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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地震科普馆和张掖市综合实践学校被

命名为2018年度甘肃省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

全省地震系统政务综合培训班在兰州成功

举办。

2018年 9月 12日 19时 6分，

在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北纬

32.75 度，东经 105.69 度)发生 5.3
级地震，震源深度 11千米。康县

县城、文县县城、武都城区、成县

县城有明显震感，阳坝镇、中庙乡

震感强烈。

地震发生后，甘肃省地震局

立即启动了内部Ⅲ级地震应急响

应，局长胡斌、副局长石玉成立即

到岗部署应急处置工作，启动地

震应急指挥技术系统开展灾情评

估，启动灾情速报网收集灾情。同

时开展了紧急震情会商，并要求陇

南市地震局及相关县区地震局进

一步了解灾情。局门户网站、微

博、微信及时通报震情和灾情，做

好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

12日 20时，省地震局局长胡

斌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向中国地震

局副局长阴朝民汇报了初步了解

到的灾情和应急处置情况，并及

时向省政府领导进行了汇报。

20时 30分，省地震局派出现

场工作队 5人赴震区调查评估灾

情，协助地方开展灾情排查和防

震避险科普宣传工作。正在岷县

开展GPS选台的 3名科研人员的

任务，迅速赴文县核实灾情。

12日晚，接到常正国副省长

关于宁强地震的批示后，省地震

局立即组织召开应急指挥部会

议，胡斌局长传达了中国地震局

和省政府领导的批示精神，并就

贯彻落实提出具体措施要求：一

是通过震区市县地震局、地震台

站和阳坝镇政府等多渠道收集

了解灾情；二是强化地震台网运

维，确保地震监测正常开展；三

是加密开展会商研判和异常核

实,跟踪震情发展趋势；四是切实

加强应急职守工作,按照应急预

案要求，做好各组的应急处置工

作；五是现场工作队进入震区后,
要认真全面排查灾情,做好地震

避险知识宣传，严防次生灾害发

生，并协助陕西省地震局做好烈

度调查和震灾排查工作；六是及

时发布信息，引导社会舆情，切实

维护社会稳定；七是将灾情和震

情趋势研判结果及时通报省地震

灾害紧急救援队，随时做好应急

救援准备。

13日凌晨 2时 50分，省地震

局现场工作队到达康县县城，与

先期抵达的陇南市地震局现场工

作队汇合。凌晨 5 时，由省地震

局、陇南市地震局和康县地震局

组成的联合现场工作队抵达距离

此次地震震中仅30公里的康县阳

坝镇。据当地政府负责人介绍，

此次地震在阳坝镇辖区未造成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震区群众生

产生活正常、社会稳定。

13日14时45分，省地震局召

开第二次应急指挥部会议，传达

上级批示要求，总结前一阶段应

急处置工作，对下一步工作进行

部署。局长胡斌传达了国务委员

王勇和应急管理部副部长、中国

地震局局长郑国光的批示。应急

救援处负责同志汇报了前一阶段

应急处置总体情况，副局长石玉

成在对已开展工作给予肯定的同

时提出了进一步做好后续工作及

改进应急工作的建议。

局长胡斌对下一步应急处置

工作进行了部署，他明确要求：一

是各部门、单位和工作组要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采取切实有力

的措施，坚决贯彻落实国务委员

王勇同志、应急管理部、中国地震

局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示要

求。二是在前期工作基础上，组

织现场应急工作队深入我省邻

近震中的村组，会同震区地震部

门和基层政府全面排查灾情，及

时上报情况。三是继续做好全

省地震台网的运行维护，保证监

测数据连续可靠。四是密切跟

踪震情变化，联合开展会商研

判，准确把握震后趋势。五是及

时发布地震信息，开展防震避险

知识宣传，正确引导社会舆情，

严防地震谣传发生，维护社会稳

定。六是及时总结应急工作中

存在的不足，尽快修订工作方案，

优化工作流程，落实责任到人，全

方位做好应对地震的准备。

省地震局办公室

9月 14日，甘肃省地震局召开处级以上

干部专题研讨会，深入学习领会《中国地震局

党组关于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大力推进新时代防震减灾

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精神,共商推进新时代甘

肃省防震减灾事业现代化建设。研讨会由党

组书记、局长胡斌主持。

会上，石玉成副局长介绍了新时代防震

减灾事业现代化建设的相关背景和工作要

求，分析了甘肃省防震减灾事业发展面临的问

题和短板，初步提出了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施

