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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民居震害原因分析 

王言侨，李祥秀*，王宁，吴清，卢晨虎，刘爱文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2025 年 1 月 7 日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措果乡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 10 km。极震区位于

高海拔严寒地区、震中烈度达到Ⅸ度。此次地震的震中位于青藏高原拉萨地块内部的申扎-定结裂谷，发震

断裂为登么错断裂，断层错动以正断层为主，最大同震位移量近 3 m。本文基于震前在西藏地震危险区对藏

式民居结构的调查结果，梳理了 1980—2024 年西藏地区影响较大的破坏性地震，总结分析了定日 6.8 级地

震的发震构造特点及当地民居建筑的震害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定日 6.8 级地震在西藏地区历年地震中是震

级较大、烈度较高、人员伤亡较为严重的一次地震；当地民居建筑多为墙抬梁式结构，震害主要表现为自承

重墙体分层剥落甚至倒塌、墙体外闪和屋盖过重引起的房屋坍塌，木柱折断或梁柱节点破坏以及非结构构件

的坠落等。最后，对此次地震人员伤亡较为严重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分析。 

关键词：定日地震；房屋建筑；藏式传统民居；震害分析 

中图分类号：TU352.1                         文献表示码：A 

DOI: 10.20000/j.1000-0844.20250113001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earthquake damage to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the Ms 6.8 

Dingri earthquake, Xizang 

Wang Yanqiao, Li Xiangxiu, Wang Ning, Wu Qing, Lu Chenhu, Liu Aiwen  

Institute of Geophysics,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Beijing,100081, China 

Abstract：On January 7, 2025, a magnitude 6.8 earthquake occurred in Cuoguo Township, Dingri County, Shigatse 

City,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with a focal depth of 10 km. The meizoseismal area is located in a high-altitude 

and extremely cold area, with an epicenter intensity of IX. The epicenter of this earthquake is located in the 

Shenzha-Dingjie Rift Valley within the Lhasa terrane of the Qinghai Xizang Plateau. The seismogenic fault is the 

Dengmo Fault, which is mainly a normal fault with a maximum coseismic displacement of nearly 3 meter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residential building styles in the earthquake-prone regions of Xizang prior to the earthquake, this 

paper provides a summary of significant destructive earthquakes that have occurred in Xizang from 1980 to 2024. 

The seismogenic structure of the Dingri 6.8 earthquake and the seismic damage to loc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is 

analyzed.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ingri 6.8 earthquake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intense, and 

devastating seismic events in Xizang in recent years, causing significant casualties. Loc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predominantly feature wall-lifted beam structures. The primary earthquake-induced damages include the peeling or 

complete collapse of self-supporting walls, external wall cracking, and house collapses due to heavy roo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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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ly, wooden columns were fractured, beam-column connections were damaged, and non-structural 

components fell. Finally,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severe 

casualties in this earthquake. 

Keywords: Dingri earthquake; Building construction; Xizang residential building styles; Seismic damage analysis 

0 引言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

2025 年 1 月 7 日 9 时 5 分在西藏日喀则市

定日县（28.50°N，87.45°E）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 10 km。震中距定结县

34 km、距定日县 36 km、距拉孜县 67 km、

距萨迦县 71 km、距昂仁县 92 km，距日

喀则市 164 km，距拉萨市 379 km。截至

2025 年 1 月 10 日 10 时，记录余震 1 653

次，其中 3 级及以上余震 38 次。 

定日县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地处喜

马拉雅山脉中段北麓珠峰脚下，是世界第

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所在地。定日县县域平

均海拔 4 500 m，县城驻地海拔 4 325 m。

全县总面积 1.386 万平方公里，辖 13 个乡

（镇），180 个行政村，381 个自然村。根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县常住人口

