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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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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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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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科学综合监测的新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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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观乖记述了中国百年来地震监测的历史、发展过程和

现状，是—部重要的史种陛文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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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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志》的编写按照“地震监测志编写大纲”的统—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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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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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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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弄el-．圣J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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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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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地震科教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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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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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又是一种灾害。强烈地震使人类辛勤创建的果实，倾

刻毁于一旦，故地震又被列为“群灾之首”。其危险性、突发性、破坏性和社会

效应，较之其他灾害更难抗御。人类正在积极地探索有效的预测预报、防震减灾
途径。一 ；。

一．

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山川险恶、江河纵横，是我国的人口、经济、文化大

省，同时也是灾害大省。省内灾害种类多，分布广，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均为全

国重灾区之一。就地震而言，虽属中等地震灾害区，但自有史载以来也曾发生过

6级以上强地震3次，4．7级以上破坏性地震及邻省强震波及近40次，金省有80％

以上的县市不同程度地遭受过地震灾害的侵扰。

湖北省有丹江、清江、葛洲坝大型水利枢纽和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大

型、特大型水利枢纽诱发地震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加强水库地震监测和

研究，保卫水库安全是湖北省地震工作中的一大特色，也是全省地震工作者肩负

的一项历史重任。i
’

加强地震工作，提高防震减灾能力，是全省人民和各级政府的大事，也是全

省地震专业工作者的头等大事。随着全省，特别是大、中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灾害造成的损失也将更加严重。因此，对地震工作，特另0是对地震监测工作提出

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地震监测是地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震预测预报的基础。地震监测主

要包括测震和地震前兆监测。测震记录是人们认识地球内部结构及其活动的最直

接的信息来源，也是地震预报的主要依据。地震前兆监测是通过各种前兆监测仪

器对地震在孕震阶段，以及震时、震后在地表所产生的几何形变，物理和化学变

化进行观测。这类变化在空间尺度和时频方面都存在一个很宽的范围，是一个高

度非线性的运动学和动力学过程，地震前兆观测的内容十分丰富，准确度要求很

高，观测成果不但是地震预报、防震减灾的基础，还可服务于各种工程和国防建

设等很多领域。
‘

”

湖北省地震监测工作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科学院

地球物理研究所在武汉建设的第一个武汉地球物理观象台，观测项目有地震和地

磁。同年该所又在长江三峡湖北省境内，选建宜昌镇镜山、三斗坪、长阳火烧坪、

一了 弋‘



兴山、巴东等地震台组成的三峡地震台网，为三峡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积累了宝

贵的地震资料。如此多的台站，40年的资料积累，在国际水库地震研究史上是难

以找到的。1966年邢台地震后，全省境内开始建立服务于地震监测和预报的专业

性地震台站(网)和一些群众性的前兆测报点。1970年成立国家地震局武汉地震

大队，地震监测进入发展期，1978年湖北省地震局成立，全省地震工作正式纳入

政府管理轨道。历经40多年的发展，目前全省已有各类地震台站(网)30多个，

其中列入国家基本台(网)的有6个，遥测地震台网5个以及重点地区的流动监

测网。全省地震监测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到

逐步规范化、现代化的发展变革，形成了布局基本合理，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监测

能力，初步适应全省地震监测预报、防震减灾基本需要的地震监测和管理体系。
湖北省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湖北省

地震工作的职能部门，又是面向全国的地震研究机构。湖北省地震局的专业科技

工作者，在承担湖北省地震监测任务的同时，涉足全国。从青藏高原到东南沿海，

从组建第一个专业研究小组在新丰江开展水库地震监测的试验，滇西地震预报试

验场的试验研究，到唐山7．8级、昆仑山口西8．1级等大地震的现场监测，都留

下了湖北省地震局地震监测人员的足迹。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长期从

事大地测量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成立地震研究

所后，继续坚持以大地测量学科为基础，从事地震监测和预报研究，是全国研究

大地形变学科的牵头单位，肩负着加强学科建设，推进学科发展、开展日常的技

术管理和服务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积极参与国家重要的地球科学观测计划，

开展国际合作。繁重的任务，锻炼了湖北省地震局全体科技工作者和管理人员，

造就了一批老、中、青结合，为地震事业默默奉献的优秀群体。

湖北省地震局科技人员中，从事观测仪器研制的人员占相当大的比例。地震

专用仪器的研制和生产是湖北省地震局地震工作的又一特色。经过几十年的努

力，仪器研制水平不断提高，部分仪器跨入国际先进行列。研制和生产的仪器，
不但满足国内地震监测的需要，有些仪器已在国外落户．这是湖北省地震工作者

对全国地震工作做出的重要贡献。

湖北省地震监测工作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是全体地震科技工作者紧跟全国

地震监测工作的发展步伐，认真执行国家和地方政府在“七五_、“八五”、“九五”

