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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 月 1 日
15 时 10 分在日本本州西岸近海（北纬
37.50 度，东经 137.20 度）发生里氏 7.4 级
地震。日本气象厅当天晚些时候将此次
地震震级调整为里氏 7.6 级，并命名为
2024 年“能登半岛地震”。有日本地震专
家表示，此次大地震或与深层地下水的
流动有关，警告“未来有可能接连发生地
震”。

《日本经济新闻》1 日报道称，能登半
岛地震是日本国内第7次观测到的震度7
级（日本气象厅设定的震感强度的最高等
级）地震，地震规模超过1995年的阪神大
地震。截至 2 日上午，震度 1 级以上的余
震多达140余次，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提
高警惕。

据报道，能登半岛自2020年底开始陆
续发生一系列地震（即群发地震），已经发
生过5次震度在5级以上并伴随人员伤亡
的地震。2023年5月5日当地接连发生震

度5级和6级的地震，导致约200栋住宅楼
全部或部分受损。

从震度 1 级以上的地震开始统计，
能登地区自 2020 年 12 月起，已发生超
过 500 次地震。日本政府 2023 年 5 月曾
发出警告，“推测（地震）活动会持续一
段时间”，呼吁强化防灾措施。引起外
界高度关注的是，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
员会认为，这次地震与深层地下水的流
动有关。在谈及此次能登半岛地震成
因时，日本地震专家也表达了相似观
点。

东京工业大学地震学教授中岛淳一
告诉日本《朝日新闻》，此次地震有可能是
因为地下水不断上升，进入地质断层之
内，使之变得湿滑而造成的。通过分析地
震波可以看出，当地的地下水通常在地下
20 至 30 公里的深处累积，一旦上升至 10
至15公里深度时，就有可能导致地震。报
道还提到，目前关于地下水为何累积等因

素尚不清楚。中岛认为，世界上几乎还没
有观测到超过 7 级的“群发地震”。他表
示，今后有可能接连发生相对较大的地
震，因此需要保持警惕。东京大学地震学
教授加藤爱太郎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
访时说，当前地震活跃程度仍处于较高水
平。在这次能登半岛地震中，地下水等流
体可能使断层更易滑动，由此造成更大破
裂。

日本《产经新闻》提到，地震考古学者
寒川旭认为，能登半岛所在位置上有多处
断层，其中几处已经开始活跃。2023年5
月能登半岛曾发生6.5级地震，1月1日的
这场地震恐怕与此有关，“是一系列（断
层）活动当中产生的连锁反应”。寒川旭
还称，由于此次震源“极浅”，可能会频繁
发生余震，存在被倒塌建筑物伤害的风
险，应该注意避免房屋倒塌、火灾和山体
滑坡等次生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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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这次地震与地下水位上升有关？
法律也将AI化？在2023年12月31日发布

的报告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
罗伯茨预测司法系统“将受到人工智能（AI）的
重大影响”，因为律师事务所、客户乃至法官自
己都会使用这项技术。

据路透社 1 日报道，罗伯茨表示，对于法
律专业和法院而言，AI 是一柄“双刃剑”，它
在精简部分任务的同时，也会带来诸如欺诈、
歧视和侵犯隐私的风险。美国《纽约时报》
称，不久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前律师迈克
尔·科恩承认，他向律师提供了 AI 编造的虚
假法律引注，并写入了正式法庭文件。罗伯
茨说：“任何使用 AI 的行为，都需要谨慎和谦
逊。”

罗伯茨承认，AI可以让并不富裕的人们更
容易获得诉诸司法的机会，“消弭法院系统中资
源与需求之间的不平等”。罗伯茨赞扬了法院
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技术创新，包括通过视频会
议举行听证会，并表示这些做法可以提升法院
的效率。他在提到破产表格时表示，一些程序
可以简化法律申请并节省资金。罗伯茨说：“在
极大提升法律业内外人士获取关键信息的能力
方面，AI前途无量。但它也可能侵犯隐私利益、
让法律丧失人性。”

罗伯茨写道：“法律裁决时常游走在灰色地
带，这仍需要人类来判断。我预测，人类法官将
会存续一段时间。例如，法官在量刑时，需要权
衡被告的陈述是否真诚。”