5.82 万，是西藏人口最多的边境大县。本

次地震周边 5 公里内的村庄有塘仁村、雪

珠村、嘎热果吉村、美朵村、查吉、拉仓、

康穷，20 km 内的乡镇有措果乡、曲洛乡。

截至 2025 年 1 月 13 日，地震已造成 126

人遇难，27 248 户房屋受损，其中倒塌房

屋 3612 户[1]。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2]，日喀则市按抗震设防烈

度 7 度（峰值加速度为 0.15g）进行抗震设

计的，而地震震中（28.50°N，87.45°E）

所在的定日县措果乡处于的0.20g分区（见

图 1）内，是 8 度设防区。

 
图 1  2025 年定日 6.8 级地震震中位置和区域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 

Fig 1. Epicenter location of the 6.8 magnitude earthquake in Dingri, Xizang, and the design basic acceleration for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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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地震震中位于青藏高原的拉萨

地块内部，距离地震最近的断层为登么错

断裂。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

研究所龚正副研究员等依托自然资源部国

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提供的 2 m/8 m 光学

卫星星座，通过影像解译此次地震的地表

破裂特征，结果表明，此次地震的地表破

裂不连续分布于登么错东岸，长约 11 km，

具拉张性质，最宽处接近 200 m。中国地

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陈鲲研究员综合考

虑震区局部地质构造背景、地震动衰减和

场地土层放大效应，估计近场峰值加速度

分布，估计本次地震预估震中烈度为Ⅸ度

（9 度），极震区面积约 195 km2，Ⅵ度（6

度）及以上区域总面积约 2 万 km2[3]。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地震局公布的西

藏定日 6.8 级地震烈度图（图 2）可知，本

次地震震中地区最高地震烈度为Ⅸ度（9

度），Ⅵ度（6 度）区及以上面积约 23 986 

km2，Ⅸ度（9 度）区面积约 411 km2[4]。

 

图 2  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烈度图[4] 

Fig 2.  Intensity map of the 6.8 magnitude earthquake in Dingri, Xizan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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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藏地区的地震构造特点 

西藏地区所处的青藏高原受到印度欧

亚板块碰撞影响，地震灾害频发。本文结

合王郁等[5]和柏伟国等[6]的研究，统计分析

了1980—2024年西藏地区发生的对其影响

较大的一些破坏性地震，如表 1 所示。其

中最小震级为 1980 年 4 月 13 日发生在波

密 4.7 级地震和 2016年 2月 23 日发生在昌

都市丁青县 4.7 级地震，最大震级为 2008

年 1 月 9 日发生在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 6.9

级地震和 2017 年 11 月 18 日发生林芝市米

林县 6.9 级地震。由表 1 可以看出，虽然西

藏地区人口密度较低，地震多发生在无人

区，但是只要地震发生在有人居住的地区，

都会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而

此次定日 6.8 级地震是 40 多年以来西藏地

区人员死亡比较严重的一次地震。 

本次发生地震的日喀则市位于西藏

自治区南部，境内南北分别为喜马拉雅山

系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藏南高原和

雅鲁藏布江流域夹持其间，整体地表起伏

度大，地形地貌复杂。根据黄婷等[7]的研

究，该地区涉及到的近南北向构造裂谷主

要包括（自东向西）：亚东—谷露裂谷、

申扎—定结裂谷、岗嘎—当穹错裂谷中南

段、聂拉木—措勤裂谷、仲巴—达雄裂谷、

霍尔巴—仓木错裂谷。图 3 给出了藏南主

要活断层分布及本次地震震中位置。图 4

给出了 2025年定日 6.8级地震地表破裂过

程，目前已发现的垂直位错量达到近 3m[8]。 

此次地震的发震断层走向 180°，断

层倾向 W，倾角较陡，为 55°。发震断层

主要破裂区长度约 40 km，滑动分布集中

在地下 10 km 范围内[9]。 

 

图 3  藏南主要活断层及研究区位置[7] 

Fig 3.  Main active faults in southern Xizang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research are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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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80-2024 年西藏发生的对其影响较大的一些破坏性地震 

