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地震台志
山东省地震局

学术期刊出版社



山．东 地 震 台 志口 J曲

山东省地震局

张孟ill量李梅玉主享主编著革 李梅玉 王广成
1

学‘术期刊出版社
jt t“．a l”式

‘

}



序 言

上世纪末现代地震仪器问世以来，‘观测台站在全球范围陆续建立。随

着地震科学的发展、仪器设备的改进，观测和分析方法的提高，台站数量

的陆续增加和布局的日趋合理，观测质量不断提高，内容日益丰富， 为地
震研究积累了大量宝贵资料o

地震资料通常由台站或台网主管部门编制报告，进行交换。地震报告

多较简单，对环境条件及观测内容等记述不够详尽。由于台址迁移，仪器

更新、观测技术改进等原因，同一台站在不同时期的工作状况不尽相同。

凡此种种造成资料使用中的一些困难。 ＼ ．

在专题科研工作中，人们常因地震报告中所列资料项目不全而遇到困

难。一1些报告中，对台址地基条件不加描述，罗列震相较少，地面运动位

移值不严格按仪器动态放大率计算，有时不报地震波周期及分量等等。我

们在复核我国地震的均一震级工作中发现。古登堡因低估大震时密尔恩式

无阻尼地震仪的放大倍率而得出过高的震级值；40年代的苏联地震台网观

测报告只给面波最大振幅值，不注明分量及相应周期值；50年代日本中央

气象台所报我国地震的地面运动，最大振幅系按地震仪静态放大率计算等

严重影响震级值的问题。为了查明这些情况，我们进行了大量工作，。反复

核查，多方探讨，直至追询到原经办人，才得以圆满解决。

山东省是我国地震活动比较频繁而强烈的地区之一。1908年德国人就

开始在青岛观象台进行地震观测。1966年邢台地震后，为了监测当地地

震活动情况，开始布设台网。历经1969年渤海地震、1975年海城地震和

1976年唐山地震等多次强烈地震，．除调整、充实测震台站外，还增设了地

形变、水化，地磁、‘地电、地应力，重力等观测项目。经20余年努力，先

后筹建了40多个测震和前兆台站。
山东地震台站的设立，多是由于震情监测需要，仓卒上马，布局，选

址和仪器配备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组织机构经历几次调整，人员由各

方面抽调，队伍不够稳定，科技档案建立较晚，特别是选台和建台初期的

资料残缺不全。山东省地震局及时组织力量，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编

成山东地震台志，分别记述各台沿革，台址情况、仪器参数，观测资料及人

员更迭、组织变迁等情况，为科研工作者查找资料提供线索，’并为进一步

改进和提高全省台站观测工作提供参考。这一工作在全国各地区域台网中

尚属首创，值得提倡。 谢毓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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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本书是一部系统介绍山东地震台站的资料书。

山东使用现代仪器观测，记录地震，始于1908年德国人所建青岛观象台地震台。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山东所建泰安等45个现代测震和前兆台站，大多数已有10一20年的观测历史。为使

这本《山东地震台志》做到全面，准确、规范，并便于查找，在编写过程巾，除由各地震台站、

省地震地质队和省地震预报研究中心提供资料外，还详尽地查阅了有关行政档案、科技档案、台

站档案、访问了离、退休老干部，并两次到各监测中心台站进行资料核实和征求意见。全书分11章

38节，以志为主，辅以图表。第一章为概述，简介山东地震背景和地震台网沿革，第二章到第九

章按现行管理体制，分别记述建国后山东设置的45个地震台的发展和现状，其中已撤销的8个．台

的简况列为附表，已合并的3个台的情况写进所合并的台站，按章节分列34个台，第十章、十一

章记述地形变、重力、地磁流动监测场网和深井地下水动态观测点网，这两个网是山东监测台网

的组成部分。 ·

本书取材年代一般截止到1 988年。41个台站的地理位置(．经纬度)和高程是从1：50000地

形图上量取的，经纬度的精度取到零点一分，高程的精度取到米，4个台系实地测定，经纬度和

高程的精度，分别取到整秒和零点一米。．其他需说明的问题，在脚注内标出。

鉴于山东地震台站的科技档案建立较晚，资料残缺不全，在搜集过程中，虽力求补充订正，

但限于人力、时间和经验不足，本书中的舛错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期望读者批评指正。另

