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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列出了 2008年云南省破坏性地震目录。在此基础上 , 结合云南省地震局的地震灾害评估资料 , 总结了

2008年云南地震灾害的主要数据和特性。最后列出 1990 ～ 2008年云南地震灾害的相应数据 , 并进行了简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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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概况

云南地震灾害泛指云南辖区内或邻区发生的

对云南有影响的地震灾害。 2008年给云南造成灾

害的破坏性地震共 5次 , 包括 1次 4.9级以下地震

和 4次 5级以上地震 , 最大地震为 2008年 5月 12

日四川汶川 8.0级地震 , 云南境内最大地震为

2008年 8月 21日盈江 5.9级地震 。

1　2008年云南地震灾害情况

根据云南省地震局的地震灾害评估报告 , 2008

年的 5次地震成灾事件在云南造成灾区面积约 9

310 km
2
, 受灾人口约 137.81万人 (次), 12人死

亡 , 82人重伤 , 362人轻伤 , 房屋 190.90万 m
2
毁

坏 , 1 370.98万 m
2
破坏 , 直接经济损失约 44.14

亿元 (表 1)。其中 , 5级以上地震灾区面积约

9 036 km
2
, 受灾人口约 126.87万人 (次), 12人

死亡 , 78人重伤 , 344人轻伤 , 房屋 190.46万 m
2

毁坏 , 1 299.0万 m
2
破坏 , 直接经济损失约 42.35

亿元 (表 2, 表 3)。

昭通 、德宏 、 楚雄是 2008年云南地震灾害最

重的州 (市), 其中昭通市 1人死亡 , 51人受伤 ,

直接经济损失 16.831亿元 , 约占全省全年地震灾

害直接经济损失的 38%;德宏州 5人死亡 , 150人

受伤 , 直接经济损失 14.464亿元 , 约占全省全年

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的 33%;楚雄州 6人死亡 ,

231人受伤 , 直接经济损失 11.18亿元 , 约占全省

全年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的 25% (表 4, 图 1)。

　
表 1　2008年云南破坏性地震目录及成灾事件

Tab.1　Catalogueofdestructiveearthquakes

anddisastereventsinYunnanin2008

序号
发震时间

/月-日

震中位置

φN λE

地点
震级

MS

成灾

事件

1 03-21 24.6 97.7 云南盈江 5.0 (1)

2 05-12 31.0 103.4 四川汶川 8.0 (2)

3 08-21 25.1 97.9 云南盈江 5.9 (3)

4 08-30 26.2 101.9 四川仁和—会理 6.1 (4)

5 12-20 24.0 97.8 云南瑞丽 4.9 (5)

表 2　2008年云南地震灾害损失一览表

Tab.2　LossescausedbyearthquakedisastersinYunnanin2008

序号
发震时间

月 -日 时:分
地点 震级 MS

人员伤亡人数 房屋破坏面积 /m2

死亡 重伤 轻伤 毁坏 破坏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1 03-21 20:36 云南盈江 5.0 5 620 47 1581 6 480

2 05-12 14:28 四川汶川 8.0 1 2 49 1 067 183 4 148 468 168 310

3 08-21 20:24 云南盈江 5.9 5 29 101 411 251 3 780 861 130 800

4 08-30 16:30 四川仁和—会理 6.1 6 47 194 420 504 4 589 057 117 870

5 12-26 04:20 云南瑞丽 4.9 4 18 4 797 719 824 179 60

总　　计 12 82 362 1 909 355 13 709 791 441 420

5级以上地震灾害损失 12 78 344 1 904 558 12 989 967 423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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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8年云南地震灾区范围统计

Tab.3　StatisticsofaffectedareaofdisasterearthquakeinYunnanin2008

序号

发震时间

月 -日 时:分
地点 震级 MS

震中

烈度

震源深度

/km

灾区范围

乡镇数目 人数
烈度区面积 /km2

Ⅵ Ⅶ Ⅷ

1 03-21 20:36 云南盈江 5.0 Ⅵ 11 1县 4乡镇 66 824 423

2 05-12 14:28 四川汶川 8.0 Ⅺ 14 4县 16乡镇 546 261 1 666

3 08-21 20:24 云南盈江 5.9 Ⅷ 7 8县 25乡镇 355 395 4 094 391 26

4 08-30 16:30 四川仁和—会理 6.1 Ⅷ 10 4县 22乡镇 300 189 2 853 488 28

5 12-26 04:20 云南瑞丽 4.9 Ⅵ 5 2县 5乡镇 109 426 274

总　　计 1 378 095 9 310 879 54

5级以上地震灾害损失 1 268 669 9 036 879 54

表 4　2008年云南成灾州 (市)的地震灾害损失一览表

Tab.4　Lossescausedbyearthquakedisasters

incitiesorprefecturesofYunnanin2008

州市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昭通市 1 51 16.831

德宏州 5 150 14.464

楚雄州 6 231 11.181

保山市 0 2 1.06

昆明市 0 8 0.381

丽江市 0 2 0.225

合计 12 444 44.142

图 1　2008年云南地震成灾州(市)的灾害情况饼图

Fig.1　Piegraphoflossescausedbyearthquake

disastersincitiesorprefecturesofYunnanin2008

下面笔者对各次地震灾害的灾情作具体分析

和详细描述 。

(1)3月 21日云南盈江 5.0级地震震级不大 ,

但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 原因有三:①地震不

仅造成了各类房屋建筑的破坏 , 还造成了交通 、

电力 、 通讯等生命线系统结构和水利设施的破坏;

