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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地震活动综述

杜 方
（四川省地震局，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本文回顾总结了2020年地震活动，从全球到局部，呈现了全球、中国和四川的地震活动概况；分析了全球、
中国和四川地震活动的特征；记叙了2020年四川区域内发生的突出地震事件；追踪了2008年汶川8.0级地震以来
四川区域内发生的3次7级以上地震和2019年发生的长宁6.0级地震震群的余震活动。结果显示：2020年全球
MS≥7.0地震活动特征呈现低频次、低强度，主体地区为环太平洋地震带；我国周边未发生 MS≥7.0地震，表明影
响我国地震活动的动力边界活动偏弱，我国大陆和邻区地震活动表现出频次低、强度弱的特点，地震分布总体显示

强度西部强于东部，区域上显示MS≥5.0级地震分布于青藏地块、西域地块和华南地块；中国台湾及其附近海域地
震活动频次和强度也明显偏低；四川区域地震活动强度继续呈现东部强于西部的特征，5级以上地震零散发生，5
级以下地震活动相对集中在川东南部、龙门山断裂带和川滇菱形地块东边界三个区域；2008年汶川8.0级地震余
震持续活跃；2013年芦山7.0级地震余震的强度和频次明显减弱；2017年九寨沟7.0级地震余震的强度和频次均
衰减明显；2019年发生的长宁6.0级地震震群在2020年仍继续活动，强度明显减弱，小震频次依然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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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20年全球MS≥7.0级、中国大陆MS≥5.0级以及四川区域的地震活动回顾总结，有助于分析认识
全球到局部的地震活动特征；认识我国大陆动力边界的地震活动对我国大陆地震活动的影响；综述四川区域

突出地震事件；追踪2008年5月12日汶川8.0级、2013年4月20日芦山7.0级、2017年8月8日九寨沟
7.0级和2019年长宁6.0级地震震群的持续余震活动，可进一步分析认识四川区域的地震活动特征。

1 2020年地震活动概况

1.1 全球7级地震活动概况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2020年全球共发生MS≥7.0地震10次，无M≥8.0地震发生。最大地震为2020

年7月22日美国阿拉斯加州以南海域7.8级。全球MS≥7.0地震活动主体地区仍然为环太平洋地震带，我
国周边未发生MS≥7.0地震（见图1）。1900年以来全球MS≥7.0地震震级和频次显示：2020年全球 MS≥
7.0地震活动频次（10次）略低于1900年以来的年频次均值18次（见图2；刘自凤等，2019）。总体来看，
2020年度全球MS≥7.0地震呈现频次低、强度弱的活动特征。
1.2 中国大陆及邻区地震活动概况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2020年中国大陆及邻区（18°～55°N，70°～135°E）共发生 MS≥5级地震28次

（包括中国台湾及其附近海域7次）（见图3），其中：5.0～5.9级25次（含中国台湾及其附近海域7次）；6.0
～6.9级3次。2020年突出地震事件（见图3）：MS≥6.0级地震3次，分别为1月19日新疆伽师6.5级、6
月26日新疆于田6.4级和7月23日西藏尼玛6.6级地震。

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国大陆MS≥5.0地震主体活动区域与2019年相比有所改变，2020年主要分布在西
域、青藏和华南地块（图3）。西域地块集中发生11次（含2次6级以上），1月19日新疆伽师6.5级和6月
26日新疆于田6.4级地震；青藏地块集中发生7次（含1次6级以上），即7月23日西藏尼玛县6.6级地震；

ChaoXing



图1 2020年全球MS≥7.0级地震分布

图2 全球MS≥7.0级地震年频次（1900～2020年）

华南地块仅发生2次，即2月3日四川青白江5.1级和5月18日云南永善5.0级地震；台湾及其附近海域分
布7次，没有6级以上地震，最大为12月10日台湾宜兰县海域5.8级地震。

从地震强度上看，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台湾及其附近海域地震强度均不高。中国大陆最大地震为