为适应地震工作发展需要，我们还拟在本书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山东地震台站沿革数据库，为

此，更欢迎读者多多提出意见和建议。

本书第二至第十一章承蒙各地震台站、省地震地质队和省地震预报研究中心的同志提供初

稿和资料，主要有t邵国芳、姜敏、宋成林，张淑琴，I覆置蛰，傅景惠、范德海、徐松，岳杰
标、刘宗善、马星俊、张维成、郑升德、潘成德，李洪训、刘永兰、盂凡兴、孙桂美、阎洪朋．

周世俊、孙锡成、李留娥，王成民、油朝元、刘峰、王多银、王树鼎、杨学军，孙乐翎、芮军，

蔡克明、邹泉生、刘茂祥、林学志、刘元生、靖继才。

由于书稿经多次补删改写，采择取舍，不尽一致，特此说明。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省地

震局及台站领导和其他同志的热情帮助，恕不一一列名。

谨在此一并袭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序育⋯⋯⋯⋯⋯⋯⋯⋯⋯⋯⋯⋯⋯⋯⋯⋯⋯⋯⋯⋯⋯⋯⋯⋯⋯⋯⋯·?⋯⋯⋯⋯⋯⋯⋯⋯·(i)

编辑说明⋯⋯⋯⋯⋯⋯⋯⋯⋯⋯⋯⋯．．_⋯⋯⋯⋯⋯⋯⋯⋯⋯⋯⋯⋯⋯⋯⋯⋯⋯⋯⋯⋯··(ii)

第一摩概述⋯⋯⋯⋯⋯⋯⋯⋯⋯⋯⋯⋯⋯⋯⋯⋯⋯⋯⋯⋯⋯．．．⋯⋯⋯⋯⋯⋯⋯⋯⋯⋯( 1)

第=章泰安基准地震台⋯⋯⋯⋯⋯⋯⋯⋯⋯⋯⋯⋯⋯⋯⋯⋯⋯⋯⋯⋯⋯v⋯⋯⋯⋯⋯(14)

第一节概况⋯⋯⋯⋯⋯⋯⋯⋯⋯⋯⋯⋯⋯⋯⋯⋯⋯⋯⋯⋯⋯⋯⋯⋯⋯⋯⋯⋯⋯⋯(14)

第二节沿革⋯⋯⋯⋯⋯⋯⋯⋯⋯⋯⋯⋯⋯⋯⋯⋯⋯⋯⋯⋯⋯⋯⋯⋯⋯⋯N⋯⋯⋯(15)

第三节观测项目⋯⋯⋯⋯⋯⋯⋯⋯⋯⋯⋯⋯⋯⋯⋯⋯⋯⋯⋯⋯⋯⋯⋯⋯⋯⋯⋯⋯(15)

第四节外事活动和对外资料交换⋯⋯⋯⋯⋯⋯⋯⋯⋯⋯⋯⋯⋯⋯⋯⋯⋯⋯⋯⋯⋯(19)

第五节核爆破监测⋯⋯⋯⋯⋯⋯⋯⋯⋯⋯⋯⋯⋯⋯⋯⋯⋯⋯⋯⋯⋯⋯⋯⋯⋯⋯⋯(21)

第三奄烟台地震监测中心台及属台⋯⋯⋯⋯⋯⋯⋯⋯⋯⋯⋯⋯⋯⋯⋯⋯⋯⋯⋯⋯⋯⋯(37)

第一节烟台地震监测中心台⋯¨⋯⋯⋯⋯⋯⋯⋯⋯⋯⋯⋯⋯⋯⋯⋯⋯⋯⋯⋯⋯⋯(37)

第二节莱阳地震台⋯⋯⋯⋯⋯⋯⋯⋯⋯⋯⋯⋯⋯⋯⋯⋯⋯⋯⋯⋯⋯⋯⋯⋯⋯⋯⋯(44)

第三节招远地震台⋯⋯⋯⋯⋯⋯⋯⋯⋯⋯⋯⋯⋯⋯⋯⋯⋯⋯⋯⋯⋯⋯⋯⋯⋯⋯⋯(47)