意见。与会人员结合各自领域，畅谈了学习体

会，围绕如何促进防震减灾科学

技术现代化、业务体系现代化、服

务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

等重点任务进行了充分研讨。

胡斌局长作了会议总结，

他强调指出，大力推进新时代

防震减灾事业现代化建设，是

地震部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职责所
在、使命所在，广大干部职工要

肩负起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责

任，准确把握总体要求和主要

任务，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主动作为，进一步明确责任、细化任务分工，抓紧修改完

善关于甘肃防震减灾事业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做好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凝

练重大项目，全力推进甘肃防震减灾事业现代化建设。 省地震局办公室

9月 20日，甘肃省地震局副局长袁

道阳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中秋国庆

假期以及第三届敦煌文博会期间应急值

守、震情跟踪、应急准备、安全生产等工

作，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袁道阳副局长传达了国务院办公

厅、应急管理部、中国地震局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中秋国庆假期有关工作要求，

对做好省地震局的相关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一是有值班任务的部门要加

强组织领导，严格按照应急管理部工作

人员“八个必须”行为规范做好24小时值

守，严格落实领导在岗带班制度。确保

联络畅通，处级干部和现场应急工作队

员出差、休假要向应急综合值班室报

备。二是加强震情跟踪研判。牢固树立

“震情第一”的观念，密切监视各类观测

资料的变化，节日期间加密开展会商，及

时报告研判结果。三是扎实做好地震应

急各项准备，落实应急备勤人员、检查物

资器材、应急车辆和技术资料，确保一旦

发生显著地震事件后应急人员能够迅速

到位，有效处置。四是加强安全生产工

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认真开

展重点部位和地震台站隐患排查。办公

室要会同有关部门对排查情况进行检

查。五是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矩。党员

干部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局（所）

印发的《进一步严明中秋国庆期间廉洁纪

律要求的通知》，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和

“红线意识”，切实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过

一个健康、平安的节日。

省地震局应急救援处

日本是世界第一隔震大国,小编特摘录整
理“日本建筑隔震技术略史”，以飨读者。

如果以1881年日本地震学会的成立为日
本地震工程学研究开端的话，那么日本建筑隔
震的历史几乎与日本地震工程学研究的历史
一样久远。1891年 8.0级浓尾地震造成了巨
大的灾难。同年，河合浩藏提出在混凝土基础
下设置数层纵横排列的圆木隔震结构。这恐
怕是日本最早的现代隔震结构的设想了。

1923年 7.9级关东大地震之后，再次出现
了一些关于隔震建筑的构想。如1924年鬼头
健三郎在名为“建筑物抗震装置”的专利中提
出的在柱脚处采用滚珠隔震的方法，以及岡隆
一在1928年提出的由两端采用不同半径的球
面的铰支短柱形成的“隔震基础”。值得一提
的是，1934年建成的不动贮金银行姬路支行
采用了岡隆一提出的短柱隔震的专利技术。
虽然短柱隔震技术随后并没有在日本得到很
好的推广，但这恐怕是日本第一座实际建成的
现代隔震建筑。

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日本的“刚柔之争”
在客观上为日后隔震建筑的大发展奠定了思
想基础。当时，东京帝国大学（“二战”后更名
为东京大学）的佐野利器、武藤清等学术权威
主张刚性结构。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以海军技
师真岛健三郎为代表的柔性派。以当时人们

对地震动特性和结构动力反应的理解，没能争
出个结论来，尽管如此，否定隔震结构的刚性
派（权威派）仍然占了上风。在这样的条件下，
真岛健三郎于1934年提出了柔性底层结构。

1960年，小堀铎二针对核电站核反应堆
的抗震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并首次提出了赋
予结构能够控制地震动的特性的“制震”的概
念（我国常称之为减震）。

