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宁夏军区政治委员 王志宏

经过四年多的辛勤努力，靳双鹏同志《震惊世界的颤劙———汶川、海地、智利、玉树、

日本地震救灾札记》一书即将付梓，深感欣慰。双鹏是宁夏固原军区分原副司令员，20世

纪 70年代初任战役机关作训参谋，曾多次随首长参加抗震救灾组织指挥，目睹了地震灾

害对人民群众生活及心理造成的巨大影响和损害，以及军队在救灾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走上团主要领导岗位后，部队驻守在宁夏这样一个地震灾害多发区，出于军人的责

任担当，双鹏同志遂结合岗位进行地震规律和抗震救灾应急的研究，在地震规律探索、抗

震救灾组织指挥等方面有一些独到见解。

汶川“5·12”地震发生后，为真实记录这次地震救灾活动，靳双鹏夜以继日跟踪各类

媒体报道，收集了大量珍贵的资讯材料；先后 3次深入汶川重灾区，对参与救灾的成都军

区、济南军区、北京军区、空降兵等 14个单位进行实地采访，整理记录了许多抗震救灾的

经验做法。正值其整理完成“汶川地震·震中纪事”期间，先后发生了玉树、海地、智利、日

本强烈地震，双鹏第一时间进行跟踪记述，进一步充实丰富了研究资料。经过反复筛选，

他从数百万字的资料中，精选编著了《震惊世界的颤劙———汶川、海地、智利、玉树、日本

地震救灾札记》。这部著作，以抗震救灾为主题，表现了不同国度、不同社会制度，在相同

自然灾害面前所采取的不同措施，以及所取得的不同结果。在现实的比对中，向世人清晰

地展现了中国人民战胜天灾的伟大壮举，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双鹏同志对抗震工作的执著研究，体现了一名退休老兵的使命意识和离职不离责的

军人本色。在这部著作中，他还发表了许多关于地震预感预测的己见、防震减灾救灾的设

想和措施，有些观点比较新颖，有些观点耐人寻味，也有些观点还有待于实践来验证。希

望双鹏同志继续学习钻研，力争在抗震救灾领域形成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军队未来

遂行抗震救灾非军事行动提供有益借鉴。

2012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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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我是一名职业军人，同时又是一名业余地震研究者。自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即对地

震发生与部队参加抗震救灾予以关注。当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大片的家园一时被夷为平

地，多少生命瞬时殒没，众多历史遗存登时丧失殆尽。大地震之所以成为深重灾难，在于

它撼动了人的生命根基；救灾之所以成为壮举，因为它广泛地启动了人对生命的重新认

知；捐赠之所以受到尊崇，原因是它把自我行为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基于这种

对人性的多极可塑以及民族灵魂五彩缤纷的探问与歌颂，我在随后的时间里，沿着地震

灾难频起的沉重足印，对世界发生的大地震多有摘记，同时对地震发生规律开始探索，由

此，也与地震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8年 5月 12日，我国四川汶川发生 8.0级强烈地震，为记录这次地震抗震救灾的

重要事件，我从当天下午开始，依据媒体报道，以随笔、札记①形式进行跟踪记述，至奥运

会开幕，历时 77天，完成“汶川地震·震中纪事”13册，2666款，达 40万字。随后，赴四川

地震灾区，对成都军区、济南军区、空降兵所属 11个单位进行实地采访。对兰州军区、北

京军区参加抗震救灾有关单位进行重点采访，先后获取抗震救灾资料 300余万字，照片

3000余张，自拍照片千余张，相继完成了 30万字的汶川地震“采访记实”“要事记叙”“防

震减灾”。

2010年春，相继发生海地、智利、玉树地震，这又是三次震惊世界并具有临海和高原

特点的大震，我相继完成“海地、智利地震跟踪记述”“玉树地震救灾札记”30万字。各种

记述计达 100万字，依次编为一至五卷。

就在即将截稿之际，2011 年 3月 11日，日本发生 9.0 级特大地震并引发海啸，福

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又跟踪记述 62天，至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三周年时结束，获资料 20 万字，增为第六卷，定名为《震惊世界的

①札记：文体名，把读书的心得、体会或闻见所及随时记录下来，积累成篇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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颤劙①———汶川、智利、玉树、日本地震救灾杞记》。