②灾区波及坝区 , 而坝区人口密度达到 158

人 /km
2
, 高于盈江县平均人口密度 , 也高于云南

省平均人口密度 , 人口密集区的社会财富总量大 ,

地震灾害经济损失相应较大;③震区尤其坝区的

民居建筑结构多为抗震性能极差的 “土搁梁 ” 或

者 “空心砖墙抬梁 ”, 房屋主要由土坯墙或者空心

砖墙承重 , 地震中极易遭受破坏 , 大量房屋在本

次地震中破坏 , 个别老旧简易房屋倒塌或局部

倒塌 。

(2)5月 12日四川汶川 8.0级巨震造成云南

昭通市北部绥江 、 水富 、永善和盐津 4个县的各类

房屋 、生命线工程和水利设施较为严重的破坏 ,

形成了Ⅵ 度破坏区 , 其中绥江 、水富和永善 3个县

的县城也遭受不同程度破坏 。昭通灾区地处金沙

江峡谷地带 , 为滇东北高原乌蒙山区 , 山高坡陡

谷深 、地势险峻 、 岩土疏松 、 植被稀疏 、 生态环

境脆弱 , 地震引发多处滑坡 、 崩塌和泥石流等次

生地质灾害 , 对交通设施破坏尤为严重 , 并留下

大量次生灾害隐患 。震区经济欠发达 、 贫困面广 、

与云南其他地区相比较 , 房屋抗震能力显著低下 ,

导致震害较为严重。加之近年来连续发生多次破

坏性地震 , 原受损房屋在本次地震中震害进一步

加重 , 此外 , 在评估区外的昭通市的大关 、镇雄 、

昭阳 、彝良 、 威信 、巧家和鲁甸 7个县 , 曲靖市的

会泽县 、 楚雄州的永仁 、元谋和牟定 3个县 , 丽江

市的宁蒗 、华坪 2个县 , 以及迪庆州的香格里拉和

德钦 2个县 , 部分乡镇的房屋 、生命线工程和水利

设施也遭受了不同程度损坏。

(3)8月 20日 、 21日盈江 5.0级 、 5.9级地

震灾害具有地震经济损失较重 、 人员伤亡较少的

显著特点 。①地震经济损失较重 。这两次地震的

震源深度分别是 10 km和 7 km, 震源浅 , 极震区

破坏严重 , 达 Ⅷ破坏 , 极震区出现山体滑坡 、 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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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崩塌 , 滚石掉落 、 地面开裂 , 喷砂冒水等现象;

震区多组断裂交切发育 , 坝区新近系 (上第三系)

含煤岩层及第四系松散沉积等软弱地层分布较广

泛 , 山地地形起伏较大 , 部分高差大于 1 000 m,

断裂 、 软弱地层 、 边坡的地震效应明显 , 震害较

重;地震属震群型地震 , 3月 21日至 8月 21日先

后发生了 5.0级 、 5.0级 、 4.9级和 5.9级 4次地

震 , 较短的时间段内地震连发 , 震害叠加 , 致使

灾区范围广 、 破坏重;另外 , 由于震区为强震弱

活动区 , 房屋抗震设防水平偏低 , 因此 5.9级地震

造成了较重破坏。 ②前震预警措施是本次地震中

人员伤亡较少的主要原因 。 8月 20日发生 5.0级

地震后 , 灾区各级党委 、 政府紧急行动起来 , 及

时开展除险排危工作 , 采取了有效的疏散措施 ,

组织群众搬出危房 , 居住于救灾帐篷或防震棚内;