’几个五年计划期间组织实施的地震监测改造和发展计划、多个专项计划以及企事

业单位、高等院校积极参与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和专业地震工作者在湖北这片土

地上含辛茹苦，共同奋斗的结晶。



．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与自然灾害斗争的历史。人类需
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才能更好地认识过去，更好的规划未来。《湖北省地震监测

志》详细记载了全省地震监测工作的现状、发展历程和发展经验，汇集了最新的

技术和研究成果，是全省地震监测工作的科学归纳和系统总结，是我们全面了解

湖北省地震监测工作的重要资料文献，是全省人民抗御自然灾害的宝贵财富，也

为我们找出差距，进一步规划全省地震监测工作，促进防震减灾事业的新发展奠
定了基础。志书起到了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湖北省地震监测志》紧紧围绕地震监测工作展开。在内容安排上既突出了

现状，又完整的反映地震监测工作的全过程；既展现全省地震监测工作的现代化

水平，又论述了专业工作者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既注意突出湖北地

方特色，又使地方特色和专业特色浑然一体。这些都体现了志书编写者悉心探索，

认真钻研业务的精神；细微、严谨的工作作风。地震监测志的编纂成功是和编者

们的努力分不开的，也和各方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

值此机会，对《湖北省地震监测志》的出版表示祝贺，对长期战斗在地震监

测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表示真挚的慰问，对关心和支持全省地震监

测工作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

桃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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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2002年，中国地震局下发了中震测函(61)号《关于组织编写地震监测志工

作的通知》。通知指出，经过多年的建设和改造，我国的地震台(站、网)布局

更加合理，观测质量不断提高，在防震减灾工作中已经发挥了应有的基础作用。

为进·步加强地震监测基础工作的管理，提高地震监测资料的使用，协助广大地

震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了解我国地震台(站、网)的建院晒}}谛l历史慨比特决
定以各省级地震部门为单位组织编写地震监测志。

湖北省地震监测工作开始于1958年。在国家、地方各级政府、社会各界特

别是大型企业的支持及全省专业科技工作者和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相继开展
了台网布局的优化改造，观测项目不断调整和充实。观测技术的数字化、现代化

改造，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与完善，现已初步建成了全省测震和地震前兆监测

网络。这些台网在全省地震监测和预报、地震应急，震害防御等方面已经并正在

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湖北省地震监测志是在上述文件精神和要求指导

下，对全省地震监测工作进行系统整理，科学归纳编写而成的。

《湖北省地震监测志》(下称《志》)的内容按全国统一大纲编排。全书共分

六章，第一章为地震监测概述，第二章为地震监测台站，包括测震和地震前兆监

测台站(网)，第三章为遥测台网，第四章为流动监测，第五章为地震观测仪器

研制，第六章为全国地球科学观测与地震监测。
《志》全面反映了全省地震监测工作的现状及发展历程、建设经验和重大事

件，是全面了解全省地震监测工作和进一步规划和发展地震监测工作的基础性史

料文献。

《志》的编写是．一项专业性彳艮强的工作，湖北省地震局领导十分重视，确定
由湖北省地震局监测预报处负责，组织编写小组和专家组，姚运生为编写组组长，

成员有邵中明、贺玉方、龚平、熊宗龙、徐菊生、殷志山、李正谋，专家组成员

有吴云、邢灿飞、周硕愚、王琪、李辉、甘家思、郭唐永、吕宠吾、李正媛。
资料收集的主要途径是：

(1)各台站和省局有关部门，按大纲要求提供基础资料；

(2)特邀个人提供专项材料；

(3)查阅省局档案材料和相关刊物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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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走访记录和电话记录。

资料的截至时间为2002年6月30日。

《志》的编写工作从2003年初开始，于年底完成初稿，送中国地震局监测

预报司组织的专家组审查，针对2003年12月5日下达的审查意见对初稿进行修

改，并于2004年4月完成修改稿，继而将修改稿征求省地震局专家组的意见。

根据专家组提出的意见再次修改，于2004年8月底完成新的修改稿。将新的修

改稿再次征集局内专家组的意见。对书稿进行部分修改后报送中国地震局监测预

报司监测处评审，同时请各地震台站台长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核实，根据各方意见
于12月完成最终稿。历经两年完成了湖北省地震监测志的编写工作。

