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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30多个5．0≤ ≤7．0地震和部分5级以下地震灾害损失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总结 

归纳出农村典型的震害特征，得到一些震害的经验教iJ,I和启示。通过总结归纳近年来新疆、甘肃、海南等地实 

施农居地震安全工程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农居地震安全工程、提高农村民居抗震设防水 

平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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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statistical analysis O±information on disaster losses caused by more than 30 5．0≤ 

Ms~<7．0 earthquakes and some <5．0 earthquakes in China since 2000，we summarize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ismic damage and experience in rural areas．(1)The epicenters of these earth- 

quakes are mostly located in active tectonic belts and seismically active belts，SO casualties and eco— 

nomic losses are great．The direct economic losses caused by an earthquake swam3 of about magni- 

tude 5．5 are equivalent to 3．6％ of the provincial revenue budget．(2)Destruction and collapse of 

houses and public facilities are major factors in direct losses from earthquake disasters．Damage to 

and loss of rural houses in Ms<7．0 earthquakes accounts for over 60％ of total direct losses from 

earthquake disasters，and can be as much as 96．7％．(3)Earthquake damage to rural houses with dif- 

ferent structures in different regions can vary markedly：damage to rural hous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greater than in the middle and eastern regions；damage to rural houses with traditional，non—formal 

civil，brick，stone and wood structures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for formally designed and con— 

structed rural houses of brick，with flame structures．(4)Some small earthquakes of magnitude<5．0 

may cause great disasters，and in these earthquakes the loss of houses is substantially equal to all oth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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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losses from the disaster．(5)The implementation Oi requirements for seismic fortification O±ruraI 

houses and public buildings has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earthquake damage level，especially in 

western areas inhabited by minority nationalities．If rural houses and public facilities without scientif— 

ic fortification are hit by an earthquake，the damage will be serious．(6)Because rural houses and 

many public buildings are built without form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guidance，their seismic per— 

formance is extremely poor．Scientific siting，specific design，and good construction are the most di— 

reet，effective，and reliable ways of mitigating casualties and economic losses caused by earthquakes 

at present．(71 In earthquake-prone areas and high—seismic-intensity areas，a seismic threat to the 

safety of rural schools and hospitals(clinics)still exists．The seismic safety of rural schools and hospi- 

tals(clinics)is still a matter of great importance．(8)In the western poverty—stricken regions，seismic 

damag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causes rural people to become poor or return to poverty，which al— 

SO affects social stability．Disasters caused by small earthquakes are relatively common，SO to some 

extent earthquake disasters widen the gap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etween rural and HF— 

ban areas．(9)Because most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rural areas，especially in areas where the cul— 

ture and economy are relatively backward，lack knowledge of earthquake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re— 

duction，and their awarenes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is still very weak，populariza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earthquake prevention and seismic fortification of rural buildings is ex— 

tremely urgent．From summarizing typical cases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earthquake safety proj— 

ects for rural houses in Xi~iang，Gansu and Hainan provinces in recent years，we point out that vig— 

orous promotion of implementation of earthquake safety projects for rural houses is an important men— 

sure for mitigation of losses and casualties caused by earthquakes，and can completely improve the 

weak seismic capacity in rural areas．We also propose som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promoting earth— 

quake safety projects for rural houses and improving the seismic fortification levels of rural houses． 

Key words：rural buildings；earthquake damage；earthquake disaster characteristics；earthquake pre‘ 

vention and mitigation；anti—seismic capability；countermeasure 

0 前言 

我国破坏性地震大多数发生在农村地区。由于长期 

以来我国实行城市和农村二元经济社会发展结构模式， 

农村防灾减灾水平低，农民建房长期处于不设防状态，防 

震减灾能力普遍低下，一次5-6级甚至一些4级左右地震 

都会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据统计 ，我国地震 

造成的50％以上的经济损失和60％的人员伤亡在农村， 

2002—2012年期间我国发生的427次5级以上地震，其中 

88％发生在农村地区。因此地震是威胁我国农村居民生 

命和财产安全 、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突出的自然灾 

害之一[1-41~ 

2003年新疆巴楚6．8级地震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农村地震安全工作，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村民居防 

