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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委会

湖北地震志第二卷编委会

主 任：姚运生

副主任：吴 云 邢灿飞

编 委：王 琪 刘进贤

陈德福 陈蜀俊

徐菊生 殷志山

蔡亚先 薛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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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湖北省地震志》第二卷是第一卷的继续，编写原则、体例、结构编排、文体文风及

行文规范等保持继承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续编又必须要作些调整、充实。

下就本卷涉及事项作几点说明：

1．内容突出新工作、新成果、新贡献；突出法规建设；突出防震减灾三大体系建

设；突出地方地震工作方针和管理职能的转化；突出为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服务；突出新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突出各级政府，大型事、企业单位在防震减灾工作中的作用和作出的

重大贡献。

2．体例 地震志为专业志，采用横排纵述原则，即横排地震事业有关门类，纵述地

震活动及地震事业发展过程。本志分设章、节两个层次，节之下又分出一、l、(1)、1)四

个序次，视内容多少依次或跳跃安排。第二卷体裁采用编年与记事体相结合，以记事为主，

图、表诸体并用，附录和大事记作为补充。为保持事件的完整性和便于阅读，图表编排在

相应章节中，按章节排序，内部资料用脚注表示，主要参考文献附于志书之末。

3．断限上限从1988年1月1日起，下限到2005年12月31日止。为叙事方便和

事件的完整性，个别章节如水诱发地震、地震监测台网、地震机构等作了必要的上溯和下

延。记述时间最早为上世纪60年代，下止于2007年12月。

4．本志人物 凡与事相联者，随事收录，以原文编排为序，不设人物专志：由上级

政府任命的党政领导，只录局(所)级和正处级干部。

5．地震参数

(1)地震时间年月日用公历，发震时刻用北京时。

(2)震中位置凡无仪器记录地震，以破坏最严重处为可能震中：独载地震，以记

录点为地震震中：泛记多处地震而无破坏者，以多震点的几何中心为参考震中；仪器记录

地震，以测震分析定位结果为准。仪器震中精度可分出： I类10公里、II类25公里、III

类50公里、Ⅳ类100公里、V类>100公里。我省仪器震中精度多数为I类，少数为II类。

个别为III类。

(3)震源深度 以地震目录报告结果为准。

(4)地震强度采用“震级”和“震中烈度”两个参数标记。凡无仪器记录的较强地震．



湖北省地震志(第二卷)

按宏观破坏程度及范围，用烈度(I)经验公式M=I．65+0．57 I o和震级与烈度Ⅳ度等效有

感半径R(IV)经验关系式M=0．03+2．92109R(IV)求得，R(IV)以公里计。仪器记录地震

震级以测震计算结果为准。据国家标准(GBl7740．1999)规定：近震和小震为体波震级，

用ML表示；面波震级用M表示。本志没有标明的地震震级均为体波震级(ML)。我省近

二十年来记录到7000多次地震均为体波震级。

为节省篇幅，且又能反映我省近二十年来地震活动的基本面貌和活动规律，本志天然

地震只收录ML3．0级以上地震，水诱发地震收录ML2．5级以上地震。天然地震目录中极个

别因有宏观调查报告而降至ML2．7级。由于上述原因，湖北省1988-2005年震中分布图的

震级下限降至MI，2．5级。

6．地震术语采用GB／T18207．1．2000专业规定：极微震M<1．O级，微震l级

M<3．0级，小震3．0≤级M<5．0级，中震5．0级≤M<7．0级，(大)强震M≥7．0级；

破坏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地震：严重破坏性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使灾区丧失或部分丧失自我恢复能力，需要国家采取相应行动的地震。

7．计量单位一律采用法定计量单位。为便于非专业人员阅读，可用外文(字母)

