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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于

盛世修志，占之惯例。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举国上下，政通人和．百业

待兴。在新一轮续修新志之时，<枣庄市

地震志》作为市级地震志率先在全省出版，

这足枣庄市防震减灾事业中的一件大事。也

是枣庄市防震减灾工作的又一成果。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地震史料记

载很丰富。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地震足‘竹15

纪年》中的“夏帝发七年(公元前1831年)泰

山震。”此后，凡国十之内发生地震，史官便

当作灾祥大事记录下来。‘史记》以后。各朝

又将地震事件及其影响记述于五行志中。波

及枣庄地区最早的地震为《春秋左传注疏》记

载的公元前6 1 8年鲁国的一次地震，“鲁文公

九年秋九月癸酉地震”。1985年出版的<山东

省历史地震目录》将其确定为震中位于曲阜

的4级地震。以此为始，至1937年8月荷泽地

震，历史上对枣庄造成影响的地震达l 1 0余

次。

山东是我国地震灾害较为严重的省份之

一，省委和省政府对防震减灾1=作极为重

视。l 969年组建了山东省防震减灾队伍。30

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全省

人民的支持下，我省地震工作者以高度负责

的主人翁精神，科学求实、艰苦奋斗、扎实

工作，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经济

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山了较大贡献。枣庄

地处鲁南，位于沂沭和聊考两大活动断裂带

之间，为全国首批确定的抗震设防城市之一。

多年来，枣庄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I
●—==，，

口

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

着眼于构筑和谐社会。强化领导，努力工作，

在地震监测预报、震灾预防、紧急救援二大

工作体系建设中取得了明显进步和发展。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

为鉴。”《枣庄市地震志》运用马克思辩证唯

物主义观点，按照“存真求实、志贵祥备”的

原则和J'．征博采、缜密筛选的要求，系统追

溯了历史地震对枣庄的影响，全面记述了当

代地震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历程，以概述、大

事记、机构沿革、地震地质环境、地震监测、

地震科技、地震宵传、地震工作管理、有感

地震、人物、附录的顺序进行编写，符合国

家地方志编写规定和地震T作实际。

全15观点正确，内容丰富，章节分明，结

构完整，资料翔实，语苦朴实，图文并茂，融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子一体，是一部普

及枣庄市情、了解地震T作历史的好教材。

“存史借鉴，资政育人”。修志工作

有益当今、惠及千秋，担负着为党立言、为

民立言、为国修志、为业存史的重任。编修

史志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防震减灾科学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枣庄市地震志》的出

