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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中闻

地震局副局长何水年

(右一)到合肥地震台看

望地震监测人员

1975年6月．国家地雁局

局长刘英勇(右二)到安徽霍

山中学地震测报点视察

2Xg)1年8月．安徽省副省长卢家丰(前排右三)视泉庐江地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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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0月，黄田庚局长陪同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领导到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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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Ⅲm年投入运行的合肥数字遥删地震台唰数据处理中心

1985年建成的合肥遥测地震台网接收中一L 合肥数字遥测地震台网中心技术人

员进行地键波形分忻处理

20(1【1年9月．合肥

数字遥测地震台网通过

中国地震局验收



1999年建成的台肥国家数字地震台监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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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地震台地震监测室马鞍山市地震台地震监澍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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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台地磁观测室

安徽省地震前兆台网中心

舒城水化观测站

蒙城台数字地电监测室 庐江台地下流体数字监摁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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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县香泉地震台工作人员正在进 含山县皖19井_：[作人员正在观测地下水矗

行水氡观测

^

藓
省地震工程研究院技术人员进行 省地震工程研究院技术人员进行地形勘

精密水准测量 测测量

998年建成的安徽省地震通信网络中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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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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竹书纪年疏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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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地震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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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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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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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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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求做到内容翔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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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切地感跗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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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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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

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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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大敌。一次破坏性地震，可以瞬间将人们长期辛勤

劳动建设起来的美好家园毁于一旦，并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中国是世界上蒙受地震灾害最为深重的国家之一。据有仪器记录以来的资

料统计，20世纪全球陆地7级以上大地震约1／3左右发生在中国，平均每年发生

20多次5级以上地震，6次6级以上强震，1次7级以上大震。中国的地震活动

不仅频次高，而且强度大，20世纪全球8．5级以上的巨大地震一共3次，其中2

次就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地震活动分布也十分广，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发生

过5级以上地震，除浙江、贵州两省以外，各省均发生过6级以上地震；这峰地震

往往震源浅，一般只有10～20 km。所以，中国的地震活动具有频度高、强度大、

分布广、震源浅的特点。

安徽地处华北与华南两大地震区的过渡部位，分别隶属河淮地震带、长江中

下游一南黄海地震带、郯城一营口地震带、华北平原地震带和汉水地震带；著名

的郯城一庐江断裂带斜贯全省，并与其他方向断裂交汇，具备发生中强地震的地

质构造条件。有史料记载以来，安徽曾发生5级以上中强地震23次，其中6级

以上地震4次，在华东地区是一个地震活动水平较高的省份。因此，加强对地震

活动的监测与预报，减轻地震灾害损失，是安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

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地震灾害的威胁与影响将逐步增大，各级政府和广大社会公众对防震

减灾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地震监测预报作为防震减灾的基础和首要环节，其重

要性则更是不言而喻了。

安徽的地震监测史，最早可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4年，国

家水利部在霍山佛子岭兴建大型水库时，为了监视水库地震活动，中国科学院在

佛子岭水库旁建立了安徽的第一个测震台，开始了地震观测记录。到了20世纪

70年代初，霍山地区频频发生地震，当时负责安徽地震工作的武汉地震大队又

在舒城下五显建立了地震台。1971年7月．为了全面开展地震工作，安徽正式

组建了专业地震队伍，成立了省地震队，从此在安徽防震减灾工作发展史上翻开
· 3 ·



r崭新的一页。

三十多年来，安徽地震监测台网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已基本形成了专

群结合的多手段的现代化地震监测系统，能有效监控全省及邻区的地震活动，在

长期的震情监视中，积累r大量的观测数据资料，不仅为正确判断地震活动趋势

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也为深入开展地震科学研究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信息。

三十多年的地震工作发展史，也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地震监测人才，形成了一

支热爱防震减灾事业，能吃苦耐劳、甘于默默奉献的地震监测队伍，他们以台为

家，兢兢业业为人民站岗放哨，在观测工作的平凡岗位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

得了许多观测和科研成果，在安徽的地震监测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

这次由中国地震局发起组织和编纂出版的《安徽省地震监测志》，可以说是

一件十分有意义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它不仅详细、客观、准确地记录与反映了安

徽地震监测工作的成长发展史和全省广大地震监测工作者辛勤劳动所取得的成

果，而且为今后进一步加强地震监测工作、完善地震监测台网建设、提高地震监

测水平提供了权威的、可靠的基础资料，是全面推进防震减灾三大工作体系建

设、实现地震监测预报工作新跨越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衷心希望这部志书的出版，能对提高安徽地震监测工作的能力与水平有所

裨益，从而为促进安徽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磊＼缎
20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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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详细、客观、真实地记录与反映安徽地震监测工作所走过的历程和取得

的进展，进一步促进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为安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

务，根据中国地震局的要求和统一部署，我们组织编写了《安徽省地震监测志》。

本志篇目设置为一序、六章(七十二节)及附录，主要包括地震监测概述、省属

专业地震台、市县(企业)地震台、地下水动态观测站、遥测地震台网和流动地震监

测网等六个部分，分别记述全省地震监测工作发展史、地震监测系统、地震监测队

伍、地震监测成果和地震监测管理的情况，以及各地震监测台站、遥测地震台网和

流动地震监测网的现状。全志记述的时间主要从1971年7月至2002年6月。

为了编纂好《安徽省地震监测志》，省地震局成立了以局领导挂帅、各有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的编写组，实行统一部署、分工编写、集中总纂的原则。全志由朱

煌武副局长、姚大全副局长负责修改、总篡、审定，监测预报处具体组织和汇总整

理，其中，监测预报处负责编写第一章——地震监测概述，监测中心负责编写第

二章——省属专业地震台和第五章——遥测地震台网，地方地震工作处负责编

写第三章——市县(企业)地震台和第四章——地下水动态观测站，地震工程研

究院负责编写第六章——流动地震监测网。

由于地震监测志内容涉及省地震局专业地震监测和市、县地方地震监测两

个系统，且时间跨度达几十年，因此有些早期的地震监测台和观测手段资料恐有

遗失，记载难免有所疏漏，敬请读者见谅。

在本志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省地震局各有关部门和各市、县地震局(办)以及

各专业地震台、市县(企业)地震台站的大力支持，许多从事过地震监测的老同志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安徽省地震监测志》编写组

20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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