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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写说明

我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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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候风地动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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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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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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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竹的起草和修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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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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北边陲，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区，也是我国大

陆地震活动强烈的地区之一．区内的阿尔泰山、南北天山、阿尔金山、昆仑山及

其山前地带是破坏性地震的频发地区．历史上大地震造成的灾害给新疆各族人民

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20世纪60年代以前，新疆地区没有地震台站。1964年9月，中国科学院地

球物理研究所在乌鲁木齐水磨沟建成新疆第一个地震台，开创了新疆的地震观测

工作．1970年9月10日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了新疆地震队

(1978年10月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并以乌鲁木齐地区和北、南天山

山前新疆经济带为重点选建地震观测台网，从此，新疆的地震监测进入了一个崭

新的发展阶段。历经32年的发展，新疆已拥有国家基准台、国家基本台和省级

区域台(点)等各类地震台(点)110多个，在全疆已初步形成具有一定监测预

报能力的以计算机网络、数字化为主的测震、前兆等多手段的综合性观测网络。

多年来，已积累地震、地形变、地下流体，电磁等观测资料200余项。为新疆的

地震预报、地震科研和地震综合减灾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基础资料，在新疆防震

减灾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疆地震监测志》内容丰富，记述了新疆地震监测和各台站的发展变化，

是对32年来新疆监测技术发展的系统总结，为更好地规划21世纪新疆地震监测

工作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较完整的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

《新疆地震监测志》不仅汇集了新疆两代地震观测人员30多年辛勤耕耘的

成果，也铭刻了他们在地震监测战线上的深深足迹。

《新疆地震监测志》的出版，是奋战在新疆地震监测第一线的同志们共同奋

斗的成果，是一件可喜的大事，为我们新疆地震事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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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地震事业的发展中绽放出灿烂光彩。显然，

的发展以及防震减灾都有着重要意义。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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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域辽阔、地震频度高、强度大，是我国多震省区之一．

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没有地震观测台站，直至1964年，在乌鲁木齐市水磨

沟选建了第一个地震台后，才开始新疆的地震监测工作。特别是1970年自治区

成立新疆地震队后，逐渐在全疆范围内开始建台，相继开展了测震、地磁、地电、

形变测量，重力、水化、地应力及地倾斜等多学科手段观测。

从1980年开始，也相继建成了一些地方地震台、企业地震台和一些群测点，

1992年底建成了乌鲁木齐遥测台网。从此新疆的地震监测系统跨上了一个新的台

阶，也为新疆的地震监测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些年，随着地震观测技术的发展和地震预报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传统模

拟量的观测在地震响应频带宽度、动态范围的分辨率两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另外，模拟记录特别是纸介质记录无法实时传输，影响了资料的及时使用和大震

速报，从某种程度上讲，限制了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为此，中国地震局自20

世纪90年代后先后组织实施了“国家基本台(网)优化改造专项’’、“中国数字

地震观测系统建设和地震前兆台站(网)技术改造”及国家大型科学工程。中国

地壳运动观测网络”等项目。通过以上项目的实施，新疆地震监测台网的监测能

力、水平和地震信息实时、准时的传输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我区地震台站仪器设备陈旧、老化的问题，使观测资料质量得到很大的提高。

可以说，新疆地震台网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综合、

从简单向高科技发展的艰难历程．从1964年新疆第一个地震台建成到2002年，

全疆现已有各类地震台(网)42个。其中国家基准台2个，国家基本台7个，区

域台(网)26个，地区台(网)7个。新疆的地震监测系统已初具规模。

艰苦的创业已在我们的奋斗中成为了历史，而地震监测台站(网)建设、技

术改造、运行和科研活动中形成的基础信息材料则是地震台站(网)重要的科技

档案，也是我国地震科技史的宝贵财富。为了使这些资料永久得以保存，为将来

我区地震监测台站(网)规划布局、建设、运行和科研活动提供依据和条件，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组织人力，在多方支持、通力合作下，编写了《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地震监测志》，旨在向从事地震科研和地震监测及管理的工作者提供有

价值的历史资料，通过阅读此志，使广大科研人员和台站台网管理人员能对新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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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监测台站(网)的建设现状和历史概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
该志共分五章，第一章分为五节，主要包括新疆地震监测台网所在区域概况，

地震监测简史，地震监测系统，地震监测队伍，地震监测管理五部分内容；第二

章分为十二节，分别对十二个国家级地震监测台的台站概况、手段、人员、监测

成果进行了介绍；第三章分为二十三节，分别对全疆二十三个省级地震监测台进

行系统的介绍；第四章分为四节，主要介绍了目前新疆遥测地震台网的情况；第

五章分为六节，分别对新疆流动形变、区域水准、重力，地磁、强震等流动观测
网进行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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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震监测概述

