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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全球地震活动概况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２０１５年全球共发生 ７级以上地震 ２０次（表 １），其中包括 ３次 ８
级以上地震，即 ４月２５日尼泊尔８１级地震、５月３０日日本小笠原群岛８０级地震和９月１７
日智利中部近海 ８２级地震（图 １）。２０１５年全球 ７级以上地震主要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
西段和欧亚地震带。２０１５年全球 ７级以上地震活动有以下特点。
１．１　全球 ８级地震持续活跃

２０１５年全球共发生 ７级以上地震 ２０次，与 ２０１４年（１３次）相比，地震频次增加。２０１５
年发生 ３次 ８级地震，最大为 ９月 １７日智利中部近海 ８２级地震，与 ２０１４年相比，全球地震
能量释放显著增强。

２００１年以来全球 ８级强震处于高活跃时段，每年均有 ８级以上地震发生，至 ２０１４年共
发生１８次８级以上地震（图 ２）。２０１５年全球发生３次８级以上地震，是１９２０年以来第３次
全年发生 ３次 ８级以上地震的强活跃年份，表明全球 ８级地震持续活跃。
１．２　７级地震反复长时间平静后出现强活动

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２０１５年 ２月，全球发生 ７级地震 ４次，超过 ６０天的显著平静，其中 ３次
的平静时间超过 ８０天。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全球 ７级地震超过 ８０天的平静仅在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年
和 ２０１２年出现过，并且长时间平静结束后全球 ７级以上地震活动都进入活跃阶段。２０１５年
２月全球 ７级地震反复长时间平静结束后进入强活跃状态，发生 ３次 ８级地震。
１．３　全球强震集中活动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

２０１５年全球 ２０次７级以上地震中（图 １），除７月１８日圣克鲁斯群岛７２级地震和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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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５年全球 ７级以上地震目录

序号
发震时间 震中位置

震级 地点
月 日 时：分：秒 纬度 经度

１ ２ １７ ０７：０６：２６．０ ３９．９０°Ｎ １４４．５０°Ｅ ７．１ 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域