震保安工作会议，印发了《关于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 

程意见的通知》，各地制定和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措 

施，积极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全示范工程，创造了许多典 

型经验和成功案例，为推进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开展、 

提高农村建筑防震减灾能力提供了重要实践经验。本文 

在对我国农村典型震害的统计和震害特征总结的基础上 

归纳震害的经验和启示，并通过介绍一些地区实施的农 

居安全工程的案例分析探讨我国农村民居的抗震设防对 

策。 

1 近年我国农村典型震害分析 

大量震害调查表明，地震动直接导致房屋建筑的破 

坏是农村最主要的震害。因地震导致的地面裂缝、错动、 

沉降可能使民房或重要工程基础设施遭受更大的破坏。 

在某些特定地质环境条件下，地震作用还可能产生土层 

液化、软土震陷、崩塌、滑坡、地裂缝和泥石流等地震次生 

地质灾害。 

表1和表2分别为2000年以来我国5．0≤怄≤7．0地震 

和部分5级以下地震灾害破坏和经济损失统计结果。通 

过对其中典型农村震害进行分析，具有以下特点和启示 

m一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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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泽地震仅统计I~)ll境内损失 ；九江地震仅统计江西境内震害损失；盈江地震包括8月21 El 5．9级地震损失；2013年 1月29日昭苏地 

震震中位于中、哈交界哈萨克斯坦境内 

表2 我国部分5级以下地震灾害破坏损失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disaster losses caused by some／V／~5．0 earthquakes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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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贫、返贫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小震致灾、小震大 

灾现象相对普遍，地震灾害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农村与 

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差距。 

(6)农村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农牧民群众十 

分缺乏科学通俗的防震减灾知识，即便是国家通过扶贫 

等倾斜性支持政策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但 

农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仍然十分薄弱，普及地震预防和 

农村建房抗震设防科学技术迫在眉睫。 

(7)大力推进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实施是减轻农 

村地震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彻底改善农村抗震能力薄 

弱现状的重大举措。西部地区农村仅靠群众 自身和当地 

政府财政无法解决民居抗震安全问题，必须通过国家制 

定有针对性的差别化扶持政策，引导群众推广建造抗震 

安全农居，才能彻底改善农村建筑抗震能力低下的现状。 

2 农居地震安全工程典型案例分析 

2．1 新疆抗震安居工程典型案例 

2003年巴楚一伽师地震后，新疆党委、政府决定在 

全区实施城乡抗震安居工程，力争用5年时间通过抗震加 

固、拆迁重建等方式使全区城乡住宅抗震设防水平普遍 

提高。 

2．1．1 主要做法 

(1)立足预防为主，明确工程目标。用5年左右时间 

在地震多发、易发地区实施城乡抗震安居工程，加固、拆 

迁重建250万户、约 1 000万城乡民居。 

(2)健全组织体系，明确职责任务。建立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逐级落实的抗震安居工程实施组织体系，分解 

