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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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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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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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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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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学是一门以观测为基础的科学，地震监测是防震减灾工作的基础。随着

地震监测理论、方法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地震监测本身已经逐渐成为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我国地震监测系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尤其是经过“九五”的建设，

已得到长足的发展，为我国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加强地震监

测工作管理，理清地震监测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已经成为防震减灾事业的一项重

要工作。按照中国地震局的统一部署，海南省地震局编制了《海南省地震监测志》。

《海南省地震监测志》是一部记述海南省地震监测工作发展历程的专业志

书，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海南的地震监测台站、数字遥测地震台网和流动监测

网，全面、翔实地记述了海南地震监测系统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地震监测所取得

的成果和地震监测管理形式的演变历程等，是一本系统反映海南省地震监测工作

情况的工具书，具有重要的存史和资治价值。

海南岛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震带的西南端，存在发生强震的地震地质构造背景，

历史上发生过大地震，1605年琼山7％缀地震，形成“陆陷成海”的世界罕见奇观。

但是，在1969年以前海南没有地震台，地震监测工作是一片空白。1969年12月17

日、20日、30日，琼东糍续发生Ms5．1、5．2和4．5 OJ3,屯震。鉴此，1970年初，

中南地震大队在海南岛布设地震观察点，至1974年4月建成陵水地震台，从此海南

岛才开始了地震监测工作。

海南建省于1988年，之前由广东省管辖。其地震监测系统由前期的广州地

震大队、后期的广东省地震局陆续建设，先后建成了陵水地震台、琼中地震台、

那大地震台和海口地震台等专业地震台站，海南行政区建设了文昌地震台、定安

地震台等地方地震台站。建省时，中国地震局和海南省共同组建了海南省地震局，

ZA．潮6，海南省的地震监测工作迈上了统—规划、稳步发展的轨道。海口水化台1988

年建设竣工，次年通过了国家地震局的验收。“八五”末及“九五”期间，在全

国率先建成了中国人自行设计的第一个数字化遥测地震台网——海南数字遥测

地震台网。至今，海南已建成国家基准地震台1个、国家基本地震台1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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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地震台1个、省级区域地震台2个、省级数字化遥测地震台网1个(9个子

台)，市县地震台(站)11个，有测震、地下流体、电磁、重力、GPS等5大学

科、48个台项的综合地震监测系统，使海南岛的地震监测能力居全国大陆地震监

测能力的前列，其中海南岛陆及近海达到ML>2．5级、琼东北达到ML>1．5级、

定位时间达到15分钟以内，地震监测工作质量有多项达到全国前列。2002年海

南省地震局还被中国地震局评为全国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先进单位。但是，由于海

南的防震减灾工作起步晚，地震监浸,lx-作基础仍然薄弱，专业技术队伍结构尚不

配套，海南的地震监测能力仍亟待提高。特别是海南省是由海南岛和南海构成的，

3．4万平方公里的海南岛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四周环海，岛陆地震监测台网

布设条件受限。而占我国海域2／3的广大南海，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目前除

西沙岛建设有1个地震台外，其它广大的海域均没有地震监测设施。所以，可以

说海南省的地震监测能力仍然是十分不够的，这也正是新世纪海南省地震监测工

作的发展方向之所在。

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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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反映海南省地震监测工作的专业志书，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海

南省地震监测工作30年来的发展历程。本书的出版，将为各级领导、地震科技

工作者以及社会公众了解海南地震监测工作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提供一份重要的

参考资料。

本书系根据“地震监测志编写大纲”要求编写而成。海南省地震局成立了以

李战勇副局长为主编的海南省地震监测志编写委员会，专门负责本书的编写工

作。本书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记述海南省地震监测台网的区域概况、地震监测简

史、地震监测系统、地震监测队伍、地震监测成果和地震监测管理；第二章记述

地震观测台站的概况、台址条件、观测项目、仪器设备和观测成果等；第三章记

述海南数字遥测地震台网概况，台网中心和各子台的仪器设备、信号传输、地震

速报和数据处理等；第四章记述海南流动监测网概况、测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地

质条件、流动监测网的类型和分布等。各章节编写人员为：第一章，吴小江(第一

节)，向小娟(第二节至第五节)，符琼玉(第六节)；第二章，丁军、王志成(第一节)，

吴有德(第二节)，顾申宜(g--节)，卢永健、肖劲平(第四节)，刘亚真(第五节)，

符之进(第六节和第七节)，邢雄(第八节和第十二节)，莫文祥(第九节)，麦明胜(第

十节)，胡忠伟(第十一节)，黄启立(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王小宝(第十五节)，樊

星(第十六节至第十八节)；第三章，曾云飞，郭民泉，陈小敏，孙佩雯，李冬雅；

第四章，李志雄。

本书由金赤兵、符琼玉统编修改，顾中宜同志参加第二章中地下流体台站部

分的修改，李志雄同志参加第三章的修改。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得到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海南省地震局领导，专家

