的地震。
2. 7 华南 4 级地震活跃

与 2012 年相比，2013 年华南地区 M L4. 0 以上地震活动仍保持活跃状态，频次高于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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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大华北地区 M L4. 0 以上地震活动 M-t 图

图 13 华东 M L4. 0 以上地震活动 M-t 图

均水平，不同的是空间分布广。2012 年发生 M L4. 0 以上地震 6 次，广东河源发生了 4 次，最

大 为 2012 年 2 月 22 日广东河源 4. 8 级地震 ; 2013 年发生 M L4. 0 以上地震 7 次，空间上分布

于东南沿海地区，最大为 2013 年 9 月 4 日福建仙游的 4. 8 级地震。
2. 8 台湾地区 7 级以上地震缺震现象明显

1900 年以来台湾地区 7 级以上地震时间间隔平均为 3 ～ 4 年。2006 年 12 月 26 日台湾

恒春 7. 2 级地震后，7 级地震已平静 7 年。2010 ～ 2012 年该区出现了近 2 年的显著 6 级地

震平静，被 2012 年 2 月 26 日台湾屏东 6. 0 级地震打破，其后再次出现 1 年多的 6 级地震平

静，之后发生了 6 月 2 日南投 6. 7 级地震和 10 月 31 日花莲 6. 7 级地震，显示台湾地区强震

可能进入了活跃阶段。

综上所述，2013 年我国大陆地区 5 级以上浅源地震处于高活跃状态，南北地震带强震

活跃，大陆东部地区 6 级地震平静持续，5 级地震活跃，华北 4 级平静被打破，华南 4 级地震

活跃，台湾地区 7 级地震缺震现象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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