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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收集汶川 8.0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统计数据的基础上 , 结合笔者在此次地震现场工作期间的调查结果 ,

绘制出此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的分布图 , 并分析了此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重 、 分布范围广的原因 , 进而总结了经

验和教训 , 为灾区的恢复重建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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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2008年 5月 12日 14时 28分 04秒 , 四川省汶

川县 (103.4°E, 30.95°N)发了 8.0级特大地震 ,

震源深度 14 km。汶川地震是建国以来我国发生的

破坏性最强 、 波及面最广的一次地震 , 其强度和

烈度都超过了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 极震区最高

烈度达Ⅺ度 , 给灾区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 地震引发的大量次生地质灾害 , 不

仅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 更加大

了救援的难度。

笔者在部分极震区内 、 外现场灾情调查工作

的基础上 , 结合从都江堰抗震救灾指挥部和权威

网站收集到的资料 , 对此次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

进行了统计 , 并给出了此次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

分布图 。同时对此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惨重 、 分

布范围广泛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 为灾区的恢复重

建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

1　震区自然概况

1.1　震区地理环境

　　汶川县 (30°45′～ 31°43′N, 102°51′～ 103°44′

E)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 , 地处四

川盆地西北缘 , 因汶水得名 , 是中国 4个羌族聚居

县之一 , 东西宽 84 km, 南北长 105 km, 县域面积

4 085 km
2

(姚雪绒 , 2008)。 2000年统计人口

110 118人 , 主要民族为汉 、 羌 、 藏和回族。东邻

彭州 、都江堰市 , 南接崇州 、 大邑县 , 西接宝兴

县与小金县 , 西北至东北分别与理县 、 茂县相连 。

东北部为龙门山脉所控制 , 西南部受制于邛崃山

系。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 西部多分布海拔

3 000 m以上的高山 , 其中作为主要旅游景点之一

的四姑娘山海拔为 6 250 m。东南部漩口地区的岷

江出口处海拔仅 780 m, 岷江及其支流杂谷脑河 、

草坡河 、 寿江为境内主要河流 。

1.2　震区地质构造及地震构造

震区地处龙门山推覆构造带上 , 龙门山推覆构

造带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交界处 , 北东起自

广元 , 南西止于天全 , 全长约 500 km(陈社发等 ,

1994)。其北西侧为松潘—甘孜褶皱带 , 南东侧为四

川盆地 , 在推覆构造带的南东侧 , 即四川盆地的西

缘发育了一个呈 NE向展布的长条状川西前陆盆地。

龙门山构造带主要由 3条断裂带组成:从西向东分

别为汶川—茂县断裂 、北川—映秀断裂和安县 —灌

县断裂 (图 1), 这三条断裂新生代以来的活动特征

均表现为由南西向北东斜向逆冲 , 并伴随右旋滑动

分量 (李传友等 , 2004)。对龙门山断裂构造带的

GPS研究发现 , 其现代构造活动总体表现为以挤压

作用为主 , 兼有走滑性质 (唐文清等 , 2004, 2006;

李勇等 , 2006)。根据此次地震的震源机制解资料推

断 , 汶川强震是因龙门山构造带中央断裂带———北

川—映秀断裂在 NEE—SEE向挤压应力作用下 , 发

生逆冲运动而致 , 属于逆冲型地震 , 与 1999年台湾

集集 7.3级地震的类型一致。地震的破裂滑动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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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倾 , 倾角约 60°。

1900 ～ 2006年 , 龙门山地震带及其附近区域

多次发生 6级以上地震 (表 1、图 1)