7月23日西藏尼玛县6.6级地震，中国台湾及其附近海域最大12月10日宜兰县海域5.8级地震。
从地震频次看，中国大陆21次MS≥5.0地震活动频次明显低于1970年以来的年频次均值34.6次（陈

学忠等，2013；图4），也低于2018年的31次和2019年的29次。
1.3 四川区域地震活动概况

据四川地震台网测定（包括汶川余震），2020年四川及邻区（25°～35°N，96°～110°E）共记录 ML2.0以

上地震3945次（包括汶川、芦山、九寨沟和长宁等余震序列），其中：ML2.0～2.9地震3568次（邻省436次）；
ML3.0～3.9地震336次（邻省46次）；ML4.0～4.9地震36次（邻省5次）；ML5.0～5.9地震4次（邻省2
次）；ML6.0（MS5.6）地震1次（邻省0次）。四川及邻区 ML4.0以上地震主要集中分布于川东南区域、龙门
山断裂带、川滇菱形块体东边界。邻省ML5.0以上地震为5月18日云南巧家ML5.4（MS5.0）和12月24日
青海玛多ML5.0（MS4.2）地震。四川境内5级以上地震集中在巴颜喀拉块体的川西北区域和华南块体的川
东南部区域。四川省内发生突出的地震为：2月3日青白江5.1级（ML5.3）、4月1日石渠5.6级（ML6.0）和
10月22日北川4.7级（ML5.1）。省内最大为4月1日石渠5.6级（ML6.0）地震。

四川区域地震活动特点：四川2020年地震频次和强度均低于2019年。地震空间分布图像显示（见图
5），一是5级以上地震分散发生：2月3日青白江5.1级（ML5.3）、4月1日石渠5.6级（ML6.0）和10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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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20年中国大陆及邻区MS≥4.0级地震分布

图4 中国大陆MS≥5.0级地震年频次

日北川4.7级（ML5.1）；二是4级地震活动主要集中三个区域（带）：（1）川东南部地震集中活跃区。主要在
长宁—兴文—珙县和荣县—威远—资中两个区域，例如：长宁—兴文—珙县区：1月8日～11月13日相继发
生ML4.0级以上地震14次，最大震级4.1（ML4.5）；荣县—威远—资中区：2月16日荣县相继发生两次4.4
级（ML4.7）。（2）龙门山断裂带沿带地震活跃。主要分布在汶川8.0级地震的余震区，例如：3月6日青川
3.9级（ML4.5），9月26日都江堰3.4级（ML4.0），10月21日北川4.6级（ML4.9），10月22日北川4.7级
（ML5.1），10月25日北川3.6（ML4.4），10月31日江油3.6级（ML4.0）和12月8日绵竹3.4级（ML4.0）。
（3）川滇菱形地块东边界地震持续活跃。例如：6月3日炉霍3.6级（ML4.2），3月18日云南巧家3.6级
（ML4.1），5月18日云南巧家5.0级（ML5.4）和9月8日云南巧家3.8级（ML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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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20年四川及邻区ML≥2.0级以上地震分布

2 四川突出地震事件

2.1 青白江5.1级地震
2020年2月3日00时05分，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发生 MS5.1地震，微观震中为（30.74°N，104.46°

E），震源深度21km，属于浅源型地震。根据四川地震台网记录，截至到2020年12月31日24时，青白江
5.1级地震序列共记录 ML≥0.0地震78次（含主震），其中，ML0.0～0.9地震37次，ML1.0～1.9地震32
次，ML2.0～2.9地震7次，ML3.0～3.9地震 1次，ML5.0～5.9地震 1次，最大余震为 3月 23日青白江
ML3.0（MS2.3）地震。整个序列余震稀少，以ML＜2.0地震为主，ML≥2.0余震8次。
2.2 石渠5.6级地震

2020年4月1日20时23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发生5.6级地震，微观震中为（33.04°N，
98.92°E），震源深度10km，属于浅源型地震，宏观震中位于石渠县长须贡马乡（32.92°N，98.92°E）。