第四节长岛地震台⋯⋯⋯⋯⋯⋯⋯⋯⋯⋯⋯⋯⋯⋯⋯‘⋯⋯⋯⋯⋯⋯⋯⋯⋯⋯⋯⋯(49)

第五节荣城地键台⋯⋯⋯⋯⋯⋯⋯⋯⋯⋯⋯⋯⋯⋯⋯⋯⋯⋯⋯⋯⋯⋯⋯⋯⋯⋯⋯(5I)

第四章潍坊地震监溯中心台及属台⋯⋯⋯⋯⋯⋯⋯⋯⋯⋯．一．⋯⋯⋯⋯⋯⋯⋯⋯⋯⋯⋯·(55)

第一节潍坊地震监测中心台⋯⋯⋯⋯⋯⋯⋯⋯⋯⋯⋯⋯⋯⋯⋯⋯·⋯⋯⋯⋯⋯’⋯··(55)

第二节吕邑地震台⋯⋯⋯⋯⋯⋯⋯⋯⋯⋯⋯⋯⋯⋯⋯⋯⋯⋯⋯⋯⋯⋯⋯⋯⋯⋯⋯(57)
’

第三节 昌乐地震台⋯⋯⋯⋯⋯⋯⋯⋯⋯⋯．．．⋯“h⋯⋯⋯⋯⋯⋯⋯⋯⋯⋯⋯⋯⋯··(60)

第四节荆山洼地震台⋯⋯⋯⋯⋯⋯⋯⋯⋯⋯⋯⋯⋯⋯⋯⋯⋯⋯⋯⋯⋯⋯⋯⋯⋯⋯(63)

第五节常家庄地震台⋯⋯⋯⋯⋯⋯⋯⋯⋯⋯⋯⋯⋯⋯⋯⋯⋯⋯⋯⋯⋯⋯⋯⋯⋯⋯(64)

第六节五莲地震台⋯⋯⋯⋯⋯⋯⋯⋯⋯⋯⋯⋯⋯⋯⋯⋯⋯⋯⋯⋯⋯⋯⋯⋯⋯⋯⋯(66)

第七节博山地震台⋯⋯⋯⋯⋯⋯⋯⋯⋯⋯⋯⋯⋯⋯⋯⋯⋯⋯⋯⋯⋯⋯⋯⋯⋯⋯⋯(69)

第五章临沂地震监测中心台及膈台⋯⋯⋯⋯⋯⋯⋯⋯⋯⋯⋯⋯⋯⋯⋯⋯⋯⋯⋯⋯⋯⋯(73)

第一节临沂地震监测中心台⋯⋯⋯⋯⋯⋯⋯⋯⋯⋯⋯⋯⋯⋯⋯⋯⋯⋯⋯⋯⋯⋯⋯(73)

第二节苍山地震台⋯⋯⋯⋯⋯⋯⋯⋯⋯⋯⋯⋯⋯⋯⋯⋯⋯⋯⋯⋯⋯⋯⋯⋯⋯⋯⋯(76)

第三节相公庄地建台⋯⋯⋯⋯⋯⋯⋯⋯⋯⋯⋯⋯⋯⋯⋯⋯⋯⋯⋯⋯⋯⋯⋯⋯．．．⋯(81)

第四节沂水地震台⋯⋯⋯⋯⋯⋯⋯⋯⋯⋯⋯⋯⋯⋯⋯⋯⋯⋯⋯⋯⋯⋯⋯．．，⋯⋯⋯(82)

第五节马陵ill地震台⋯⋯⋯⋯⋯⋯⋯⋯⋯⋯⋯⋯⋯⋯⋯⋯⋯⋯⋯⋯⋯⋯⋯⋯⋯⋯(86)

第六节陵阳地震台⋯⋯⋯⋯⋯⋯⋯⋯⋯⋯⋯⋯⋯⋯⋯⋯⋯⋯．．．⋯⋯⋯⋯⋯⋯⋯⋯(91)

第七节牛岚地震台⋯⋯⋯⋯⋯⋯⋯⋯⋯⋯⋯⋯⋯⋯⋯⋯⋯⋯⋯⋯⋯⋯⋯⋯⋯⋯⋯(95)