不过，美媒对于罗伯茨没有提及美国最高
法院的一系列丑闻感到失望，包括非营利新闻
机构ProPublica于2023年曝光的保守派大法官
克拉伦斯·托马斯接受得克萨斯州富商、共和党
金主哈伦·克罗资助的豪华旅行，保守派大法官
塞缪尔·阿利托乘坐亿万富豪的私人飞机开启
奢侈钓鱼之旅，以及涉及多名法官的房地产交
易。

路透社称，新奥尔良的美国联邦第五巡回
上诉法院日前出台政策，要求律师证明自己没
有依赖AI起草案情摘要等，以规范出庭律师对
AI工具的使用，在美国13个联邦上诉法院中开
创先河，登上新闻头条。 本报综合消息

韩国大学迎来重大变革，相当一部分大学
生将不分专业入学。韩国纽西斯通讯社1月2
日报道称，韩国教育部正就《2024学年大学革新
支援事业改编案试行方案》（以下简称《试行方
案》）向全国大学征求意见。

根据《试行方案》，不分专业的学生招收
比例在 2025 学年和 2026 学年分别达到 20%和
25%以上的大学才能获得韩国财政补助。“不
分专业”指韩国本科生“大一入学时不确定专
业，大二以后再决定专业”的入学方式，目前
部分韩国大学以“自由专业”招收学生，但名
额还不到学校招生名额的 1%。据称，《试行
方案》的适用对象包含首都 51 所和地方 20 所
大学。

韩国《中央日报》称，韩国教育部之所以
大力推进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名牌大学引
进的不分专业的入学方式，主要是为了最大
限度保障学生的专业选择权，进一步打破学
科和专业隔阂，从而改革大学教育体系。韩
国教育部将这次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标定为，
即使出现不分专业入学导致学生扎堆热门学
科的情况，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通过成绩和学
科招生名额进行调剂，做到切实尊重学生个
人选择。

据韩国《京乡新闻》报道，不分专业入学的
学生在选择专业时会向热门学科倾斜，这种现
象是教育界日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韩国大学
生偏重理科的当下，人文社会学科及其他冷门
学科可能会出现萎缩。韩国光州教育大学教授
朴南基（音）表示：“大学不进行大规模改革的
话，学生会聚集到特定专业，导致教学质量下
降，还会出现（冷门学科）有老师没学生的情
况。” 本报综合消息

日本当地时间1月1日16时10分，日
本西海岸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 7.6 级地
震，震源深度30公里。此次地震还导致两
座核电站乏燃料池水溢出，再次将广受关
注的日本核电站安全问题置于舆论的风
口浪尖。

此次地震有何地质背景？强震之后
发生强余震的可能性大吗？坐落在地震

“火药桶”上的日本近年来缘何加速核电
站重启审批？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地质
大学（北京）教授徐锡伟。

人员伤亡情况与房屋抗震强度有关

记者：请谈谈此次地震的地质背景。
徐锡伟：此次地震位于日本西海岸石

川县轮岛市东北30千米的海域。日本是
坐落在活动断层上的国度，活动断层的密
度甚至比青藏高原地区还要大。日本岛
弧是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形成的板块边
缘局部隆起带，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强
烈的构造变形导致地震和火山活动十分
强烈。

此次近海地震与我国汶川地震以及
最近的甘肃6.2级地震一样，都是逆冲型，
破坏力较大。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
导致靠近震源的轮岛市向西移动约 1.3
米，出现了较大的地壳变动。此外，石川
县内的穴水町向西移动1米、珠洲市向西
移动约 0.8 米、能登岛也向西北方向移动
约0.6米。

记者：此次强震导致的人员伤亡情况
与震源深度有关吗？

徐锡伟：震源 70 公里以内的地震都
属于浅源地震，此次地震震中深度 30 公
里，仍属于浅源地震，破坏力仍然较大，
但比震源深度更浅的同震级地震的破坏
力要弱。同时，尽管震中 300 公里范围
内没有大中城市，但实际人口密度仍较
大。

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与日本
房屋质量有一定关系。日本的房屋建
筑质量、抗震设防标准都是全世界最高
的，基本是“全世界地震最安全”的地
方。

