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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创新 提高
(代序)

因为是学地学的缘故，在没来诸城之前，我就知道这

里是恐龙的故乡。等参观完恐龙博物馆后，更是印象深

刻。巨大的鸭嘴龙个体，着实让人联想到这里曾是森林茂

密、草地肥沃的地方。

早在1994年，我就曾来诸城开展野外地质调查，那

是为“诸城地震小区划”项目收集资料，从三里庄水库大

坝到古密州城墙遗址，从潍河岸边到巴山脚下，处处都跑

遍了，并留下了足迹，我看到的是一片山美水美、文化灿

烂、人才荟萃、古老神奇的地方。

我也知道，诸城地处无(棣)一诸(城)地震构造带上，

毗邻郯庐强震构造带，历史上共遭遇破坏性地震9次。如

公元前70年在诸城、昌乐一带发生过7级地震；公元

1796年在诸城还发生过5级地震。均留下了地震灾害的

历史记载。

近年来，诸城市委市政府对防震减灾工作高度重视，

在加强地震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的同时，不断加大防震

减灾工作投入。较早地完成了城区地震小区划；比较规范

地开展了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管理；建立了先进的数字

化地震观测台站和监测预报中心；修订完善了地震应急

预案，充实了地震应急救援设备装备；加强了防震减灾知

识宣传教育等等，使防震减灾“三大工作体系”得到较好

的落实，2004年省政府提出的县级“十个一工程”率先得

到实现，为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保

障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打下了良好

基础。



诸城市地震工作者以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

录精神，以“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目的和态度，撰

修地震志，总结历史，鉴古开今，垂鉴后世，体现了编纂

者对地震工作的热爱和奉献精神。志书存真求实、存史

资治，凝聚着地震工作者的心血。值((诸城市地震志》成

书之时，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祝诸城市防震减灾事业再创辉煌。

鼢笔
2006年11月14日

(作者是山东省地震局局长)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
(代序)

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不仅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的安全，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根本利益，而且事关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积极认真地做好防震减灾工

作，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对于坚持

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诸城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诸城地质构造比较特殊，活动频繁，著名的郯庐强震

带贯穿境内，整个辖区属含有8度的7度设防区，省地震

局把诸城列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之一。诸城历史上发

生过多次大地震，公元前70年发生过7．0级地震，元、

明、清、三代都发生过多次不同级别的地震，2003年和

2005年个别乡镇发生过3．0级地震，防震形势比较严峻。

地震的发生虽无法抗拒，但却能预防，预防得好，就

能减少损失。1975年，辽宁省海城地震因预报准确又防

备到位，结果虽然发生了足以伤亡人的生命的7．3级大

地震，但由于当地各级政府、社会公众及时采取了有效的

应急措施，最大程度地减轻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

些发达国家，在地震的监测预报尤其是房屋、桥梁等建筑

物的抗震设防方面搞得比较好，已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损

失就很小。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忽视或轻视抗震

设防，结果地震造成的损失就很大。

多年来，诸城历届市(县)委、市(县)政府以对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高度重视防震减灾工

作，工作措施不断加强，监测手段不断完善。制定了地震

应急预案，完成了地震应急数据库建设，搞过多次地震应

急演练；监测仪器更新换代加快；监测网点建成了“三站



两台一中心’’(马庄镇杨家灌津、昌城镇小行寺、百尺河镇

张戈庄数字化水井观测站，昌城镇巴山微震台、贾悦强震

台，市地震监测预报中心)；建筑物抗震设防大大加强；防

震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逐年深入，尤其是对中小学生赠

发了大量宣传资料。所有这些工作，都走在了全省乃至

全国的前列，连年被评为省、地先进单位，2005年被评为

全国先进单位。

防震减灾不仅是哪个部门的事，更重要的是全社会

都来参与，人人树立防震意识，居安思危，提高警惕，加强

联系。尽管这些年市民的防震减灾意识有所增强，但离

实际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希望大家对此给予足够的重

视，“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升。

修史存志是一项功在当今泽及后人的好事。地震局

的同志在干好日常工作的同时，以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

精神，搜集整理了有关资料并结集成书，填补了我市防震

工作史上的一项空白，这对于今后的防震减灾工作很有

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可喜可贺。

我们在防震减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较好的

成绩，但百尺竿头，尚需更进一步。希望各级各部门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扎实工作，为开创防震减灾工作新局