落实房屋抗震性能鉴定普查、建筑材料价格、工程建设资 

金、质量监督检查验收等任务职责。 

(3)科学调查分析，制定实施方案。通过《自治区城 

乡抗震安居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抗震安居工程的指导思 

想、工作原则、目标任务、资金筹措、实施步骤等。 

(4)统筹协调规划，统一政策引导。统筹各种涉农惠 

农政策、资金资源，制定出台了包括城镇规划管理、土地 

优惠、对口帮扶、技术服务、建设管理等各项政策措施。 

2004年每户建设50 抗震民居，人均收入670元以下的 

农村特困户每户补贴3 000元，人均收入865～670元的农 

村贫困户每户补贴2 000元。 

(5)广泛宣传动员，调动群众热情。各级党委、政府 

和有关部门编印宣传提纲、标语和技术、政策问答，将实 

施抗震安居工程的目的、政策、措施告知群众，调动干部 

群众积极参与抗震安居工程建设。 

2．1．2 实际效果 

(1)资金统筹效果 ：2004--2010年全区共统筹抗震 

安居工程建设资金262．5亿元，其中国家补助24．88亿元， 

占9．5％；自治区配套23．94亿元，占9．1％；对口援疆省市 

支持2亿元，占0．7％；地县筹措 16．7亿元，占6．4％；社会 

帮扶5．2亿元，占2％；银行贷款22．4亿元，占8．5％；农民 

自筹 167．38亿元，占63．8％。喀什、和田和克孜勒苏柯尔 

克孜等南疆3地州2004年特困户每户补助3 000元，贫困 

户每户2 000元；2005年特困户每户4 000元，山区贫困户 

每户3 000元；2006年新增困难户每户补贴1 000元；其它 

Ⅷ度区一般困难户每户补贴2 000元。 

(2)工程建设效果：截止2010年底全区累计建成抗 

震安居房194．9万户(农村 164．7万户，城市30．2万户)。共 

有800多万群众人住抗震安全新居。其中喀什、和田和克 

孜勒苏柯尔克孜等南疆三地州农村有70．6万户、339万人 

人住新居。根据各地民居传统风俗习惯和建筑材料实 

际，新建和改造民居结构类型有砖混结构、砖木结构、木 

结构(包括“芭子墙”、木板夹心墙)、石木结构、土木结构、 

石膏土块房等。经测算各类结构类型民居增加构造抗震 

措施后，相应增加资金约7一l2％。 

(3)防灾减灾效果。实施抗震安居工程后，2004年 

以来在新疆共发生57次5级以上地震，均未造成较大人 

员伤亡(表 3)。 

表3 2005--201 2年新疆部分地震灾害破坏损失统计 

Table 3 Statistics of disaster losses caused by some ea~hquakes fr0m 2005 to 201 2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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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示范推广效果。2010年6月，在基本完成重点 