版，将对全省地震系统史志工作起到重要的

推动作用。

汤湾以
≠夕哆弘碍



概 述

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一直严重威胁着

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

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程

度的提高，地震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山东是

多地震省份。属华北地震区。枣庄位于山东南部，

地处郯庐、聊考两大强震带之间。北部并有临沂
至济宁中强地震带分布。根据国家质检总局

2002年公布实施的新一代<中国地震动参数区

划图》，枣庄境内50年超越概率10％的基岩地震

动水平峰值加速度为0．Ig。相当于平均土条件

下的地震烈度值为七度。

枣庄历史文献记载着大景的地震事件．虽

然受社会条件限制。记载中缺失较多，但仍不失

为珍贵的地震史料。经搜集考证和科学推算。自

公元前618年到建国前，发生于本市的地震为18

次，受邻区影响或国内强震波及的次数达90余

次。其中对本市影响烈度达到六度或六度以上

的8次，发生于公元1668年的郯城8．5级地震

对本区的影响达烈度八度，“城乡房屋，十倾八

九”、“居民损伤甚多”。建国后至2003年底．全

市发生地震218次，其中有感地震达30次。邻

区及国内强震影响达16次，荷泽1983年5．9

级地震和苍山1995年5．2级地震，对本市建筑

物曾造成轻微破坏，烈度达五度。1976年的唐

山7．8级大震，全市震感虽不算强烈。但其造成

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损失，却不业于市内发生一

次中强地震。

建国后，从1966年3月河北邢台7．2级地

震，到1976年7月唐山7．8级地震，中国大

陆强震迭起．山东地震工作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

发展起来的。1969年7月渤海发生的7．4级地

震，山东受灾地区的地震烈度达七度，震后省先

后建立了山东地震T作站和省地震办公室，后又

在■者的基础上组建了山东地震工作队。1970

年7至8月份．省地震工作站王克温、张公德等

前来枣庄。会同市革委生产指挥部科技组和枣庄

矿务局地质组，进行了建台选址，当年10月枣

庄地震综合台组建，次年5月建成并投入观测，

由此拉开了枣庄市地震工作的序幕。

市地震办公室建于1975年2月。原名市革

委地震办公室。1976年1月市委成立了地震工

作领导小组。娘名枣庄市委地震工作领导小组。

1976年7月唐山地震后重新调整，更名为枣庄

市防震抗灾领导小组。此前1974年国家确定鲁

南为全国少数几个重点监视区之一，1975年1月

全国地震趋务会商提出“鲁南、苏北、皖东地区

一二年内育发生6级左右地震的可能”。1976年

唐山地震后，各级会商进一步指出，苏鲁豫喏四
省联防区发生大震的危险程度增加，发生7级以

上大震的条件正在逐渐形成”，直到1981年后鲁

南震情形辨才稍有缓和。1983至1984年随着震

情形势的相对稳定，地震机构进行了精简．撤

销了区(市)地震机构。台站和群测网点进行

了清理和整顿。1990年国家确定江苏、山东

沿海交界至南黄海一带为全国地震重点监视区之

后，市各级地震管理机构恢复，增选新建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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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和企业台站。1998年3月1日<防震减灾

法》颁布实施后，全市防震减灾纳入法制化管

理，地震T作逐渐形成依靠科技、依靠法制、

依靠社会力景共同抗御地震灾害的新局面。

地震监测是防震减灾工作的基础。继枣庄

地震综合台投建后，1972年5月，台儿庄中

学地震测报点建立。接着涧头中学、枣庄师

范、峨山中学、薛城中学、周营中学和东邹

坞大队地震测报点相继建立。1976年唐山地震

后，在地震形势的推动F，全市的群众测报点

建设有了很人发展。至1978年底全市分布于工

厂、农村、学校、机关等各类业余地震测报

点、水井观测点及宏观观察哨达200余处。

1984年后根据国家“提倡科学，保护群众积

极性”的要求，经清理整顿，到1987年6月

枣庄地震综合台撤销。全市保留企业台站两

处，深水井点7处，动物试验场两处。1990

年苏鲁交界及其沿海确定为全国地震重点防御区

之后，进一步强化台站建设，至2003年底建

成市数字化测震台网l处，地方、企业台站各

4处，深水井点保留7处。其中鲁一15井为全
国深井网重点观测井．资料参加全国交流使

用，陶庄刁‘地震台测震和十里泉电厂水汞观测

资料为全省交流和使用资料。

地震预报是当今世界尚未解决的难题。它

又分为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期预报和临震

预报。市地震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在中、短

期预报的指导F，当发现破坏性地震的临震异

常时．作出临震预测。及时报请巾．政府决策，

发布48小时之内的临震预报．并同时报告省政

府、省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市地震局在中长

期预报研究中，对年度震情趋势的研究．曾多

次取得较好成绩．受剑行地震局的表彰。在短

临预报研究中，1995年苍山5．2．级地震发生

后，曾及时作出苍山5．2级地震为上震余震型

的判断，并上报市政府苍山5．2级上震后．在

原震区及其附近不会有人于5级地震发生。

实现地震预报的根本途径是加强地震科研。

市地震局业务人员在省和国家地震部门的指导

下，认真组织参加省级以上专业学习培训和学

术交流活动。注意开展地震学预报方法和前兆

观测中的动态研究，坚持震情跟踪、异常情况

的落实和短临预报综合对策的研究，多次立项

对陶庄煤矿矿震进行了现场观测、调研和分析

探讨工作。先后开展了《鲁两南地区防震对策

的研究》、《震前动物习性异常的定帚观测与研

究》、《陶庄煤矿矿震的孕育过程及其前兆反映的

观测与研究》、《苍山5．2级地震前兆异常综合研

究》等科研课题，除省、市科研经费支持外。得

到了国家地震科学联合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及国家合同制科研经费的资助。在此期间，取

