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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发生后，避险减灾每一秒都十分

宝贵。为了快速、准确向社会提供地震预

警信息，我国启动了中国地震预警网建设，

计划到 2022 年底形成秒级地震预警能力。

当前，我国地震预警网建设情况如何，

成效怎样，难点在哪？7 月 27 日，在河北唐

山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防震减灾科普大会

上，中国地震局回应了公众关切。

震后及时预警，是防
震减灾的重要手段

不同于震前进行的地震预报，地震预

警是在震后发布预警信息。前者为世界性

难题，当前科技水平仍无法解决；后者技术

相对成熟，是防震减灾的重要手段。

地震发生后产生两种波，纵波传播速

度快，但能量小、破坏力弱，横波传播速度

慢，但能量大、破坏力强。地震预警的原理

是：地震台网通过接收先到的纵波数据，快

速估计地震基本参数，并预测对周边地区

的影响，从而抢在破坏力强的横波到达之

前，向可能受灾的区域发布预警信息。

“地震预警抢出的数秒到数十秒，如果

合理利用，就能有效减少人员伤亡和次生

灾害。”中国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阴朝

民表示，比如，高速列车可以紧急制动，避

免发生侧翻；关闭燃气管线，防范爆炸危

险等。

在震情多发的日本，地震预警应用广

泛。2011 年，日本发生特大地震，得益于及

时预警，新干线上 23 列高速运行列车及时

制动，避免了列车脱轨事故。20 世纪 90 年

代，我国陆续开展了地震预警系统建设。

作为地震预警网的主干，2018 年，国家

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实施。该工程选

定华北、南北地震带、东南沿海、新疆天山

中段、西藏拉萨为 5 个地震预警重点，覆盖

了我国主要地震多发地区。目前，北京、天

津、河北、四川、云南、福建 6 省市的预警网

已经建成，进入示范运行阶段。

根据计划，我国将建成由约 1.5 万个台

站组成的地震观测网络，配置国家地震烈

度速报与预警中心等支撑机构和 3000 多个

服务终端。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党委副书

记、副主任李永林介绍，2022 年底，该工程

将正式投入运行。届时，我国将形成秒级

地 震 预 警 能 力 和 分 钟 级 地 震 烈 度 速 报

能力。

结合实际，形成自主
创新的预警技术

近年来，吸纳国际先进理念，结合地震

台网实际，我国形成了自主创新的地震预

警技术。

5 月 21 日 21 时 21 分和 48 分，云南大理

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相继发生了

5.6 级、6.4 级地震。地震发生后不久，一些

居民的手机、电视就收到了预警信息。

云南省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彬介

绍，漾濞县震后 7 秒就发出了预警信息。全

省有电视预警功能的用户 4.2 万户，地震发

生时约 1.4 万户在线，均收到了预警信号。

由于不少公众较早获悉了地震信息，一定

程度上减轻了恐慌。

“收到预警信息后，我们立即启动抗震

救灾应急响应，比过去的机制提前了约 10
分钟。”王彬说，此外，震后几分钟，中国地

震预警网还产出了台站仪器烈度分布图等

产品，为初步确定宏观震中、科学分配救援

力量、指导灾害调查提供了支撑。

王彬表示，云南处在地震多发区，提升

地震预警能力非常急迫。如今，云南打通

了地震预警网业务流程，基本具备了地震

烈度速报和预警服务能力。

作为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京津冀地

区地震灾害风险防范需求大。河北省地震

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泊生表示，经过数年努

力，京津冀地区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其中

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张家口等重点地

区台站间距在 10 公里以内，台站密度较以

前有了质的提升。

据介绍，在示范运行期间，对覆盖区的

4 级以上地震，中国地震预警网都发布了地

震预警信息，实践证明均快速准确，系统的

地震预警能力得到了初步检验。

公 众 如 何 获 取 地 震 预 警 信 息 ？ 据 了

解，当前，在四川、云南、福建和京津冀地区

的用户，主要通过预警终端、电视机顶盒、

手机 APP 等方式获取。

又快又准，是地震预
警的发展目标

“地震预警不是万能的。”深圳防灾减

灾技术研究院院长黄剑涛提醒，由于地震

预警依赖台站监测，不仅存在预警盲区，还

可能有预警偏差，甚至误报和漏报情况。

预警盲区是指，台站接收到地震波和

处理信息均需要一定时间，等发出预警信

息时，破坏性的地震波已经传播了 20 至 30
公里。这就使得在此半径范围内基本无法

预警，而恰恰该区域地面运动最强烈、破坏

最严重。

此外，如果震中地震台站少，记录到的

信号不完整，发出的预警结果可能会有偏

差。地震台站在受到非地震信号的干扰

时，也可能触发预警系统，发布错误信息。

比如，2016 年，由于个别地震台站受到雷电

干扰，日本对外误报了强震，导致部分轨道

交通短时停运。

黄剑涛介绍，为尽可能减少地震预警

盲区，我国在国际上创新性地提出了“三网

合一”技术方案，即测震站网、强震动站网、

烈度计站网融合。该方案虽然增加了地震

预警网络建设难度，但保障了预警质量。

在重点预警地区，我国实现了平均 12
公里台站间距的预警组网，将预警信息发

布时间控制在震后 6 秒左右。“6 秒左右对