２ ３ ３０ ０７：４８：３０．０ ４．７０°Ｎ １５２．６０°Ｅ ７．４ 新不列颠地区

３ ４ ２５ １４：１１：２６．０ ２８．２３°Ｎ ８４．７３°Ｅ ８．１ 尼泊尔

４ ４ ２５ １４：４５：２３．０ ２８．３０°Ｎ ８４．８０°Ｅ ７．０ 尼泊尔

５ ４ ２６ １５：０９：０８．０ ２７．８０°Ｎ ８５．９０°Ｅ ７．１ 尼泊尔

６ ５ ０５ ０９：４４：０４．０ ５．５０°Ｓ １５１．９０°Ｅ ７．２ 新不列颠地区

７ ５ ０７ １５：１０：０４．０ ７．３０°Ｓ １５４．５０°Ｅ ７．１ 巴布新几内亚

８ ５ １２ １５：０５：１８．０ ２７．８０°Ｎ ８６．０６°Ｅ ７．５ 尼泊尔

９ ５ ３０ １９：２３：０２．０ ２７．９０°Ｎ １４０．５０°Ｅ ８．０ 日本小笠原群岛地区

１０ ７ １８ １０：２７：３２．０ １０．４０°Ｎ １６５．２０°Ｅ ７．２ 圣克鲁斯群岛

１１ ７ ２７ １２：４９：４４．０ ５２．４０°Ｎ １６９．６０°Ｅ ７．０ 阿留申群岛

１２ ７ ２８ ０５：４１：２５．０ ２．７０°Ｎ １３８．６０°Ｅ ７．１ 印度尼西亚

１３ ９ １７ ０６：５４：３１．０ ３１．６０°Ｓ ７１．６０°Ｗ ８．２ 智利沿岸近海

１４ １０ ２１ ０５：５２：０３．０ １４．８０°Ｓ １６７．３０°Ｅ ７．２ 瓦努阿图群岛

１５ １０ ２６ １７：０９：３２．０ ３６．５０°Ｎ ７０．８０°Ｅ ７．８ 兴都库什

１６ １１ １４ ０４：５１：３６．０ ３１．００°Ｎ １２８．７０°Ｅ ７．２ 东海海域

１７ １１ ２５ ０６：４５：３７．５ １０．６°Ｓ ７０．９°Ｗ ７．５ 秘鲁

１８ １１ ２５ ０６：５０：５４．９ １０．０°Ｓ ７１．０°Ｗ ７．７ 秘鲁

１９ １２ ０５ ０６：２４：５４．３ ４７．７°Ｓ ８５．１°Ｅ ７．０ 东南印度洋海岭

２０ １２ ０７ １５：５０：０３．６ ３８．２°Ｎ ７２．９°Ｅ ７．４ 塔吉克斯坦

图 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全球 Ｍ≥７０地震震中分布
蓝色：２０１４年；红色：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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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００～２０１５年全球 Ｍ≥８０地震 Ｍｔ和频度图

１７日智利中部近海 ８２级地震外，均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上。２０１５年环太
平洋地震 ７级以上地震活动西强东弱，与历史平均活动特征相符，１９００年以来环太平洋西段
年均发生 ７级以上地震 １０次，而环太平洋东段和北段年均不到 ５次。
１．４　中国西部及邻区 ７８级以上地震活跃

２００１年昆仑山口西８１级地震后，我国西部及邻区（“大三角地区”）进入７８级以上地震
活跃时段，至今已超过 １４年，共发生 ２０次 ７级以上地震，其中包括 ６次 ７８级以上地震。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该区活动强度高，共发生 ７８级以上地震 ４次，并呈现 ２年左右的准周期活动
特征；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地震活动强度降低，共发生７级以上地震７次，震级为７０～７３级，呈现１
年左右的准周期活动特征。２０１５年中国西部及邻区共发生 ５次 ７级以上地震，分别为 ４月 ２５
日尼泊尔８１级地震序列和１０月２６日兴都库什７８级地震，表明该区 ７８级以上地震活跃。

２　中国地震活动概况

２０１５年 １月 １日～１２月 ３１日，我国发生 ５级以上地震 ２９次，其中大陆地区 １４次，包括
１次 ６级以上浅源地震，为７月３日新疆皮山６５级地震；台湾地区１５次，其中６级以上地震
３次，最大为 ４月 ２０日台湾花莲县附近海域 ６４级（图 ３）。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１５日内蒙古阿拉善
左旗 ５８级地震发生在鄂尔多斯块体西北边界，既是南北地震带北段的地震，也是华北地块
西北边界带上的地震；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２３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 ５２级地震发生在
祁连山地震带中段，也处于南北地震带的北段，同时也是青藏高原东北缘上的地震。２０１５年
中国地震活动有如下特点。

２．１　中国大陆地区地震活动水平不高，出现显著 ５级平静
２０１５年 １月 １日～１２月 ３１日，中国大陆地区共发生 ５级以上浅源地震 １４次，明显低于

１９００年以来年均 ２０次的平均水平；发生 １次 ６级以上地震，低于 １９００年以来年均 ４次的平
均水平，最大为 ７月 ３日新疆皮山 ６５级地震。与 ２０１４年相比，频度明显减少，能量释放降
低。２０１５年 ７月 ４日～１０月 １１日中国大陆地区出现 １０１天的 ５级以上地震显著平静，为
２００８年以来最长的 ５级以上地震平静时段（图 ４）。
２．２　中国大陆 ７级地震活动格局变化

１９９６年 １１月以来中国大陆及邻区 ７级以上地震主要在巴颜喀拉块体、南北地震带中南
段及新疆边界的帕米尔贝加尔构造带分布（图 ５），特别是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发生的 ５次 ７级以
上地震（２００８年于田 ７３级和汶川 ８０级，２０１０年玉树 ７１级，２０１３年芦山 ７０级和 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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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中国 Ｍ≥５０地震分布
蓝色：２０１４年；红色：２０１５年

图 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中国大陆地区 ＭＳ≥５０浅源地震 Ｍｔ图和频度图

于田 ７３级地震）均位于巴颜喀拉块体边界。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２５日尼泊尔 ８１级地震位于喜马
拉雅地震带中部地区，不在 １９９６年 １１月以来的主体活动区内。２００８年汶川 ８０级地震后，
中国大陆及邻区的 ６级以上地震主要分布在南北地震带、新疆地区和西藏南部，２０１５年新疆
皮山地区 ６５级地震和尼泊尔 ８１级地震序列依旧发生在这些地区（图 ６）。

