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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玉树地震

“典型案例灾情演化规律及干预策略研究”专题研究组编写

专题负责人：李英冰 联系方式：ybli@sgg.whu.edu.cn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

案例名称：4·14汶川地震

地点：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

时间：2010年 4月 14日 7时 49分

受灾人数：约 20万人受灾，死亡 2698人，受伤 12135人，失踪 270人

摘要：玉树地震发生于 2010年 4月 14日，震级为里氏 7.1级，震中位置在青海

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此次地震共记录到余震约 3300次，其中最大余震为

4月 14日上午 9时发生的里氏 6.3级地震。灾害因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的持

续相对运动及阿尔泰山脉与昆仑山脉的走向滑移断层活动所导致，造成约 2698

人死亡，逾 1.2万人受伤。

编制单位：武汉大学测绘学院

1 概述

1.1 灾害概要

2010年 4月 14日上午 7时 49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地震，震中经纬

度坐标为 ，震区属于高海拔地区，地形以山地为主，平均海拔 4493
米。通天河、扎曲、巴曲流经此地。此次地震的震级为里氏 7.1级，震源深度约为 15千米；

自主震后一共记录到余震共 3358次，其中最大余震为 4月 14日上午 9 时 25分发生的 6.3
级地震。这次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青海省发生的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也是我国首次

在高海拔地区开展大规模救援的一次地震。

1.2 发生过程

4月 14日上午 7时 49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结古镇发生里氏 7.1级地震，

青海玉树地震对四川部分地区带来影响，四川甘孜州石渠、白玉等地震感较为明显。

地震发生当天上午，国家主席胡锦涛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分析研究灾情简报，向国内发

出指示，要求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致电青海省委书记强卫，要求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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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省政府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强调青海有什么需要，尽快报国务院，国务院有

专门机构负责协调。

青海省委书记强卫、省长骆惠宁分别于 2010年 4月 14日 16时 20分、15时 20分乘专

机抵达玉树州结古镇，紧急组织救援行动。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各省厅协同玉树州县

人民政府紧急动员，派出大量人力物力参与抢险救援。武警官兵、青海省各职能部门、全国

各兄弟省份、红十字会、社会团体也紧急抽调人力、物力，火速筹备救灾物资、车辆等赶赴

灾区。

截至 19日，运至灾区的救灾物资已经基本保证了受灾群众生活，并实现有病及时救医。

同一天，玉树第一所板房学校第三完小正式复课。

国务院决定 4月 21日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

乐活动。青海省人民政府公告，21日全省将举行哀悼活动，全省下半旗志哀，21日上午 10
时起，全省人民默哀 3分钟。

5月 6日，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第十三次会议上强调“建设

一个生态美好、特色鲜明、经济发展、安全和谐的社会主义新玉树”，力争用三年甚至更短

的时间基本完成玉树地震灾区的恢复重建任务。

1.3 发生原因

从地质构造上看，玉树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地震。玉树地处青藏高原块体的中部，该板块

的地质活动较为强烈，中强度以上的地震在历史上持续不断，因此玉树地震不是一个偶然的

现象。台湾、青海今天相继地震，虽然属于不同板块，但是反应了全球地震活动进入高活跃

期。从 2009年 7月 15日至地震发生的 9个月以来，全球发生 7级以上地震共 24次，平均

每月 2.6次；相比 20世纪百年每年 19次，每月 1.6次的平均记录高出不少。而 7.7级以上

地震的百年平均值是每年两次，而最近 9个月内全球则发生了 6次。

1.4 造成损失

根据不完全统计，玉树地震共造成林业经济损失 25.75亿元。其中，林业资源经济损失

12.29亿元，基础设施经济损失 10.74亿元，玉树州林业系统办公楼、住房及财产等损失惨

重。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各保护站点受到重创，原本脆弱的基

础设施损毁严重，玉树州林业局办公楼及林业职工住房全部垮塌或成为危房，结古镇所有的

林业苗圃基地损毁。

玉树地震对住房破坏造成的损失达到 25亿元人民币；完全破坏的住房约为 251.17万平

方米，约 1.5万间民房倒塌，导致约 15.56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达 7805亿元。

