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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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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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部从事科技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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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彖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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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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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预报、震害预防、紧急救援构成了防震减灾三大工作体系，其中监测预

报是基础，而地震监测又是地震预报的基础。因而地震监测工作是一件十分重要

和有意义的工作。把长期以来地震监测资料进行收集、整理，汇编成书，以充分

发挥其在防震减灾工作和地震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同样是一件十分重要和有意义

的工作．在中国地震局的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的组织下，我局认真地开展了这项

工作。

《湖南省地震监测志》在我局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收集整理工作，

即将付梓。翻阅着厚厚的一叠书稿，我既感欣慰，又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

压力和责任。

欣慰的是30多年里我省的地震监测工作从无到有，不断加强。1970年，我

省始设立地震机构，名为湖南省地震队，逐步建立起了本省的地震台网，开始了

地震监测工作。地震监测工作经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至今，监测队伍得到壮

大，监测台网得到加密，监测环境得到改善，仪器设备实现从模拟向数字化的转

变，并巳基本建成了湖南省地震监测网络体系，监测能力有大幅度的提高。随着

“十五”项目的实施，地震监测又将走向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欣慰的是我省地震监测工作者不辱使命，圆满地完成了地震监测任务。地震

台站和地震监测点是地震监测的前沿阵地，30多年来，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在

这个阵地上产生了大量连续可靠的观测资料，积累了一笔宝贵的地震科研财富。

我们知道，由于地震监测工作的特殊要求，地震台站一般建于偏僻之野，交通不

便，生活艰苦，要坚守这个阵地，必须耐得住清苦，守得住寂寞，必须有执着的

信念和乐于奉献的精神。事实证明，我们的地震监测工作者经受住了艰苦环境的

考验，恪尽职守，不负重托，交出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他们在地震监测岗位上

不断学习，刻苦锻炼，成为我省防震减灾事业的中坚力量。

欣慰之余，更感责任更大。湖南虽然地震少，但我们监测地震的这根弦丝毫

也不能放松。湖南省具有发生中强地震构造背景。据史料记载，1500年以来发生

中强以上地震20次，我省大部分城市都发生过中强以上地震，其中，1631年发

生在常德的6％级地震是华南内陆最大的地震之一。在有监测记录的30多年里，

小震不断，且呈现出震源浅，烈度偏高的特点。一遇显著地震事件，就有可能造



成较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

届人大二次会议响亮地提出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在这崭新

的时代背景之下，地震监测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我们要发扬地

震工作者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做好地震监测工作，为人民站

好岗。，放好哨。

《湖南省地震监测志》内容包括：湖南省地震地质构造情况；历史上发生的

中强地震、近代小震、水库地震、矿山地震的活动情况；地震观测资料获奖情况，

地震科研成果；27个台站和2个短水准测量场地的基本情况。资料较为丰富、翔

实，是我省防震减灾不可多得的历史记载，同时也是中国地震监测史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它的编印出版，既能为我省地震工作者从事地震科研提供参考，也能

为研究中国地震活动情况做好资料储备工作。

全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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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历史上以惟楚有材、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著称。作为鱼米之乡的湖南，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口密度增大，城

j厅化程度显著提高，防震减灾工作已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湖南具有发生中

强地震的构造背景，1500年以来曾发生过中强以上地震20次，尤其是1631年发

生的常德6％级地震是华南内陆最大的地震。加上我省地震震源浅、烈度偏高，

发生3—4级地震，也会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因此，做好防震减灾工作，加强

地震监测，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是我省各级地震部门的主要任务。

防震减灾工作包括地震监测预报、震灾预防和紧急救援三大工作体系。地震

监测预报工作，就整体而言，在防震减灾工作中处于基础地位。地震监测预报工

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防震减灾事业的成效。在地震监测预报工作体系的各个环

节中，地震监测则是基础中的基础。地震台站是源源不断产生数据和资料的最基

层场所，所提供的数据和资料是形成地震预报意见的依据，也是地震工程学乃至

地球科学研究的重要信息源。做好地震监测工作，才有可能进行准确的分析与预

测，只有实现了较为准确的地震预报才有可能达到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减

少人员伤亡的最终目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减灾实效”。

一、地震监测志的编写目的

为了进一步加强地震监测基础工作的管理，保障地震监测资料的使用，根据

中国地震局的要求，以省级地震部门为单位组织编写地震监测志。《湖南省地震

监测志》将是我省防震减灾的重要史记资料。湖南省地震局领导高度重视湖南地

震监测志的编写工作，成立了以局领导为主任、副主任，各处、室、中心负责人

组成的编委会和以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编写组。

二、地震监测志的主要内容

《湖南省地震监测志》包括的主要内容有：湖南省地震监测台网所在区域概

况(湖南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区域地震地质条件、历史及现今地震活动)，湖南

地震监测发展简史，湖南地震监测台网的组成，湖南地震台网分布和监测能力，

地震监测信息系统，地震监测队伍，地震监测成果，地震监测管理等，以及27

个地震台台志和2个短水准测量场地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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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监测志的主要结构