Table1 List of the destructive earthquakes in Xizang from 1980-2024 

序

号 
时间 经纬度 

震源深

度/km 
震级 

经济损失 

/万元 
震害情况 地区 

1 1980-02-22 
88.9°E 

30.6°N 
15 6.6 - 地震烈度为 8 度 西藏申扎南 

2 1980-04-13 
95.5°E 

30.2°N 
- 4.7 <500 - 

西藏林芝市波

密县 

3 1986-06-21 
87.0°E 

31.3°N 
33 6.4 - 

破坏和损坏各类房屋 810

余间，受伤 6 人，羊死伤

21 只。路基震裂，水渠震

跨，梯田震坏 

西藏文部地区 

4 1992-07-30 
90.2°E 

29.6°N 
- 6.5 3 652 

经济损失 3 652 万，有两

人受灾 
西藏尼木县 

5 1993-03-20 
87.2°E 

29.4°N 
15 6.6 6 900 有 2 人死亡 

西藏拉孜—昂

仁县 

6 1999-06-01 
98.4°E 

29.0°N 
30 5.1 3 067.92 

受灾人口达 10 851 人，造

成极大损坏 
西藏芒康 

7 2003-08-18 
95.6°E 

29.6°N 
8 5.7 4 341.84 

震区属经济欠发达地区，

造成 2 人死亡 

西藏波密与墨

脱 

8 2004-03-07 
91.6°E 

31.4°N 
15 5.6 1 462 

震中位于班戈县与那曲县

交界，5 人受伤 

西藏班戈、那

曲与安多交界 

9 2005-04-08 
83.7°E 

30.5°N 
10 6.5 1 034.2 

震中位于吉拉乡一带，震

区属纯牧业地区，无人员

伤亡 

西藏仲巴县 

10 2005-06-02 
94.8°E 

29.1°N 
33 5.9 4 187.4 

震区属经济欠发达地区，

无人员伤亡 
西藏墨脱县 

11 2008-10-06 
90.3°E 

29.8°N 
8 6.6 41137 

震中位于当雄县格达乡羊

易村一带，造成 10 人死亡 
西藏当雄县 

12 2009-11-08 
86.1°E 

29.4°N 
33 5.6 1547 

震区属于牧区，无人员伤

亡 

西藏日喀则地

区昂仁县北 

13 2010-03-24 
93.0°E 

32.4°N 
33 5.7 4 058.22 震中位于乡镇附近 西藏那曲 

14 2013-08-12 
98.0°E 

30.1°N 
10 6.1 2 08242 

震中为无人区，造成 87

人轻伤 

西藏左贡县、

芒康县交界 

15 2016-02-23 
95.06°E 

31.91°N 
6 4.7 3 0364.91 受灾人口 970 人 

西藏昌都市丁

青县 

16 2017-11-18 
95.0°E 

29.8°N 
10 6.9 19 975.55 震中位于无人区 

西藏林芝市米

林县 

17 2020-03-20 
87.4°E 

28.6°N 
10 5.9 - 个别房屋受损 西藏定日县 

18 2024-06-01 
86.4 

34.2 
10 6.3 - 震中位于无人区 西藏尼玛 



第 卷  第 期           王言侨等.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6.8 级地震民居震害原因分析            • 7 • 

 

 

图 4  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地表破裂（a）3 m 垂直位错点位置示意图；（b）地表破裂展布[8]；（c）垂直位

错点 

Fig 4.  Surface rupture of the 6.8 magnitude earthquake in Dingri, Xizang (a) Schematic diagram of 3m vertical 

dislocation point location[8]; (b) Surface rupture distribution; (c) Vertical dislocation point 

2  西藏地区藏式民居的特点 

西藏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和人文

环境，根据陈相兆等[10]对民居材料的研究，

发现很多建筑材料就地取材，显示出一定

的特殊性。通过对西藏地震危险区现场调

研发现，当地传统民居以土木结构和砖（石）

木结构为主。 

目前西藏地区的土木结构民居一般

年代已久，很多已经无人居住。西藏地区

的土木结构民居主要利用当地的土坯砖和

木材建造，无抗震构造措施，房屋整体的

抗震性能较差，如图 5 所示。 

 
图 5  典型藏式土木结构 

Fig 5.  Traditional civil structure in Xiz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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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典型藏式石木结构 