表 1.1 住房破坏程度、经济损失、无家可归人数评估结果

省份 县级名
住房总损失

/万元

住房不同破坏程度数量/万平方米 无家可归

人数基本完好 轻微破坏 中等破坏 严重破坏 完全破坏

青海省

玉树县 197163.4816 12.7431 29.8639 47.0230 61.2312 215.0316 123380

称多县 26785.4447 9.3170 16.4118 18.1645 15.3759 18.4738 16239

囊谦县 11108.6434 4.7508 7.9889 8.3721 6.6593 7.0243 6382

杂多县 3051.2988 1.3049 2.1944 2.2996 1.8292 1.9294 1753

治多县 1497.8025 0.6399 1.0762 1.1281 0.8976 0.9476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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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麻莱县 781.1600 0.3441 0.5618 0.5887 0.4683 0.4940 449

西藏自治区 生达县 1695.6919 0.7314 1.2113 1.2766 1.0139 1.0680 971

四川省 石渠县 9732.8631 4.0978 6.9451 7.3091 5.8360 6.1995 5604

小计 251816.3860 33.9189 66.2634 86.1616 93.3114 251.1682 155639

根据卫生部统计，截至 4月 20日 8时，各定点医院共接收地震伤员 2381人，其中青海

西宁 1498人、海南州 32人、格尔木 181人，陕西西安 96人，甘肃兰州 215人，西藏昌都

18人，四川 341人，收治在 51所医院中。在收治的 2381名伤员中，现住院 2276名，已出

院 85名。伤情主要是四肢骨折、脑外伤、脊柱损伤、肋骨骨折、骨盆骨折和挤压伤等。

2 大事记

2.1 灾害主要时间线

（1）2010/04/14 5:39 前震发生

4月 14日 5时 39分，玉树发生 4.7级地震，此次地震为里氏 7.1级地震的前震。

（2）2010/04/14 7:49 玉树县发生特大地震

2010年 4月 14日 7时 49分，主震发生，震级为里氏 7.1级，震中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

治州玉树县结古镇，省内多处有震感；同时，地震对四川部分地区带来影响，四川甘孜州石

渠、白玉等地震感较为明显。

2.2 应急救援工作

（1）2010/04/14 玉树县灾区群众投入自救

地震发生当天，玉树州县灾区群众已先期投入抗震自救工作，玉树州县、结古镇各级政

府在伤员救治、被埋人员挖掘、灾民临时安置、社会治安、灾情勘察、联络宣传等方面进行

了安排部署并马上投入抢险救援工作。

（2）2010/04/15 救援队伍进入灾区

凌晨开始，先后有全国 34支共计 12603名抢险救援队员进驻玉树，逐村逐户地调查灾

情，施救人员，全覆盖展开生命大搜救。截至 4月 23日 18时，从地震废墟中救出幸存者

1455人，挖出遇难者遗体 1029具。同时全力展开医疗救治，先后抵达灾区的医疗卫生队达

83支 3464人，累计接诊伤员 9145人，并将 2674名病人转移到省内外医疗机构救治。各方

力量形成一股强大的救援力量，灾后人员施救工作得到了及时、有效的部署和落实。

（3）2010/04/15 解放军参与救灾

兰州军区第一抗震救灾专业救援队于 15日到达震中结古镇后，重点对玉树民族师范学

校、扎西大同、扎木车、禅古寺等 46处受灾点进行搜索和营救。救援队采取以老带新、探

救结合、全面搜索、重点营救的方式，运用探、测、切、割、顶等多种技术手段，展开救援。

官兵昼夜连续作业 142小时，搜索受灾点 352处，营救出幸存者数十名。

兰州军区另外 2支部队分别对果青、甘达、隆宝、哈秀、相古、上拉秀 6个外围村镇进

行逐点搜救，投入兵力 1946人次，到达 24个自然村(社、庄、组)，对 4032个重点受灾户

进行搜排，未发现被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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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军区 8个师级单位、15支救援分队的 1584名民兵预备役专业救援队伍，携带从

