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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地震是威胁人类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强烈地震往往给人类社会造成

严重的损失和破坏，并使人们的心理受到严重刨伤。古今中外，有史以来

人们对事关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地震灾害问题都十分关注，各国科学家不断

地探索和研究其活动规律。

我国是世界上地震最频繁、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我国

地处欧亚板块东南部，受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喜马拉雅～地中海地震带活动

的影响，地震活动具有频度高、强度大、分布广的特点。研究表明，目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地震活动仍处于相对活跃时段，地震活动的主体集中在西

部。就我省而言，祁连山中东段连续多年被中国地震局和甘肃省地震局列

为地震重点危险区。祁连山地震带作为我国大陆主要的地震区之一，历史

地震曾使这一地区的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在心理上蒙上了一层恐惧地

震的阴影。特别是1927年5月23日古浪8级大地震，给当地群众造成了

巨大伤亡和损失。一些老人至今还记忆犹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天

祝及邻近地区先后发生了青海共和7．O级、天祝～景泰6．2级、永登5．8

级、天祝～古浪5．4级、景泰5．9级、山丹～民乐6．1级j5．8级地震。一次

又一次强烈地震袭击，使这一地区在中国地震灾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该

地区的地震活动也受到了中外科学家的特别关注。

位于地震重点危险区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历来对防震减灾工作十分重

视。天祝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宁可干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工作方

针，确立“预防为主、平震结合、常备不懈”的指导思想，实行综合防御的有

利措施都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o 1990年10月20日发生在天祝、景泰的6．2

级破坏性地震，在天祝地震史上影响很大，教育颇深。该县在震前制定了

<天祝藏族自治县大震救灾对策方案>，在6．2级地震中发挥了巨大的作



·2· 天祝藏族自治县地震志

用。县委、县政府领导立即到位，在极短时间内赶赴灾区，根据大震对策方

案采取了行之有效的防震救灾措施，进行抗震救灾。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及

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地震灾害损失，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指挥系统行动之迅速、指挥之灵活、措施之得力、效果之显著，是

巾国地震减灾史上很少见的。这一点，我们感受最深，就连法国政府“国际

减灾十年委员会”主席穆埃尔教授对这次天祝、景泰地震中政府职能部门

的有效减灾措施也给予赞赏和高度评价，法国宇宙科学院奥贝尔教授对此

也发出感慨：“中国政府在地震防震、减轻地震灾害方面采取的各项措施，

值得世界各国借鉴和学习”。由此可见，天祝县在防震减灾工作中所取得

的这些成绩确实是值得认真总结的。不论在科学技术上，还是工作方法上

将会给人们留下有益的启示。对我们借鉴过去，服务当代，开创未来具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o ·

值此<天祝藏族自治县地震志》编篡出版之际，地震局的同仁们要我写

几句话，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地震科学研究者，对天祝县整理编篡出版地震

志书十分高兴和敬佩，相信该志书将使人们从中得到很多知识和启迪，同

时，对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科学发展观，推进全社会防

震减灾事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愿世界祥和宁静，祝天

祝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喜国芸等篙繁警爹姜易多茂甘肃省地震局局长 ∥／∥＼J

200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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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是一种破坏性很大的突发性自然灾害，它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带

来的社会影响，遥居各种自然灾害之首。如何有效地进行综合防御，最大

限度地减轻震害损失，不仅是地震部门为之奋斗且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也是我国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地震灾害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因

而，防震减灾就成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行为，包括预

测预报，震灾预防，地震应急，地震救灾与重建等诸方面，需要动员全社会

的力量，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这既需要县直各部门及乡镇的协调联动，

又需要社会团体、组织及个人的紧密配合；以增强整体的力量和效果。天

祝县几次抗震救灾的实践证明，防震减灾不仅仅涉及到科学技术，更涉及

到行政措施。政府在制定对策，实施对策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只有充分

发挥政府的领导和指挥功能，把防震减灾纳入政府的计划，通过政府的权

力、责任和行动的紧密结合，才能达到减灾目的。

为此，我县在地震监测和震灾预防环节上，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使

地震预测预防水平不断提高，震灾防御的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尤其在提高

全县广大农牧民群众的防震减灾意识方面，使地震科普知识基本上涵盖了

全县各个乡镇，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在地震应急和抗震救灾环节上，充分

发挥出科学，政府与社会综合防御的减灾实效。由于制订<天祝县大震救

灾应急对策方案》和<天祝县破坏性地震应急方案》非常及时，在随后突发

的1990年天祝、景泰6．2级地震和1996年天祝、古浪5．4级地震的应急抢

险和震后救灾中，天祝县政府决策迅速，指挥有方，措施得当，在救灾上做

到了紧张有序，临震不乱，防止了次生灾害的发生，从而减轻了震害损失。

收到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赢得了社会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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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祝建县较迟，历史记载相当缺乏，在自然灾害的记载上更是凤