和海南省有关市县地震工作部门的关心和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所有内容的相关日期截止至2002年6月30日。本书时间跨度比较长，

收集和掌握的资料有限，难免挂一漏万，恳请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

编者

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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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震监测概述

第一节地震监测台网所在区域概况

一、区域自然地理条件

海南省位于中国最南端，行政区域包括海南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海

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省份。全省陆地面积3．54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

其陆地主干为海南岛，其东北至西南长约290km，西北至东南宽约180kin，面积3．39万平方

公里；其余岛屿零星分布于南海之上，面积最大的岛屿是永兴岛。

海南岛四周低平、中间高耸，呈穹隆山地形。以五指山、鹦哥岭为中心，向外围逐级下

降，由山地、丘陵、台地、平原构成环形层状地形，梯级结构明显。

海南岛山脉多数在500---800m之间，属低山地形。海拔超过1000m的山峰8l座，最高

处为五指山主峰，海拔181lm。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地势较为低平，一般海拔4～

5m，最高处14m。

海南岛较大的河流均发源于中部山区，组成辐射状水系。全岛河流入海的有154条，最

主要的三条河流是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集水面积超过3000krn2，流域面积占全岛陆地

的47％。

二、区域地震地质条件

海南省包括海南岛陆区和南海大部分海盆区，是华南地块的一部分，处于欧亚板块、印

度一澳大利亚和太平洋板块的交汇部位。其构造应力场受到这三个板块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

全球地球动力体系联合作用的控制，同时还受到南海海底扩张运动产生的区域性地球动力源

影响。自中生代以来，该区经历四期较为明显的板块运动，这几次构造运动深深地影响着海

南岛陆区及南海海盆的新构造格局。 、

根据地震空间分布及地震构造的区域性特点，海南省所属区域可划分出两个地震构造区：

海南岛及其陆缘盆地区，归属东南沿海地震构造区；以珠江口盆地南缘断裂为界的南部海区，

归属南海地震构造区。两者在地震活动和新构造活动上都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图1-1-1为海

南岛地震构造略图。

海南岛及其陆缘盆地区的强震主要发生在北部的雷琼断陷区内，自1600年以来共发生

M≥7级地震1次：M>16级地震4次；肘≥5级地震lO余次。

南海海区地震绝大多数发生在澎湖列岛一管事滩一黄岩岛一线以东的南北向构造带上，

而海盆中央极少发生中强地震，该区自1915年以来共M≥7级地震6次；M／>6级地震22

次：M>t5级地震3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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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运动以来，海南岛及其陆缘盆地中的北东向、近东西向断裂再次活动，一些在