德国进口的生命探测仪，能承受 24吨的高压起重气垫、可在烟雾中搜索目标的成像仪等先

进设备，到达灾区后立即展开救援。

（4）2010/04/19 灾区状况逐渐稳定

截至 19日，运至灾区的救灾物资已经基本保证了受灾群众生活，并实现有病及时救医。

同一天，玉树第一所板房学校第三完小正式复课。

（5）2010/04/22 抗震救灾工作全面转入有序状态

抗震救灾工作全面转入有序状态，各抢险救援队伍和各有关部门集中力量开展废墟清理

和垃圾清除工作。

（6）2010/04/25 交通及供给得到恢复

截至 25日，通往灾区的四条干线公路全部畅通，结古镇 8条线路投入运行，8个乡镇

应急供水工程实现通水，通信恢复正常。重灾区结古镇 10条输电线路经过抢修，具备带电

条件，其中 8条线路已投入运行；机关、医院、部分学校等恢复供电；大部分灾民安置片区

应急集中供水抢通，8个乡镇应急供水工程已实现通水；通信恢复正常。过渡期安置点及其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正在抓紧建设。

（7）2010/04/26 灾区板房搭建工作全面展开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启动玉树地震灾区机关办公过渡性用房建设

工作，灾民过渡性安置板房搭建工作也陆续展开。自此，玉树灾区板房搭建工作全面铺开。

截至 5月 7日，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建设的玉树灾区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已搭建 9000
平方米，完成任务的 62%。其中州委、州政府 5642平方米的活动板房全部搭建完毕，为州

委、州政府全力指挥恢复重建工作创造了办公条件。玉树县委、县政府 2000平方米和结古

镇政府 374平方米的搭建任务也已完成。

（8）2010/05/04 玉树灾后农房重建正式启动

5月 4日，在位于玉树结古镇近郊的禅古村举行了“禅古、甘达村新社区建设奠基仪式”，

该奠基仪式标志着玉树灾后农房重建正式启动。禅古、甘达两个示范村的恢复重建工作最大

限度地避让地质灾害和洪水隐患，并充分考虑了两个村新社区建设与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

变。房屋建设按照地震烈度 8度设防标准进行设计，保证了相对较高的抗震安全性。同时，

尽量满足群众传统生活习惯和不同家庭的需求，并预留了进一步拓展的基础和空间，真正使

群众住上方便使用和体现地方特色、民族风貌的新居。

2.3 不同层级政府关键决策部署

（1）2010/04/14 国家领导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

地震发生当天上午，正在华盛顿出席核安全峰会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胡锦涛，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分析研究灾情简报，向国内发出指示，要求全力做好抗

震救灾工作；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致电青海省委书记强卫，要求青海省委、省政府全力以赴做

好抗震救灾工作，强调青海有什么需要，尽快报国务院，国务院有专门机构负责协调。

根据胡锦涛和温家宝指示，2010年 4月 14日，国务院成立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任总指挥，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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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总参谋部有关部门领导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抗震救灾行动。2010年 4月 14日中午，回

良玉乘专机赶赴玉树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2）2010/04/14 青海省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

地震发生当日上午，青海省委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抗震救灾。成立青海省玉树抗震

救灾指挥部，指导协调抗震救灾工作。指挥部设玉树指挥点和西宁指挥点，西宁指挥点与玉

树指挥点建立对口联络制度，及时主动确定灾区需求，积极开展救援工作。

青海省委书记强卫、省长骆惠宁分别于 2010年 4月 14日 16时 20分、15时 20分乘专

机抵达玉树州结古镇，紧急组织全省各族各界展开人类历史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区的大规模救

援行动，最大程度地挽救受灾群众的生命，最大程度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

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玉树州委书记贾应忠终止学习，于 14日 16时返回州府结古镇，组

织抗震救灾；14日 8时，在北京参会的玉树州长王玉虎在得知玉树地震的消息后，立即打

电话要求在家的州委、州政府领导紧急行动，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搞好救灾。

（3）2010/04/14 中国地震局赶赴指导应急工作

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立即启动 II级地震应急响应，并于 2010年 4月 14日 13时许