1964年，日本发生了因大规模砂土液化
而著名的新潟地震。翌年，松下清夫、和泉正
哲提出一种具有自复位特性的滚珠隔震。而
此后不久，后来统治日本隔震界的叠层橡胶支
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橡胶与钢板交错布置而成的叠层橡胶支
座最早是 1970年在欧洲开发的。20世纪 70
年代末80年代初曾在法国应用于学校和核电
站的隔震。1980年，福冈大学的多田英之等
人最早在日本开始了叠层橡胶支座的研究。
这一系列研究以小比例尺的试件为对象，系统
地研究了叠层橡胶支座的压缩和压剪刚度，并
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小比例尺钢框架隔震模型
的振动台试验。

以这些研究成果为基础，1983年，日本第
一座采用叠层橡胶支座的现代隔震建筑——
位于东京的八千代台住宅——诞生了。它的
结构设计正是东京建筑研究所的前任所长山

田昭一与福冈大学多田
英之教授的团队合作完
成的。在日本工程界，八
千代台住宅又常被称为

“日本第 1号”。这是 1栋纵向 2跨横向 1跨地
上两层总高约7.6米的独栋住宅。采用6个天
然叠层橡胶支座进行隔震，每个支座的橡胶层
总厚度为 60mm，设计时考虑的橡胶支座极限
侧向变形为 250mm。上部结构与周边挡土墙
壁之间的隔震缝宽度为350mm，即保证在橡胶
支座断裂破坏之前上部结构不会与挡墙壁发
生碰撞。此处，在隔震层设置了“破坏-安全”
支墩，以保证在隔震支座被破坏的极端情况下
上部结构的安全。

然而，叠层橡胶隔震支座在八千代台住宅
的应用并没有立即带来隔震技术应用的大发
展。直到十几年后的 1995年，阪神地震才再
次使日本民众警醒。在这次 7.3级地震中，大
量采用抗震结构的房屋倒塌或严重受损，而建
成于 1994年的采用隔震技术的“WEST大楼”
则充分发挥了隔震的效果。以此为契机，以往
不被世人所知的隔震技术走进了公众的视野，
隔震建筑也在日本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
在 1995年阪神地震之后，隔震技术在日本真
正地起飞了。

截止2014年，日本全国共有各类型隔震建筑
约8600栋，其中约 4700栋为规模较小的独栋
住宅，约 3900栋为其他建筑，主要是集合住宅。
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日本都是名副其实的世
界第一隔震大国。资料来源于城市与减灾杂志

甘肃省地震局高效有序应对陕西宁强5.3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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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地震局安排部署中秋国庆以及敦煌文博会应急值守等相关工作

建筑隔震技术在日本的发展与应用

据中国地震台网消息，9月 4
日清晨，新疆喀什地区伽师县发生
多次地震，最大震级为5.5级，新疆
伽师县及周边县市震感强烈，有居
民在睡梦中被晃醒，门窗作响,但是,
本次地震没有造成当地人员伤亡。

新疆伽师县位于喀什噶尔冲
积平原，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
地西缘，属地震多发带。2003年2
月24日发生在伽师-巴楚的6.8级
地震是新疆有确切历史记载以来
新疆境内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
震。地震波及喀什地区巴楚、伽
师、岳普湖、麦盖提、莎车县及克州
阿图什市，灾区面积21498平方公
里，受灾人口达51万多人，共造成
268人死亡，4853人受伤，其中重
伤 2058 人。19899 户民房倒塌，
22101户民房有不同程度的损毁，
死亡牲畜 70958头（只）。灾区的
供水、供电、通讯、桥梁、公路、水利
等公用设施也遭到严重破坏。

伽师-巴楚地震之所以造成
如此大面积的房屋倒塌，是因为
当时 80%的农村房屋达不到抗震
的要求，而倒塌和造成死伤的绝
大 部 分 都 是 这 些 不 抗 震 的 房
屋。也正是因为这次地震造成
的“小震大灾”的效果，2004 年 1
月，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胡聿
贤院士等 18位“两院”院士，联合
提出“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
的建议”。胡聿贤等人在建议中指
出，近年来，国内地震造成倒塌的
建筑几乎全部是农村的民居，伤亡
的也绝大部分是农民，甚至5级左
右的地震也能造成人员死亡。由
于缺乏法律强制要求、缺乏防震减
灾意识和知识、以及经济相对落后
等原因，几乎不设防的农村民居
和村镇公共设施成为危害农民生
命财产安全的重要隐患。