燕山晚期形成的北西向断裂广泛发育和加强，它们切割了先前的老断裂，使地壳被分割成大

小不一的块体，断块垂直差异运动十分活跃。这些构造活动控制了新生代盆地的形成、火山

的展布及现代温泉、地热、地震的活动。

中渐新世至早中新世，南海出现南北向扩张并形成大洋壳。由于海盆扩张，地壳不断下

陷，形成了一些大规模的新生代盆地，沉积了巨厚的新生代地层，如万安盆地、礼乐盆地。

伴随着构造运动，海区出现了大量的北东东向断裂和一些北西向断裂。

根据震源机制解和最新的地壳块体运动观测结果推断，海南岛及其陆源盆地区域的主压

应力轴呈近南北向，仰角0。～28。，震源破裂以水平错动为主，地震断层沿走向滑动。在

这一应力场的作用下，本区北东向和北西向断裂是主要的发震构造。地壳垂直形变测量资料

表明，海南岛北部地壳升降反差最大，上升速率最大为+4．6mm／a、下降速率-7．2mm／a。

南海海区的地震记录较少，震源动力学参数资料缺乏，根据周边地震震源机制解推测，

南海的主压应力轴为北西一南东向，仰角小于30。，以水平挤压为主。从南海许多岛屿的珊

瑚基座、海滩岩被抬升至水面这一点来看，现今南海的地壳处在不断上升中。

海南岛及其陆缘盆地区的地震多发生在北东向、近东西向和北西向断裂的交汇部位，尤

其是在断块垂直升降运动十分强烈的块体边界上，震源深度一般10--一20km。南海地震主要

发生在海盆边缘的岛弧海沟构造带上，海盆中央地震极少，震源深度一般30--。60km。

第二节地震监测简史

1969年12月17日、20日和30日海南陵水东南海域连续发生Ms5．1、5．2和4．5级地震，

同时期全国的地震活动明显增强。在此背景下，为了监测海南岛陆的地震活动，1970年开始陆

续在陵水、那大、海口、琼中、文昌、定安、儋州兰洋建设了地震台，全面开展了测震、地磁、

地电、形变电阻率、地应力、地倾斜及水氡等项目观测。此后经过清理、筛选，优化论证，先

后停止了地电、形变电阻率、地应力、地倾斜等一些环境干扰严重、观测精度不高的项目，撤

销了陵水地震台。1984---1986年陆续在琼海加积、儋州西流、三亚南滨开始地下水位的观测，

1988年又增建了海口水化台，开始地下水中的气体、水质等项目观测。1991年开始筹建琼东

北数字地震遥测台网，1993年新建了三亚地震台，逐步增加了琼中地震台的测震及地磁观测，

将那大、文吕、定安地震台的熏烟记录仪改为墨水记录仪，使海南的地震监测迈上了一个新台

阶。从1996年开始，随着中国地震局组织的“九五”重点项目的实施，海南省地震局对琼东

北数字地震遥测台网进行了技术改造和扩建，现已初步建成全省数字地震遥测台网。对海口水

化台、琼中地震台、儋州兰洋、琼海加积观测站进行了数字化改造。新建了西沙国家数字地震

台、“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琼中GPS基准站，新增了数字化地下流体和电磁观测站。目前

已初步建成由测震、电磁、流体、形变等多学科的全省地震监测网。

第三节地震监测系统

海南省地震监测系统有1个国家基准地震台、1个国家基本台、1个国家数字地震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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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级地震台、1个省级地震遥测台网、1个前兆台网中心和10个市县级地方台站。

图1-3-1为海南省测震台网分布图。

图1-3-2为海南省地震前兆台站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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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海南省地震前兆台站分布图



目前，海南省地震监测能力在琼北地区已达到^乱≥1．5级，在琼南地区达到ML一>2．5级

(图1-3—3)，5级以下速报地震达到15分钟以内。图l一3—3为海南省地震监控能力图。

图1-3-3海南省地震监控能力图

1990年以前，海南的地震监测信息使用电报、电话及信函传递，使用计算器进行数据处

理。建立省地震局后逐步建立了计算机室，引进“八五”攻关成果，应用计算机技术处理地

震及前兆资料。建成了全省地震系统短波无线电通信网，实现了地震数据信息的快速传递。

1996年以后，建成了超短波应急移动通信网、计算机多媒体会商演示系统，应用计算机进行

数据信息交换，使地震信息的传递和处理开始步入现代化的行列。“九五”期间建成省地震信

息网络中心和省局计算机局域网，使用专线与中国地震局连接，同时开通与中国地震局的卫

星通信线路，使地震信息的传递和处理更加快速、高效。

第四节’地震监测队伍

海南地震监测队伍在1988年建省前专业技术力量非常薄弱，建省后随着事业的发展，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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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引进人才，补充大中专毕业生，不断对原有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初步建成了一支有地球

物理、地球化学、地震地质、工程抗震、计算机等专业的技术队伍两部分，文化素质、业务

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目前地震监测队伍分省局地震监测队伍和地方地震监测队伍，由地震

监测台站、遥测地震台网、前兆台网中心和监测管理四部分人员组成，总人数83人。其中省

局地震监测队伍总人数46人，占全省地震监测队伍总人数的55％。详见表lo一1。

表I-4-I地震监测队伍结构表

性别 学历 技术职称 年龄结构

A
大 [b 初 30 30 40 50

结构分类
口

专 专 由 高 由 初 岁 ，～ ，q 岁
计 男 女

以 高 以 级 级 级 以 40 50 以

上 由 下 下 岁 岁 上

省
监测台站 18 3 15 8 6 l O IO 8 8 9 O 1

局 遥测台网 18 10 8 6 12 O 1 9 8 2 8 4 4

监

测
前兆台网 6 4 2 6 0 O 2 4 O O 3 3 O

人 监测管理 4 3 1 3 1 O l 2 l 0 l 3 O

员
合计 46 20 26 23 19 1 4 25 17 10 2l 10 5

地
监测台站 27 22 5 14 13 O 2 3 22

方

监
监测管理 10 7 3 8 2 O O 2 8

测

人

员
合计 37

第五节地震监测成果

自1969年12月17日、20日、30日海南岛琼东海域连续发生了Ms5．1级、5．2级、4．5

级地震后，1970年先后在陵水、那大、海口布设地震观测点，开展地震监测，目前我局监测

成果包括监测资料和监测科研成果。

一、地震监测资料

从1970年开始，陆续开展测震、地电、地应力、地倾斜、地磁、流体观测，其后由于环

境干扰、仪器损坏等原因，地应力、地电、地倾斜观测项目停止，陵水台撤销。1974年国家

地震局指示原广州地震大队在海南岛中南部地区筹建全国最低纬度的基准台，经三个月的勘

选和一年的试记录，并综合分析多种因素，1975年选定琼中基准台，开展地震观测至今。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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