灾难如鞭策，壮举即激励，总有一股力量在促动我，务必案牍劳形，倾尽心力，以铅华

洗尽的笔触，率真的情感，对五次震惊世界的强烈地震抗震救灾重要事件和故事进行更

多记述，力争多揭示一些地震活动的一般规律，多宣传一些防震减灾的基本知识，让大家

对地震有较深刻的了解，努力掌握抗震救灾的重要手段，以便在未来地震发生时，能及时

有效地进行避震，更加有效地进行抗震救灾，把地震带给我们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使

重建家园的效果更好。本记述已完成文物、文稿、文学三个版本。然而，由于本人水平有

限，时间紧迫，文字冗长，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请大家阅后多提宝贵意见。

记述过程中，得到了宁夏军区、固原军分区、吴忠预备役团、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社、

西北军事文学杂志社、宁夏地震局、宁夏吴忠永昌房地产开发公司、宁夏新工业学校、甘

肃陇南军分区等单位首长和同志们的热心关注与大力支持。

采访期间，得到了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成都军区政委张海阳和机关同志的大力

帮助，被采访部队官兵密切配合并提供大量资料。可谓没有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就没有这部

作品。值此，谨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①劙（lí）：刺破；割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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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汶川地震·震中纪事

本卷之所以命名为“震中纪事”，乃汶川地震抗震救

灾记录之初，以部队打仗、演习“阵中日记”的形式记录而

成。诚然，用“震中日记”尚欠准确，遂改为“汶川地震·震

中纪事”。

为说明本人对汶川地震关注的缘由，遂于第一卷的开

始，增加一章“不解之缘”，将早年对地震产生的震惊与往

昔的记忆进行简要交代，权作开场白。





第一章 不解之缘

这些年来，连自己也说不清，究竟为什么对地震产生了这么大的兴趣，连年不断地积

累了那么多的地震资料、那么笃行不倦，虽最初是工作需要，但很快发现其中奥秘极为深

刻，从而变成了不断学习的过程。说实话，地震研究已经占据了我业余生活的相当一部

分，每当发现地震的重要资料，就如饥似渴地进行收集，并于 1995年建立了一个《地震知

识与预测》工作手册。随着资料的积累，对地震逐渐有了一定认识。进入驻宁（夏）某部工

作之后，宁夏多地震的现实，给了我深入研究的机会，同时开始进行一些预测，看自己的

预测是否可靠。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只要国内国际上发生强烈地震，尤其亚洲和

环太平洋地区的强震发生后，就要记录相关数据，分析地震的原因，预计下一次地震的发

展方向与地区，为自己的预测建立根据。通过不断地研究和分析，也得出了一些朴素认

识，发现了一些大震的发展轨迹，让自己对地震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

地震灾难震撼了我的心灵

邢台大地震让我们这些新战士疑惑不解 1966年 3月 8日 5时 29分，河北省邢台

专区隆尧县发生 6.8级地震，震源深度 10千米，震中烈度 9度强。此次地震之后，3月 22

日，在宁晋县东南，分别发生 6.7级、7.2级地震。3月 26日在老震区以北的巨鹿县东南，

又发生 6.2级地震。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刚刚入伍的新兵，在驻太原某部三营当通信员，

当时随部队在山西省临汾县赵康公社搞生产，由于我们这些新战士都没有经历过地震，

根本不知道地震是怎么一回事，当听到“地震”一词时，一个个表现得十分惊讶。

早上开早饭时，炊事员徐云生大呼小叫地给营长吴朗惠、教导员李永法说：“今天早

上闹‘鬼’了！早上 5点钟，我起来做饭，面板上的盆盆罐罐、菜刀擀杖乱蹦乱跳，房顶上的

电灯也晃得厉害，你们都在熟睡，我只好把门顶得紧紧的，躲在墙角不敢动。”这时，教导

员李永法说：“哪里有什么‘鬼’，肯定是哪里发生了地震。”大家似懂非懂，面面相觑，匆匆

吃过早饭，下地挖渠去了。上午 11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消息，河北邢台发生强烈

地震。中午吃饭时，教导员给大家介绍了这一情况，并问我：“你们家离邢台近吗？”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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