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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日IJ舌 

2004年 12月 26日在印尼海域发 生了 8．7级 

地震，造成 了近 20万人的死亡 ，举世震惊。人们都 

在关心，中国会不会遇到类似 的地震海啸袭击?中 

国对此问题是否开展过研究?本文收集整理 了有关 

中国学者对这将地震海啸的见解 ，过 去针对地震海 

啸研究的历史 ，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地震海 啸的灾 

难等问题的文献资料进行综合评述 ，并对 未来 中国 

类似的灾难防御 问题进行探讨。由于资料收集能力 

能限，遗漏之处难免 。 

1 地震海啸历史研究综述 

中国地震海啸的研究始于 1976年唐 山大震之 

后。那次世纪劫难后 ，人们 的对 自然灾害的安全意 

识大大增强 ，中国地震与海洋学者开始研究 中国的 

地震海啸问题 。 

1977年《地震战线》(现今《地震》的前身)上刊 

发了署名海地的文章“地震海啸”[1]。文中指出：“我 

国地处太平洋西岸 ，近岸大都是 200米以内的浅水 

大陆架，海底摩擦对海 啸波 的能量衰减是十分显著 

的。同时 ，外海又有一系列的岛弧形成天然屏障，所 

以国外地震时我 国影响很小 ，一般不致 引起灾害。 

(例如 1960年智利大震时 ，在 日本破坏严重 ，但到我 

国东海的吴淞一带时 ，验潮站仅记录到 15～20厘米 

的波高)，但是印度尼西亚西北部海区，菲律宾西北 

部海 区，如果发生特别强大的地震海啸，对我国南海 

沿岸将可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应 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我国海区特点和地震海啸形成条件分析，可以初 

步认为 ：在我国海 区发生 6．5级左右地震 ，一般可以 

不考虑地震海啸的影 响，发 生 7．5级 以上地震在渤 

海、北黄海可以不考虑地震海啸的破坏，而在南海， 

东海及南黄海应注意其影 响，在台湾及附近海域则 

是我们注意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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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82年国家海洋局情报所 预报室的李成发表 

