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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1998年8月至2000年1月在云南省丽江地区宁 

蒗县境内先后发生 13次4～6．2级地震。这一组强 

震事件前 ，丽江行署地震局前方工作组、宁蒗县地震 

局根据多年的预报经验两次向中国地震局和省地震 

局填报了临震预报卡，准确判定了各个阶段的震情 

发展趋势，较成功地实现了对这组地震事件的临震 

预报。与此同时，向丽江地委、行署、宁蒗县委、县政 

府等明确提出了地震应急对策措施和建议。震前行 

署地震局前方工作组到极震区的烂泥箐乡开展了防 

震减灾科普知识宣传活动，为地方政府和震区的人 

民群众在震前及时实施各项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奠 

定了基础，对减少灾区人员伤亡和减轻经济损失做 

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本文对 

这几次震前应急对策措施及取得的实效进行总结， 

并提出一些认识进行探讨。 

1 1O月2日5．3级地震的应急对策 

1．1 地震预报与对策建议 

1998年8月26日宁蒗县发生第一次4．3级地震 

后，27日行署地震局前方工作组、宁蒗县地震局向 

地方各级政府提交了《震情简报》第一期。8月28日 

和9月14日先后在第二、三期《震情简报》中明确提 

出：“十月底以前特别是九月份，宁蒗、木里、盐源、 

永胜一带有发生5．5级地震的危险”。并提出五条对 

策措施和建议：① 抗震救灾有关职能小组应按《应 

震对策》做好应急准备，密切监视震情动态，做到内 

紧外松，不惊动社会；② 对宁蒗县境内的水库、山体 

滑坡和震区内的危房要进行检查落实，做到防患于 

未然；③ 地震部门要加强震情监视，有震情及时上 

报，做好震情值班等工作；④ 由于宁蒗县遭到严重 

的洪涝灾害，5级左右地震的发生极易加重山体滑 

波、公路塌陷等破坏，应引起高度重视。对灾区的危 

房要进行检查加固，要对震区干部群众宣传地震科 

普知识，提高他们的防震减灾意识和能力；⑤ 有关 

职能部门要加强值班，做好内紧外松工作，地震部门 

在做好 24小时值班的基础上，要强化地震监视预报 

工作。 

9月 8日前方工作组向宁蒗县县长汇报了宁蒗 

县目前的震情形势，建议县委、政府迅速召开“地震 

应急工作会议”。9月 17日下午，前方工作组向宁蒗 

县副县长明确提出：第一、请县委、县政府迅速召开 

地震应急会议，安排部署全县抗震救灾工作；第二、 

建议组织有关部门到烂泥箐乡等开展防震减灾知识 

宣传教育工作。 

1．2 政府领导批示和采取的对策 

根据第二、三期《震情简报》反映的震情和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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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各级政府采取了如下对策和措施： 

(1)9月15日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请丽江、宁 

蒗政府做好群众的安定工作。 

(2)9月3日丽江地委书记批示：请地、县地震 

局加强值班，加强监测，出现异常，及时报告；9月 l4 

日行署专员批示：按“简报”建议，认真做好工作；9 

月 16日行署副专员批示：一、请宁蒗按李省长的批 

示，做好群众的安定工作；二、请地震部门加强值班， 

做好地震监测预报工作。 

(3)9月8日宁蒗县县长听取了前方工作组、宁 

蒗县地震局的汇报后 ，强调指出：地震工作者要克服 

困难，做好地震监测预报工作，为人民站好岗放好 

哨。9月 17 El宁蒗县副县长批示：一、请地震局按李 

省长和罗副专员的指示，加强值班，加强预测，根据 

预报结果及时提出应急对策；二、及时做好各乡镇、 

县级机关、学校和稳定工作，特别是烂泥箐乡要把此 

项工作作为近期工作的重点，及时做好群众的安定 

工作。 

(4)前方工作组和宁蒗县采取的具体对策措 

施：① 调配人员，为县地震局增加 2人的编制，充实 

地震监测技术力量，加强全县 6个宏观测报点的测 

报工作。② 在县财力极为紧张的情况下，确保地震 

监测经费和工作人员特殊待遇的落实，安排5 000元 

作为地震应急经费，并落实 10％ 艰苦台站补贴。③ 

加强对地震监测工作的领导，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 

副县长多次到县地震局了解前方工作组和县局在地 

震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参加地震部门的工作 

会议，帮助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困难。④ 根据 

前方工作组和县地震局的预报意见，县政府于 9月 

23日召开了“全县抗震救灾应急工作会议”，安排部 

署全县抗震救灾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地震部门要进 
一 步加强地震活动的监测，密切注视震情变化；各抗 