第六章嘉祥地震监测中心台及属台⋯⋯⋯⋯⋯：⋯⋯⋯⋯⋯⋯⋯⋯⋯j⋯⋯⋯⋯⋯⋯⋯．(98)

第一节嘉祥地震监测中心台⋯⋯⋯⋯⋯⋯⋯⋯⋯⋯⋯⋯⋯⋯⋯⋯⋯⋯⋯⋯⋯⋯⋯(98)

第二节邹县地震台⋯⋯⋯⋯⋯⋯⋯⋯⋯⋯⋯⋯⋯⋯⋯⋯⋯⋯⋯⋯⋯⋯⋯⋯⋯⋯⋯(104)

第七章菏泽地震监测中心台及属台⋯⋯⋯⋯⋯⋯⋯⋯⋯⋯⋯⋯⋯⋯⋯⋯⋯⋯⋯⋯⋯⋯(108)

第一节菏泽地瓣监测中心台⋯⋯⋯⋯⋯⋯⋯⋯⋯．．．⋯．．．⋯⋯⋯⋯⋯．．．⋯⋯⋯⋯⋯(108)

ii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节梁⋯地震台⋯⋯⋯⋯⋯⋯⋯⋯⋯⋯⋯⋯⋯⋯⋯⋯⋯⋯⋯⋯⋯⋯⋯⋯⋯⋯⋯(

第八章山东省地震局直属地震台⋯⋯⋯⋯⋯⋯⋯⋯⋯⋯⋯⋯⋯⋯⋯⋯⋯⋯⋯⋯⋯⋯⋯(

第一节长清地震台⋯⋯⋯⋯⋯⋯⋯⋯⋯⋯⋯⋯⋯⋯⋯⋯⋯⋯⋯⋯⋯⋯⋯⋯⋯⋯⋯(

第二节德州地震台⋯⋯⋯⋯⋯⋯⋯⋯⋯⋯⋯⋯⋯⋯⋯⋯⋯⋯⋯⋯⋯⋯⋯⋯⋯⋯⋯(

第三节大山地震台⋯⋯⋯⋯⋯⋯⋯⋯⋯⋯⋯⋯⋯⋯⋯⋯⋯⋯⋯⋯⋯⋯⋯⋯⋯⋯⋯(

第四节聊城地震水化实验站⋯⋯⋯⋯⋯⋯⋯⋯⋯⋯⋯⋯⋯⋯⋯⋯⋯⋯⋯⋯⋯⋯⋯(

第五节济南地震台⋯⋯⋯⋯⋯⋯⋯⋯⋯⋯⋯⋯⋯⋯⋯⋯⋯⋯⋯⋯⋯⋯⋯⋯⋯⋯⋯(

第九章地方、企业地震台⋯⋯⋯⋯⋯⋯⋯⋯⋯⋯⋯⋯⋯⋯⋯⋯⋯⋯⋯⋯⋯⋯⋯⋯⋯⋯(

第一节莒南地震台⋯⋯⋯⋯⋯⋯⋯⋯⋯⋯⋯⋯⋯⋯⋯⋯⋯⋯⋯⋯⋯⋯⋯⋯⋯⋯⋯(

第二节威海地震台⋯⋯⋯⋯⋯⋯⋯⋯⋯⋯⋯⋯⋯⋯⋯⋯⋯⋯⋯⋯⋯⋯⋯⋯⋯⋯⋯(

第三节胜利油田地震台⋯⋯⋯⋯⋯⋯⋯⋯⋯⋯⋯⋯⋯⋯⋯⋯⋯⋯⋯⋯⋯⋯⋯⋯⋯(

第四节陶庄煤矿地震台⋯⋯⋯⋯⋯⋯⋯⋯⋯⋯⋯⋯⋯⋯⋯⋯⋯⋯⋯⋯⋯⋯⋯⋯⋯(

第五节柴里煤矿地震台⋯⋯⋯⋯⋯⋯⋯⋯⋯⋯⋯⋯⋯⋯⋯⋯⋯⋯⋯⋯⋯⋯⋯⋯⋯(

第十章地形变、重力、地磁流动监测场网⋯⋯⋯⋯⋯⋯⋯⋯⋯⋯⋯⋯⋯⋯⋯⋯⋯⋯(

第十一章深井地下水动态观测网⋯⋯⋯⋯⋯⋯⋯⋯⋯⋯⋯⋯⋯⋯⋯⋯⋯⋯⋯⋯⋯⋯(

1】1)

