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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摘
中國西藏高原南側在2025年1月7日臺北時間上午9:05發生一起地震矩規模(Mw)7.1的地震
。這起地震震央位置離中國、尼波爾邊境大約80到90公里，距離珠穆朗拉峰約83公里。
至1月8日早上這起地震已經造成超過126人死亡與超過3000棟房屋的損毀。超過規模7的
地震與一月的嚴寒，加上震央區域平均海拔超過4000公尺，及當地不少建物也屬於不耐
震老舊土磚房，都讓這個地震的災損可能會較先前周邊類似地震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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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次地震的震央接近尼
泊爾，但其背後的發震構造
與喜瑪拉雅山地區有所不同
。

為了讓讀者了解日喀則定日
地震發生的背景，本篇報導
彙整此次定日地震之震源特
性，概述此區域構造背景與
地震活動。

圖片來源：EarthScope Consor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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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資訊

來源：https://earthquake.usgs.gov/earthquakes

2025年1月7日 01:05:16(UTC)，在西藏高原南側發生規模(Mw)7.1地震，震央位於日喀則
市定日縣措果鄉(28.639°N, 87.361°E)，依據USGS報告顯示，震源深度10公里，屬於極
淺層地震。

2025 M7.1
定日地震

日喀則

珠穆朗拉峰

https://earthquake.usgs.gov/earthquakes


此即時監測平台由中研院李憲忠博士研發 (測試網址尚未對外開放)

全球即時震源機制解(GRMT)
由中研院地球所發展的解算系統，每兩秒鐘就能根據分布全球的地震測站波動紀錄，解算
一次對應的地震位置和震源機制解。在這次事件中亦發揮快速解算的效果，顯示本次地震
與青藏高原內部的正斷層破裂有關。(註：地震位置和發震時間為最佳解的中央位置和時
間，即centroid location/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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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機構的震源機制與參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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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震之震源深度在10-15公里之間，地
震矩規模(Mw)為 6.9-7.1。
可能的斷層面為約南北走向，往西傾或往
東傾的正斷層構造，兩種可能的斷層面皆
以正斷層運動為主，顯示地震受到高原上
東西向張裂的影響。

看懂斷層面解：
https://bats.earth.sinica.edu.tw/Doc/beach_ball_ch.html

資料來源 深度 規模

GRMT 31.85 km Mwc 7.21

GCMT 12.0 km Mw 7.1

USGS W-phase 11.5 km Mww 7.05

GFZ 14 km Mw 7.1

EMSC 10 km Mw 7.1

CENC 13 km Mw 6.9

GEOSCOPE 14 km Mw 7.16

GCMT
(Global CMT)

GRMT
(IES)

W-Phase
(USGS)

Plane Strike Dip Rake

NP1 23.9° 51.9° -60.2°

NP2 161.1° 46.9° -122.3°

Plane Strike Dip Rake

NP1 356° 42° -88°

NP2 173° 48° -92°

Plane Strike Dip Rake

NP1 349° 42° -103°

NP2 187° 49° -78°

Plane Strike Dip Rake

NP1 341 51° -113

NP2 196 44 -64°GEOSCOPE

https://bats.earth.sinica.edu.tw/Doc/beach_ball_ch.html


模擬震度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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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地震規模與斷層破裂計算，這次地震
的強烈地振動在震央鄰近區域可達MMI震
度8-9級，在離震央較遠的河谷地帶震度
可達MMI震度6級。在印度的平原區也可
達到MMI震度4-5級。

USGS的震度分級(MMI)與臺灣的震
度分級不同，不可直接比較。

2025 M7.1
地震破裂區塊

(中央氣象署) 資料來源：震度分度圖來自USGS



中國地震儀震度紀錄
根據中國地震台網中心的報導，青藏高原一帶的地震站於本次地震中記錄到的最大震度為
7-8級，最大地表加速度(PGA)約395 gal，最大地表速度(PGV)約25.3 cm/s，大約等同於
我國CWA現行新制的震度5弱左右。

你知道嗎?

中國現行的地震烈度表
(CSIS)的震度分級與美
國所使用的震度分級
(MMI)稍有不同，但約
略可以直接轉換。

7



地震感受度分佈圖

8資料來源：USGS

除了儀器記錄之外，社群震度通
報顯示此次地震除了在西藏地區
有嚴重災害外，在喜馬拉雅山區
的尼泊爾與不丹，以及印度平原
地區都有明顯的震感，在距離震
央500公里以外仍可以感受到
MMI 3級以上的震感。



震源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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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USGS解算結果顯示，這次
M7.1日喀則定日地震可能發生在一
接近南北走向且往西傾的斷層面上
，破裂區域在深度10公里以上，且
有地表破裂超過60公里長，主要是
正斷層型態的錯動，釋放能量時間
總長將近30秒，造成最大位移量約
1.6公尺。斷層向北破裂的方向效應
也可能造成震央北側區域較高的地
震震度。

