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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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地震的文字记载已有约

4000年，始于公元前1831年的《竹书纪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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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制

了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咱{风地动仪，于公元132年记录到数千公里外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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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形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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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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浙江省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历史上杭、甬、温等地多次发生5级左右的破

坏性地震；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区又多次发生4级左右地震。沿海地区还常受

到南黄海、台湾等地强震的影响。杭州、宁波、嘉兴等部分地区及舟山市被列入

国家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

1970年，浙江省第一个地震台站——新安江地震台的诞生标志着全省现代地
震观测事业的开始。30多年来，我省地震监测从早期单一的观测手段逐步发展到

多学科综合观测，从有人值守的模拟观测过渡到无人值守的数字化观测，使我省

地震观测工作逐步实现了现代化。目前，浙江省已经建立起一个包括17个数字

化地震观测台站的省级数字化遥测台网，和一个拥有形变、流体、地磁等多项观

测手段的数字化地震前兆台网，在全省防震疵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浙江省地震监测志》真实记载了浙江省地震监测工作的发展历史。在编写

过程中，笔者本着严肃认真科学求实的原则，力求真实可靠地反映浙江省地震监

测台网和台站的基本资料、历史沿革、观测技术和相关人员以及地震科学研究等

情况，使这本监测志具有较高的检索和参考价值。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将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浙江省防

震减灾工作的开展，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台站布局，提高综合观测能力，为建设有

浙江特点的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和地震应急救援三大工作体系作出

贡献。

陈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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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0年浙江省第一个地震台——新安江地震台诞生至今，已整整34年了。

在中国地震局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省地震监测工作从点到面、从单一

到综合、从模拟到数字经历了一条夯实基础、健康发展之路。特别是近几年来，

随着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省加

快了地震监测工作现代化的步伐，陆续改造和新建了一批数字化地震监测和地震

前兆监测台站。目前，全省数字地震台网已建成投入正常运行。数字地震前兆台

网正在抓紧建设，一个布局合理、专群结合的现代化地震监测网正在形成，我省

地震监测能力和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在防震减灾工作中发挥出了基础作用。为进

一步加强地震监测工作的管理，更好地利用地震监测资料为地震速报、科学研究、

科技开发和全省防震减灾工作服务，协助从事防震减灾工作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

员了解我省地震台网(站)的建设现状和历史概况，按中国地震局的统一部署，

省地震局组织编写了《浙江省地震监测志》。

《浙江省地震监测志》反映了浙江省地震监测工作的发展历史与取得的主要

成就，介绍了全省地震监测系统的构成和地震监测台网、各地震台站的历史沿革

和现状。它体现了浙江省全体地震工作者呕心沥血、辛劳工作的结晶，更是浙江

省科技工作者和关心地震事业的人们了解浙江省地震工作的一个窗1：／。

本监测志是根据中国地震局下发的省地震监测志编写大纲编制而成。浙江省

地震局专门成立了人员涵盖面较广的《浙江省地震监测志》编写组。在编写过程

中，编写组在局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监测预报司的具体指导下，以严谨认真的科学

态度积极参与资料调研搜集和编写，并由省地震局监测预报处具体组织进行。自

2002年8月起，经编写组全体同志的努力，于2002年12月完成本监测志的初稿

编写任务．此后进行多次修改，通过了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组成的专家组初步

评审。编写组根据2003年底深圳地震监测志修订会的精神，对专家提出的具体

修改意见又组织多次修改。2004年4月初组织浙江省地震局专家组进行评审，根

据评审意见编写组再次修改，最终定稿。

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第一章：第一节赵冬，第二节俞铁宏、肖志江，第三节俞铁宏，第四

节李于民，第五节余俊和，第六节陈学庭、余俊和，第七节林锦南、李博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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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海翔、冯鑫芳，潘文飞。

第二章：第一节袁建华，第二节余俊和，第三节陈建毅，第四节邱永平，

第五节余加虹，第六节邱国荣，第七节张义德。

第三章：俞铁宏、傅建武。

统 稿：李于民、王晓民。

审 核：陈学庭、傅建武。

本监测志的编写受到了省地震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得到了许多具体的帮助

和指导，陈修民局长亲自撰写了序，陆南栋助理巡视员参与了部分章节的撰写工

作，并对文稿作了校核、修改和补充。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叶建青、陈经华、

钱 京、黄丽华、李家军、马志江、朱新运、张帆、杨刚宇等同志及各相关处

室、地震台站从事过地震监测的老同志的关心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监测志收集的资料截止到2002年6月30日，由于历时较长，难免有疏漏

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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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概况

第一章地震监测概述

第一节 监测台网区域概况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东北与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为邻。浙江省

陆域面积101800km2，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海岸线总长6 486km，有面积500m2以

