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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写说明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地震活动不仅频度高、强度大，而且分布很广。

我国是世界上记录地震历史最早的国家之一，据《今本竹木纪年疏证》记载，

“夏帝发七年(公元前1831年)泰山震”，后有《史记》、《汉书》等记述地震事“

件及其影响，留下了宝贵的地震史料。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大发明家张衡于公元

132年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候风地动仪，并于公元138年在洛阳记录

到陇西地震，首创世界仪器记录地震的历史。

1949年全国解放后，特别是1966年邢台地震后，我国开始了以地震预测为

主的全国规模的探索，国家组织全国广大的地学科技工作者，投身于以地震预测

为目标的观测与研究，将地球物理、地震地质、水文地质、地球化学、大地测量

等诸多地学学科领域的方法和技术移植到地震预测实践中，建立起多种学科测项

的地震监测台站和台网，开始了我国地震大规模、多学科综合监测的新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陕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减轻灾害，尤其是有效地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已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

必备条件和重要保障。地震监测是防震减灾工作的基础。是减轻地震灾害的重要

环节，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地震科技发展方面加大了投入和支持力度，地震的监测

设施和观测环境得以显著改善，地震监测技术系统初步实现了数字化和自动化，

基本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多学科，国家、区域和地方相结合的地震监测信息化网络，

使我国在地震台站建设和地震监测技术水平上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地震监测志》展现和记述了中国百年来地震监测的历史、发展过程和

现状，是一部重要的史料性文献，也是—部从事科技管理、地震科学研究和制定

地震监测发展规划的参考文献。由于我国地震工作采取多路探索的方针，《中国

地震监测志》还将我国地球科学观测的历史和发展收入其中，因此，它同时又是

介绍我国若干地球科学观测发展的重要史料书。

《中国地震监测志》系列由独立成册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局直属机构)

地震监测志组成。各省地震志主要包括四大部分(地震监测概述、地震监测台站、

遥测地震台网和流动监测网)，涵盖四大学科(测震、电磁、形变和流体)的监

测站点和监测管理的组织系统(地震监测管理体制、管理机构和管理形式)、监

测管理情况及管理改革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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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监测志》的编写按照“地震监测志编写大纲”的统一要求进行，

由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监测管理处具体组织实施。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邀请

苗良田、宋臣田、刘天海三位研究员组成地震监测志编写专家组，指导各单位监

测志的编写工作；并组织测震学科组的刘瑞丰、陈会忠、杨大克，电磁学科组的

钱家栋、高玉芬、周锦屏、赵家骝、杨冬梅，形变学科组的吴云、李正媛，流体

学科组的车用太，陈华静、邓志辉等专家参加“大纲”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地震

出版社姚家榴编审应邀请指导监测志编辑工作。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阴朝民司

长、吴书贵副司长始终高度关注监测志的编写工作。

各有关单位领导和地震监测主管部门、所属台站和台网的同志，高度重视监

测志的编写工作，成立了专门的编写班子，他们广泛收集资料，精心组织和编写，

力求做到内容详实，文字精炼。监测预报司又根据各单位监测志编写过程中的实

际情况，派专家去地方具体指导，并多次召开座谈会和研讨会，相互沟通，相互

借鉴交流，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

《中国地震监测志》在中国地震局领导的关怀和有关司室的配合下，终于和

读者见面了，我们深切地感谢为《中国地震监测志》编写和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

各位专家、各单位领导及工作人员，我们相信它的出版发行，将对指导我国地震

监测工作的实践，推进地震学科和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也将成为

广大地震科技人员、管理人员有实用价值的工具书和宝贵的文献史料。我们同时

诚恳地欢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错误和疏漏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以便再版时更正。

一2一

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

2004年5月



序

地震，特别是强烈地震，是人类面临的严重自然灾害之一。中国是世界上地

震灾害频繁、损失十分严重的国家。福建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地震带北段，是中

国地震活动较活跃的地区之一。福建省属于华南褶皱系列武夷一戴云隆折带的一

部分，紧连环太平洋地震带。在板块构造上，福建省位于亚欧板块的东南缘，地

处太平洋(菲律宾海)板块向亚欧板块俯冲碰撞带的内侧。福建区域的地震活动

受地壳的深部结构和断裂构造活动这两方面因素控制，断裂构造十分发育，地震

活动也较活跃。福建自东向西存在着三个地震构造带：长乐一诏安地震构造带、

政和一海丰(广东)地震构造带、邵武一河源(广东)地震构造带，历史上曾遭受

过7级以上地震的破坏，现今中强地震活动也较活跃，是我国防震减灾的重点地

区之一，地震监测工作十分重要。

地震科学是一门以观测为基础的科学，取得数据资料的惟一手段是地震监

测。福建省的地震监测工作经历了30余个寒署，随着国家对防震减灾事业“八

五”、“九五”计划的完成，“十五”计划的实施，特别是数字化技术的推广应用

和3S技术的引进，我省的地震监澳,l-r作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现已建成由29个测