２．３　南北地震带进入新的活跃时段，中南段显著平静结束，北段处于持续活动时段
南北地震带是中国地震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２００８年 ５月 １２日南北地震带中段的龙

门山断裂带发生汶川 ８０级地震，结束了 １９９６年丽江 ７０级地震后南北地震带超过 １２年的
７级地震平静，汶川地震是南北地震带新的活跃时段的首发大震。其后相继发生了 ２０１０年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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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９８３年以来中国及邻区 ７级以上地震分布
蓝色：１９８３年 １月～１９９６年 １０月；红色：１９９６年 １１月～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图 ６　１９９６年 １１月以来中国大陆及邻区 ６级以上地震分布
蓝色：１９９６年 １１月～２００８年 ４月；红色：２００８年 ５月～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虚线所围为地震活动集中区

青海玉树７１级、２０１１年缅甸７２级、２０１３年芦山７０级地震。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５日内蒙古阿拉
善左旗 ５８级地震后，南北地震带出现的 １８０天的 ５级以上地震平静，被 １０月 １２日青海玛
多 ５２级地震打破，１０月 ３０日和 １１月 ２３日又分别发生云南昌宁 ５１级地震和青海省海北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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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自治州祁连县 ５２级地震，南北地震带进入新的中强地震活跃时段（图 ７）。

图 ７　１９８８年以后南北地震带 ５级以上地震 Ｍｔ图

２０１５年 ３月 １日云南沧源 ５５级地震后，南北地震带中、南段的西南地区 ５级以上地震
持续平静 ２４３天，被 １０月 ３０日云南昌宁 ５１级地震打破，随后 １１月 ２３日发生青海海北藏
族自治州祁连县 ５２级地震。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 ５日青海海西 ５１级地震后，南北地震带北段 ５
级以上地震平静被 ２０１３年 ６月 ５日青海海西 ５０级地震打破，其后至 ２０１４年发生了 ３次 ５
级以上地震，其中包括 ２０１３年岷县漳县 ６６级地震，２０１５年该区又发生内蒙古阿拉善左旗
５８级、青海玛多 ５１级和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 ５２级地震，显示该区处于中强地震活
动时段（图 ８）。

图 ８　１９５０年以后南北地震带北段 ５级以上地震 Ｍｔ图

２．４　天山地震带处于弱活动阶段
２０１１年 ６月～２０１３年 ３月新疆中、强地震持续活跃，共发生 ５级以上地震 ２６次，最大为

２０１２年 ６月 ３０日新疆新源、和静交界 ６６级地震。这些 ５、６级地震散布于新疆主要地震活
动区，呈现全面活动的态势。２０１３年 ４月～２０１４年 １月新疆中强地震活动处于弱活动状态，
境内仅发生５级以上地震２次。其后发生了２０１４年于田７３级地震和２０１５年皮山６５级地
震，这 ２次地震均不在天山地震带上。２０１２年 ６月 ３０日新源 ６６级地震后天山地震带未发
生 ６级以上地震，最大地震为 ２０１３年 ３月 ２９日和硕 ５６级地震。２０１５年天山地震带发生 ５
级地震 ３次，最大地震为 ６月 ２５日托克逊 ５４级地震，显示 ２０１５年天山地震带仍处于弱活
动阶段。

２．５　大陆东部 ６级地震平静显著，中等地震集中活跃
１８２０年以来，大陆东部 ６级以上浅源地震的最长平静时间为 １４９年，若不考虑 １９６２年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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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５年中国 ５级以上地震目录

序号
发震时间 震中位置

震级 地　点
月 日 时：分：秒 纬度／（°Ｎ） 经度／（°Ｅ）

１ ０１ ０７ １２：４８：３１ ２４．３０ １２１．７０ ５．２ 台湾宜兰

２ ０１ １０ １４：５０：５７ ４０．２０ ７７．３０ ５．０ 新疆阿图什

３ ０１ １４ １３：２１：４０ ２９．３０ １０３．２０ ５．０ 四川乐山金口河区

４ ０２ ０４ １８：４４：２２ ３２．９０ ８３．５０ ５．２ 西藏改则

５ ０２ １４ ０４：０６：２９ ２２．６０ １２１．５０ ６．２ 台湾台东县附近海域

６ ０２ ２２ １４：４２：５６ ４４．１０ ８５．７０ ５．０ 新疆沙湾

７ ０３ ０１ １８：２４：４０ ２３．５０ ９８．９０ ５．５ 云南沧源

８ ０３ ２３ １８：１３：４９ ２３．８２ １２１．７０ ５．７ 台湾花莲海域

９ ０３ ３０ ０９：４７：００ ２６．６０ １０８．８０ ５．５ 贵州剑河

１０ ０４ １５ １５：３９：５７ ３９．８０ １０６．３０ ５．８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