毛麟角。为此，《天祝藏族自治县地震志》的编纂出版，为这方面欠缺的记

载填补了空白，是承上启下，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业。编修志书，

作为政府行为，其目的和意义在于“存史、资政、寓教”。《天祝藏族自治县

地震志》可以说是了解天祝的一个窗口，是掌握县情的基本资料，在今后的

地震与减灾综合防御道路上不断总结经验，认识科学规律，使之成为改革

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资政之鉴。

当前，全县正处于全面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关键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

防震减灾任务更加艰巨，我们必须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和《甘肃省防震减灾条例》努力提高全县各族人民的防震减灾意识，发挥政

府的职能作用，积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依靠科技进步，加强震灾预

防、地震应急和震后救灾等工作，走综合防御的道路。为实现全县小康和

天祝的经济腾飞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持，积极有效地为地方经济建设服

务。

天祝藏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天祝藏族自治县防震减灾总指挥部总指挥 j，2，i～72,,铺
2004年6月



凡 例

凡 例

1、本志定名为《天祝藏族自治县地震志>，简称《天祝县地震

志>o

2、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艺文录、附录组成。概述总摄全

书，概括天祝县防震减灾工作；大事记以时为序，记述自天祝县地

震局(办)成立以来，县内发生的地震领域内的大事；专志横列门

类，纵述地震史实；附录辑录单项性重要文献和资料；艺文录选取

县内外的作者已发表的描写天祝发生的地震或天祝防震减灾工作

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等o

3、为行文简练，根据内容需要，使用“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全称

或“天祝县”的简称o

4、本志在记述历史地震中详今略古，上限不等，下限断止

2003年底o

5、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o

6、本志按地震工作的性质分篇设章。基本框架为篇、章、节三

层，部分节下设目o

7、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大事记、专志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

不作评述o

8、纪年一律用公元年号。涉及到历史上的朝代纪年在括号内

注明公元纪年o

9、数据资料：历史地震和现代地震资料数据采用兰州地震研

究所主编的《地震资料汇编》和《陕甘宁青四省(区)强地震目录》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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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陕甘宁青四省(区)地震目录》。震害损失评估数据均采用兰州

地震研究所当时对震害损失评估的数据。其他数据以天祝县统计

局公布的数据为准。

10、重量、长度、面积均采用1984年国家规定的统一计量单

位。时间均用北京时间。

11、专志中必要的提示、说明，采用[按]的形式说明。

12、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百分比、公元纪年均用阿拉伯数

字，旧纪年用汉字，地震烈度使用汉字，其他地震参数均用阿拉伯

数字o

13、对简介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述。

14、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的原则记述天祝县

防震减灾工作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

15、第六篇天祝县震害预测中的资料和数据截止时间为1998

年底。



概 述

概 述

天祝藏族自治县位于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东端；北纬36。31’～

37。55 7，东经102。12’～103。46’之间。南接永登县，东靠景泰县，北

邻凉州区和古浪县，西北与肃南县接壤，西与青海门源、互助’、乐都

县毗邻。东西宽142．6km，南北长158．4km。总面积7000多“o
属甘肃省武威市，辖8镇14乡。全县总人口22．14万人，有藏、

汉、土、回、蒙古等22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8．22万人，占全县总

人口的37．12％o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2人。县人民政府驻地华

藏寺镇，海拔2403m，地理位置北纬36。58 7，东经103。08
7

o东南距

省会兰州145km，距中川机场80km，西北距武威市132km。县境内

兰新铁路、国道312线纵贯全境。

在天祝的崇山峻岭间，有天然草原587万亩，主要畜种有世界

珍稀动物白牦牛、岔口驿马、甘肃高山细毛羊、绒山羊、黄牛和犏牛

等，是甘肃省九大重点牧区之一；有耕地36万亩，主要农作物有小

麦、油菜、豌豆、青稞、马铃薯及西兰花、荷兰豆、西葫芦、菜花等各

种蔬菜；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分布着282万亩天然林地，主要树种

有云杉、松、柏、桦、杨等，森林覆盖率占全县总面积的33．23％，占

整个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的47％；野生动物主要有雪豹、熊、马鹿、

蓝马鸡等，野生中药材有冬虫夏草、雪莲、黄芪、党参、羌活、秦芜

等；县境内矿产资源丰富，有煤、石膏、石灰石、石英石、稀土、金、

铜、铁等22种。

天祝县境内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主要有以天祝三峡风景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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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的自然景观，以天堂寺和汉、明长城为重点的人文景观，以藏