石渠5.6级地震前区域小震活跃。2020年1月23日至1月31日，石渠地区出现小震活动丛集，共发生
28次ML1.0以上地震，包括1月23日MS4.3和MS3.8地震，与石渠5.6级地震分别相距约6km和3km。
石渠5.6级地震发生后，根据四川地震台网记录，截至到2020年12月31日24时，因该区域的地震台站稀
疏，本次石渠地震序列仅记录到ML1.0以下地震1次，共记录到ML≥1.0地震222次，其中，ML1.0～1.9地
震125次，ML2.0～2.9地震86次，ML3.0～3.9地震8次，ML4.0～4.9地震1次，ML6.0～6.9地震1次，即：
石渠ML6.0（MS5.6级）地震，最大余震为2020年4月1日石渠ML4.1（MS3.6）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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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川的主要余震活动

3.1 汶川8.0级地震的余震活动
汶川8.0级地震的余震区地震活动仍持续活跃，继续呈现起伏性平稳衰减态势。从2008年5月12日

汶川8.0级地震至2020年12月31日，四川台网共记录到 ML≥0.0级汶川余震145961次，其中：MS5.0～
5.9余震43次；MS6.0～6.9余震8次；2020年新增ML4.0以上余震8次，10月22日北川MS4.7（ML5.1）较
强余震；最大余震仍为2008年5月25日青川MS6.4级地震（杜方等，2018）。

汶川余震继续沿整个余震区分布，表明仍处于余震调整期。2020年记录 ML≥0.0级余震3367次，其
中：ML2.0～2.9余震374次；ML3.0～3.9余震61次；ML4.0～4.9余震7次；ML5.1（MS4.7）余震1次。余震
仍然沿整个余震区南段、中段和北段较均衡展布，表明汶川余震区仍处于余震调整期。

3.2 芦山7.0级地震的余震活动
芦山7.0级地震的余震丰富。2013年4月20日芦山MS7.0级地震，截至到2020年12月31日共记录

到ML≥0.0余震16612次，其中：ML3.0～3.9余震327次；ML4.0～4.9余震55次；ML5.0～5.9余震7次
（MS5以上余震4次）。MS5.0以上余震均发生在主震后的2天内，余震序列强度衰减明显。最大余震为
2013年21日17时05分芦山、邛崃交界MS5.4地震（杜方等，2019）。

芦山7.0级地震的余震继续活动，强度和频次明显减弱。2020年记录 ML≥0.0余震 104次，其中：
ML1.0～1.9余震57次，ML2.0～2.9余震12次，没有 ML3.0以上余震。2020年3月26日芦山发生 ML2.9
级。

3.3 九寨沟7.0级地震的余震活动
2017年8月8日九寨沟7.0级主震至2020年12月31日，四川地震台网共记录到九寨沟余震区域

ML0.0级以上余震11073次，其中ML3.0～3.9余震103次，ML4.0～4.9余震15次，ML5.0～5.9余震1次，
最大余震仍为2017年8月9日10时17分九寨沟MS4.8（ML5.2）（四川省地震局，2018）。2020年仅发生的
1次ML≥3.0余震，即10月12日九寨沟ML3.1。

九寨沟余震显示：余震已持续3年多，强度和频次均衰减明显，发震时间间隔逐渐变长。
3.4 长宁6.0级地震震群的余震活动

2019年6月17日至7月4日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和珙县交界发生6.0级地震震群。主要包括5次5级
以上地震（表1；宫悦等，2020）：