得了多项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完成的

论文或学术报告被省级以学术期刊和网站采用

20余篇；《枣庄地震对策研究》书稿，分6章3l

节，约22万字，2003年底交中国科技出版

社审定：获得山东省地震局和枣庄市科技进步

奖近10项。

1976年7月3日省地震局对水利电力部西

北电力设计院勘字0224号函印发“关于枣庄市

地震基本烈度的复函”中指出，未来百年内夏

庄变电所地震烈度可按七度考虑。此后1977年

开始国家地震局会同国家建设部联合下发了第二

代、第三代地震烈度区划图。1987年4月国

家建材局投资5．7亿元．在界河兴建年产130

万吨的鲁南水泥厂时，冈主厂房高100米，设

计前未进行工稃地震T作，施1=后发现较人规

模断层。被迫停T，待T捍地震后依据其结果

修改设计。致使工程延期半年，造成经济损失

4300万元。这一典型事例，提高了对重要工

程地震工作的认识。1988年8月省地震局召开

了全省首次工程地震工作会议。1993年5月省

地震局印发了。关于加强T程建设场地地震安

全性评价工作管理的规定。”特别是l 998年

‘防震减灾法)颁实施后．1999年10月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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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颁布了(山东省防震减火条例》，2001年

3月14日市政府印发了“枣庄市地震安全性评

价管理办法”。此后，地震安全评价工作逐渐

纳入仝市基本建设管理程序．新建工程场地地

震安全性评价和地震小区划工作出现了良好的势

头，在提高城乡工程建设抗震设防能力和促进

全市的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成效。

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设以々业队

伍监测预报为基础．动员群众参与、协调社会

统一行动的地震综合防御能力体系是中国地震工

作的特色。其中向城乡居民普及地震知识、动

员杜区公众发展救援志愿者队伍，培养军民结

合、争群结合、社会基础r泛的地震火害救援

队伍，提高社会公众的自救能山是一项经常性

的任务。30余年来，枣庄市地震部门按照“积

极、慎重、科学、有效”的原则，不断完

善由矗传、地震、教育、文化和新闻等部门

共同参与的防震减灾宙传教育体系，充分利用

电影、电视、幻灯、画册、挂图、报十u、

录柏、中小学读物、街头咨询、知识竞赛和

夏令营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普及防茬减，火常

谚渖法律法规知识．认真实施提高仝民族防震
减火忧忠意识从儿童抓起的战略思想，突山做

好中小学校的地震知识普及和教育工作。对增

强全社会防震自卫能力及平息地震谣传，稳定

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目前．中国大陆强震活动的危险依然存

在．全国地震趋势分析会商会议再次把环渤海

地区作为防震减灾工作的战略重点。最近，省

政府提出．防震减灾工作已进入整体推进、全

面提升的新阶段。我省防震减灾奋斗的目标是

到2020年．全省基本具备抗御0级左右，相

当于各地区地震基本烈度的地震的能力，大中

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防震减灾能力争取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枣庄市各级政府及有关

部门正依照上述目标，以“二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

为本．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居安思

危，提高忧患意识．遵循江泽民主席提出的

“坚持减火同经济建设一起抓”和“预防为

主、防御与救助卡日结合”的地震_『=作方针．进

一步完善监测预报、震火预防和紧急救援三大

工作体系建设，强化管理．落实措施．努山

把防震减灾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推动全

市经济的跨越式发碰，实现全民建设小康社会

的目标做山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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