上岛屿3 061个，是中国岛屿最多的—个省份。浙江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呈阶梯下降，

西南是山地，中部是丘陵和山地，东北是平原。西南部为平均海拔800m的山区，1500m以

上的山峰大都集中在此，龙泉县境内的黄茅尖，海拔1929m，为本省最高峰。中部以丘陵为

主，大小盆地错落分布于丘陵山地之问，东北部为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河网密

布。各山脉一直延伸到东海，露出水面的山峰构成半岛和岛屿。 ．

浙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降水充沛。年平均气温15～18℃。1月、

7月分别为全年气温最低和最高的月份，5月、6月为集中降雨期，年平均降水量1319．7mm，

春雨、梅雨、台风雨为主。

二、区域地质情况

浙江省的大地构造格局以江山一绍兴断裂为界，基本分为两个部分：断裂带东南为华夏古

陆，断裂带西北为扬子准地台。华夏古陆变质岩基底地层年代为元古代，其上覆盖了大面积中

生代火山岩，特别是浙东地区，侏罗一白垩系火山岩到处可见。此外，还有很多大型的花岗岩
体。扬子准地台出露的主要是古生代沉积岩，在大型断陷盆地上叠加了巨厚的新生代地层。

浙江省的重力场存在明显的南北分区，即大致以大别山麓爿匕一啼秒H湾刊}为界，南区以大面积布
格重力负异常为主，北区为大面段蒯各勤正异常为主。浙江省的肮磁异常与重办翰腑鸵吲E尉寺征。

浙江省的莫霍面埋深形态为：北浅南深，东浅西深，表现出与地表形态的负相关特征。

浙江省的新构造运动主要表现为差异升降运动。以桐柏山、大别山北缘到杭州湾南岸—线为

界，西倪I阵在—条重要的北西西向差异带，南侧是E升山地，北侧为沉降平原、盆地和海湾。在

大地貌匕，从闽北—浙南到浙北形成明显的多级地貌断阶带。浙南多山地，浙北则表现为一系列

盆地和大型沉积平原，第四系河湖相沉积达200"---,300m，南北形成鲜明的地貌对比。

浙江省的区域断裂构造从元古代就已形成，并控制了不同大地构造单元的发育历史，如

江山一绍兴断裂带等。此后古生代除少数断裂活动外，区域内断裂构造发育减缓。中新生代以

来，受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的影响，区内的断裂构造异常活跃(尤其是中生代末期)，

先后形成了北西、北东、北北东及东西方向多组断裂。

根据浙江省工程地震研究所对浙江省活动断裂多年研究结果，浙江省主要断层分布及描

述见图l—l—l和表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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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浙江省内主要断裂一览表

编
断层名称

产状
性质 规模(km)

号 走向(。) 倾向 倾角(。)

Fl 苏州一安吉活动断层带 40 北西 逆冲 >180

1：2 湖州一临安活动断层带 25～30 东南 80 逆冲 >170

F3 马金一乌镇活动断层带 40～45 南东 70 逆断 >150

F4 萧山一球川活动断层带 50 北西 65 正断 >200

F5 江山一绍兴断层带 40～60 北西 45～88 逆断 >200

F6 余姚一丽水活动断层带 30 南东 逆冲 >200

F7 丽水一奉化活动断层带 40～50 东南 80 走滑 350

F8 镇海一温州活动断层带 20～30 北西 陡 正断 450

F9 岱山一黄岩活动断层带 20～30 北西 80 逆冲 >100

FIO 无锡一苏州活动断层带 330 正断 >130

Fll 长兴一奉化活动断层带 315 北东 75 >200

F12 孝丰一三门湾活动断层带 300～3lO 东北 60 正断 >200

F13 淳安一温州活动断层带 300～310 ． 走滑 >200

F14 衢州一仓南断层带 300～3lO 走滑 >loo

F15 湖州一嘉善活动断层带 近东西 北 陡 正断 150

F16 昌化一普陀活动断层带 东西 北 70～80 走滑 290

F17 衢州一天台断层带 东西 北 陡 正断 >200

三、地震活动情况

在大地构造上，浙江省分属扬子准地台和华南褶皱系两个一级构造单元。以江山一绍兴断

裂为界，西北部为扬子准地台钱塘台褶皱，东南部为华南褶皱系东南褶皱带二级构造单元。

浙江省主要大断裂带有北东向、北西向和东西向三组。其中以北东向断裂带占优势。这三组

断裂带控制了浙江省的地震活动。浙江省历史上较大的地震几乎都分布在这几条断裂带上，

也有部分分布在这几组断裂带的交汇部位。其中镇海一温州断裂带上发生4级以上地震lO余

次，最大地震为1813年温州4％级地震，余姚一丽水断裂带及相邻的丽水一奉化断裂带上发生

4级以上地震6次，最大的是1574年庆元5'A级地震，其次为1866年景宁4％级，萧山一球川

断裂带上也发生过4级以上地震lO余次，其中最大的是929年杭州5级。浙江省的几条北东

向大断裂几乎都延伸到长江口地区，在长江口地区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中强震，由于活动构造