表1 长宁6.0级地震震群

序号
发震时间 发震位置

日期 时刻 λ/°E φ/°N
震级
MS

震源深度
h/km 参考地名

1 2019-06-17 22：55：43 104.90 28.34 6.0 16 长宁

2 2019-06-17 23：36：01 104.77 28.43 5.1 16 珙县

3 2019-06-18 07：34：33 104.89 28.37 5.3 17 长宁

4 2019-06-22 22：29：56 104.77 28.43 5.4 10 珙县

5 2019-07-04 10：17：57 104.74 28.41 5.6 8 珙县

2019年6月17日至2020年12月31日24时，长宁地震序列共记录到 ML≥0.0地震12320次，其中，
ML0.0～0.9余震 5988次，ML1.0～1.9余震 5298次，ML2.0～2.9余震835次，ML3.0～3.9余震161次，
ML4.0～4.9余震31次，ML5.0～5.9余震6次，MS6.0～6.9余震1次，序列最大地震为2019年6月17日长
宁MS6.0地震，次大地震为7月4日珙县MS5.6地震。
2020年，长宁6.0级地震震群继续活动，强度明显减弱，小震频次依然密集。记录 ML≥0.0余震 3346

次，其中：ML1.0～1.9余震 1356次，ML2.0～2.9余震142次，ML3.0～3.9余震33次，ML4.0～4.9余震5
次，2020年最大余震为4月23日长宁ML4.5（MS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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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综上所述：2020年全球MS≥7.0地震活动呈现低频次、低强度的特征，主体地区为环太平洋地震带；我

国周边未发生MS≥7.0地震，表明影响我国地震活动的动力边界活动偏弱，我国大陆和邻区地震活动表现
出频次低、强度弱的特点，我国大陆地震强度分布总体显示西强东弱，区域上显示 MS≥5.0地震分布于青藏
地块、西域地块和华南地块；中国台湾及其附近海域地震活动频次和强度明显偏低；四川区域地震活动强度

呈现东强西弱特征，5级以上地震零散发生，5级以下地震活动相对集中在川东南部、龙门山断裂带和川滇菱
形地块东边界三个区域；2008年汶川8.0级地震的余震持续活跃，2013年芦山7.0级地震的余震的强度和
频次明显减弱，2017年九寨沟7.0级地震的余震的强度和频次均衰减明显，2019年长宁6.0级地震震群继
续活动，强度明显减弱，小震频次依然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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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ofEarthquakeActivitiesin2020

DUFang
（SichuanEarthquakeAgency，Sichuan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Thispaperreviewsandsummarizestheearthquakeactivitiesin2020fromglobaltolocal，andpresentsan
overviewoftheseismicityintheworld，ChinaandSichuan.Itisanalyzedthatthecharacteristicsofearthquakeac-
tivitiesintheworld，ChinaandSichuan.TheyarerecordedthatthesignificanteventsoccurredinSichuanin2020.
TheaftershockactivitiesofthreeMS≥7eventsinSichuansincethe2008MS8.0Wenchuanearthquakearetracked
andanalyzed.TheresultsshowthatthecharacteristicsofglobalMS≥7.0seismicityin2020arelowfrequencyand
lowintensity.ThePacificSeismicBeltisthemaindistributionarea.NoMS≥7.0earthquakeoccurredinthepe-
ripheryofChina.Itindicatesthatthedynamicboundaryactivitythataffectsourcontinentalseismicactivityisvery
weak.Seismicactivityonthemainlandandadjacentareasshowslowfrequencyandweakintensity.Theintensityof
seismicactivityinSichuancontinuestobestrongerintheeasternregionthaninthewesternregion.TheMS≥5.0
earthquakesoccursporadicallyinSichuan.SeismicactivitiesbelowMS5.0arerelativelyconcentratedinthreere-
gions：thesoutheastofSichuan，theLongmenshanfaultzoneandtheeasternboundaryoftheSichuan-Yunnan
block.Theaftershocksofthe2008MS8.0Wenchuanearthquakecontinuetobeactive.Theintensityandfrequency
ofaftershocksofthe2013MS7.0Lushanearthquakeweresignificantlyweakened.Theintensityandfrequencyof
theaftershocksofthe2017MS7.0Jiuzhaigouearthquakeattenuatedsignificantly.TheMS6.0Changningearth-
quakeswarmthatoccurredin2019continuedtobeactivein2020，andtheintensityissignificantlyweakened，and
thefrequencyofsmallearthquakesisstilld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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