文化为主体的民族风情景观。

早在新石器时代，天祝县境内就有人类活动。商周时属古雍

州，为戎、羌驻牧之地；秦为月氏地；汉初被匈奴所据，后属武威郡、

金城郡；隋唐时为武威郡；五代至北宋初，为凉州六谷蕃部统治，后

于1036年为西夏占领；元代设永昌路，分属西凉州和庄浪县；明代

为凉州卫、庄浪卫管辖；清代属西凉府，分属武威、平番、古浪三县

辖之；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设庄浪茶马同知，管辖今天祝藏

族部落(除赛什斯镇)；民国属甘凉道，由平番县(1927年后改为永

登县)管辖；民国3年(公元1914年)，裁庄浪茶马同知，设庄浪茶

马理番委员，由平番县县长兼任；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取境

内天堂寺、祝贡寺首字为名设天祝乡；1949年9月3日，永登县解

放，天祝属永登设天祝区；1950年5月6日正式成立天祝自治区

(县级)，属武威专区；1953年10月22 El，改称天祝藏族自治区，

1955年7月19日更名为天祝藏族自治县。至2003年，县辖8镇

14乡，属武威市。

县境内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处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

古高原的交汇地带，海拔2040--4874m之间。地貌以山地为主，山

脉纵横，沟谷交错，多崇山峻岭。位于县境中部的乌鞘岭横亘东

西，势控河西，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素有“河西走廊门户"之

称。同时又是内陆河和外流河的分水岭。

境内气候属寒冷高原性气候，四季不分明，夏季短暂而冬季漫

长。年降水量在265．5～632mm之间；年均气温一8～4℃；年日照

时数2500一'2700小时；年蒸发量1200～1700mm之间：年相对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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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90～145天。小区域气候复杂多变，自然灾害频繁，有干旱、冰

雹、洪涝、霜冻、暴风雪、地震等灾害o ．

天祝是一个地震多发区，其境内地质构造复杂，地震活动频

繁，冷龙岭～毛毛山断裂带横跨天祝中西部，河西走廊地震带、祁

连山地震带纵贯其境。从天祝建县以来共发生中强以上地震14

次，其中天祝松山6．2级地震和天祝安远5．4级地震，给当地群众

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天祝处于青藏、黄土、内蒙古三大高原的交汇部位，由于其特

殊的地理环境，周边省市县的地震也给天祝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

失。如1920年宁夏海原8．5级地震，天祝境内大部分地方处于六

度破坏区o 1927年古浪8级地震，天祝全境处于七度破坏区，岭

北部分乡镇处于八度和十度重灾区o 1954年民勤7级地震．天祝

境内大部分地方处于六度破坏区等等o

1966年邢台地震后，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指示下，揭

开了地震预测预防和群测群防工作的序幕。按照专群结合、土洋

结合的方针，全国各地都相继成立了专业和地方地震工作机构。

在这个背景下，天祝县群测群防工作随之逐步展开，相继开展了动

物异常行为、地下水宏观监测和“四土”(土地电、土地应力、土地

磁、土倾斜)监测。开展了地震知识的宣传和群众测报点的管理o

1983年9月国家地震局在厦门市召开了全国土地电机制讨论会。

重新确定了群测群防工作的主攻方向。天祝县群测群防工作也随

之调整转轨，逐步调整为“三水一动”(水位、水温、水化学、动物异

常行为)监测和开展地震知识的宣传普及。经过20多年的努力，

在防震减灾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绩。



天祝藏族自治县地震志

在地震的监测预报环节上已形成了多种项目综合判断。在异

常考察落实和短临预报方面增加了科学依据并积累了大量的具有

一定价值的基础资料。在震灾预防环节上开展了工程抗震和工程

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开展了地震科学知识的普及宣传以及

震害预测工作。在地震应急环节上，先后制定了天祝县大震救灾

应急对策方案和天祝县破坏性地震应急方案，成立了天祝县防震

减灾总指挥部等机构，并在天祝、景泰6．2级地震和天祝、古浪5．4

级地震应急工作中发挥出科学、政府与社会综合防御的减灾实效，

赢得了社会的高度评价。在地震救灾与重建家园环节上，发挥了

地震信息快速传递，政府决策果断，救灾工作指挥有序的政府职

能，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同地震灾害作斗争，把震害损失降到了最低

程度，避免了次生灾害的发生。为天祝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

天祝县的防震减灾工作在天祝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已经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减轻地震灾

害主要以预防为主，在目前地震短临预测预报水平比较低的实际

情况下，不可能单纯依靠地震预报来实现减灾，还必须在地震预测

预报的基础上推行社会的防御和民众的预防。换句话说，在今后

减灾工作上还要继续沿着以地震预测预报、工程地震、抗震设防、

震害预测、震害评估、震时应急反应和震后抢险救灾在内的综合防

御的道路走下去。只有通过全社会坚持不懈的努力，提高城镇、农

村、牧区的综合抗震能力，保障生命线工程的安全，就能为减轻地

震灾害，为天祝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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