或中文标注的，多数选用中文表示。

8．编纂过程2005年3月-2006年4月初按徐菊生研究员提供的《湖北省地震志》

续编大纲和《湖北省地震志》续编目录编写；4月20日初审后按新定目录编写。编写前和

编写过程中资料收集和资料整理工作由于品清完成。

9．撰稿、统稿人员 第一方案第一稿由于品清完成。第二方案(即第一方案收录地

震震级下限由ML2．5提升到ML3．O，去掉第三章“地震监测”、第七章“地震科研和次生地

质灾害”及第六章分成两章，第八章分成两章等)编纂说明、概述、第一稿和第二稿中的

第一至第七章由于品清编写；第八章第一节至第五节分别由贺玉方、熊宗龙、韩晓光、刘

进贤和贾冬青编写；照片由有关二级单位提供，杨芳、秦小军、于品清编辑。

廉超、董曼硕士帮助编制了《湖北省1988-2005震中分布图》和《湖北省1988-2005

震源深度分布图》，地震文献信息中心王思翻拍了《湖北省1／250万地质图》、邹向昆帮助

补绘了《湖北省地质构造图》部分要素，武汉地震工程研究院蔡永健扫描了部分地震宏观

调查报告中的等烈度线图，刘海容制作了书中绝大部分插图。

第二方案统稿完成后，编委会决定聘请姚运生、吴云、邢灿飞、龚平、陈发荣、刘锁

旺、陈德福、殷志山、朱煜城、蔡惟鑫、周硕愚、李安然等领导、专家通审；薛宏交、殷

义山审核第一章，周明礼、陈步云，曾心传、甘家思，陈德福、周硕愚，贺玉方、刘锁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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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等专家重点审查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编纂说明、

概述、附录、大事记和编后记由黄广思、高士钧专家审查。志书稿审查后，于品清根据专

家、领导审查意见和自己的认识进行了内容调整、资料补充和待定问题处理。第一次修改

稿完成后，又聘请刘锁旺、蔡惟鑫、贺玉方、陈发荣、邢灿飞和叶俊林(中国地质大学)、

曾新平(长江委)等专家进行了统审，于品清、陈重嘉根据专家的意见又作了一些修改后，

于2007年11月底湖北省地震志第二卷编委会进行出版前审查，然后交由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

在初稿编写过程中，田永芳和韩健等专家帮助修改了少部分书稿：周明礼、韩晓光、

薛宏交、杨淑贤、陈德福、田永芳、刘锁旺、蔡惟鑫、曾心传、李安然、贾冬青和王清云、

孔繁健等人提了不少合理化建议。

10．提供资料人员主要有(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岚、王佩莲、刘锁旺、刘进贤、余

斌、李安然、李正谋、陈德福、陈步云、陈蜀俊、周明礼、周建新、周硕愚、周秀琼、林

丽萍、郑瑞丽、胡朝明、夏治中、秦小军、韩晓光、韩键、曾心传、曾新平、贾冬青、杨

淑贤、杨芳、贺玉方、凌模、高士钧、蔡惟鑫、蔡亚先、薛宏交、薛军蓉等。

在局领导关心和有关处室、中心支持下，本志于2007年底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全部编辑

任务，于2008年8月份付梓，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志献给关心、支持湖北省地震事业的人们和终生为之奋斗的地震科技工作者，并向

提供宝贵资料、出谋献策人员和关心支持本志编辑工作的领导、专家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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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湖北省地处祖国中部，位于华北地台与华南地台交汇部位两哄lJ，横跨南秦岭褶断系与扬子北

褶皱区两大构造单元之匕，地壳深部结构、地质演化、构造变形、断裂活动和新构造运动相对复杂，

属中强地震活动区，具有地震震源浅、易造成破坏和易受外省地震影响等特点。省内大型水库、矿

山、企业和枢纽工程众多，一旦发生较强烈地震，有可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地震史料

告诫我们，大多数强烈地震具有很大的突发性和破坏性，造成不同程度的地震灾害难以避免。截至

目前，最直接和最有效应对的办法是提高地震的监测预报、震害防御和应急反应能力，减轻地震灾

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湖北省地震志》(第二卷)遵循“纵述历史，横陈现状”的编修原则，记述了国家及湖北

省防震减灾的目标、方针、政策和领导体制，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了1988年至2005年间，湖

北贯彻落实国家地震工作方针和相关法律法规、促进防震减灾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及成功经

验，铭记了湖北防震减灾科技人员艰苦奋斗、勇于攀登、开拓创新的奉献精神，对于进—步做好防

震减灾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湖北拥有比饺完善的地震监测设施和雄厚的地震科技力量，我们要更匀Ⅱ广泛地动员和团结各

级地震科技工作者、防震减灾专业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配合，通力合作，深入实际、深入现

场、全方位地开展地震学和防震减灾研究，把防震减灾事业推向新高度、新水平，为湖北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业铭
200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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