Fig 6.  Typical stone wood structure in Xizang 

藏式石木结构墙体大多是由不规则

的石块搭建而成。以大一点的石块为准，

细小石块被用于嵌塞大石之间，用泥土填

充缝隙，很少使用砂浆抹缝，见图 6。墙

体还是内外两层，中间有空隙，内外层无

咬砌，以及纵横墙之间也不进行咬砌，结

构的整体性较差。由于石木结构大多是由

当地居民自己建造，会存在石块间的咬合

力不够的情况。同时农村自建房多按照传

统建造，存在场地选址不当、结构的布置

不合理以及没有考虑抗震措施等不利情况

[11]。因此，藏式石木结构在地震中会产生

一系列的相关震害，比如墙体出现分层剥

落甚至倒塌，还有木柱折断，屋盖过重导

致坍塌等，其中墙体的分层剥落是最普遍

的破坏形式[12]。 

藏式房屋结构布置灵活，层数主要为

1 层或 2 层，房屋整体的连接性较差，木

柱与填充墙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震损主

要表现为墙体与木构架脱开、墙体瓷砖掉

落以及墙体平面内开裂，其中最常见的也

是墙体部分坍塌的情况。李文东[13]对西藏

山南地区传统民居结构特征进行了调研研

究。闫培雷等[14]对藏式石木结构、木结构

民居的构造特点进行了总结分析。杜永峰

等[15]对藏式传统土木结构民居进行了研

究，发现主体结构经常采用抬梁式木构架

形式，也有部分穿斗式木构架，以木梁、

木柱以及木檩条为室内结构体系，但主要

是将上部荷载均匀的传递给墙体的作用，

主体结构外围以自承重夯土墙或砖砌体墙

围护，如图 7 所示。木架构在地震中的损

坏可能直接导致房屋的整体坍塌，造成人

员伤亡。出于保温的需求，西藏地区传统

民居的屋盖常覆有较重的茅草和生土面层

等，屋面的震损掉落可能会造成人员的掩

埋。同时，房屋倒塌引起的灰尘可能会导

致人员窒息死亡。 

3  房屋结构震害初步分析 

定日县城老城区房屋以自建老旧的

砖（石）木结构和土木结构为主，多数为

一层结构。该类建筑抗震能力较弱，基本 

 



                                     地  震  工  程  学  报                          

CHINA  EARTHQUAKE  ENGINEERING  JOURNAL 

 

 

图 7  藏式民居墙抬梁结构示意图 

Fig 7.  Diagram of the wall-lifted beam structure in Xizang 

没有进行抗震设计。新城区房屋主要以砖

混结构和框架结构为主，层数多为两层及

以上，抗震性能较强。地震影响区域房屋

主要以砖（石）木结构和土木结构为主，

存在少数新建的砖混结构或者框架结构。

朋曲河穿越定日县城，河边地区往往存在

软弱地基，地震来临时容易造成地基液化，

导致地基承载力严重下降致使房屋倾斜倒

塌。 

3.1  农村土木结构房屋、砖（石）木结构

房屋震害情况 

农村土木和砖（石）木结构抗震性能

差，施工技术落后，砌筑墙体所用的砂浆

强度过低、饱满度较差或者根本没有采用

砂浆，砂浆与石块之间存在很多的孔隙和

初始裂缝，使得砖（石）砌体墙体的抗剪

强度较低[16-17]。 

同时农村自建房屋由于没有经过勘

测导致建设场地选择不当、结构布置不合

理等原因，造成此类房屋的抗震性能非常

差，在Ⅵ度（6 度）区即出现大量墙体裂

缝。本次震中区烈度达到了Ⅸ度（9 度），

加之房屋安全性能较差，导致震中区房屋

倒塌严重，如图 8 所示。 

此外，临近的房屋在开间尺寸上有着

明显的差异，结构刚度分布不均匀，各受

力构件之间连接较弱，同样会加剧地震对

房屋的破坏作用[18]。 

3.2  城镇砖混结构房屋震害情况 

灾区城镇建筑主要以砖混结构和框

架结构为主。砖混结构和框架结构的抗震

性能相对较好，因此结构主体没有发生严

重破坏，但是砖混结构中出现了屋顶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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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土木和砖木结构破坏情况 