南省地震监测志》大致由湖南地震监测概述和27个地震台站的台志、2

测量场地三大部分组成，另加一个全省监测人员基本情况和仪器设备数

监测志的编写过程

中国地震局以省级地震局为单位编写监测志的要求，局领导高度重视地

的编写工作，在人力和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向各处、室、中心和专业

发了湘震发[2002162号《关于成立湖南省地震监测志编写委员会和湖南

省地震监测志编写组的通知》，向各市、州地震局(办)和全省所有地震台站下

发了湘震发[2002153号《关于组织编写地震监测志的通知》的文件。各地震台站

和各市、州地震局(办)为地震监测志的编写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资料。在局党组

的直接领导下，监测预报处及时组织编写人员进行了明确分工，并要求全体编写

人员按要求认真编写，《湖南省地震监测志》于2002年底形成初稿。2004年3月

重新修订，3月底正式稿形成，并报中国地震局，组织出版。

五、监测志的编写分工

《湖南省地震监测志》前言由童迎世同志执笔。第一章和第三章由童迎世同

志编写，童迎世同志还负责整个监测志的统稿和排版工作。洪迅同志汇总数据库

部分的内容，第二章中大祥、新宁、物探院和张家界4个地震台的台志由洪迅同

志编写；桃源、吉首、益阳、郴州、临湘和湘阴6个台的台志由罗平安同志编写；

宁乡、津市、石门、安乡、涔澹5个台的台志由刘家愚同志编写；长沙、茶陵、

洪江、汨罗、韶山和平江6个台的台志由李金海同志编写；邵阳、华容：娄底、

冷水江、禾青和洪源6个台的台志由肖和平同志编写。

在编写过程中，27个台的台志的编排则按测震、地壳形变、流体三大学科和

国家台、省级台、市县台、企业台排序。

六、附记

地震监测志按编写要求，资料截止时间为2002年6月30日。2002年6月

30日以后的发生地震事件、台站的迁址变动、观测仪器的增减、观测资料的获奖

情况等都不包括在本志中。本地震监测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各市、州地震局(办)、

地震台站和各处室、中心的大力支持，省局全德辉局长亲笔为序，胡奉湘副局长

和陈立军研究员审订全稿，在此，谨一并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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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地震监测台网所在区域概况

区域自然地理环境’

湖南省位于东经108．8。～114．3。，北纬24．7。～30．2。之间。面积约21．18万平方公

里，居住人口约6502万。在地理环境上，东以幕阜山、武功诸山系与江西交界，西以云贵

高原东缘连贵州，西北以武陵山脉毗邻重庆，南枕南岭与广东、广西相邻；北以滨湖平原

与湖北接壤。

湖南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南岭山脉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在地势轮廓中，属自

西向东呈梯级降低的云贵高原东延部分。境内以过渡陛的地形轮廓、山岭、丘陵和盆地三个
梯级的复式盆地，湘、资、沅、澧四水汇聚的洞庭湖水系和以山、丘为主的多种地貌类型的

地域组合为特征。全省地形轮廓基本上以雪峰山为界，其西为全国地势的第二阶梯，其东为

第三阶梯，自西向东交替过渡。境内东南部的罗霄山脉和南岭山脉都向北倾斜，形成朝东北

开口的不对称马蹄形。全省宏观地势格局表现为三面环山，向中部、北部逐渐过渡为丘陵和

盆地，地表平坦，河网发育，水系纵横，湖泊众多。

四水汇聚的洞庭湖水系，连同汨罗江、新墙河，从东、南、西三面汇聚洞庭湖；北面有

长江三口分流河道南注洞庭湖，正反映了湖南地势总格局的特点。

湖南矿产资源丰富，矿种繁多。已发现的各类矿种141种，探明储量的矿种94种，

是全国多矿种省份之一。各类矿床、矿点5000余处，探明矿产地1550处，其中大型矿

床113处，中型矿床277处，小型矿床1136处，并有非有色金属之乡的美称。湖南能源

矿产主要是煤、石煤、铀和地热，煤层气有一定储量。至今全省保有煤炭储量29．24亿

吨，远景储量高达187亿吨，此外，在涟邵地区初步查明可采煤气、浅层天然气1171．79

亿立方米，有待进一步勘查开发。”钠矿是湖南重要矿产之一，是核电和军工生产的重要

资源，主要分布在湘中、湘南地区，少量在湘西和湘东。旅游资源丰富多彩，点多面广，

有著名的张家界森林公园，有全国三大楼阁之一的岳阳楼，总体上呈东一线、西一片、

中一带的格局。湖南交通便利，高速公路从省城直通各市，京广、湘黔、洛湛和枝柳铁

路贯穿全省。

湖南地质成矿条件优越，地壳发展和演化历史漫长，经历了地槽、地台、地洼三个地质

构造发展阶段，因此沉积岩、岩浆岩和变质岩三大岩系发育，地层出露齐全，自中_LT元-d／界

到第四系均有广泛分布(图1．1．1)。岩浆活动频繁，先后有武陵、雪峰、加里东等期的侵入

岩体。就大地构造而言，湖南分属两个不同的构造单元，西北部为扬子地台一部分，东南部

为南华准地台的一部分，总体上是—个不稳定的陆台。以前震旦纪浅变质岩系为基础，曾一

再活化，发生褶皱和拗陷。



湖南地下温泉富存，主要集中在湘南和湘西北地区．其次在雪峰山以南的武岗—新化一

带和湘东地区。经水文地质部门初步查明，全省地下温泉露头有120处，湘西北24处；湘中

18处；湘东Io处；湘东南6l处。其中高温2处，中温30处。低温88处。温泉的分布与地

质构造和地震有一定的联系，三者在趋势和位置上往往是一致的，如图11．2。

田I．I．2湖南省地下温泉分布圉

湖南处于华南弱震区的中北部，长江中下游．江汉平原之南。规模最大、影响波及全省

的中生代晚期的燕山运动后。以雪峰古陆为界，形成了洞庭湖盆地和沅麻盆地两个沉降区，

沉积了白垩纪与早第三纪红层。它们的展布方向在雪峰古陆的西北侧呈现北东—jtat东向，

东南侧呈北北东向。省内断裂十分发育，展布方向多样．均经受多次构造运动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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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l 1湖南省地质图(引用《湖南省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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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湖南省地震地质构造崮

(据《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地图集》湖南地震构造，张玉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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