升级为 I级地震应急响应，派出了由赵和平副局长带队、24人组成的国家地震现场工作队

赶赴灾区协助指导开展地震现场应急工作。

（4）2010/04/15 总理温家宝抵达灾区指挥救援

温家宝推迟外访，并于 4月 15日晚抵达玉树地震灾区指挥救援。

（5）2010/04/16 温家宝视察地震灾区

温家宝总理 4月 16日视察玉树州，并强调：“在灾害面前，各族干部群众要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团结一致，并肩作战，这是我们克服困难的希望所在。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灾

难，在战胜灾难中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

（6）2010/04/18 国家主席胡锦涛到达灾区

胡锦涛推迟对委内瑞拉和智利的访问提前回国，并于 18日凌晨前往地震灾区慰问民众

并指导救灾工作。“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胡锦涛在玉树孤儿学校黑板上写下的

板书，极大地鼓舞了灾区群众战胜灾难、重建家园的信心。

（7）2010/04/21 全国哀悼日

国务院公告，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

2010年 4月 21日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青海省人民政府公告，21日全省将举行哀悼活动，全省下半旗志哀，21日上午 10时起，全

省人民默哀 3分钟。

（8）2010/05/06 国务院关于玉树恢复重建重大部署

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第十三次会议召开，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总指挥回良玉强调，“建设一个生态美好、特色鲜明、经

济发展、安全和谐的社会主义新玉树，力争用三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基本完成玉树地震灾区的

恢复重建任务，使灾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恢复并超过灾前水平，使灾区

人民生产生活和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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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3/11/03 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全面完成

在结古镇最大的受灾群众安置点——玉树赛马场，来自玉树藏族自治州各县身着盛装的

群众将喜悦汇入热烈奔放的舞蹈和悠扬婉转的歌声中，共庆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全面完成。

3 关键任务完成及应急资源使用情况

3.1 灾情监测与应急准备

3.1.1 态势评估

2010年青海省年度会商结果确定青藏块体、青海地区已进入强震活跃时段，指出当年

青海地区的地震活动主体区位于祁连地震带和青海中南部一藏东地区，同时指出青海中南部

一藏东地区可能存在 6—7级地震的危险。3月 31日，会商提出青海南部一西藏部分地区多

震级档地震形成地震空区是大震孕育的背景性异常。

4月 14日 5时 39分，玉树发生 4.7级地震（为 7时 49分发生的地震的前震），省地震

局预报中心召开紧急会商，做出 4.7级地震为信号震的判断，在发送会商意见当中发生了玉

树 7.1级地震。

截至 9时 10分，玉树县城、结古县震感强烈，地震造成了一定数量房屋倒塌，电话中

断，估计将给当地造成较大程度的破坏。中国地震局据此决定启动青海玉树地震 II级应急

响应，随后提升至 I级；国家减灾委、民政部于 8时 30分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并根据灾情发展于 12时将响应等级提升至一级。

3.1.2 先期行动

地震发生当日，民政部紧急从天津、沈阳、郑州、武汉、西安 5个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

向青海灾区调拨 5000顶棉帐篷、5万件棉大衣、5万床棉被，帮助受灾群众解决生活困难。

此前，青海省民政厅已紧急向灾区调拨 5000顶帐篷。

玉树公安消防支队官兵将消防车辆和战备器材集中到营院内检验调试。地震发生后 4
分钟，官兵迅速撤离营房，并按照上级指示组织全体官兵召开紧急动员会，迅速部署抗震救

灾工作。2个救援组和 1个灭火组组成 3个抗震救灾分队，救援组 67名消防官兵携带抢险

救援工具迅速开展救援工作，在房屋倒塌、人员密集的区域全力施救；灭火小组巡查结古镇，

发现并处置火情。

地震发生后，玉树州抗震救灾指挥部从州救灾物资储备库调取帐篷 400余顶，从各县储

备库调运帐篷 900顶，搭建在州体育场、赛马场空旷地域和西航、折龙达、普布达赞等重灾

区，集中安置受灾群众。根据重灾区分布情况，设立 23个物资发放点，抽调县级以上干部

负总责，片区乡镇干部、村委会和社区人员投人到救灾物资发放中，尽全力保证受灾群众不

挨饿、不受冻；为妥善安排灾区群众生活，震后 3小时，青海省民政厅从玉树州救灾物资储

备库紧急调运 500顶帐篷，发放到重灾民手中，并于当日从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和玉树周边