震职能小组要明确职责，全面进入临震状态，做好应 

急救灾的准备工作，一旦发生破坏性地震，马上按各 

自职能进行抗震救灾，不得玩忽职守；对震情按照内 

紧外松，稳定社会的原则，不扩大宣传；对预报重点 

区进行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宣传，提高民众防震减灾 

意识，消除恐震 1、5"理；对学校、医院、电影院等人口密 

集的场所进行检查，查封危房，搬除财物及人员。⑤ 

及时印发《宁蒗县地震应急预案》，各职能小组按照 

职能分工在2天内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相关部门对 

下属所有危房进行查封关闭。⑥9月24 El前方工作 

组到烂泥箐乡召开乡党委、政府会议，向乡政府领导 

通报“县地震应急工作会议”精神和震情形势；并在 

地委“村建”工作队的协助下到乡、村和学校开展地 

震科普知识宣传活动；对震区烂泥箐乡、新营盘乡等 

居住在山体滑波地带的群众进行紧急搬迁工作。 

1．3 对策实效 

由于政府采纳了地震部门提出的预报意见及对 

策建议，并采取了积极的综合防御措施，因此 10月2 

日5．3级地震尽管烂泥箐乡等地区灾害较严重，但 

未造成人员伤亡，取得了较好的减灾效果。 

2 1O月 27日5．2级地震的应急对策 

2．1 预报与对策建议 

lO月23日4．7级地震发生后 ，前方工作组与县 

局同志一道对余震序列、外围前兆异常、6个临时宏 

观测报点等资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l0月 

24日向县委、政府主要领导和烂泥箐乡党委明确提 

出：近期震区仍会发生 4．5级以上地震的临震预报 

电话；并提出居住在危房内的居民近几天要迅速搬 

出来；县、乡各职能小组要做好应震准备工作。 

2．2 采取的对策和减灾实效 

(1)l0月24日前方工作组在县地震局召开应 

急会议，传达县委、政府和省地震局领导的指示精 

神。并做出密切监视震情，加强值班，强化震情监视 

预报；加强对临时宏观点的监视监测工作，有异常情 

况及时上报；全休职工要做到 24小时昼夜值班，食 

宿在单位，以利于地震监视预报等工作的三条应急 

措施，使现场地震工作者从思想上、组织、措施上进 

人了监震备战状态。 

(2)10月23日宁蒗县委书记指示：请县地震局 

坚守岗位，继续做好监测预报工作。24日宁蒗县县 

长从外地打电话给前方工作组询问目前震情，并指 

示：密切监视震情动态，加强值班，做好分析预报工 

作。 

(3)24日县委、政府采取紧急避震措施，对居 

住在震区内危房的群众进行搬迁和搭建临时防震 

棚，对县境内的重要生命线工程和学校进行紧急检 

查落实，各职能小组和烂泥箐乡进入应震状态。 

l0月27日凌晨4时宁蒗县烂泥箐发生5．2级地 

震，在原震灾基础上有叠加性破坏。尽管灾情严重但 

仍无人员伤亡，得到了震区人民群众和当地政府的 

高度评价 ，纷纷要求为地震部门请功；中国地震局和 

省地震局给予了表彰奖励。 

3 11月 19日6．2级地震的应急对策 

3．1 预报与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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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5．2级地震发生后序列衰减仍不正常，11 