了“地震海啸的研究”一文[2]。文中指出：“我国海 区 

没有大断裂带，也没有岛弧和海沟(除了台湾省以东 

海域外)，所以当我 国海区发生地震时 ，将不易引起 

海底地壳的明显的垂直变化，从而也不易发生地震 

海啸”。他还指出：“除外海天然屏障外 ，我国大陆架 

宽广 、水浅，当海啸从深海传播到浅海时，波速锐减 ， 

另由于海底摩擦，地震海啸波的能量进一步衰减 ，所 

以我国海区不会受到外海发生的地震海啸的破坏影 

响”。文章还统计了中国的历史地震海啸资料(古代 

称海溢和海沸)，指 出我国海区不易发生海啸，当时 

的国家地震局也采纳了这个结论。另外 ，文 中还介 

绍了国外预报海啸的若干方法 以及介绍了联合国科 

教文组织在美 国夏威夷设立的国际海 啸警报 中心， 
一 旦太平洋某海域发生了地震海 啸，那 么警报中心 

就及时的通报太平洋沿岸的有关国家和地区以便及 

时采取预防措施。 

l984年李成又收集和研究 了世界大洋 中的地 

震海啸分布规律，他指 出，“在我 国开展地震海啸及 

其预测方法的研究，将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现实 

意义”L3j。以上都是一些专家的零散的研究，还没有 

达到系统化的程度 。 

1986年，当时的国家地震局 组织了 60多位专 

家编著了《地震 对策 》(郭增 建 、陈鑫 连任 主编)一 

书 ]，书中专门开辟了地震海啸的章节 ，这是有关地 

震海啸研究历史上跨阶段的一件事情 。书中有关海 

啸的章节全面论述了地震海啸的危害 、成因机制 、产 

生的条件、地震海啸的成灾条件、地震海啸的世界分 

布、中国地震海啸的可能性 ，并全面讨论了地震海啸 

的对策，其中包括长远对策，震前对策和震后对策。 

另外书中还阐述了从地震记录图上迅速判断震源断 

层是否有显著的垂直错动成份的方法，这应是判断 

地震后 海啸发生 的关键 机理及 所 要知道 的要 素。 

《地震对策》对海啸对策的讨论比较详细，这也是中 

国对地震海啸研究最为全面的一个文献。在对地震 

海啸的长远对策中，根据地震海啸的成因和条件，划 

定地震海啸发生的危险 区段并绘制危险区划图。另 

外根据海啸成灾的条件 ，结合历史地震海啸冲击 区 

及灾害程度的记载，划定地震海啸成灾的危险海岸 

区段，并绘制危险区划图。另外还要建筑防浪堤，防 

潮壁和防潮林 。在海啸可能成灾 的危险海岸的城市 

应考虑防啸要求并进行城市规划和改造，建立地震 

海啸预报、报警系统 。在地震前 的对策方面要对港 

口水工建筑物考虑设防和加固，建立避难场地，落实 

疏散方案，作好临震应急措施。震后对策是：进行海 

啸预报发布地震海啸紧急警报 ，作好避啸紧急行动。 

鉴于以上地震海啸对策中对海域地震发生危险 

进行区划的重要性 ，l987年由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 

研究所、天津市地震局 和广东省地震局 的研究人员 

联合编 制 了 中国海 域 和邻 区海域 地 震烈 度 区划 

图 ]。图中表 明菲 律宾 西边海 域 (马尼拉海 沟一 

带)、巴士海峡海域 、台湾岛南边海域和东边海域是 

发生 9度和 9度 以上地震的海域 ，即有发生 7级 以 

上地震的海域 ，是今后 可能发生海啸的海域 。而南 

海的大部分区域有大陆型地壳，过渡型地壳和海洋 

型地壳，地壳相对稳定 ，不致发生很大地震，因之它 

不是地震海啸发生的危险区。这是国内针对海域地 

震烈度区划所作 的最早的工作 。 

1992年，郭增建等在《未来灾害学 》一书中对 中 

国的近海地震海啸作 了研究_6]。提出近海岸如发生 

强震后就易于发生近海海啸，而近海海 啸作 为一种 

新的致灾海啸类 型应予 以关注。另外在《未来灾害 

学》中讨论了海震预报问题，指出了海水对电磁前兆 

有屏蔽作用 ，故观测电磁前兆有一定困难，但可用陆 

地上的地震 台站观测海 中的测震学前兆，用海平面 

变化推算地壳形变前兆 ，另外陆地上有 与海域相关 

的“穴位前兆”也应重视 。再者陆地上地震时河水中 

鱼类有异常，由此可推 知海震前海 中生物可能有地 

震前兆，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这是对海震 

预报学方法 的首次讨论 。 

l991年 ，中国地震局下属的海南省地震局局长 

刘武忠采纳郭增建的建议，于 l992年在海南省地震 

局内成立了海洋地震研究所 ，其研究 内容就有地震 

海啸。这是唯一以官方机构形式出现的研究海洋地 

震及灾害问题的研究机构。该所第一任所长为中国 

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调去的李海华 。 

另外 ，2003年，上海市地 震局林命周研究员提 

出研究滨海地震学 ，这是很有意义的，其中也包括海 

啸的研究 。2004年 l2月 l3～15日(印尼大地震前 

lO天)在中国地震局举行地震攻关战略研讨会 ，郭 

增建除提出调制 、大震 、综合 三个研究重点外 ，还再 

次提出进一步研究海域 地震烈度 区划问题 ，因为海 

域地震烈度区划是地震海啸发生危险区域的基础 。 

笔者在 l996年就海域地震 区划及灾害防御曾 

申请过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并且就中国海域大陆架 

的地震及海啸引起 的次生灾害——海底滑坡的工程 

防御问题 ，在 1986年为庆祝中国科协成立三十周年 

而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海洋开发工程技术交流会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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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专文进行了讨论和研究[8]，文中不仅从工程防御 