记者：地震发生后，日本气象厅迅速
对该地区发布“大海啸警报”。你如何看
待海啸对该地区的潜在破坏力？

徐锡伟：逆断层型地震在发震断层
两侧会出现差异垂直运动，可触发海啸
的发生。此次逆冲型地震引发海啸的
可能性较大。与陆地大地震相比，地震
引发的大海啸往往更危险，会卷走房屋
等设施，比如 2011 年日本东海岸地震引
发的巨大海啸对附近多地房屋造成毁
灭性破坏，并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
漏。

日本东海岸从北到南有千岛海沟、
日本海沟等深海沟，它们是西太平洋板
块向西俯冲的海底地貌表现，也是地震

海啸多发地带。综合海水深度和海底结
构等因素，日本西部海域逆断层型地震
引发的地壳差异垂直运动幅度比东部海
域要小，触发海啸的破坏力也就没有那
么大。日本气象厅预估的浪高 5 米海啸
实际上仅有 1.2 米左右。1 月 2 日上午，
日本气象厅已解除此次地震后的全部海
啸预警。

同样规模余震可能性不太大

记者：地震发生后，日本气象厅预测，
未来一周内，特别是两三天内，仍有再次
发生震级7级左右地震的可能性。这种可
能性大吗？

徐锡伟：震级为 7.6 级大地震发生后
再次发生7级左右的强余震是有可能的。
这可以把余震看作是大地震或特大地震
发生后，地壳中应力调整的结果。通常，
大地震过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余震震级会
变小。此次地震前后已经发生了多次5至
6级的地震，释放了一定的积累应力或应
变能，估计不一定发生同样规模的强余
震。

记者：通常如何判断余震的大小？
徐锡伟：一种方法是根据历史案例

来推测余震大小，另一种方法则是根据
发生地震区域应力/应变积累量与释放
量来推测。在地震三要素中，余震发生
的地点是明确的，其余的震级、时间两个
要素，可以根据对地震活动的长期监测，
以及应力/应变情况来预测，但准确预测
仍然很难。

加速重启审批核电站

记者：此次地震波及日本两座核电
站，你如何看待地震对日本核电站安全的
影响？

徐锡伟：核泄漏大家都很害怕，关键
是强化核设施本身的安全建设。

此次距离震中约 70 公里的石川县的
志贺核电站有一座变压器发生火灾，该

核电站乏燃料池中有水溢出并流入周边
区域。同时，附近新潟县的柏崎刈羽核
电站部分机组反应堆乏燃料池中的水也
发生溢出，但并未外泄到建筑外。地震
发生后火灾被迅速扑灭，监测数据亦表
明泄漏的放射性物质未对外部环境造成
影响。

日本核电站有严格的施工标准，如 5
公里范围内要排除能动断层，即50万—40
万年前没有发生过震级在 6 级—6.5 级以
上重复性运动的断层。此外还有其他一
系列建设标准，福岛核电站所遭受的超大
地震是一个例外。

记者：去年以来，日本加速了核电站
的重启审批，你如何看待这一趋势以及福
岛核电站事故的警示意义？

徐锡伟：日本发展如此多的核电站，
是其能源短缺的一种表现。日本是一个
新生的岛弧，基本上没有煤炭、石油储藏，
因为构造运动太强烈，很难形成规模化的
油田，其化石能源主要靠进口，发展核电
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据 报 道 ，自 2011 年 福 岛 核 事 故 之
后，包括在此次地震中发生事故的日本
多座核电站均处于停摆状态。2023 年
日本以确保电力稳定供应、实现“碳中
和”为由，加速了核电站的重启审批，有
4 个核电站的 17 座反应堆在新监管规
定下获得批准。目前，日本 17 个主要
核电站中有 6 个在运营，共计运行 10 座
反应堆。

日本位于板块边界带上，能满足
核电站建设要求的地方很少，几乎见
缝插针地把能够建设的地方全部拿出
来建了，这无形中使其保障安全运行
的压力倍增。尽管基础设施的抗震性
能相对较高，但大地震特别是特大地
震仍难以预料和应对。福岛核电站的
核泄漏告诫我们核电设施的抗震性能
仍须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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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级大地震后，日本核电站再临风口浪尖

AI介入司法

美首席大法官示警官示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