震子台组成的省级数字地震台网，福州，厦门市级数字地震台网，由56个地震

台站组成的地震前兆监测台网及地震流动监测网．福建省的地震监测台网已经在

全省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当今，福建省经济建设正持续

高速发展，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目前福建正致力于海峡西岸经济区

的建设，地震监测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国地震局统一部署、指导和帮助下，福建省地震局的专家学者群策群力，

数易其稿编撰完成的这本《福建省地震监测志》，全面记述了福建省地震监测工

作的历史和发展的全过程，是一部重要的史料性文献，也是一部从事地震科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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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震科学研究和制定地震监测发展规划的参考文献，将有助于社会公众了解

地震监测工作的特点，同时对需要了解福建地震监测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人员，对

从事防震减灾各方面工作的人们，《(福建省地震监测志》是一本可供借鉴的科学、

翔实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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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罱

《福建省地震监测志》编写工作是在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和福建省地震局

(后面各章节简称省局)领导下进行的，由省局监测预报处牵头具体负责此项工

作。为做好该项工作，我局于2002年7月成立了编写工作领导小组，并对如何

开展编写工作做了统一部署。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福建省地震监测志》可以交

付出版了。本志对我省地震监测工作现状及历史沿革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同时对

监测技术系统的基础信息也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归纳，为我省今后地震监测台网

的发展和规划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可作为各监测单位的技术资料与史料，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保存价值。

本志共分四章，包括：地震监测概述、地震监测台站、遥测地震台网和流动

地震监测网。具体参与本志的编写人员如下：第一章：地震监测概述，第一节由

丁学仁撰写，第二节由杨孝字、林树撰写，第三节由李毓、杨孝宇撰写，第四节

由郭皓、林榕、局人教处同志撰写，第五节由叶雯燕、黄声明、王孝铣、杨孝字

撰写，第六节由杨孝字撰写；第二章：地震监测台站各节由各台站和各地震局(办)

编写，该部分审前修改由李毓、杨孝宇、陈晨，郭皓、林榕等负责；第三章：遥

测地震台网由曾飞，陈文明、廖诗荣，叶雯燕、叶应树撰写；第四章：流动地震

监测网王志鹏、梁全强、许仪西、黄松风、吴维日撰写．本志的绘图与排版由郭

皓、林榕、陈晨，叶晓明、陈莹．陈东等完成，编写中参考了《福建省地震志》

部分章节．本志编纂工作由史粪华副局长负责，原局长林思诚研究员负责审稿。

参加审稿的还有蔡诗凰研究员、彭美凤研究员、曹伯强高级工程师、王善雄高级

工程师，福州市地震局张云焰局长和泉州市地震局傅剑国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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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比较全面记述了1970年以来福建省地震监测事业发展历程，并遵循详今

略古的原则，采用的资料时间截止到2002年6月。本书所有地震术语均采用标

准专业用语，计量单位用法定计量单位。

本志在省局领导下以及各学科专家指导下，完成编写工作，同时在编写过程

中得到我局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写比较仓促，水平有限，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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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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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震监测概述

‘

第一节 地震监测台网区域概述

区域自然地理条件

福建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处东经115。507"120。44 7，北纬23。31 7～28。19 7。