１１ ０４ ２０ ０９：４２：５５ ２４．００ １２２．５０ ６．４ 台湾花莲附近海域

１２ ０４ ２０ １９：４５：１２ ２４．１０ １２２．５０ ５．９ 台湾花莲附近海域

１３ ０４ ２０ ２０：００：０１ ２４．１０ １２２．５０ ６．０ 台湾花莲附近海域

１４ ０４ ２５ １７：１７：０５ ２８．４０ ８７．３０ ５．９ 西藏定日

１５ ０４ ２６ ０１：４２：５３ ２８．２０ ８５．９０ ５．３ 西藏聂拉木

１６ ０４ ２６ ０４：０１：３５ ２４．００ １２２．５０ ５．３ 台湾花莲海域

１７ ０５ １１ １６：３８：２０ ２４．５０ １２０．６０ ５．０ 台湾苗栗海域

１８ ０６ ２５ ０３：１２：５１ ４１．７０ ８８．４０ ５．４ 新疆托克逊

１９ ０７ ０３ ０９：０７：４６ ３７．６０ ７８．２０ ６．５ 新疆皮山

２０ ０８ １３ ２２：０８：００ ２４．１０ １２２．４０ ５．２ 台湾花莲海域

２１ ０９ ０１ ２１：２４：４５ ２４．００ １２１．００ ５．０ 台湾花莲

２２ ０９ １６ ０３：３７：３４ ２４．３３ １２１．８６ ５．７ 台湾宜兰海域

２３ ０９ １６ ２１：０８：５７ ２４．３２ １２１．９２ ５．４ 台湾宜兰海域

２４ １０ １２ １８：０４：１４ ３４．３６ ９８．１９ ５．２ 青海玛多

２５ １０ １９ １０：１７：３６ ２４．９４ １２２．０１ ５．３ 台湾宜兰海域

２６ １０ ３０ １９：２６：３９ ２５．０６ ９９．５０ ５．１ 云南昌宁

２７ １１ ０２ ０５：０９：４１ ２２．８０ １２１．６５ ５．６ 台湾台东海域

２８ １１ １１ ２３：３３：１９ ２４．５０ １２２．７０ ５．０ 台湾宜兰海域

２９ １１ ２３ ０５：０２：４２ ３８．００ １００．４０ ５．２ 青海祁连

新丰江 ６１级水库地震，最长平静时间为 １７８年。１９９８年张北 ６２级地震后至 ２０１５年 １１
月，６级地震已经平静 １７９年，是 １８２０年以来的最长平静时段。在 ６级地震显著平静的背
景上，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东部地区 ５级地震平静 ７年，２０１３年华北、东北地区连续发生 １０次 ５级
以上地震（５次为前郭 ５８级震群序列），在 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２３日前郭 ５８级震群后又平静了 １
年 ４个月，２０１５年发生了 ３月 ３０日贵州剑河 ５５级地震和 ４月 １５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 ５８
级地震。２０１５年华北北部地区 ５级地震继续平静，环渤海地区 ３、４级地震活跃（图 ９）。

３　小结

（１）２０１５年全球 ８级地震持续活跃，７级地震反复长时间平静结束后进入强活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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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华北地区 ３级以上地震分布

强震集中活动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中国西部及邻区 ７８级以上地震活跃。
（２）２０１５年我国大陆地区地震活动水平不高，出现显著 ５级平静，中国大陆及邻区的 ６级

以上地震依然分布在南北地震带、新疆地区和西藏南部等地区，南北地震带进入新的中强地震

活跃时段，天山地震带仍处于弱活动阶段，大陆东部６级地震平静显著但中等地震集中活跃。

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ｙｉｎ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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