1 15)

l 15)

l 16)

1 19)

124)

129)

133)

133)

136)

138)

142)

145)

148)

153)



第一章概。 述

地震是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毁灭性大地

震顷刻间会给人们造成巨大的伤亡和损失。

1 966年邢台地震以来，我国大陆地震活动经历

了l 966"-1 976年的活动高潮期，特别是我国东

部地区强震迭起，灾害之熏，损失之巨是空前

的。

山东是我国多地震省份之一，。属华北地震

区。山东地壳由鲁东、鲁西两大断块组成，在

漫长的地质年代，复杂的地壳运动改造着原有

构造的活动性质和重新组合新的构造格局。众

所周知，著名的郯(山东郯城)一庐(安徽庐

江)活动断裂(在山东境内部分称沂沭活动断

裂)和聊(山东聊城)一考(河南考城，今并

入兰考)活动断裂，分别从中部和西部纵贯山

东，根据新近的《山东省近期地震危险区判定

与研究》成果，山东可划分为五条地震带，即

沂沭北东向构造地震带、聊考北东向构造地震

带，菏泽一临沂北西西向构造地震带、济阳一

临朐一诸城北西向构造地震带、蓬莱一威海北

西向构造地震带。上述五个地震带主要是前两

条，属强震带，后三条属中强震带。截止到

1 987年，历史上山东内陆及邻近海域有记录的

地震701次，其中造成破坏的(4寻级以上)50

余次。公元前70年诸城、昌乐一带7级地震，

1 937年菏泽7级地震，1 969年渤海7．4级(M8)

地震，特别是1668年(清康熙7年)郯城8÷级

地震(我国有史以来三次巨震之一)，给山东

及邻省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83年菏泽5．9级

(Ms)地震也给当地造成很大的伤亡和损失，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山东遭受的最大地

震灾害。

．目前地震预报、抗震设计和地震对策已成

为世界各国地震工作的主体。其中地震预报是

这一主体的核心。

地震台站·是监测、研究和预报地震的前

哨阵地。它的基本任务是保证观测仪器正常工

作，为监测、预报、研究地震及时准确地提供

可靠、连续、完整的观测资料。一般来说，一

个地震台的历史越久，地震仪器越齐全，配套

观测资料时间越长，相应价值就越大。

山东使用现代仪器记录地震，可以追溯到

德国殖民者设置的青岛观象台地震台．．，1908

年(清光绪34年)末开始，用一台摆锤重200

公斤的水平双分向维歇尔特(Wiechert)式
’

地震仪记录地震。国内查到该台的最早地震记

录报告，是发生在1909年1月23日崂山地区的

一次有感地震¨·。随着胶、澳版图易色，青岛几

经沧桑，原被德国占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日本先中国参加协约国阵营，借口向德国

宣战，出兵占领山东，囊括青岛，将青岛观象台‘

划归其海军临时要港部管理，地震记录中断。

l 922年(民国11年)12月10日华盛顿会议。山东

悬案。得到解决，我国收回胶州湾租界地行政

权，划为胶澳商埠，青岛观象台亦同时被接收。

1924年1月蒋炳然出任观象台台长，直到1926年

9月始以一台摆锤重80公斤的维歌尔特式水平

双分向地震仪恢复地震观测。1 937年。七七”事

变后，青岛又落入日本人手中，战火再起，时局

·地震台站的观测方法，主要有记录地震(通称测震方法)和记录孕震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地球物

理．地球化学等前兆(通称自d兆方法)两大类．山东省1984年以前．只配测震方法或测震和前兆方法兼

配的台坫．通称××地震台，未配测震方法只配前兆方法的台站．分别冠以所配主要前兆方法命名．如

××地电台，××形变站⋯⋯1984年4月以后．不论配何种观测方法．统称××地震台．1984年以前各

地区设地震工作综合台。多数与地区地震办公室合署，兼管地区地震台站和地方地震工作，1984年以后．

改为台站与地震办公室分设．全省先后成立五个地震监测中心台．不兼管地方地震工作——编著者注．

··‘青岛地震台及其最近的记录>．蒋炳然，中国地质学会会刊，6卷．34期．1927(法文版)