由图 1 (4级以上余震序列 , 统计时间截至

2008年 6月 18日)可以看出 , 此次大地震是单侧

破裂地震 , 破裂方向沿龙门山构造带的 NE方向　 。

图 1　龙门山构造带及其附近地震构造示意图

表 1　龙门山构造带及其附近 6级以上地震目录

编号 时间 东经 北纬 震级 震中烈度 地点

1 1932-03-07 101.8° 30.1° 6 Ⅷ 四川康定一带

2 1933-08-25 103.4° 31.9° 7.5 Ⅹ 四川茂汶北迭溪

3 1936-08-01 105.7° 34.2° 6 Ⅷ 甘肃天水南

4 1938-03-14 103.6° 32.3° 6 四川松潘南

5 1941-06-12 102.5° 30.1° 6 四川泸定、 天全一带

6 1941-10-08 102.3° 31.7° 6 Ⅷ 四川黑水一带

7 1955-04-14 101.8° 30° 7.5 Ⅹ 四川康定折多塘一带

8 1958-02-08 104° 31.5° 6.2 Ⅶ 四川茂汶、 北川一带

9 1960-11-09 103.7° 32.7° 6.75 Ⅸ 四川松潘

10 1970-02-24 103.28° 30.65° 6.2 Ⅶ 四川大邑西

11 1973-08-11 104.1° 32.9° 6.5 Ⅶ 四川松潘东北

12 1976-08-16 104.1° 32.6° 7.2 Ⅸ 四川松潘 、 平武间

13 1976-08-22 104.4° 32.6° 6.7 Ⅷ + 四川平武北

14 1976-08-23 104.3° 32.5° 7.2 四川松潘 、 平武间

15 1989-09-22 102.51° 31.58° 6.5 Ⅷ 四川小金北

2　人员伤亡统计及分布特征

2.1　人员伤亡统计

　　截至 2008年 7月 2日 12时 , 汶川地震已经造

成 69 195人死亡 , 18 389人失踪 , 具体统计情况见

表 2 (腾讯新闻 , 2008;新浪网新闻中心 , 2008)。

2.2　人员伤亡分布特征

在汶川大地震中 , 我国 9个省 、直辖市都有人

员死亡 (表 2), 死亡人数高达 69 195人 , 并有

360 730人受伤 , 18 389人失踪 , 造成了 500多万

人无家可归。

从灾害分布 (据国家地震现场应急工作队资

料)及人员伤亡分布图 (图 2)和表 2的统计资料

516



增刊 李　西等:汶川 8.0级地震人员伤亡及分布特征分析

　　　　　 表 2　汶川地震伤亡及失踪人员统计表

地区

　省 　　州(市)　 县(市)　
死亡 受伤 失踪

地区

　省 　　州(市)　 县(市)　
死亡 受伤 失踪

　四川
　　　　　阿坝州 20 255 44 671 7 885

　　　　　　　　　汶川县 15 941 34 583 7 662
　　　　　　　　　茂县 4 016 8 183 104

　　　　　　　　　理县 103 1 612 29

　　　　　成都市 4 276 26 413 1 271

　　　　　　　　　都江堰市 3 069 4 388 429

　　　　　　　　　彭州市 952 5 770 676

　　　　　广元市 4 821 28 245 125

　　　　　　　　　青川县 4 695 15 453 124

　　　　　绵阳市 21 963 167 742 8 743

　　　　　　　　　北川县 8 605 9 693

　　　　　　　　　江油市 394 10 016 44

　　　　　　　　　安县 1 571 13 476

　　　　　　　　　平武县 1 546 32 145

　　　　　德阳市 17 117

　　　　　　　　　什邡市 5 924 33 075 214

　　　　　　　　　中江县 21 420

　　　　　　　　　绵竹市 11 104 37 141 298

　　　　　雅安 28 1 351

　　　　 　眉山 10 315

　　　　 　资阳 20 633

　　　　 　巴中 10 258
　　　　 　南充 30 7 632

　　　　 　遂宁 27 402

　　　　 　乐山 8 534

　　　　 　内江 7 225

　　　　 　甘孜 9 23

　　　　 　广安 1 37

　　　　 　泸州 1 1

　　　　 　凉山 3 4

　　　　 　自贡 2 87

　甘肃 365 7865 11

　陕西 121 2 932

　重庆 16 637

　河南 2 7

　云南 1 51

　湖北 1 14

　贵州 1 15

　湖南 1

可以看到 , 在极灾区内 , 沿龙门山断裂带 , 从南

到北人员伤亡最严重的分别是:都江堰市 、 什邡

市 、绵竹市 、 汶川县 、 茂县 、 北川县 、 平武县 、

青川县 。其中死亡人员最少的是平武县 , 达 1 546

人 , 死亡人员最多的是汶川县 , 高达 15 941人 ,

绵竹市死亡人员高达 11 104人居第二 , 位居第三

的北川县死亡人员高达 8 605人;受伤人员最多的

是绵竹市 , 高达 37 141人 , 其次依次是汶川县

　　　　

34 583人 、 什邡市 33 075人 、 平武县 32 145人 。

受伤人员最少的是都江堰市 , 达 4 388人。失踪人

员最多的是汶川县 , 高达 7 662人。失踪最少的是

茂县 , 104人 (以县 、 县级市为单位统计)。

从图 2和图 3可以看出 , 此次地震造成人员伤

亡的分布范围十分广 。在北面距离震中 690 km远

的甘肃省庆阳市有 6人因地震死亡 , 36人受伤 。

在 NE方向 , 离震中 620 km的陕西省咸阳市有

　　　　

图 2　灾害分布及人员伤亡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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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汶川地震死亡人员分布图