《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的指导，湖北省地震局领导、

长江水利委员会、丹江水利枢纽管理局等单位的支持，编写专家组的认真审核。

湖北省地震局监测预报中心和各台站以及竹山县地震局、宜都市地震办公室、咸

宁市地震局、荆门市地震局、竹溪县地震局提供了基础资料。周硕愚、王琪、乔

学军、郭唐永、李辉、王晓权、孙少安、项大鹏、蔡亚先、付辉清、贾冬青、张

建民、甘家思、高士钧、李安然、刘进贤、郭熙枝、蔡维鑫、印开山、倪焕明、

李正媛、陈志遥、曾新平、张晓林、姜祥升、韩晓光等提供了相关材料。陈科、

刘可、丁龄、周昕等参与图件的制作。刘锁旺研究员、于品清研究员对全书进
行了审阅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志》反映的时间跨度较长，其间机构人员变动较多，加之编写者学

术水平所限，收集到的资料可能不够齐全，《志》中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恳请

读者和业内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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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震监测概述

第一节地震监测台网所在地区概况

区域自然地理条件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地处长江中游的洞庭湖之北，故称湖北，简称鄂；地理位置

东经108。21’42”～116。07
7

50”，北纬29。0l
7

53”"-'33。16’47”。东西长约

740kin，南北宽约470kin，总面积18．59万km2。东邻安徽，南界江西、湖南，西部与

陕西、重庆市接壤，北与河南毗邻。全省地势大致为东、西、北三面环山，中间低平，

略呈向南敞开的不完整盆地。在全省面积中，山地占56％，丘陵占24％，平原湖泊占

20％。

湖北省经济发展迅速，交通四通八达，现已成为华中地区的腹心地带，是我国水陆空交

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全省人口为6027．82万人，其中省会城市武汉市831．26万人，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

全省境内自然环境优越，工业发达，资源、特别是水资源丰富。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全

省，湖泊星罗密布，素有千湖省之称。大小水库5800座，大中型水库居全国之冠，其中

丹江口、长江三峡水库库容都在200亿m3以上，三峡水利枢纽是世界瞩目的特大型水利

工程。

湖北是人口、经济、文化大省，同时也是自然灾害大省。全省自然灾害相当严重，种类

多、分布广，特别是洪涝灾害、地质灾害为全国重灾区之一。就地震而言，虽属中等地震灾

害区，但有史载以来全省80％以上的县市不同程度的遭受过地震灾害的侵扰。公元788年

3月湖北竹山6告级(烈度Ⅷ度)地震，“江溢山裂，屋宇多坏，人皆露处”。1856年6月湖

北咸丰大路坝6{级(烈度Ⅷ度)地震，“万岭动摇，山裂溪涌，十余里内人畜颠压，死者不

可数计，大路坝山崩、土石堆积、塞断山谷，许家湾、板桥溪、抵蛇盘溪三十余村皆成湖”。

1932年4月湖北省麻城6．0级地震，“八十余平方公里范围内房屋倒塌过半，山崖崩裂、巨

石下坠、地多裂缝，长者五、六丈余，夹泥沙，涌水井系多变浑成干涸，死伤三十余人，

震后四十余日居民仍搭棚露宿，惊悸犹存。”1979年5月秭归5．1级(烈度Ⅶ度)地震，

极震区面积约80kra2，约40户住房严重破坏不能住人，造成人畜伤亡。省内地震威胁的另

一个因素是大型水利工程诱发地震问题，倍受人们的关注。自然灾害和地震灾害威胁着全

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全省可持续发展将产生影响。环境综合治理，防震减灾是全省

人民和各级政府的历史重任，已列入政府可持续发展规划中。

二、区域地震地质条件

在地质构造上，湖北省位于秦岭褶皱系南缘与扬子地台北侧两大构造单元的衔接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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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结构、地质演化、断裂活动和新构造运动相对复杂，地震构造兼有上述两大构造单元的

特点。

湖北省境内主要活动断裂以北北东和北北西向两组断裂为主，北西向和近东西向断裂也

较发育。强地震活动主要受北北东、北北西和北西向三组断裂活动控制，有的强震还与近东

西向断裂的活动有关。境内断裂在新构造运动时期的活动大多表现为正断层性质，两盘垂直

差异错动较大，水平错距不明显，不同地域断裂活动强度不同。据此，全省可分为鄂西北、

鄂西南、江汉、鄂东北及鄂东南5个地震构造区，其中以鄂西北、鄂东北和鄂西南三个地震

构造区断裂新构造运动较强，地震强度也比较高。

三、地震活动

湖北属于华南地震区北部，以桐柏山—大别山构造带与华北地震区相接。据不完全统计，

自公元前143年有地震记载以来，发生过6级以上强震3次，4．7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及邻省