地区物资储备库紧急调拨 8000顶帐篷、10000套棉被褥、5000件棉大衣以及食品、应急灯、

发电机等一大批急需物资和应急设备，迅速运往地震灾区，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分发

到灾民手中，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转移和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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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应急与救援

3.2.1 人员疏散与安置

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分成 3个救援小组，在道路阻塞、没有车辆保障的情况下，官

兵每天徒步近 20公里，连续奋战 3昼夜，利用声波、光学、电磁、热成像生命探测仪等先

进装备和专业搜救犬，在玉树县转战 127个作业点，快速勘察、全面搜索、精确定位、全力

救援，最大限度地提高救援效率，而且救援中所营救出的幸存者都未受到二次伤害。

地震发生后，驻地武警支队机关和直属大队官兵按照 10~15人一组编成 40个搜救小组，

由团营干部带领从操场奔赴一线，分别派往西航路、民主路、环城路 3条街道，到居民区、

银行、学校、宾馆等抢救人员。在支队机关大院里，安排 8名医护人员组成医疗救治站。在

支队大院设立第一个灾民安置点；开设地面卫星便携站，及时与总队取得联系，保证通信畅

通；派出兵力对军事重地进行警戒。玉树武警支队官兵每天连续战斗 15小时以上，靠手刨、

肩扛、人抬，先后挖出被埋压人员 980人，救治群众 5189人，转移遇难者遗体 155具。

3.2.2 医疗救治

4月 14日，卫生部从各地抽调 255名医护人员赶赴灾区，救治伤员。救援期间，共集

结医疗救援队 83支、3464人。其中玉树州医疗人员 502人，青海省内各大医院医疗人员 709
人，外省(区)医疗人员 2 173人，军队投入 22支医疗(防疫)队、2个方舱医院 1300余人，与

搜救部队编组行动，组成 27个医疗小分队，到受灾的 78个自然村抢救伤病群众，组织危重

伤病员急救、治疗和后送工作。

灾区医疗救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医疗救治
为让伤员接受最好的治疗，减少致残率，震后当天启动长途转运工作。伤病员后送采取

两级后送体系，及时将 2 674名重伤员转送到西宁、兰州、成都、西安等地医院诊治，飞机

后送占到伤员运送的 83.94％，创造了伤员“致残少、截肢少、零死亡”的奇迹。

2 卫生防疫
青海省玉树抗震指挥部科学安排，群防群控，联防联控，先后组织制定和实施《青海玉

树地震灾区卫生防疫工作方案》等 12个专项方案。疫情监测工作采取军地合作，划分 19
个责任区实施分片包干的方法，落实责任、落实措施、落实保障。震后 10天实现灾区卫生

防疫“六个全覆盖”(卫生防疫监测报告、环境消杀、饮食饮水卫生、健康教育、鼠疫监测、

预防接种工作全面覆盖)，保证了灾区始终未出现疫情。

3 高原病防治
由于玉树地区平均海拔高达 4000米，救援人员急性高原病发病率高，针对此省卫生厅

制定《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救援人员急性高原病医疗方案》，对救援队派出前的准备，高原作

业注意事项，急性高原病诊断、治疗和应对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设置高原病收治点 2个，组

建高原病巡回医疗队 6支，军地混合编组，划分任务区，排查和巡回医疗，震后 10天实现

“全覆盖”。救援部队官兵的高原反应发生率从初期的 25％下降到 2％以下，未发生死亡病

例。

地震发生后，总共救治伤病员 49367人，实施手术 1399例，后送危重伤病员 1613人，

军队后方医院收治伤病员 854人，治愈出院 8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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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社会秩序维护

玉树发生地震后，公安部迅速统筹全国资源，强力指挥调度，第一时间调派公安消防特

勤队、公安边防医疗队、公安特警队赶赴灾区。截至 4月 17日上午 9时，已有青海省内外

公安消防官兵 1483人、公安边防医疗队官兵 173名、公安特警队员 740人抵达灾区。

17日上午，玉树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新闻发布会上，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刘天海介绍了