12人死亡 , 274人受伤;距震中 630 km的西安市

有 26人死亡 、 1 095人受伤 。在东北方向离震中

1 040 km远的河南省武陟县 , 有 1名两岁大的小孩

因地震造成中医院门楼倒塌被砸身亡 。在东南方

向离震中 420 km远的重庆市梁平县 , 因地震致房

屋倒塌造成 6人死亡 、 66人受伤 , 其中梁平县文

化镇中心小学因学校房屋倒塌致 5人死亡 、 19人

受伤 , 其中 5人重伤;距震中 810 km的湖南省常

德市临澧县 , 有 1人因地震从工作台上摔下致死 。

在南面离震中 270 km的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 , 有

1小孩因地震被摇入池塘中溺水身亡。

3　人员伤亡重 、 分布范围广的原因

(1)此次地震的震级大 、 震源深度浅 、 破坏

力强 , 且发生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地方 。四川是我

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方之一 , 极灾区的都江堰市 、

理县 、 汶川县 、 什邡市 、 绵竹市 、 北川县 、 平武

县 、青川县都正好处在龙门山断裂带上 , 这些县 、

市的所在地都是经济相对发达 、 人口较稠密的

地方 。

(2)汶川地震震区地处高山峡谷地带 。此次

地震产生的地表破裂明显 , 主要表现为地震鼓包 、

挤压脊和张裂隙等 , 这些破裂使道路发生拱曲破

坏 , 使桥梁垮塌或移位 (地质学家求解汶川地震

发震断裂性质 , 2008)。由于龙门山断裂带现代构

造活动总体表现为以挤压作用为主 , 山体因长期

受挤压岩体比较破碎 , 地震后引发的滑坡 、 泥石

流掩埋村庄 、 堵塞河道 、 阻断交通 (图 4)。同时 ,

地震造成道路 、 桥梁 、隧道的毁坏 、 垮塌以及通

迅中断使部分重灾区长时间与外界隔绝 , 使救援

部队无法赶赴灾区及时有效地开展施救工作 , 从

而错过了很好的救援时机 , 加大了灾区人员的死

亡率 。

(3)汶川地震属逆冲型地震 。龙门山断层属

于逆冲断层 , 逆冲断层的一个特点就是上盘是主

动盘 , 下盘是被动盘 。所以 , 上盘会摇得特别厉

害 , 在断裂带附近灾情会比下盘严重很多 , 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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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山体大滑坡掩埋村庄 (a)、堵塞河道 (b)、

阻断交通 (c)

盘衰减快 、 下盘衰减慢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汶川 、

茂县一带受灾远比成都严重 , 但往断层 WN方向破

坏范围明显减小 , 往 ES方向则影响范围较大 。从

图 2可以清晰地看出上盘破坏重但衰减快 、下盘破

坏轻但衰减慢 、 影响范围广的特点。

(4)部分房屋的抗震设防能力不足 , 也是此

次地震伤亡重 、分布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方面 ,

极震区房屋为 Ⅶ 度抗震设防 , 但此次地震极震区

的烈度是Ⅺ度 , 远远超过了设防烈度;另一方面 ,

有部分房屋没有按照抗震设计要求建盖 , 比如农

村的房屋 。汶川地震现场倒塌房屋多是粉碎性倒

塌 (图 5), 发达国家或地区地震倒塌的房屋很少

有粉碎性倒塌 。被掩埋在粉碎性倒塌房屋下面的

人员很难有生还的机会 。从图 3可以看到 , 距震中

620 km外的陕西省西安市和咸阳市 , 离震中 690

km远的甘肃省庆阳市都有多人死亡 , 大量人员受

伤 , 距离震中 420 km外的重庆市梁平县有多名人

员因房屋倒塌致死 , 距震中达 1 040 km远的河南

省内的武陟县都有因地震致房屋倒塌而死亡的人

员 , 由此可见 , 我们的部分房屋建筑结构在抗震

设防方面存在较大的问题。

图 5　汶川地震中北川县城倒塌的商业街

(粉碎性)(a)与 1999年台湾集集地震

倒塌的房屋 (极少粉碎)(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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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震安全知识不足。在地震发生时 , 许

多人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 由于慌乱 , 有的从高楼

上跳下被摔伤 、 摔死 , 有的在逃生时被坠落的物

体砸伤 、砸死 , 有的在慌乱逃生时被拥挤的人群

踩踏受伤或死亡。所以 , 应该大力加强地震安全

知识的宣传和教育 , 在地震高发区还应该经常进

行紧急疏散演练 。

4　结语

汶川 8.0级大地震给灾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

命和财产损失。在地震过程中 , 处在龙门山断裂构

造带上的市 、县 、 乡 、镇以及村民委员会等居住地

的房屋 、水利 、 生命线工程都遭到了巨大的损毁和

破坏 , 人员伤亡尤其惨重。在地震恢复重建时 , 除

了要将这些人口聚集地的房屋建在远离地震带及抗

震不利地段外 , 房屋的设计及施工还应严格按规范

进行 (施伟华等 , 2003)。同时 , 还要加大建筑工程

的监督 、监管力度 , 把好质量关。生命和血的教训

告诉我们 , 在缺乏预测和补救的情况下 , 我们能做

的就是提前做好准备 (肖亮等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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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makethediagramofdistributionofcasualtiescausedbytheWenchuanMS8.0 earthquakebasedonthe

statisticaldataofthenumberofcasualtiesandtheresultoffieldsurvey.Byanalyzingthereasonsforheavyand

widecasualties, wesummarizetheexperiencesandlessons, andofferthesuggestionsofrestorationandrecon-

structioninthedisasterarea.

Keywords:casualty;earthquakeoccurrencesite;restorationandreconstruction;WenchuanMS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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