全省土地面积12．14万km2，海域面积13．6万km2，与台湾省隔海相望。本区在地貌上属东南

沿海山地、丘陵、台地。中生代燕山运动形成本省地形的基本格局，境内峰岭耸峙，丘陵连绵，

河谷、盆地穿插其间。基本地形特征是地势西高东低，西北的武夷山、戴云山脉为主体，东南

沿海为丘陵、平原地带。多断层地貌、多河谷盆地、海岸线多曲折。内陆水系发育，全省水力

资源丰富，居华东各省之首。全省生态环境状况总体良好。但受地质条件、气候影响，洪水、

山体滑坡、台风、地震等灾害也较为突出，全省环境保护综合整治已受到重视，可持续发展势

头良好。

二、区域地震构造环境

福建地区地震活动较为突出，是与其所处的地震地质构造背景有关。就板块构造而言，

福建位于欧亚板块的东南部，地处太平洋板块向欧亚大陆板块俯冲碰撞带的内侧。区内从沿

海到内陆活动断裂带贯穿全省，具有构造规模大、延伸长、切割深和活动性强等特点。突出

的近NNE-NE向展布的断裂带有长乐一诏安断裂带、政和一海丰断裂带、邵武一河源断裂带。

主要的NNW-NW向断裂有闽江断裂、沙县一南日岛断裂、永安一晋江断裂、九龙江断裂和上

杭一云霄等断裂带。两组断裂部位交错构成本省陆地上的发震构造。

断裂活动现今仍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差异性特征，断裂活动的方式和强度因不同阶段的

发展而变化。沿海还发育着滨海断裂带和近岸海域断裂，尤其强震多发生在沿海断裂带，或

受上述两组活动断裂控制的断陷盆地和海湾里。由于受太平洋板块运动的影响，历经长期的

构造演化、构造活动带变迁、地震地质构造也极为复杂(见图1-1-1)。

三，历史及现今地震活动

福建及其沿海地震活动较为突出，是我国东南沿海地震活动水平最高的地区，历史上曾

发生过1604年泉州海外7圭级大地震。据资料统计，自公元963年(宋建隆四年)到今已发
生38次肘≥4三4级破坏性地震(不含余震)，其中包括4次7级以上地震，4次6～6．9级地
震。同时还常常遭受台湾大地震的波及影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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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沙县-连江断裂F，7海平莆目断裂：FtB南靖漳州断裂



对福建造成破坏最严重的历史地震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12月29日)泉州海外7二
2

级大地震∞：福建全境震感强烈，闽南一带县城多遭严重破坏，大部分地区地震烈度高达七

度，局部达八度或九度，地震波及最远处达1000km。此外，造成较严重灾害的地震还有：
1 1’

宋治平四年(1067年)泉州5÷级地震和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漳州6÷级以及明正统十
4 2

1 1

年(1445年)年漳州6÷地震，明万历二年(1574年)福州一连江5；级地震，清乾隆五十
4 4

1

六年(1791年)东山5÷级地震，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厦门一金门海外6．2级地震，
Z

民国7年(1918年)广东南澳一福建诏安7．3级地震，民国26年(1937年)莆田兴化湾5．O

级地震，1968年华安5．2级地震等。自1970年福建省地震队伍成立建设了地震台，特别是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省地震活动十分活跃，相继发生了1992年2月18日莆田南日岛5．2

级地震，1992年儿月26日龙岩一连城4．7级地震，1994年9月16日台湾海峡南部7．3级地

震，1995年2月25日晋江海外5．3级地震，1997年5月31日永安5．2级地震，1999年8月

5日惠安海外4．8级地震以及2000年5月27日漳浦海外4．7级地震等。无论是历史上或现今

福建地震活动均为东南沿海较突出地区，其频次和强度都居华南较高水平(见图卜卜2)。

第二节地震监测简史

1971年至2002年6月，福建省境内先后开展了测震、地形变、地下流体、地震电磁四

大学科的地震定点监测和流动地震监测工作。

一、测震

(一)定点台站

1971"2001年，全省共建成14个有人值守测震站点。

全国基准台1个：泉州(人工值守)；

全国基本台1个：南平(人工值守)；

省级人工值守台站：莆田、宁德、漳州、厦门、平潭、东山、东张、龙岩、永安、邵武、

长汀、华安共12个站点；

以上测震台站的仪器主要以国产为主，放大倍数人工值守台仪器一般为2"5万倍，台基

都选择在岩性较致密的基岩上。

20世纪70年代测震观测绝大部分采用国产573型、673型、D73型熏烟式笔绘短周期地

震记录仪器以及SK光记录仪。

20世纪80年代各台站均配各国产DD-I型、DD-2型，DK-1型墨水笔绘地震记录仪以

及763光记录地震仪。 ．

①对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泉州海外大地震的震级有不同看法．1994年之前均定为8级地震。1995年地震出版社出版的

由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主编的‘中国历史中强地震目录(公元前23世纪至公元911年)》修订为7三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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