第一节新疆地震活动与地质构造背景简述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位于我国西北边陲，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接壤，拥有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

和5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在这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上，几十个民族繁衍生息，孕育了新疆多

姿多彩的民族历史风情。巍巍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阿尔金山和无垠的塔里木、准噶尔

盆地镶嵌相连，构成了新疆雄伟壮丽的自然地理景观。

地震活动

新疆是我国主要的内陆地震活动地区，其活动水平居全国首位。自1600"--'2000年新疆及

边界地区共发生5"-5．9级地震488次，6～6．9级地震108次，7～7．9级地震25次，8级以上

地震3次。1902年阿图什8级地震是新疆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

新疆地震活动在空间上主要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边缘的山麓地带及昆仑山、

阿尔泰山中部，明显呈条带状分布，与地质构造展布方向一致。自北向南分布有阿尔泰、北

天山、南天山、西昆仑和阿尔金山五个地震活动带。地震活动在时间上，从1900年以来，可

划分出四个强震活跃时段，即1902"-1914年、1924～1931年、1944～1955年、1973～1999

年。第一活跃时段活动区主要在南、北天山，有1902年阿图什8煅地震、1906年玛纳斯
7．7级地震和1914年巴里坤7．5级地震；第二活跃时段活动区主要在昆仑山和阿尔泰山，有

1924年民丰东南两次7坛级地震和1931年富蕴8级地震；第三活跃时段活动区主要在天山及

西昆仑，有1944年新源东北7级地震、喀什西南7级地震和1955年乌恰西北两次7级地震；

第四活跃时段活动区主要在西昆仑山及其与南天山的接触地带，有1974年乌兹别里山口7．3

级地震、1985年乌恰7．4级地震、1997年伽师强震群、1996年皮山西7．1级地震。新疆地震

多为小于50km的浅源地震，震源深度自北向南逐渐增大，阿尔泰山平均20km，天山20"--

50km，西昆仑20"、,160kin，喀喇昆仑最大达200kin以上。地震发生的类型多样，有孤立型、

主震型、双主震型、主震一余震型和震群型，多数地震为主震—余震型，但出现较多的震群型

地震也是新疆地震活动的特点之一。

新疆虽然地广人稀，经济不够发达，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损失相对我国东部地区较轻，

但是，新疆人口集中、经济繁荣的绿洲地区恰恰多是地震活跃的地带，所以地震事件成灾率

高。历史上新疆70e的城镇遭遇过烈度为Ⅶ度以上的破坏。据1949"-'2000年36次重大和明

显地震成灾事件统计，造成人员死亡175人，伤644人，牲畜死亡11251头(只)，造成建筑

物破坏的经济损失超过20亿元。给新疆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新疆不发达的经济带来了严

重威胁和损失。新疆地震灾害中，1902年阿图什8％级地震是人员伤亡最为严重的一次。地



震极震区烈度大于X度，房屋倒塌万余间，山体崩塌，平地开裂，死亡近千人，牲畜伤亡惨

重。1931年富蕴8级地震形成的地面破坏现象和规模，是国内外极为罕见的。惊人的159kin

的地震断裂，大面积的地面塌陷和山体滑坡，鲜明的岩石水平位移、垂直断错和张裂，让前

来考察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叹为观止。1985年乌恰7．4级地震是现代新疆地震成灾事件中

最严重的一次。造成人员死亡67人，伤200余人，倒塌房屋1531间，乌恰县城一片废墟。

二、地震活动带

新疆地震带的划分只考虑我国境内的部分，通常分为阿尔泰、北天山、南天山、阿尔金

和西昆仑五个地震带。

(一)阿尔泰地震带

是阿尔秦一蒙古地震带的我国境内部分，位于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及其边缘地带。该带