因此，这些专家建议，国家应
充分重视农村民居建设，安排一定

资金，启动“地震安全农居工程”，
从制定农村民居防震技术方案，建
立农村民居防震技术宣传、培训服
务网，建设安全农居示范工程等几
个方面，对农村防震工作给予指导
和支持。

2006 年，国务院在新疆召开
全国农村民居安保会议，部署全国
开展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地震局建设
部《关于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
程意见的通知》，农居工程在国家
层面正式启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于 2004年率先启动这项工作，

“一是因为中央的指示精神，二来也
是2003年巴楚-伽师地震的教训太
过惨烈。”新疆自治区投入大量资
金，新建和改造抗震安居住房。

2010 年，抗震安居工程改称
为安居富民工程，2011年在全疆
全面实施，安居房的标准进一步提
高。在“十二五”期间，全疆累计投

入资金1212.4亿元，近800万农牧
民入住新居，占同期全国农村危房
改造任务总量的8.5%，开工率和竣
工率分别占计划任务的 104.5%和
102.4%，位居全国第一位。

自2004年城乡抗震安居房实
施以来，新疆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
60余次，其中包括 2008年 10月乌
恰 6.8 级地震、2014 年于田 7.3 级
强烈地震和 2017年精河 6.6级地
震等一系列强震，各地新建的安居
富民房无一损毁，基本实现地震零
死亡,有力保障了人民生命和财产
安全，让各族人民切身感受到党和
国家的关怀和温暖，有力促进了新
疆社会和谐稳定；通过拉动内需，
促进了全疆经济发展。到 2020
年，新疆计划完成135万户安居富
民工程，全面解决农村困难群体建
房问题,到那时,地震对人的生命和
财产的威胁将大大降低。

资料来源于震知卓见

北京时间 9月 6日凌晨 2点 8
分,日本北海道地区发生 6.7级地
震,这是北海道史上观测到的最强
震级地震。截至 9 月 10 日，此次
地震已导致 44 人死亡,北海道共
有 32栋建筑被完全损坏,另有 18
栋部分损坏。北海道仍有近 8400
户居民处于断水的状态,2716人在
76家避难所内避难。

除了人员伤亡、建筑破坏以
外，地震还造成了另外一个现象。

震后“土壤液化”严重
这次北海道地震后，当地发

生土壤液化的严重程度是前所未
有的，许多地方都变成了泥潭。
目前，札幌市有两个区的土壤液
化现象非常严重，有关部门对 500

多栋房屋进行了调查，其中有危
险或者需要注意的房屋总共有
160多栋，而其他区域也存在土壤
液化的可能性。

土壤液化是地震工程的一个
术语，指在外力的作用下，原本是
固态的土壤变成液态，或变成粘
稠的流质。土壤液化主要出现在
分布深度较浅，饱和的疏松细砂、
粉土质砂，且其所在层位处于含
水状态。通常在外力反复震荡下
(如地震)，松散的砂土因受到压
缩，内部空隙减小，导致空隙内水
压升高，当水压升高至超过土壤

内承受的外部压力时，就会产生
土壤液化。

简单来说，就是地下的水和
砂土失去了平衡。土壤由砂土颗
粒堆叠形成，砂土的颗粒之间充
满了水，正常情况下处于稳定的
状态，但是，在遇到地震等剧烈晃
动的时候，土壤中水的水压会突
然升高，带着砂土冲出地表。

土壤液化现象并不陌生，一
个最常见的例子，当我们漫步在
河边沙滩上，往往感到沙滩还算
坚实，但如果站在一处原地踏步
或轻轻地颤动，用不了多久，就会

发现水向外渗，砂土迅速变软，泥
沙流动，脚向下沉陷的现象，这就
是液化现象。

如何避免这种灾害
土壤液化极易造成建筑物下

沉、歪斜和毁坏。那么，怎样才能
有效避免这种灾害的影响呢？

目前，主要从预防土壤液化
的发生和防止或减轻建筑物不均
匀沉陷两方面入手。包括：

1、合理选择场地；
2、采取振冲、夯实、爆炸、挤

密桩等措施，提高砂土密度；
3、排水降低砂土孔隙水压力；
4、换土，板桩围封，以及采用

整体性较好的筏基、深桩基等方法。
资料来源于震知卓见

安居富民工程是新疆伽师震后人员无伤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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