資料來源：USGS



餘震分布

資料來源：EMSC (https://www.emsc-csem.org/Earthquake_map/) 10

2025 M7.1定日地震發生後，接續即發生兩次規模5以上的餘震。地震後一天內的餘震活
動主要以南-北向分布為主，與當地的活動正斷層走向平行，且大多落於地表活動斷層的
西側。

2025 M7.1
定日地震 日喀則

https://www.emsc-csem.org/Earthquake_map/


2015/4 M7.8 尼泊爾地震

加德滿都

2025定日地
震

2015/5 M7.3 尼泊爾地震

歷史災害地震-2015尼泊爾地震
距離日喀則定日地震300公里尼泊爾境內，於2015年共發生兩起規模7以上地震，分別為
2015/4/26日規模7.8地震及2015/5/12規模7.3之地震，此兩起地震造成近萬人死亡。4月
地震對人口密集之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造成嚴重災損，而鄰近國家印度與中國均產生不同
程度的地震災害，包含此次震源區定日縣。

資料來源：USGS 11



這樣的正斷層型地震在青藏高原地區並非第一次發生。在青藏高原的中部與南部區域，因
藏南地塊受到南北向擠壓與東西向張裂作用的影響，過去數十年間曾發生過多次正斷層與
走滑斷層破裂的災害型地震。其中一次位於本次震央北方約50公里處，在1993年3月發生
一起地震矩規模6.2的正斷層型淺層地震，造成兩人死亡。2008年10月在拉薩附近也發生
了同樣導因於淺層正斷層破裂的當雄地震(規模6.3)，造成10人死亡與約兩千棟建築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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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區的歷史災害地震

2025 M7.1
定日地震

1993 Mw6.2
拉孜地震

2008 Mw6.3
當雄地震

拉薩

日喀則正斷層破裂跟
地震的關係

1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JDnfT1pqhQ


地質背景與構造
此地震發生在西藏高原南部雅魯藏布江與
喜馬拉雅山脈之間的地塊上。由於印澳板
塊往北向歐亞聚合，印度大陸地殼俯衝到
西藏底下的同時，不僅在喜馬拉雅山脈下
方形成一條主逆衝斷層(Main Frontal 
Thrust)，而山脈北側的青藏地塊則增厚並
上抬升形成高原，並在高原中部與南部海
拔高處產生一連串南北走向的正斷層與裂
谷地形，因此地震是上部地殼在東西方向
張裂作用下的結果。

紅色線: 正斷層
藍色線: 左移斷層
紫色線: 右移斷層
黑色線: 逆衝構造

Li et al. (2015)
青藏高原跟喜瑪拉雅山是怎麼形成的?

GEM Global Active Fa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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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loFxYSHxTf0


青藏高原GNSS速度場
青藏高原的GNSS速率場顯示
出明顯的空間分布特徵，整體
呈現由西南向北、東北及東南
逐漸減小的趨勢。在西南邊緣
，往北方向的速率達到最大值
36-40mm/yr，並有顯著的東
西向張裂，速率約為3mm/yr
，反映了印度板塊對青藏高原
的強烈擠壓以及高原物質的東
向流動。

本次定日地震發生在青藏高原
西南部速率最快的地區，該地
區的東西向張裂運動與南北向
縮短共同作用，導致高應力積
累，並在此次地震中通過正斷
層運動實現應力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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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Ma et al. (2023)



臺灣寬頻地震網偵測到的波形紀錄

https://bats.ear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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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距離2025-01-07日喀則定日地震的震央約有3400公里，受震源輻射型態影響，直達P
波的振幅比S波小許多，長週期的表面波緊跟在S波之後抵達。位在南海的南沙(VNAS)測
站，其震央距為3465公里，因震波所行走的路徑與臺灣其他測站迥異，波形略有差異。

表
面
波

P
S

BATS垂直向波形

震波波相在地球內部行走的路徑可參考：
http://www.isc.ac.uk/standards/phases/

南
沙

東
沙

金
門

烏
坵

新
竹

彰
化

蘭
嶼

馬
祖

澎
湖

https://bats.earth.sinica.edu.tw
http://www.isc.ac.uk/standards/phases/


新聞、災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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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喀則市定日縣發生強震，是此次受災最嚴重的區域之一，因建築抗倒塌能力差不利逃生造成死傷嚴重，再加上地處偏僻海拔高救援相對困難(美聯社/新華社/UGC/AFP)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501080047.aspx?topic=4653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8475832?from=edn_search_tag_result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50108/2888327.htm#ixzz8wiPXZrm1

因強震日喀則市電力及通訊方面皆受影響(新華社/BBC News/NDTV)
http://www.news.cn/20250108/e817dd1d24ec442da643e8b6c9c7c99a/c.html

https://www.i-meihua.com/Article/Detail/19925
https://www.ktsf.com/2025/01/07/earthquake-strikes-tibet/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501080047.aspx?topic=4653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8475832?from=edn_search_tag_result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8475832?from=edn_search_tag_result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50108/2888327.htm#ixzz8wiPXZrm1
http://www.news.cn/20250108/e817dd1d24ec442da643e8b6c9c7c99a/c.html
https://www.i-meihua.com/Article/Detail/19925
https://www.ktsf.com/2025/01/07/earthquake-strikes-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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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TEC資源等你來用
✧ 更多即時地震報導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specialEQ/index.php

✧ TEC 近期活動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tecmeeting.php

✧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TEC) 主頁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

✧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6157123433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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