1917年以来共发生8．0级地震1次，7．0---7．9级地震1次，6．0,-一6．9级地震5次。

阿尔泰地震带的展布方向与带内主体构造方向(NW--NWW)相一致，其主要发震构造

为NNW向全新世活断裂。NW向活断裂规模巨大，．在发育历史上，可可托海·=台断裂以

西一般为晚更新世活断裂，地震活动水平不高，除在拱形隆起幅度较大的北部边境线附近有

个别6级地震发生外，中强地震也很少发生。在可可托海一二台断裂以东，与可可托海一=

台断裂相交汇的NW向断裂在全新世有所活动，其地震活动水平远低于NNW向断裂。NNW

向断裂以可可托海一=台断裂最为典型，该断裂为右旋逆走滑型断裂，在全新世以来活动强

烈，曾发生过1931年8月11日富蕴8．0级地震，并形成了长达159km的富蕴地震断裂带。

阿尔泰地震带总体活动频度不高，b值为0．49，震源深度在10-～40km之间，出现的主

要是主震余震型地震。在空间分布上极不均一，地震多与NNW向的可可托海一=台活断裂

有关。 、

(二)北天山地震带 ，

分布在我国境内北天山及北缘地带(包括准噶尔盆地南部地区)。东起哈密地区的伊吾以

东，呈近东西向带状展布，经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石河子、乌苏、精河，向西至伊宁、

温泉，从昭苏向西延伸至哈萨克斯坦境内，为一西宽东窄的长条带。

北天山地震带地震主要沿准噶尔盆地南缘和伊犁盆地与山体边界分布，与近东西向的主

体构造方向一致。自1716年以来，该带在我国境内共发生8级地震1次，7．0---7．9级地震5

次，6．0～6．9级地震10次，地震活动西强东弱，强震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以西地区。在乌鲁