月2日前方工作组与宏观测报员一道到大、小龙洞 

等宏观点落实异常。根据宏观异常情况和对宁蒗地 

震序列的分析处理结果，11月 3日向中国地震局预 

报中心提出：11月3日至 11月 18日，以宁蒗为圆心 

120 km范围，有发生5．5至5．9级地震的危险，并填 

卡上报中国地震局及省地震局、地区地震局。1 1月3 

日将预报意见向烂泥箐乡党委作了通报。1 1月4日 

在全县抗震减灾会议上明确提出：11月20日以前震 

区仍有发生5．5级左右地震的预报意见，并建议县 

委、政府再次做好应震准备工作。 

3．2 采取的对策和措施 

根据地震部门对地震趋势的预测预报意见，各 

级政府及时采取了如下对策及措施： 

(1)11月3日地委副书记指示：按内紧外松原 

则，请地震部门做好监测预报工作。4日宁蒗县委书 

记指示：地震部门加强震情监视，发现重大异常要及 

时报县委、政府；应急指挥部加强应急救灾职能作 

用；加强抗震措施，做到内紧外松，撤出危房居住的 

人员。 

(2)11月4日下午县委、政府再次采取紧急避 

震应急措施 ，要求机关 、企事业单位 、乡镇、学校对危 

房进行检查，在地震期间各单位一把手要管好 自己 

的人，出了问题、死了人追究领导人(责任人)的责 

任。对生命线工程特别是邮电、卫生系统必须 24小 

时昼夜值班，做好应震工作。 

(3)11月 10日烂泥箐乡党委再次召开地震应 

急会议，形成三条应震对策措施：各村做到24小时 

值班，一旦发生破坏性地震及时上报灾情；居住在危 

房内的群众要搬迁出危房，搭建必要的防震棚；要让 

学生掌握防震减灾知识，使他们成为防震减灾知识 

义务宣传员，同时对学校的校宿特别是危房要进行 

认真的检查落实，必要时改在露天上课。 

11月19日烂泥箐乡发生6．2级强烈地震，但因 

地震造成直接死亡的只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全 

县重伤百余人 ，地震灾情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4 认识与探讨 

宁蒗中强震群的预测预报和对策措施是一次由 

各级党委、政府正确领导，各级地震部门通力协作 ， 

震区社会各界和人民积极参与的极为难得的地震社 

会实践。纵观全过程，一方面它给地震部门提供了较 

成功的预测预报报经验；另一方面也为今后各级党 

委、政府在开展防震减灾工作特别是地震应急对策 

方面提供了借鉴素材。总结这次成功的地震应急对 

策，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1)密切监视震情发展，及时提出趋势判断意 

见 

宁蒗中强震群的几次预报中，地震部门对震情 

判断迅速、态度明朗、结论清楚，并及时以《震情简 

报》形式报告给各级党委、政府；当地党委以文件或 

会议等形式，及时转达给广大群众；干部群众迅速掌 

握和了解了防震减灾科普知识。所以加强地震监测 

和预报工作，搞好对破坏性地震的预报特别是在震 

前作出较为准确的临震预报，毫无疑问应是我们坚 

定不移的奋斗目标。 

(2)加强地震科普知识宣传普及 

从1998年8月下旬以来宁蒗县城有感地震不断 

(长达 5个月)，离县城十余公里的烂泥箐乡极震区 

1级左右地震都有感或强感，一时间地震谣言四起， 

反动组织“门图会”借此兴风作浪，到处散布“世界 

末日来临”，“世纪之交必有大灾难”、“某月某 日某 

时宁蒗要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等等，加之人们对丽 

江地震劫难余悸犹存，搞得人心惶惶，群众情绪极度 

紧张。宁蒗地震应急对策成功启示之一，就是要对位 

于地震带或今后可能发生地震的城镇及农村的居 

民，应不断进行常规地震知识普及教育。对那些有一 

定封建迷信基础的地方、偏远山区、经济文化不发达 

的地区等，应特别注意破除地震是“劫难”的说法。 

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地宣传目前我国地震预报的真 

实水平。 

(3)加强以县级为主的地震预案制定和修改完 

善工作 

由于云南省中强地震活动频繁，省内县级区域 

几乎都曾发生过中强地震。各级党委、政府和地震部 

门都十分重视对《地震应急预案》的制定工作，地震 

应急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和教训。县级政府及 

有关部门处于地震应急工作前沿，一旦破坏性地震 

发生因距离近而行动快，情况熟且对策准，在地震应 

急期间能适时提出和果断采取一列正确的对策和有 

力措施，领导和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迅速开展 自救互 

救、生活安置和恢复重建等工作，使地震灾害损失减 

少到最低限度。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县级地震预案的 

制定和修改完善，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有关机构在 

防震减灾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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