设防地区农宅抗震安居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全疆 

农村实施安居富民工程建设的新目标。计划从2011年开 

始，力争用8年左右的时间彻底解决281万户农牧民的住 

房安全问题(含已达标21万户、游牧民定居11万户)。 

2．1．3 主要经验 

(1)党政领导重视，工作责任落实。党委、政府一把 

手亲自抓，签订目标责任书，任务层层分解到县、乡、村利 

农户。 

(2)广泛宣传动员，营造良好环境。采取多种形式 

进行广泛深人的宣传动员，有效激发了农牧民群众参与 

建房的热情。 

(3)广开资金渠道，保障安居实施。以群众 自筹为 

主、政府补助和银行贷款为辅，调动对口援疆、对口扶贫 

和社会力量，统筹民政救灾、移民搬迁、残疾人危房改造 

等资金支持抗震安居工程建设。 

(4)健全监管体系，保证工程质量。建立地、县、乡、 

村四级工程质量管理机构并配备专职人员，按照计划任 

务进行现场检查、督查通报和竣工验收，分级落实工程质 

量监管责任。 

(5)加强村镇规划，统筹新农村建设。结合实际，因 

地制宜，按照“相对集中、节约用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 

的要求，科学编制村镇规划，突出农村特点和地方特色。 

(6)开展建筑工匠培训，转移剩余劳动力。举办各种 

形式的农民工匠培训班，5年共培训约50多万农村建筑 

工匠。 

2．2 甘肃农居地震安全工程典型案例 

甘肃省农居地震安全工程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地 

震等灾后重建规划及其项目实施。2000年开始结合小康 

农村建设，选择一些有条件的农村乡镇组织实施村镇小 

康住宅地震安全工程。2005年开始省政府批转地震局、 

建设厅等6部门文件，正式在全省实施农居地震安全示范 

工程。 

2．2．1 主要做法 

(1)结合实际，明确 目标。通过实施农居地震安全 

工程，实现全省农村房屋抗震能力达到小康社会标准，在 

发生6级左右地震农村房屋不倒塌、不死人或少死人。 

(2)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省政府批转了省地震局 

等 6部门“关于实施农居地震安全示范工程的意见”，制 

定了《甘肃省村镇规划标准》、《甘肃省新农村建设规划导 

则》等技术标准。截至2010年底，全省 87201个村庄有 

14208个调整完善了规划，占村庄总数的16．3％。 

(3)项目配合，示范带动。结合灾区重建、扶贫移 

民、生态移民、村镇改造和小城镇建设等涉农政策性项 

目，建设地震安全示范区、示范村和示范户，以点带面，示 

范推动农居工程的全面实施。 

(4)规范管理，完善服务。修订地方性法规规定，明 

确村镇民居建设抗震设防监管服务职责。制定颁发地方 

标准《甘肃省村镇居民建筑抗震技术措施》(DB62／25— 

3009～2002)和《甘肃省新世纪农宅建设方案图集》，组织 

农村工匠抗震技术培训，建立农居地震安全技术服务网 

络。 

(5)重视研发，加强推广。争取“中国中西部地区农 

村民房建设防震减灾技术及对策研究”、“甘肃省农村民 

房防震减灾技术及对策研究”等国家和省科研项目，开展 

农居地震安全技术研发和推广，为农居地震安全工程实 

施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 

(6)加强宣传，动员社会。利用基层地震部门、乡 

镇、村委会和防震减灾“三网一员”，组织开展农居地震安 

全工程宣传教育，引导农民群众增强建设农居地震安全 

的自觉性。 

2 2．2 主要效果 

(1)实施效果。截止2012年底不完全统计，通过灾 

区重建、移民搬迁、新农村建设等项目实施“农居地震安 

全示范工程”，共建成地震安全农居约180多万户，占应抗 

震设防区农村358万户总数一半以上。 

(2)减灾效果。2004年以来甘肃境内发生的十多次 

破坏性地震现场考察表明，建成的地震安全示范农居基 

本完好或仅受到轻微损坏，结构全部完好。特别是四川 

汶川8．0级特大地震中，位于重灾区的陇南市文县临江镇 

东风新村、武都区外纳乡李亭村和稻畦村等1 290户地震 

安全示范民居完好无损，甚至连墙面都没有裂缝。而与 

之相邻的村庄80％的民房倒塌或严重毁坏 。 

(3)推广效果。2008年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继续 

深入试点与面上相推进相结合 ，采取以农民自筹为主，政 

府补助为辅，争取用5年左右时间，实施农居抗震安居工 

程计划，改造和新建200万户农民住房，使之达到抗震设 

防标准，落实防灾减灾治本之策”。2009年省政府把“建 

成40万户抗震安全农居房”作为l2件为民办实事之一， 

要求整合灾后重建、农村和林区棚户区危旧房改造、游牧 

民定居工程、矿山塌陷区危旧房改造、生态移民工程建、 

农居地震安全技术服务工程建设等项 目实施，加大农居 

地震安全工程建设进度。 

2．2_3 经验和启示 

(1)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抗震安全民居建设 

的期望和可接受的投入规模存在矛盾。据统计 ，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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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I 980元，全省农村住房面积33 

968万平方米，农村人均住宅面积l8．7l ，平均每人年内 

新建房屋面积仅0．53 。全省有43个县为国家级贫困 

县，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按照现阶段农村 

建房最低资金投入水平，大多数农民期望依靠自己力量 

建设地震安全农居还难以实现。 

(2)农村民房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单一 ，以依靠国 

家和政府补贴支持为主要方式。现阶段农村民房建设资 

金除主要靠农民家庭长期积累外，依靠国家和政府灾区 

重建、移民搬迁、异地安置、扶贫开发、以及小康村镇建设 

等筹措补贴资金，仍是农村民居建设资金筹措主要方式。 

(3)深入推进农居地震安全工程还存在一些深层次 

问题。宣传动员不够深入，群众对实施地震安全农居示 

范工程的重要性认知程度不高；农居地震安全工程涉及 

费用庞大，政府或者国家投人少，小范围试点比较困难； 

部分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地震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仍 