木齐以东除巴里坤地区曾在1842年和1914年发生两次7．5级地震外，仅在1916年发生了1

次6级地震。

北天山地震带强震集中分布在两个强震构造带内。

在北纬43．5。～44．06线附近，此强震构造带可东起巴里坤向西一直延伸至哈萨克斯坦

境内，曾发生1812年尼勒克8级地震，1906年玛纳斯7．7级地震和巴里坤附近的两次7．5级

地震，以及10次6．0级地震。

在北纬43。附近，地震构造带东起新源以东，向西延至哈萨克斯坦境内，此带曾发生

1716年特克斯7．5级地震，并且在43。线附近的新源南和特克斯达坂附近发现了地震形变带。

北天山地震带的强震活动是以近东西向逆断裂为主。

北天山地震带的地震活动强度大、频度低，b值为0．59。地震活动具有东西对迁、跳跃

一2一



填空的特点。强震的震源深度多为lO--一35km之间，地震活动在时间上相对集中在两个世纪

交替的时段内，如1716、1812、1906年都发生了7．5级以上地震，出现大释放的情况。其大

震活动的间隔时间显示近百年的周期性。强震基本没有原地重复发生的现象。 ：

中、强地震多为主震型和主震余震型地震。山前的小震群是北天山弱震活动的一个特点，

如：1975年沙湾震群、1978年温泉震群、1980年乌鲁木齐震群、。1981年乌苏震群；

(--)南天山地震带 ? ‘

主要分布于我国境内的南天山及其与塔里木盆地的结合部。东起库尔勒东，经库车、拜

城、阿克苏至阿图什，在乌什和乌恰以西地段向西延入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

斯坦境内。 ，

该带可分为东西两段，库尔勒以东至阿克苏为东段，乌什至阿图什、乌恰一带为西段。

东段总体呈近东西向展布，共发生7级以上地震1次，6．0-,-,6．9级地震8次，其中发生

的两次强震是1949年库车7％级地震和1927年和静6矧爱地震。地震活动基本沿北纬42。线

附近分布。该段的地震主要是沿近东西向的逆冲断裂发生。

西段总体呈北东东向展布。共发生8级地震1次，7级地震2次，6．0---6．9级地震52次。

其中的7级以上地震是1902年阿图什8％级地震和1955年乌恰西北的两次7级地震。地震

活动主要是发生在柯坪断块周边地区的东西向逆冲断裂带和北东一北东东向逆走滑断裂带

上。前者的震级大，地震活动的频度高，后者多为6级强震和5级中强地震。其主要发震构

造断裂较为复杂。

该段内地质构造复杂，新构造运动强烈，不仅表现出地震活动强度大、频度高的特点，

而且出现了多种类型的地震，主要有主余震型、双主震、震群型等。在震群型地震中，地震

成群、成丛发生的特征在新疆地震活动中尤为突出，如1966年巴楚强震群和1997年伽师强

震群。在乌恰、阿图什、伽师、西克尔、巴楚、乌什等地区都是强震和中强震成丛发生的地

区。统计6级以上地震，重复率达82％。

总体看来，南天山地震带地震活动的强度大、频度高，b值为0．81。地震活动以浅源地

震为主，一般强震的震源深度在40km以内，但在乌恰—阿图什地区也有个别超过70km，最

深可达150km的中源地震。统计674例地震，有661例震源深度在40km以内，有13例震

源深度超过70km。

南天山地震带的地震活动在时间轴上也是不均匀的，平均每5年可能发生3次6．0级以

上地震。在有记录以来曾出现1902年和1949"--1955年两次7．0级以上地震活动高潮期，按

此计算发生7．0级以上地震的间隔时间为47年。

(四)西昆仑地震带

是指帕米尔—西昆仑地震带的我国境内部分，分布在西昆仑山、帕米尔高原东北部及边

缘地带，总体呈北西向展布，东起于田南向西北经柯克亚、塔什库尔干、疏附，向西延入塔

吉克斯坦境内。

西昆仑地震带可分为三段。西段在帕米尔地区，该段北部直接与南天山地震带相接，其

边界呈一向北北东方向突出的弧形。该段地震活动频繁，自有历史记录以来曾发生过1944

年乌恰南和1974年乌孜别里山口的两次7级以上地震，以及1985年乌恰南7．4级地震，发

生6．0---6．9级地震12次。并且还发现了一些古地震遗迹。该段主要发震断裂为一些向北北东

方向逆冲的断裂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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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段是公格尔山—麻札段，总体走向为北西向。段内曾发生过1895年塔什库尔干1次7

级地震和5次6．0"-'6．9级地震。地震活动的强度与频度均弱于西段。发震构造是以北西—北

北西向以走滑为主的断裂带。 ．

东段是柯克亚—于田段，总体走向北西一东西向。该段地震活动的强度不大，低于西段，

强震和中强地震活动的频度要高于中段，曾发生过1996年喀喇昆仑山口7．1级地震1次，6．0～

6．9级地震9次。地震活动主要是沿近东西向或北西西向以逆冲为主的断裂发生。

总体看来，西昆仑地震带地震活动的强度较高，频度大，b值为0．79。除在西段南部地

区有中源地震活动外，各段仍以浅源地震为主，但其深度多在40km以上。该带7级以上地

震发生的间隔时间分别为10年、11年、12年和49年，自1944年以来7级地震发生的间隔

较稳定为10---,12年。带内^，≥6．0级地震集中分布于克孜勒苏河南部、塔什库尔干和慕士山

一带，其它地区则成零散分布。强震只在帕米尔北缘及和田以南重复，重复率为22％。

在该带西段的南部地区发育着中深源地震，是我国两个中源地震区之一，也是帕米尔中

源地震区向东延伸至我国境内的部分，位置与西昆仑地震带西段南部地区有所重叠，但仍应

隶属帕米尔中源地震区。该区在新疆约有8．5万kmt，中源地震深度分布在60-一220km的范

围内。

(五)阿尔金地震带

分布在阿尔金山及其两侧地带，总体呈北东向带状展布。东北起于新疆与甘肃的交界处，

西南至琼木孜塔勒一带，曾发生1924年民丰东南的两次7％级地震和3次6．0-'-6．9级地震。

地震活动的强度和频度较低，b值约为0．53。地震主要沿著名的阿尔金断裂和阿尔金北缘断

裂展布。并皆为深度小于351an的浅源地震。

阿尔金断裂是一条走向NE规模巨大的左旋走滑断裂，除发生过1924年民丰东的两次

7％级地震外，沿该断裂各段均发现了古地震破裂带。

阿尔金北缘断裂，在阿尔金山北缘断续分布，沿断裂1933年发生江格萨依CA级地震。

阿尔金地震带地震活动在时、空分布上不均匀。时间上：主要地震活动集中在1922--一1933

年。空间上，强震主要发生在上述两条断裂带的东西两段，中段无强震发生，中强地震活动

也较弱。

三、地震地质背景

新疆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震源浅、成带分布等特征与新疆的区域地质构造背景和

深部构造环境、新构造运动和现代构造运动以及发育的地震构造等地震地质条件密切相关，

见新疆地质构造图。

(一)区域地质构造和深部构造

新疆地处欧亚板块的中南部，南面是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相碰撞时所形成的世界屋脊

——青藏高原，北部是西伯利亚块体及其向南挤压形成的蒙古弧形构造带。长期的地质历史

中，已形成由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年青褶皱隆起和夹持于其中的准噶尔、塔里木古老断

陷盆地呈菱形条块状镶嵌的现代构造骨架。依板块学说，新疆古板块构造可划分为西伯利亚

板块、准噶尔板块、塔里木板块、昆仑板块和乔戈里板块，五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和多个不

同次级的构造体。其问，额尔齐斯、艾比湖一康古尔塔格、米什布拉克一古洛沟一库米什、

乌依塔什一库尔良一苦牙克、康西瓦一木孜塔格一中昆仑和班公湖一丁青一怒江等六条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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