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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灾害》书评

地震是对人类生命和财产威胁最大的一种自然灾害。在现代社会，随着媒体传播技术

的日新月异，那些触目惊心的地震灾难场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冲击，这是历史上任何

大地震都无法做到的，比如说我们如今只能从图画里面领略西班牙里斯本地震的惨烈。因

而，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更想了解地震灾害这种自然现象，也更需要真正权威的专

家来撰写地震科普读物。

《地震灾害》（北京：地震出版社，２０１８／５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０２８－４９５５－９）由地震出版社邀请
陈院士撰写。在这本印刷精美的小册子里，陈院士首先言简意赅地告诉了我们什么是

地震，从 １９０６年美国旧金山地震错断农场篱笆的经典现象中，我们看到了地震应变的积累
和释放过程。然后，他向我们介绍地震的主要作用是产生地震波，在地球内部传播的叫体

波，沿地球表层附近传播的叫面波。地震波不仅产生地面震动，毁坏房屋，同时它还是“一盏

照亮地下的明灯”，可以用来研究地球内部结构、探测地下资源分布、监测水库大坝和地下工

程安全等，甚至还可用于探测行星，揭示其内部的大尺度结构。接着，陈院士又从发震时

间、空间和强度的角度，通俗易懂地讲解了如何度量地震的大小，如何得知地震的空间分布，

以及如何判定地震的发震频率。通过对发生在国内外重大地震事件及其灾害的简述，陈

院士解析了地震造成的灾害、次生灾害和灾害链的特性，也揭示了人类在与地震抗争中所积

累的经验、教训和认识。

统计表明，中国不是世界上地震最多的国家，但却是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为什么？

陈院士给出了三个原因：大陆地震的强破坏属性、建筑物的低劣质量和公民防震意识的薄

弱，并且指出“后两个原因是人类自身方面的原因，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最大限度地减轻

地震灾害”。那么该怎么做？陈院士给出了两条相辅相成的途径，一是通过高质量建筑来

化解地震灾害，二是通过预防为主的非工程措施来减轻地震灾害。我们需要加强科学研究，

发展高新技术，推进科普宣传，提高减灾意识。

地震的孕育发生及其导致的灾害涉及非常复杂的科学问题，要在一本科普小册子里把

它说清楚，需要对其科学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对其存在问题有着非凡的洞察，也就是说非

该领域的科学大师是说不清楚的。陈院士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专业，长期

从事地震科学研究，１９９３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２０００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曾任中国地震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中国地震学会理事长，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理事长，１９９２年起任 ＩＡＳＰＥＩ的地震预报和地震灾害委员会主席，国际地震中心（ＩＳＣ）执行
理事等。现任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地震局科技委主任。仅从本书作者陈院士的经历来看，

他正是地震学大师，他正是写作地震灾害科普书籍的最佳人选。本书不仅具有科学性，还具

有权威性。

现代社会的负面特点是繁忙、快速与浮躁，使得人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读书。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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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科普书内容简洁，篇幅合适，图文并茂，引人入胜。《地震灾害》正是具有以上特点的一

本好书。本书由大量精美而宝贵的照片、简洁而清晰的图件和一目了然的卡通画所构成，图

片的篇幅大概是文字篇幅的一倍。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每幅照片和每张图件都配有非常详

细的说明和解析，即便不读文字而仅看图片，就能够了解全书的主要内容。这给时间繁忙、

无暇读书的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大大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

本书还有一个独到之处：点缀了陈院士本人的地震经历，这是其它同类书籍所不可复

制的。例如在第 ８页，陈院士惟妙惟肖地描述了自己所经历的唐山地震，“长期从事地震
工作的我被晃醒后没有立即下床，而是躺在床上开始数数，‘一、二、三，……’”。当我读到

这里时，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一幅图像：当感受到剧烈震动时，所有人惊慌失措、夺路逃命，而

我们这位年轻的地震学家却躺在床上，悠然自得地打着节拍估算 Ｓ波和 Ｐ波的到时差，仿佛
是在检验着科学知识，仿佛是在享受着大地震动。对于同样从事地震科学研究的我而言，这

就是全书的精华所在，这就是全书的点睛之笔。

１９６６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陈院士就在邢台地震现场从事过数年的地震监测预报和震
源物理研究，１９７６年唐山地震时又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地震工作者。作为地震科学家，他经
历了 １９６６年以来中国大陆发生的所有大地震，一定有更多的有趣故事和奇特经历。但是书
中仅描述了其中的一件，我认为这是一种遗憾，如果能分享更多的故事，本书将能更加打动

人心。

中 山 大 学 教 授

中国地震学会理事长
　张培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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