显不足；相关政策不够配套，责任主体不清，措施落实困 

难。 

(4)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继续做好农居 

地震安全技术服务工作。主要包括实施村镇建设活动断 

层竖牌避让工程 ，编制抗震安全农居工程抗震设防要求 

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扩大建设农居地震安全技术服务网 

络系统，编印发放《农居地震安全基础》等宣传培训材料， 

组织农村民居建设抗震设防培训班，等等。 

2_3 海南农居地震安全工程典型案例 

2-3．1 主要做法 

(1)组织抽查了全省18个市县的46个乡镇1 933个 

村民小组，调查房屋25．5万间，占全省农户的23％，基本 

摸清了农居抗震设防现状。 

(2)地震局联合建设 、财政、民政等有关部门，在全 

省18个市县政府成立了农居地震安全工程领导小组，试 

点村委会成立了防震保安农居协会，免费编印发放宣传 

资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建设地震安全住房的积极性和 

自觉性。 

(3)修订《海南省防震减灾条例》，明确各级政府推 

进农居地震安全工程建设的法定职责。财政、地震部门 

联合制定《海南省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试点建设抗震 

设防补助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农居地震安全工 

程正常经费投入机制。 

(4)结合新农村建设、移民搬迁、扶贫开发、茅草房 

改造等工作，精心组织开展农居地震安全工程试点。 

(5)构建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技术服务保障体 

系，在全省 18个市县成立农居工程技术服务中心，在210 

个乡镇设立农居工程技术服务站，配置交通工具、农居技 

术服务设备，巡回开展农村工匠抗震技能培训和农居地 

震安全技术服务。 

2_3．2 主要成效 

(1)建设成效。在全国首创组织“村级农居工程协 

会”，由农民自觉推进农居地震安全工程。2005--2008年 

全省共建立试点乡镇98个 ，示范区3个，示范村361个。 

截止2012年底，全省建抗震农居示范户24919户，85％以 

上的行政村均建有抗震农居示范户。 

(2)经费筹措。2008—2012年全省共投入抗震农居 

示范建设经费7 500万元，其中省级财政5 000万元，市县 

财政配套2 500万元。201 1年省政府将抗震农居工程列 

入了《海南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民生项目发展规 

划(201卜2015年)》，规划总投人 1亿元，Ⅵ～Ⅷ度区每个 

示范户补助资金4 000—7 000元。 

(3)减灾效果。通过农居地震安全工程实施，农村 

民居建筑抗震能力普遍增强，新建农居在海南中小地震 

和台风等自然灾害中经受住了考验，在广大农村地区掀 

起了争建抗震房屋的热潮。 

2．3．3 问题和启示 

(1)部分农民抗震设防意识还比较淡薄，对农村民 

居地震安全工程认识不到位；部分农民由于建房资金不 

足，无力增加抗震设防设施。 

(2)农居地震安全工程宣传推广力度不够，未推广 

示范到的农户抗震设防意识还很淡薄。 

(3)部分市县政府对推动农居工程建设重视不够， 

领导机构和技术服务机构不健全，经费投入少。 

(4)按照海南省政府要求，继续深入实施农居地震 

安全工程试点，全省每一个 自然村都要有 1～2户地震安 

全民居典型示范户，基本实现新建农宅均为抗震农居；建 

设农居地震安全工程基础资料数据库，编制农居建筑设 

计方案与施工培训教材，建立农居建筑抗震技术咨询服 

务体系。 

3 结语 

(1)农居地震安全工程是一个政府主导、部门协作、 

社会参与，包含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技术研发、公共服 

务、建造施工、法规政策、宣传教育、工匠培训等多个方面 

内容的系统工程，也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支 

持农村扶贫开发、提高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和谐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2)自2006年全国农村民居防震保安工作会议以 

来，全国各地积极推进各种形式的农居地震安全工程，建 

设成果非常突出，减灾实效十分显著。据有关方面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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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统计 ，截止2011年底，我国共建成地震安全农居730多 

万户，惠及3 000多万人。新疆2004年以来发生60多次5 

级以上地震(含6．0—6．9级8次、7级以上 1次)，仅造成87 

人受伤，无一人死亡。2008年汶川地震、2013年芦山地震 

Ⅷ度区新建地震安全农居 100％完好，个别遭遇Ⅸ、X度 

烈度地区虽破坏严重，但主体结构仍未倒塌，极少甚至无 

人员伤亡。云南通过实施农居地震安全工程，农村危房 

数量由2008年的515万户减少到2013年的244．7万户，近 

1200万人受益，不仅经受住了2009年以来发生的14次5 

级以上地震的检验，而且有效保护和传承了白族“三坊一 

照壁”、彝族“土掌房”、哈尼族“蘑菇房”等传统民族建筑 

特色②。 

(3)农居地震安全工程实施近 10年来，由于缺乏统 

一 的政策、有效的管理、必要的资金和深入的指导，各地 

进展很不平衡。有的地区政府统筹部署，部门联动推进， 

政策资金保障，任务层级落实，农居地震安全工程取得突 

破性进展，但大部分地区进展缓慢。即便是开展农居地 

震安全示范工程的地区，覆盖面还远远不够，农居建设抗 

震设防管理、技术服务指导、防震减灾知识宣传还不够深 

入，与我国多震、多灾的基本国情很不相适应。 

(4)农居防震安全工程主要目的是保障人民财产安 

全，是一种典型的公共服务，完全应该由政府提供。推进 

农居地震安保工作持续有效开展 ，必须进一步深化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破除城乡差别，把保障城市地 

震安全的制度和措施逐步推广运用到农村去，为农居地 

震安全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包括制定完善相关政策和 

法律法规、统筹落实经费投入、强化农村建设规划管理、 

加强农居地震安全实用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建立农居 

地震安全基层工作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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