上的联系，长江口的中强地震与浙江陆地上的中强震有一定的呼应关系。

浙江省是地震活动总体较弱的省份之一，从地震活动总体特征看，北纬29．5。以北属于

华北地震区、冀鲁豫地震亚区、长江中下游一南黄海地震带；以南属于华南地震区、大巴山一

南岭地震亚区、富春江地震带。根据地震活动的空间分布细节特征，浙江省可细划分为浙北

(北纬29．5。以北)、浙南(北纬28。以南)、浙中(北纬28。～29．5。间)三个活动区。

自公元288"一1970年，浙江省共记录3级以上历史地震256次(含海域)，见图l—l一2，

一3一

，Lf．≯，．t●^■I，



其中：

3．0～3．9级，213次(浙北136次，浙南20次，浙中57次)；

4．0,-一4．6级，31次(浙北19次，浙南4次，浙中8次)：

4．7～5．S缓，8次(浙北5次，浙南3次，浙中0次)。

统计中使用的地震赘料来源于浙江省地震局编写的《浙江省地震目录》，该目录中除1900

年以后的少部分地震有仪器记录外，其他均通过史料考证得到，所曝地震的时、空，强参数

可靠性较低。

自1970年至今有仪器记录的地震中，ML3．0级以上地震共27次，冀中：

3．O～3．9，22次(渐北17次，浙南1次，浙中4次)；

4．0—4,9，5次e浙北5次，浙南0次，浙中O次)。

(注：1．震级^磊与震级^缸的关系式为：A磊司．13^龟一1．08。
· 2．下文中凡不注明聪或^毛地震震级韵地震，或直接写明4：0级或6．0级地震，

均为聪地震震级。)
从历史地震活动水平来看，浙北地区远高于浙南、浙中地区，浙南地区地震活动强度高

于浙中地区，但频度低予浙中地区。

从现今地震摄动水平来看，浙北地区地震活动水平高于浙南、浙中地区，浙南地区与浙

中地区地震活动水平基本相当。

从时间进程上看，浙南地区地震活动表现出较好的承接性，平静—过渡一活跃的周期性

特征明显，浙北地区地震活动的周期性特征鞍难辨认。

1970年至今，在浙江省陆域内发生且造成一定经济损失的由浙江省地震扁组织宏观考察

组进行过考察的地震共11次，其中，最小地震仅有||I唾2．1级(1984年6月18日德清她震，

震中位于北纬30．6。，东经1)19曩。)，震中烈度Ⅳ度，最夫堍震震级聪J．7级(1994年9月
7日鄞县饺口地震，震中位于北纬∞．82。，东经121|．25。》，纛中烈度V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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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震灾害情况

浙江省地震活动水平总体上较弱。浙江省有史料记载的破坏性地震有十余次，其中震害

较严重的7次发生在城镇地区。公元929年杭州发生5级地震，《吴越备史》一卷六十五页的

记载为“天成四年，是岁所在地震，居人有坏庐舍者。”1523年镇海发生5'／2级地震，《明实

录·嘉靖实录》二十九卷二页记载为“嘉靖--g-t：月壬申，浙江定海等卫奏，空中有声如雷，

风雨骤作地大震，城堞尽毁。”1574年庆元发生5％级地震，康熙《庆元县志》十卷二页记载

为“万历二年甲戌地大震，官舍民居倾颓。”1678年海盐发生4％级地震，清史稿《灾异志》

二零七页记载为“康熙十七年四月初七日海盐地震，屋瓦倾覆。”1813年lO月17日温州发

生4％级地震，《瓯乘补》九卷记载为“清嘉庆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夜，户壁为裂，环铁皆

鸣，人至不能起立。”1866年9月21日云和鹤溪发生4％级地震，历史记载为“清同治八

月十三日屋宇倾仄。仙居、丽水均震。”1867年9月海宁盐官发生4％级地震，(民国)《海

宁州志》稿四十卷二十一页记载为“同治六年八月地大震，坏民居”。[143J

全国解放后，浙江省没有发生过严重破坏性地震，但陆域发生过多次有较大影响的有感

地震和震群，海域发生过5．0级地震。

1960年7月21日苍南以东约100 km海域(27．30N 121．80E)发生5．0级地震Iz一1。

1971年2月9日舟山群岛发生4．0级地震【4J。中街山列岛青滨、庙子湖、东福、黄兴四

个公社的群众普遍有感，房屋咯咯作响，个别屋顶石块掉落。

1985年9月11日舟山群岛衢山岛附近海域发生4．0级地震12t’1。地震有感面积约1500km2。

大衢四平乡大龙潭村、大巨中学、乍门乡、岱东乡、岱西乡、秀山乡、长涂乡、东剑乡普遍

震感强烈，房屋摇晃，熟睡群众震醒外逃。

1993年2月26日宁波市鄞州区皎口水库发生3．3级地震，地震类型为震群型【6l。这次地

震震级不大，但对当地群众心理及经济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地震发生后，洪山、樟村、大雷