指挥部社会治安组的四项重点工作：投入警力全力施救，投入物力支持抢险，全力以赴强化

交通疏导，昼夜巡逻值守维护社会秩序。

在地震中，玉树当地公安部门损失重大，州公安局治安大队负责人遇难，58位民警受

伤，其中重伤 8人，全州公安机关几乎每位民警都有家属伤亡。但整个部门仍迅速高负荷运

转起来。州公安局第一时间清点了枪库和民爆炸药，并安排专人看守。当地看守所关押了

100多名在押人员，地震发生后均被平安转移，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没有任何人员脱逃。

18日，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国公安机关全力投入抗震救

灾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震后至发布会当日，公安机关没有接报玉树灾区刑事犯罪、重

大交通事故和治安事件。在灾区，消防负责特勤救灾，边防负责救治，公安特警则负责维护

灾区秩序。数百名公安特警分布在金融网点、物资仓库、要害机关等国计民生要害部位，执

行巡逻警务。截至 17日 16时，公安特警共出动警力 3880人次，承担了灾区巡逻防控、重

点目标守卫、救灾车辆疏导等任务，有效地维护了灾区的社会治安秩序和交通秩序。

18日，来自甘肃兰州市、四川省成都市和甘孜州公安局特警支队的 470名救援特警队

自 15日凌晨抵达玉树地震灾区后，立即担负起结古镇社会面巡逻防控、重点目标守卫、交

通秩序维护和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截至 17日 19时，共营救伤员 7名，调解纠纷 315起，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6名。甘孜特警中包括数十名懂藏语的队员，他们发挥语言优势，一边

救助伤病员，一边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安抚受灾群众的情绪，同时做好各类车辆

的疏导工作。

21日，青海省公安厅在维护抗震救灾期间社会治安稳定电视电话会议上作出部署，将

采取多项措施维护好灾区的社会稳定。其中包括：坚持突出重点、以面保点、强化重点部位

巡防、重点目标守护、重点物品管控、重点阵地控制和重点问题整治，从严从紧加强社会面

管控；针对当前本地社会治安特点，有针对性地强化社会面巡防控制，提高易发案时段、部

位的见警率；严厉打击涉灾违法犯罪活动，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等。

3.3 信息报告与舆论引导

3.3.1 信息报告

2010年 4月 14日 10时，省委、省政府紧急启动《青海省重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并实施 I级应急响应。省玉树抗震救灾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立即进入 I级响应实战状态。

14日下午，玉树州委、州政府启动《玉树藏族自治州地震应急预案》，成立玉树州抗

震救灾临时指挥部，迅速开展以救人为主的各项救援工作。

青海省玉树抗震救灾指挥部下发《关于做好救灾物资调运的紧急通知》，由省民政厅牵

头，省红十字会配合，组织人员迅速赶赴地震灾区，及时调运发放物资，紧急转移安置灾民。

根据玉树地震灾区的实际情况，按照就地就近、安全快捷、便于管理的原则，采取集中安置

与分散安置相结合的办法安置受灾群众。

青海省地震局紧急编印《地震灾后应急手册—4·14青海玉树地震特刊》，并于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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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月 19日下午运抵灾区；随后又制作汉藏文对照的地震科普展板 28套，宣传材料 3万多

册、光碟 100多张并陆续运抵灾区，为灾后重建、稳定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4月 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为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举行全国哀悼活动的

通知》，决定 4月 21日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

活动，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青海省人民政府同日发布《关于悼念玉树地震遇难同胞活动的

公告》，21日青海省全省将举行哀悼活动，全省下半旗志哀，21日上午 10时起，全省人民

默哀 3分钟。

5月 24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做好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

提出了推进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的 3项总体要求、6项主要任务、9项保障措施，

是指导灾后重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指导意见》要求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恢复重建主

要任务，使灾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恢复并超过灾前水平，生态环境切实

得到保护和改善，又好又快地重建新校园、新家园，为建设生态美好、特色鲜明、经济发展、

安全和谐的社会主义新玉树奠定坚实基础。

3.3.2 舆论引导与信息公开

玉树地震发生后，青海省地震局利用“12322”防震减灾公益服务热线细心为民众解答

疑问，并安排专人接待省内外各大媒体以及社会民众的咨询电话，通过新闻媒体对此次地震

的应急处置、监测预报、趋势判断及现场抢险救援等工作进展情况进行适时通报，接待各类

新闻媒体 50余家，向新华网、搜狐网和青海新闻网等媒体提供各类信息 60余条。震后 30
分钟，门户网站即开通玉树地震专栏，将玉树地震的震情、灾害损失以及青海省地震局的应

