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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震的形成原因可将地震分
为几种类型：构造地震、火山地震、陷
落地震、诱发地震。世界上对人类影
响最大的属于构造地震。当地壳应力
积累超过岩石的承受能力时，岩层会
突然断裂并释放能量，引发地震。由
于地壳和构造应力场的非均匀性，地
震活动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广东地
震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黄元敏表示，
某个特定区域，发生多次、较大强度的
地震（多为 5 级以上），且持续一段时

间，才能定义这个区域进入了地震活
跃期（或活跃幕）；反之则称为平静期
（或平静幕）。

地震活跃期和平静期是基于历
史中强地震资料统计的结果，是一个
相对的统计概念，而我们近期“看
到”地震变多，如广东地区从今年 3
月至 4 月期间，多次强度较小的地
震，多为 3 级以下，按照时间长度、地
震强度而言，并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
地震活跃期。

黄元敏介绍，小地震活动的影响
因素较多，地壳局部应力调整、远震引
起的地壳应力变化和人类活动等都可
以影响，且这些小地震一定程度上反
映我们所在的区域应力变化过程，如
果小地震持续增强或发生时间较长，
可能是一种活跃期的“信号”。不过，
即使是平静期，也有可能偶发中强地
震，所以，公众应科学辩证看待，不必
过于担忧。

2025年5月12日是第17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

灾害隐患”。

今年广东偶尔发生小地震，但均为弱震，并未造成任何破坏。为何近期发生地震？地球进入

地震活跃期？广东地区的地震活动有哪些特点？宁可千日无震，不可一日不防。地震发生往往

就在瞬间，学会科学应对与避难，是提高生存率的有效之举。

广东的地震活动有这些特点

广东省位于华南地块东南缘，地
质构造复杂，发育了以北东向和北西
向为主的多组断裂带，客观上存在发
生中强地震的地质构造条件。

从历史上看，广东地区地震活动
总体表现为“海强陆弱，东强西弱”，陆
地较大地震主要集中在河源、阳江等
区域；而二、三级小地震及很多微小地

震虽“时有”发生，但我们人体基本感
知不到，也几乎不会造成破坏。据黄
元敏介绍，近年来，广东地区地震总体
以中小地震为主。

本报记者 卢颖
受访专家：广东地震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 黄元敏

近期多地震？
别慌！广东地区很“稳震”

人人要掌握这些应急避险要点

手机记得开启地震预警功能，多
留意身边的应急避难场所，能最大程
度降低地震带来的伤害和损失。

广东的小伙伴可搜索“南粤地震
预警”小程序，点击开启，可以第一时
间接收提醒，以便快速做好避险措施，
减少损失。

日常做好知识储备，生活中多关
注了解、学习防震避险知识。

地震来临时，不要惊慌，就近躲
避。楼层太高或时间非常紧张，第一

时间拿起靠垫、枕头或双手护住头部，
屈身降低重心，躲到开间小、有承重墙
的房间，并牢牢抓住牢固的物体，防止
晃动。

如果在户外，要观察周围的环境，
远离楼房、立交桥、广告牌等高大建
筑，同时要小心高压线、电线杆等设
施，就近选择空旷地带避险。

震后快速撤离，也要警惕次生灾
害。躲在楼房里的，一定要等待震感
结束后，迅速逃到室外，选择附近的空

旷地带；同时，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
生。

黄元敏提到，特别是城市，建筑物
较高，人员较密集，较易发生疏散过程
中的踩踏或由电线短路造成的火灾。
建议大家平时要做好地震安全风险防
范，同时要积极参与学校、单位、社会
组织的应急疏散演练，日常多学习科
学防护知识，做到有备无患，尽可能地
减少次生灾害带来的损失。

地震确实会改变地貌

地震往往是由断层活动引起的，断
层活动会导致地壳的错动和破裂，从而
改变地形地貌，它与自然风光的形成存
在着密切的关联。

黄元敏认为，由于大地震发生过
程的断层错断及引起山体滑坡和河流
改道等现象有可能产生新生地貌的视

觉冲击，带来一些自然风光的美景，如
2017 年九寨沟 7.0 级地震导致火花海
溃坝，2年后钙华沉积形成了更复杂的
阶梯状池群，形成了气势磅礴的双龙
海瀑布新景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
估认为“景观美学价值提升”。

但地震更是一种灾害，会给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损失，也
有可能破坏本身就很美的自然景观或
人文古迹，造成美学上的损失。黄元
敏说道：“相比于地震之后‘更美的自
然风光’，更希望看到人民群众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和安居乐业，这也是我们
开展地震工作的初衷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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