三乡镇有万余人外逃避震，部分企业停产、学校停课，一度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1994年9月7日宁波市鄞州区皎口水库又发生4．2级地震【2，7J。宁波市、余姚市、奉化市

普遍有感。震中烈度V度，震中区震感强烈，多数人惊慌外逃。震中所在地章水镇周公宅、

大皎村、箭锋村、黄岩头村有房屋、烟囱倒塌，墙体震裂较普遍。

1998年2月24日庆元县城东发生3．1级地震【2一。兰溪桥水电站有2台机组压力表被震

坏。沿库区公路有多处小型崩塌，体积约10．-．-20m3。当地群众普遍跑出室外。

1998年8月17日嵊州一新昌发生4．0级地震[91。杭州、宁波、平湖、临海等地有感，嵊

州、新昌两地普遍震感强烈。嵊州市城北武装部仓库南侧围墙向北倒塌20余米，市区平房及

楼房居民绝大多数有感，旧民房掉瓦。嵊州城关镇江东村与丁家村间河堤出现北东200=走向

斜切大堤的地裂缝，裂缝宽5mm，长约30mm，村民有强烈上下振动感。苍岩镇、铰镇、甘

霖镇、普义镇、崇仁镇、阮庙镇、新昌市区、城关镇、梅诸镇为烈度V度区。新昌市城关镇

有部分房屋开裂。干打垒土墙倒塌lO余米，许多房屋掉瓦、人们惊逃户外。

此外，1979年7月9日江苏溧阳6．0级地震x,-J-浙江省北部地区造成了较大影响。嘉兴地

区受溧阳地震波及影响，有137间房屋和建筑物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倒塌23间。在该

次震害中受轻伤3人，压死牲畜12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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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监测简史

第二节地震监测简史

浙江省地震监测工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0年我省第一个地震台——新安江地震台

建立，开始了地震观测记录，1974 1982年，全省先后建立了杭州、宁波、湖州、温州、舟

山和乌溪江(企业台)等地震台，配备了短周期地震仪，部分台站配备了中长期地震仪(温

州、湖州、新安江台)和长周期地震仪(温州台)，初步建成了全省地震观测台网，具备了省

内ML3．0级的监测能力。在此期间，各专业台又分别增加了地形变、地下流体、地应力、地

磁和地电等地震前兆观测手段，各地(市)、县特别是杭州、宁波和浙北地区的市、县相继建

立了地下水、地形变和电磁波测报点，组成了专群结合的全省地震前兆监测网。

1983年至90年代初，是我省地震监测工作调整、巩固和提高的阶段，在此期间，对全

省地震和前兆观测台网进行了优化调整和技术改造，观测条件不符合要求或者环境条件变化

无法达到正常观测标准的手段和观测点相继下马，无线通讯和有线传输等新的技术被采用，

部分观测项目进行了升级改造。1986年下半年，杭州地震台与上海市地震局所属横湖地震台

组成的杭州地震传输台投人运行，全省原有台站中共有5个台8个观测项目列入了全国基本

台网，在观测资料质量评比中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1995年，根据中国地震局和浙江省人民政府“九五”规划安排，按照省、市、县共管模

式，“浙江省数字遥测地震台网”和“浙江省地震前兆台站(网)技术改造”两个重点项目建

设开始。1997年5月改造完成了第一个数字化地震子台杭州台，并在省地震局建设了遥测台

网中心。1999年4月先后改造和新建了新安江数字化子台等11个子台，加上上海局的横湖

台，完成了浙北数字遥测地震台网的建设任务，同年10月通过中国地震局专家组验收。至

2002年4月又先后新建、改造了浙南地区5个数字化子台，形成了拥有17个子台、覆盖全

省的现代化数字遥测地震台网，地震监测能力达到浙北MLI．5级，浙南ML2．5级水平。

地震前兆台站的数字化改造从2000年开始进行，至2001年11月宁波台和杭州植物园台

的技术改造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改造、新增地形变、地下水和地磁等数字前兆观测项目5

项。省地震局数字前兆台网中心逐步建成，台网中心可通过电话线路自动从台站接收和储存

一6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