急情况进行发布，共在网站发布玉树地震各类信息 170余条。

从 4月 15日到 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 12天内共召开了 11场相关新闻发布会，涉

及交通通信、医疗卫生、应急保障、物资电力等多方面信息。

表 3.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玉树地震”系列新闻发布会信息简表

时间 主题 发言人

4.15 地震救灾情况 邹铭（民政部）、苗崇刚（地震局）、张晓东

4.16 医疗卫生情况 王羽（卫生部）、陈贤义、苗崇刚、张国民

4.17 交通运输情况 高宏峰（交通运输部）、王志国、夏兴华

4.18 救灾进展情况 邹铭、苗崇刚

4.18 社会治安情况 武和平（公安部）

4.19 通信物资电力保障 苗圩（工信部）、顾竣源

4.20 军队武警救援情况 黄雪平（国防部）、王振国、田义样、谢维宽、文志雄

4.21 设施修复应急保障 魏贵军（发改委）

4.22 救灾进展情况 庞陈敏（民政部）

4.23 医疗救治卫生免疫 梁万年（卫生部）、李金祥

4.26 灾后重建安排 张光荣（青海省副省长）、刘贵有

3.4 恢复与重建

3.4.1 事故调查

由于玉树地区的房屋多为土木结构，砖石结构（包括片石结构），砌体结构（包括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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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块结构），一般为一至两层，为居民自行修建。因当地建筑材料的匮乏，当地居民就地取

材，采用片石作为墙体材料，砌筑材料为泥浆。墙体采用夹心砌筑，内外墙体表面相对平整，

中间任意填充碎石，由于砌筑泥浆强度低，片石间黏结性较差，未采取必要的拉结措施，因

而在这次地震中破坏严重，造成较大的人员伤亡。

3.4.2 恢复重建与善后安抚

进一步安置好受灾群众生活，进行全面摸查，确保每一位受灾群众都能有基本生活保障，

搞好适应灾区群众需要的粮食、食用油、蔬菜以及煤炭、燃油等供应；继续做好受伤群众的

救治工作，千方百计减少伤员死亡、致残。

切实加强灾区卫生防疫工作。合理安排防疫队伍，调集足够的消毒药品器械，抓好重点

地区重点环节的防疫工作，确保卫生防疫覆盖所有受灾乡、村和集中安置点；加强食品和饮

水卫生监管，做好环境卫生工作，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全力保障基础设施恢复正常运行。军地各方面加强密切协调配合，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

和有效的管理措施，确保玉树灾区通往各地的道路安全畅通；抓紧恢复供水系统，保证生活、

生产、建设用水。全面恢复电网供电能力，重点保障了抗震救灾供电的需要。

建立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保证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正常运转；全力帮

助农牧民生产自救，做好农用生产资料调配，抓紧修复温室和畜用暖棚，最大限度降低灾害

损失。

做好灾害评估工作。重点评估人员伤亡失踪人数，灾害范围，基础设施、房屋毁损情况，

抓紧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对震后地质、水文、生态环境等进行科学论证；综合考虑

玉树灾区自然地理条件、生态环境要求、民族宗教历史等因素，根据专家论证的意见，采取

原地重建、局部避让、重新规划的方式开展重建。

3.4.3 保险理赔

玉树发生 7.1级大地震以来，国内各大保险公司纷纷启动大灾处理应急机制，赶往灾区

开展调查定损和赔付的工作。中国人保、泰保、安全等等国内各大保险公司都已经在灾害当

天的第一时间启动了大灾预警机制，并且为灾区的投保客户开展理赔的绿色通道。

4月 17日上午，中国太平洋保险向在地震中受损的农业银行玉树分行预付赔款 200万
元，这是太平洋保险在此次地震灾害中预付的第一笔赔款，也是截止当日保险业在玉树地区