角度 ，还从理论上用非紊流流体力学方法对海底地 

震滑坡的发生机理作了分析，在国内这是较早关注 

到这个问题的。 

作者把有文献记载 以来截止 1990年 (因 1990 

年后就有了电子数据库)的所有有关海洋地震及地 

震海啸的研究论文 (未包括译文)文献 目录都列于参 

考文献[103后，供研究者参考，本文中已提及的再不 

重列。 

2 对中国未来可能的海域地震海啸防 

灾问题的思考 

2004年 12月 26日印尼 8．7级地震海 啸伤亡 

极大，举世震惊 。这次事件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促 

使全球的安全观意识上升，对此我们也需要反思一 

些 问题 。本次海啸对印尼来说是近距海啸，对印度 

和斯里兰卡来说是远距海啸。对印尼来 说要地震预 

报和海啸预报并举 ，才能减灾 ，这一点对我们也有参 

考价值 。 

中国未来可能发生啸的危险性如何呢?正如文 

献[-4-]所指出的：“虽然中国历史上海啸不多，但仍不 

能掉以轻心 。在 El本 曾有过惨痛 的教训 ，在 El本秋 

田西边海中大震中，由于史料 中该海域未曾引起过 

海啸，因之对 1983年的大震也未防海啸 ，结果海啸 

来了，造成很大损失。我国南海 、东海及南黄海的海 

水深度是具有形成海啸条件的，台湾及其附近海域 

则更具备这种条件，今后也应注意海啸问题”。文献 

[63对中国的近海地震海啸作了研究，指出，1604年 

12月 29 El(阴历一 月初九 E1)泉州东海 中发生大 

震 ，据万历泉州府志记载 ：“山石海 水皆动 ⋯⋯覆舟 

甚多”。又 1918年 2月 13 El(阴历正月初三)南澳 
一 带海中发生 7 级地震 ，据 民国同安 县志记载 ： 

“地大震 ，海潮退而复涨 ，渔船多遭没”。根据这两个 

地震海啸史料表明，中国除可能有远海地震海啸外 ， 

还有近海地震海啸 。我国台湾也发生过近海地震海 

啸 ，如 1876年 12月 18 El近海地震后 ，海水 冲决基 

隆海堤，迅速涌向市区 ，冲毁了民房，使数百人丧生。 

近海海啸与远海海啸不同 ，可供防避的时间很短 ，因 

此，除了开展近海地震预测外 ，还应对地震海啸给予 

重视 ，以防止可以预防的悲剧重演。 

那么 ，1969年渤海湾 7．4级大震 为什么未能引 

起巨大海啸?笔者认 为除海浅外，震源 主要为走滑 

也是原因之一。1994年 9月 16 El台湾海峡发生了 

7．3级大震，震源错 动是正断层 为主[7]。之所 以未 

形成近距较强海啸 ，是 因为该震发生在海峡浅海滩 

地域，如移至澎湖海沟则情况就不同了。所以中国 

历史上 的几次海域大地震 未发生海啸有其特殊原 

因，这并不意味中国并不可能发生地震海啸 ! 

海底滑坡对海洋工程 (主要是指石油钻井平台) 

的破坏问题也是今后要关注的灾害防御问题 ，这也 

是一 个 目前 防灾 的盲 点 所 在。历史 的教 训 是在 

I929年 11月 29 El，纽芬兰格兰德砂砾浅滩的外海 

7．5级地震产生 了 2O km 的滑坡，致使海底电缆被 

切断，造成很 大的损 失。另外 ，海底 滑坡 可引起海 

啸。这就是说，若是地震能引发滑坡，同样会发生海 

啸；若是发生在近海而产生近海海啸 ，那就可能产生 

灾难 。目前对海底滑坡引起海啸的研究可以说是空 

白。 

作者在新出版的《中国发展中问题的新思考》【9 

中指出：注意中国水库及湖?白中水下及陆上滑坡产 

生的类似海啸的涌浪灾难 ，这又是一个现今 防灾认 

识上的盲 点所在 。教训是 1964年 ，美 国阿拉斯 加 

8．6级地震 ，克赖依湖 四周九个三角洲产生陆地和 

水下滑坡，其 引起 的 回浪 高达 9米 ，远浪最大高达 

24米，致使沿岸很多建筑物被毁。中国的内陆水库 

和湖泊很多，且还会增加 ，另外 中国又是一个多地震 

的国家，希望这种悲剧不要再重 演。书中还提到要 

在海边建立起紧急疏散机制，历史的教训是 I922年 

8月在广东汕头发生特大风暴潮 的重演，那次风暴 

潮海水侵入内地 15 km，冲垮 150 km 的海堤，死亡 

7万人 。随着全球气候 变暖后气候 的异 常，这种情 

况发生的概率会越来越大。另外 ，现在沿海人口(包 

括度假的人)都要 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是这次印度 

洋大海啸死亡人数 多的原 因之一 ，也是我们要注意 

的问题。不论安全的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观 ，到头 

来还会重重地再赔进去。 

另外，中国现今还应开展研究海域地震及包括 

地震成 因的滑坡对海底生态的扰动及对油气储藏条 

件的影响。海底储藏着大量 的天然水合物(在高压 

寒冷条件下甲烷的固态物质)，而天然气水合物被认 

为是未来人类最后的能源。但一个麻烦问题就是地 

震是否会搅动这天然气水合物而使其迁移或释放? 

释放就是意味着向大气排 出很多的 甲烷 ，而甲烷是 

更为可怕的温室气 体，它对全球变 暖的影响要 比二 

氧化碳大的多，这 又是 一个人类的大灾难问题 。更 

为现实一点的是 ，天然气水合物还大量存在于冻土 

层 中，地球变暖后会使得冻土层融化 ，这样就 自然释 

放出了甲烷，甲烷被释出后还会更促使全球变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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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互相促进 ，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它的灾难底线在 

哪里?这都是新课题 ，要开辟专题进行研究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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