Fig 8.  Damage of civil structures and brick wood structures 

  
图 9  砖混结构破坏情况 

Fig 9.  Damage of brick concrete structures 

性墙体坠落的情况，如图 9 所示，造成了

人员伤亡。 

综上所述，由以上农村和城镇房屋的

震害图片可以看出 2025年定日 6.8级地震

的房屋震害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自

承重墙体分层剥落甚至倒塌、墙体外闪；

木柱折断或梁柱节点破坏，严重的造成屋

盖失稳；屋盖过重引起的房屋坍塌；非结

构构件的坠落等。 

4 震害原因初步分析 

此次地震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根

据前述表 1 可知，定日 6.8 级地震在西藏

地区历次地震中伤亡人数较多。为了探讨

该现象，本文依据《地震灾情应急评估

（GB/T 30352—2013）》 [19]中推荐的评估

人员死亡率的计算方法对死亡人数进行预

估，见公式（1）： 

6

max

D

I

j j

j

N A R


       （1） 

式中：ND 为死亡人数，单位为人；Imax 为

极震区烈度；Aj 为第 j 烈度值分布面积，

单位为平方千米（km2）；ρ 为人口密度，

单位为人每平方千米（人/km2）；Rj 为第

j 烈度对应的死亡率，可根据规范中表 A.1

按照烈度和区域取值。根据上式计算得到

预测死亡人数约为 14 人，然而截至 2025



地  震  工  程  学  报 

CHINA  EARTHQUAKE  ENGINEERING  JOURNAL 

 

年 1 月 13 日，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6.8 级

地震已造成 126 人遇难[1]。 

通过分析西藏地区以往的地震震害、

藏式民居的主要建造形式及抗震设防标准，

本文认为日喀则市定日县 6.8 级地震造成

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严重的原因主要包括： 

（1）震中发生在西藏高原申扎—定

结裂谷地区，断层引起了较大规模的地表

破裂。根据刘亢等[20]的研究，高倾角的断

层易于将能量传导至地面，对地面造成较

大的破坏。此外本次地震震级较高（6.8

级，矩震级达到 7 级），震中地震烈度强，

达到Ⅸ度（9 度），地面结构受强震动影

响较大。 

（2）在近断层区域地震动峰值加速

度往往明显高于远场区域，这会使作用在

房屋建筑上的惯性力大幅增加。同时，竖

向地震动作用明显，从而产生扭矩效应。 

（3）地震震中区人口较为集中，受

灾区农村老旧自建房屋数量较多。 

（4）灾区当地传统民居以土木结构

和砖（石）木结构为主，缺少必要的抗震

设防措施、施工质量较差以及缺乏合理的

结构布置，其抗震能力相对薄弱，倒塌比

例较大。 

（5）灾区属于高海拔地区，冬季寒

冷，为了御寒，房屋的屋顶有较厚覆土，

屋顶的滑落坍塌增加了人员被掩埋的概率，

同时这种土木房屋倒塌引起的灰尘可能容

易导致人员窒息死亡。 

5 结论 

本文基于以往在西藏地震危险区对

藏区民居结构特点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

结分析了 2025年定日 6.8级地震的发震构

造、灾区地形地貌特征以及藏式民居的震

害特征，得到以下结论： 

（1）2025 年定日 6.8 级地震在西藏

地区历年地震中震级较大、烈度较高的一

次地震，地表破裂位错近 3 m，人员伤亡

较为严重。 

（2）传统自建藏式民居内部空间布

置灵活，但整体连接性较差，容易发生墙

体的外闪、倒塌，屋盖保温作用的覆土可

能增加屋内人员掩埋概率和窒息风险。 

（3）砖混结构和框架结构的抗震性

能相对较高，因此结构主体没有发生严重

破坏，但是砖混结构中出现了屋顶装饰性

墙体坠落的情况，可能造成人员伤亡。 

致谢：感谢中国地震局地震现场应急

工作队、中国震害防御中心王东明研究员、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陈鲲研究员和

龚正副研究员等提供的调查和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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