应的预警盲区半径约为 20 公里，已经是当

前国际上运行的预警系统的最优指标。”黄

剑涛说。

为提高预警信息发布时效，我国开发

了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系统。黄剑涛说，该

系统每秒钟能推送 200 万条信息，还能优先

推送给震中周边地区的老百姓和机构。

“一旦岀现误触发，系统可自动在 5 秒

钟内发出更正信息。”黄剑涛说，针对误触

发问题，中国地震预警网设计开展了数据

回放、容错性等测试，预警信息的准确可靠

有了保障。

“地震预警的核心难题是如何做到既

快又准。”中国地震局地震预警技术研究成

都中心负责人王暾说，太慢则失去作用，不

准则给社会管理带来挑战。快和准主要由

预警系统的响应时间以及地震预警核心算

法决定，经过多年攻关，这两方面的指标，

我国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地震预警属于国家基本公共安全范

畴，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应依法依规向社会提供统一、权威、及时

的服务。”阴朝民表示，中国地震局将与相

关部门共同努力，推进中国地震预警网建

设，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2022年底我国将形成秒级地震预警能力

密织预警网，为生命争分夺秒
本报记者 喻思南

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泉州：宋元

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这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和世界海洋

文明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

本次成功申遗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

海洋商贸中心”项目，系统涵盖了泉州海外贸

易经济体系中的管理、生产、运输、交易、消

费、服务等核心环节，覆盖了从港口经城市到

腹地的地理和经济区域空间，全面展现了支

撑宋元泉州世界海洋贸易中心职能运行的社

会结构，以及世界性社群间的海洋文明交流。

泉州保存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是国务院

首批公布的 24 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我国在文物修缮、

环境整治、文物展示、学术研究与考古、保护

与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中国文物研究所（今中国文化遗产研

究院）即着手进行泉州文物古迹保护工作。

位于泉州晋江市的安平桥始建于南宋，由于

年代久远，桥体损坏严重。 1961 年，安平桥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文物保护部门多次开展抢救性保护和预

防性保护，使这一古老长桥重新焕发了生机。

中国与时俱进的文物保护工作与“不改

变文物原状”的文物保护理念，是“泉州：宋元

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成功申遗的

重要基础。中华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对于中国

文物的完善保护，更离不开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理解。在此次世

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中，国家文物局与地方政府对于泉州文物及遗

址进行了细致全面的考察与研究，不断认知文物承载的历史功能，物

质遗存的外形、构造、材料、工艺及其历史记录所反映的传统维护机

制与技术体系等历史信息和承载的文化传统，有力证明了宋元时期

泉州海洋贸易中心地位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泉州申遗的成功，展现了中国文物保护技术与历史文化研究的

雄厚实力，也向世界提供了宝贵的文物保护经验。

文物是中华文明的璀璨结晶，也是凝聚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

泉州申遗成功，是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新成果，必将推动中华文明焕

发新的生命力。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本报记者刘晓宇采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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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发生后，避险减
灾 每 一 秒 都 十 分 宝 贵 。
地震预警是在震后快速、
准确地向可能受灾的区
域发布预警信息。20 世
纪 90年代，我国陆续开展
了 地 震 预 警 系 统 建 设 。
近年来，吸纳国际先进理
念，结合地震台网实际，
我国形成了自主创新的
地震预警技术。2022 年
底，我国将形成秒级地震
预警能力和分钟级地震
烈度速报能力。

核心阅读■科技自立自强R

文物是中华文明的璀
璨结晶，也是凝聚中华民
族的文化力量。泉州申遗
成功，是中国文物保护事
业的新成果，必将推动中
华文明焕发新的生命力

■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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