的最大一笔预付赔款。

中国平安则在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旗下产险、寿险、养老险联合前后

线行动，主动进行客户回访，在外界通信几乎中断的情况下，目前已发现 7名寿险客户、8
名养老险客户以及 5项产险标的物在本次地震中出险。中国平安表示将启动绿色理赔通道，

尽快完成相关赔付。截至 15日下午，平安产险已确认财产险出险 5笔，保额合计逾 5.6亿，

当地投保的车险业务共 884笔。

中国人保分公司当天上午组织协调账篷救灾的物资，和理赔人员赶往灾区进行灾害的定

损和赔付的工作。次日凌晨 2点，第一批的救灾队员就已经抵达了地震震中结古镇，开始进

行客户走访、勘察情况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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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及评述

2014年 1月 11日，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结表彰大会召开。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

大会并讲话。

汪洋指出，玉树地震灾区恢复重建，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面临的困难之多、挑战之

大世所罕见。针对玉树的特殊困难条件和恢复重建的艰巨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周密部署、

科学决策，为灾后恢复重建注入了强大动力；青海、四川两省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全

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灾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玉树人民不等不靠，自立自强，用自己

的双手，奋力建设美好新家园；各援建地区和单位与灾区人民携手并肩、同甘共苦，为恢复

重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公安民警坚决

听从党的召唤，为恢复重建作出了重要贡献；社会各界也以多种方式提供无私支援。

通过三年的努力奋斗，玉树灾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得到全面恢复并

超过灾前水平，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恢复重建的三年，是灾区生活条件大变样的三年，

是灾区经济社会大跨越的三年，是灾区基础设施大提升的三年，也是灾区自强不息精神大弘

扬的三年。灾后恢复重建中贯穿的科学理念、展现的制度优势、创造的鲜活经验，值得深入

总结和发扬光大。

骆惠宁说，玉树重建堪称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难度最大、条件最苦的一次大

规模重建。从 2010年 6月开始，在实际不到两年的有效施工期内，玉树重建人战天斗地，

顽强拼搏，共同书写了灾后重建的壮丽篇章。重建过程中，注重科学规划的引领、注重发挥

政策支撑作用、注重创新工作机制、注重加强项目管理、注重推动廉洁重建，注重创造良好

社会环境。经过三年艰辛努力，重建总体规划确定的 1248个项目全部建成，灾区的人居条

件焕然一新，公共服务设施大为改观，基础设施全面提升，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成效显著，

特色优势产业顺势兴起，和谐家园同步推进，一批支撑玉树长远发展的重大工程相继建成，

城乡面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历史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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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数据汇总

5.3.1 地震灾区分布

【重灾区】玉树县结古镇；

【较重灾区】玉树县隆宝镇，玉树县仲达乡，玉树县安冲乡，玉树县巴塘乡；

【一般灾区】玉树县上拉秀乡，玉树县下拉秀镇，玉树县小苏莽乡，称多县称文镇，称多县

拉布乡、称多县尕朵乡，称多县珍秦镇，治多县加吉博洛镇，治多县立新乡，杂多县萨呼腾

镇，杂多县昂赛乡，囊谦县毛庄乡，曲麻莱县巴干乡，石渠县奔达乡，石渠县德荣马乡，石

渠县俄多马乡，石渠县洛须镇，石渠县蒙宜乡，石渠县尼呷镇，石渠县真达乡，石渠县正科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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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hnews.com/2010zt/system/2010/05/07/010118105.shtml
http://insurance.jrj.com.cn/2010/04/1515457300845.shtml
http://www.qhnews.com/2014zt/system/2014/01/11/011284921.shtml
http://www.gov.cn/jrzg/2013-11/03/content_25206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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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玉树地震灾害范围评估图

5.4 图片与视频

1 玉树地震灾害范围评估图。

文件位置：\wenchuan512\image\img1.jpg
来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66351526390176285.html
说明：标明了玉树地震灾害的极重灾区、重灾区和一般灾区。

2 胡锦涛在玉树地震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1] 文件位置：\wenchuan512\video\胡锦涛抗震救灾.mp4
说明：介绍了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玉树地震灾区指导抗震救灾的工作，并对救援队伍提出

要求。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663515263901762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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