8月 21日 20时 20分发生了 4.9级地震 , 多数群众

已撤离室内 , 4分钟后发生 5.9级地震 , 多数群众

还没有回到室内 , 因此没有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

(4)8月 30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与凉山

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交界处的 6.1级地震 , 微观震中

距云南较近 (距元谋县边界 10.1km, 距永仁县边

界 11.0 km), 云南震区民房 、校舍 、卫生 、公房 、

基础设施遭受较为严重的破坏 , 重灾区地震烈度

达 Ⅷ度 。震后两天内 , 强震连发 , 先后发生了 6.1

级 、 5.6级 、 4.9级和 4.4级地震 , 多次震害叠加

致使本次地震影响范围广 、 破坏程度重 。云南震

区地处金沙江河谷 , 山高谷深 (永仁县最高点大

雪山海拔 2 885 m, 而金沙江边海拔仅 926 m, 高

差 1 959 m), 时逢雨季 , 震后一些地方诱发崩塌 、

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另一方面 , 边坡 、 陡坎等

不利地形影响了房屋建筑的抗震性能 , 加重了地

震中房屋的破坏程度 。震区各县均属少数民族聚

居贫困县 , 经济条件差 , 房屋老旧 , 部分房屋建

筑结构以夯土墙承重 , 抗震性能差 , 极易在余震

中破坏甚至倒塌。永仁县城破坏达 Ⅵ 度 , 城区各

类建筑不同程度的破坏加大了本次地震灾害的直

接经济损失 (施伟华等 , 2008)。

(5)12月 26日云南瑞丽 4.9级地震震区是 8

月 20日盈江 5.0级和 8月 21日盈江 5.9级地震的

烈度异常区 , 部分房屋在这两次地震中遭受破坏 ,

本次地震中大量老旧房屋震害叠加 , 加重了地震

灾害 。此次地震震级虽不大 , 但由于微观震中紧

邻瑞丽城区 , 震中距不足 5 km, 且震源浅 , 加之

瑞丽城区多数房屋沿河 、 沿江修建 , 坡地地基不

均匀 , 部分老旧房屋建筑抗震能力低下 , 在本次

地震中破坏较重。此外 , 灾区人口稠密 , 密度高

达 399人 /km
2
, 显著高于云南平均人口密度 , 故

直接经济总损失比本省其它地区同级地震严重

得多 。

2　2008年云南地震灾害主要特点

(1)2008年云南成灾地震次数 (5次)显著

高于 2007年 (仅宁洱 6.4级地震 1次), 人员伤亡

较 2007年大 , 经济损失是 2007年的 2.3倍。 2007

年地震灾害发生次数高于历史平均水平 (卢永坤

等 , 2007;非明伦等 , 2007)。

(2)昭通 、 德宏和楚雄 3个州 (市)的地震

灾害最为严重 , 占据了 2008年全省全部地震造成

的死亡人数的 100%、 受伤人数的 97%和经济损失

的 96% (李西等 , 2008)。

(3)据云南省民政厅统计① , 2008年云南省

各类自然灾害造成 349人死亡 、受灾人口 2 921.79

万人 (次 )、 民房倒塌 33.04万间 、 经济损失

198.17亿元。其中地震灾害共造成 12人死亡 、 受

灾人口 137.81万人 、 民房倒塌折合 12.73万间 、

直接经济损失约 44.14 亿元 , 分别占总数的

3.4%、 4.7%、 38.5%和 22.3%, 可见地震灾害

造成的房屋倒塌和经济损失权重较大。

3　1992 ～ 2008年主要震害数据

云南地区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工作自 1992年 4

月 23日中缅交界 6.7、 6.9级地震开始 (周光全

等 , 2003, 2004, 2005, 2006)。 1992 ～ 2008年 ,

云南地区共发生 55次破坏性地震 。本文分析所采

用的地震灾害损失数据主要来源于云南省地震局

历次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报告 , 同时参考 《中国大

陆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汇编 (1990 ～ 1995)》 (国家

地震局 , 国家统计局 , 1996)和 《中国大陆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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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云南省灾害防御秘书处.2008.云南省防灾简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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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1992 ～ 2008年主要震害统计数据

Tab.5　Statisticsofcasualtiesandeconomiclossescausedby

earthquakedisastersinYunnanfrom1992to2008

年度 成灾地震次数 死亡 /人 受伤 /人 经济损失 /亿元

1992 4 5 186 0.34

1993 5 0 338 1.44

1994 1 0 11 0.15

1995 4 63 13 971 9.68

1996 3 312 17 255 25.53

1997 3 0 17 0.95

1998 3 5 1 603 6.54

1999 1 1 9 0.77

2000 4 9 2 832 12.99

2001 8 5 532 11.59

2002 0 0 0 0.00

2003 4 23 762 12.92

2004 3 5 631 5.78

2005 3 0 53 2.50

2006 3 24 182 5.52

2007 1 3 419 18.99

2008 5 12 444 44.14

1992～ 1999 24 386 33 390 45.40

2000～ 2008 31 81 5 855 114.43

1992～ 2008 55 467 39 245 159.83

灾害损失评估汇编 (1996 ～ 2000)》 (中国地震局

监测预报司 , 2001)。从表 5可以看到 , 1992 ～

2008年云南地震灾害共造成 159.83亿元的经济损

失 , 平均每年 9.40亿元 , 其中 1996年地震造成的

人员伤亡最多 , 2008年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 。

1992 ～ 1999年的地震灾害损失不足 2000 ～ 2008年

的 1/2。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 , 破坏性地震造成

的经济损失将会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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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destructiveearthquakecatalogandreportsofearthquakedisasterevaluationprovidedbythe

EarthquakeAdministrationofYunnanProvince, themajordataandcharacteristicsofearthquakedisastersin

YunnanProvincein2008 aresummarizedandcomparedwiththosefrom1992 to2008.

Keywords:earthquakedisaster, evaluation, YunnanProvince

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