强震波及近40次(省内33次)。中强地震主要发生在鄂东北、鄂西北和江汉沉积区边缘，弱

震多发生在安陆_应城一带、远安—荆门一带和丹江口水库周围。全省最大地震是公元788

年的竹山6丢级、1856年的咸丰大路坝6{级以及1932年麻城的6．o级地震。1973年丹江口

水库水位达到157m后，断续发生了4．7级和4．6级地震，这两次地震被认定为水库诱发型地

震。全省地震活动的时间序列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全省地震地质构造和中强震震中分布见彩图1，1959～2002年全省境内发生的3．0,'--'5．9

级地震震中分布见彩图2。

第二节地震监测简史

湖北省地震监测工作最早始于1958年，是国内最早建有地球物理观象台、水库地震监测

专用台网、固体潮汐观测站的少数几个省份之一；但真正形成湖北省区域地震监测台网还是

1970年成立武汉地震大队之后。

1966年3月，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党中

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决定成立国家地震局。

1970年国家地震局组建武汉地震大队，负责湖北、河南两省的地震工作，从此，湖北的

地震事业翻开了新一页。一批以湖北省区域地震监测为目标的地震监测台站相继建成；一些

高学历，高素质的科技人员来到台站从事地震、地磁、地形变等项目的观测与研究，使湖北

省的地震工作一开始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

在湖北省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大型企业的帮助下，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了今天

的由国家、地方、企业兴建管理的三类台站相辅佐，定点与流动监测相结合的湖北地震监

测网络。

湖北省地震监测网络的建立与发展，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单-N综合，从模拟到数字

化的发展历程。在1958,、,2002年的40多年中，湖北地震监测台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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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58"-1970年台站(网)的初建时期

， 这个时期，根据全国地球物理研究和水利工程建设的需要在省内建立地震台站。

(1)1956年，中国科学院原地球物理研究所在湖北省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豹潞镇

选勘武汉地球物理观象台台址，拟定的观测项目有地震与地磁，1957年动工兴建，1958年建

成，1959年投入观测。因观象台台基为第四系红土层，背景噪声干扰大，不适宜地震观测。

经多次勘选、试记，于1965年7月决定将地震观测项目迁移至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下武汉水

利电力学院(现为武汉大学)校园内。1965年10月地震台建成并投入运行，定名为武汉地

震台，配置SK中长周期光记录地震仪。

地震观测项目从武汉地球物理观象台(豹湃镇)迁出后，更名为武汉地磁台，配置57

型磁变仪、Cooke磁力仪、Askania地磁感应仪。

(2)1958年因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的需要，中国科学院原地球物理研究所

在长江三峡地区筹建了宜昌镇镜山、三斗坪、兴山、巴东，长阳火烧坪等地震台构成的三峡

区域地震台网。各台站配置有哈林光记录地震仪。同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丹江口水库

周边的光化县(现为老河口市)建设了光化地震台，配置哈林地震仪。

1966年9月三峡台网移交给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管理。 ·

(3)1968年中国科学院原中南大地构造研究室为了研究水库诱发地震，在丹江口水库区

先后兴建了丹江口地震台(湖北)、保康地震台(湖北)、郧县地震台(湖北)、镇平地震台(河

南)构成的丹江口水库地震监测台网。丹江口地震台1969年建成，配置VGK短周期地震仪，

1970年投入观测。 ．

(4)1968年中国科学院原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在武昌小洪山建设了我国第一个重力固

体潮观测站。

二、1970-'-'1978年台站(网)快速发展时期

1970年4月28日，根据周恩来总理对地震工作的指示，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科

学院下发了(70)院革字第111文件，决定将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8个直属

单位的建制和有关人员划归国家地震局。同年9月26日，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办公

室负责人张魁三来到武汉，就组建武汉地震大队与湖北省有关方面进行了协商，并形成关于

组建武汉地震大队座谈会纪要。至此，国家地震局武汉地震大队正式成立，湖北省地震监测

工作进入快速发展期。；

(1)1970年，武汉地震台、武汉地磁台、武昌固体潮台及丹江口水库地震监测台网移交

武汉地震大队管理。武汉地震大队对这些台站进行改造并配置微震仪和地磁、重力前兆观测

仪器。武汉地震台相继配置了64型三分向短周期地震仪(1970)、DD-1短周期地震仪(1973，

64型地震仪同时停止观测)、DK-1中长周期地震仪(1977)；武汉地磁台新配置QHM石英

扭力磁力仪，放在Cooke底座上进行H测量(1970年)、CHD3-70核旋仪进行F测量(1971)、

73-1分量仪进行H测量(1974)；武昌固体潮台配置GSl厂149号重力仪(1972)和JB金属

摆倾斜仪(19r72)。

(2)1971"'1972年相继建成了保康、郧县、镇平地震台，配置64型短周期地震仪。

(3)1971年根据湖北省地震构造、地震活动及台网布局的需要选建了钟祥、蒲圻、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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