面，为建设和谐诸城做出更大的贡献。

勿矗易
2006年11月16日

(作者是诸城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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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部全面系统记录防震抗震的专业志书储城

市地震志》即将面世，这是全市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也是建设繁荣、文明、和谐的新诸城不可或缺的重

要资料，它弥补了诸城历史的一大空白，而这恰恰又是

政府和公众十分关心的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该

书的出版，对于诸城的建设与发展作用是巨大的，必将

为全市人民提供有益的借鉴。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竹。编史修

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可谓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诸城市地震局一班人以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

负责的态度，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查阅了有记载的地震

资料，客观真实地记录了从远古到2003年底诸城市在

地震活动、地震预测、地震应急、地震宣传等方面的历史

与现状，整理出版了((诸城市地震志》。此书的出版，旨

在使读者了解诸城历史上所经历的地震之苦，从而增强

各级领导防震减灾的责任意识，教育人们自觉掌握防震

减灾常识，提高自救能力，强化协作意识，科学有序地把

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所以，编写这部志书本身，就

是地震工作部门心里装着黎民百姓的善举和义举，实属

难能可贵。

地震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是最不可预知、最具

破坏性的自然力量，是人类浩劫和灾难的主要制造者，

因而地震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凶恶的敌人．在科学不

发达的过去，人们对地震发生的原因，常常借助于神灵

的力量来解释。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用科学的眼光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认识、分析、预防这种自然灾害，已成为古现代人早就

拿起的武器。从公元前1 32年张衡发明地动仪到1875

年第一台近代地震仪诞生以来，每一次地震都为人类

征服这种灾害和探索不可见的地球内部结构留下了珍

贵的数据。地震学家则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收集、记录、

存储、管理、分析，不断对地球内部结构和地震发生的

时间、地点、震源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获取和积

累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地震的

规律性早晚会被人类所认识，地震预报的科学难题迟

早也会被攻克。

诸城市地质构造复杂，著名的郯庐强震带贯穿境

内，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地震，其经验教训更提醒我

们要居安恩危。可喜的是，经过这么多年在实践和理

论上的艰苦探索，诸城的地震监测水平不断提高。不

仅培养锻炼了一支精干高效“专群结合”的防震减灾队

伍，而且建成了“三站两台一中心静地震监测预报网络，

取得了防震减灾的初步成效。由于工作成绩显著，我

市地震局在连续几年被省和潍坊市地震局评为先进集

体的基础上，今年5月又被中国地震局评为2005年度

全国县级防震减灾工作先进单位。面对已有的成绩，

诸城市地震局没有满足现状，他们正按照党中央提出

的建设节约型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人的

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不断完善地震应急监测预报机

制，健全应急预案体系，有效预防和应对地震灾害风

险，力求把地震灾害所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地震预报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受到各国政府和人

民广泛关注的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的多方探索，至今仍

是一个未取得突破的科学难题。但随着科技的飞速发

展与进步，尤其是随着现代观测技术的不断提高，人类

离突破地震预报目标的距离越来越近了。诸城市地震

局组织编写这部志书，就是为了更好地记录历史、解读

历史，让大家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营养，增加知

识，尽最大可能提高安全系数和预防能力，把“抗震精

神”发扬光大。这是历史的呼唤，时代的要求。

愿更多的人参与到关心、支持和探索地震预报的行

列中!

(作者是原诸城市政协主席)

秦月瓜钿侈，嘶邙Ⅲ



囫回

本志正文部分所述内容始于1975年，止于成书

前。大事记部分则尽量往前追溯，以便读者更多地了解

诸城的地震情况，现在能见到的最早记载我市地震情

况的年代是两汉，这部分内容也止于成书前。本部分采

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写法。

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只客观叙述史实，不

作评论。

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图书文献，行文中不一一注

明出处。所用资料截至本志印刷前。

本志使用国家正式公布的简化汉字，历史纪年用

公历，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

门颁发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勘执行。

本志概述、大事记、附录部分不占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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