···1909年1月--19IO年4月‘青岛皇家观象台地震记录>第一册(德文版)



动乱，地震记录又告中断，l 945年8月l 5 II抗

日战争胜利，青岛观象台先由我国海军接收，

旋予同年12月交回前青岛政府，仍称青岛观象

台。翌年1月王华文(蒋炳然之学生)出任台长，

从事接收整顿，l 946年8月20日恢复地震观测·．

计划除水平振动地震仪外，增添垂直振动地震

仪，并开始考虑环境干扰因素，因时局动荡，

未能实现。l 949年6月青岛解放，勰放前夕，

地震仪停记，观象台由海军接管，地震记录未

恢复。l 956年1月有关地震资料设备等移交中

国科学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ll|东地震观测是

在l 966年邢台地震后开始的。l 966年3月8日和

3。月22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分别发生了6．8级和

7．2级(Ms)地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

巨大损失。李四光、李善邦等老一辈地震学家

根据地震活动性分析，认为邢台地震的发生，

意味着华北地区新的地震活动高潮开始，为了

开展地震预报工作，减轻地震灾害，提出首先

在华北地区部分省、市增设地震观测台网。据

此，l 967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在华

北地区增设地震台网的报告。1 966年、l 967

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先后派人来山

东省选建了泰山地震台，并帮助选定定陶、苍

山、莱阳地震台的台址。泰山地震台于l 967年

2月建成，并在现址首先以维开克摆、58l型单

分向记录仪投入观测；l 968年2月定陶、苍山、

莱阳地震台也先后以64型地震仪投入试记工

作，组成山东最早的测震台网。早在I 967年4

月，当时的领导机关一山东省科技办公室选
派了卢守安、刘廷栋、王广成、王宪荣、赵荣

寅、陈玉兰、李继训、张光荣，窦汉儒、傅炳

玉、苏玉正、姜敏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

所参加地震培训班，学习地震仪的原理，使

用、维修、震相分析、地震参数处理以及宏观

地震考察，学习结束后，分别派到上述台站工

作，是为建国后山东第一批地震台站的技术人

员。l 968年4月2日冠县一大名发生5．2级(M二)～～一———．t—．—．．—一．，I ‘

·‘青岛市现象台五十周年纪念特刊)，19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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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这四个台同时记录到清晰的震相，较准

确地定出了地震参数。111东最早设置的地震前

兆台站，是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在长清建立的

长清地应力站，它是根据李pq光地质力学观

点，为加强监视、邢台地区和聊考活动断裂的

地震活动而设立的，l 96 9年1月正式投入观测，

开始使用的仪器是6035型万用电桥。

1 969年7月l 8日，渤海发生7．4级(MB)

地震，造成惠民地区部分县一定程度的破坏。

l 969年8月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在潍坊建立了山

东省地震工作中心站，同年10月建立山东省革

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地震办公室。l 970年I 2月

撤销上述二机构，组建山东地震工作队。

渤海地震后，在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简称中央地办，下同)的部署下，中国

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地质部地震地质大

队，地质部第一物探大队、国家测绘总局测量

大队和石油部646／--等八个单位先后在山东开

展震情监测工作，陆续建立了安丘常家庄、荆

山洼，潍坊良种场、大圩河、昌邑、昌乐．、临

沂相公庄(原设在临沂县王桥，l 970年迁到棚

公庄)、汤头、五里馒、长岛、招远等台站，

设置了测震、地形变，水化、地磁、地电、地

应力，重力等观测项目，配备工作人员60多

人，这些台站主要集中在I【J东省北部和东部的

烟台、潍坊地区和沂沭断裂带附近。l 971年9月，

根据中央地办的意见，上述台站移交山东地震

工作队管理。

l 975年2月4日海城7．3级(Ms)地震前，

山东省先后建立临沂、菏泽、嘉祥、五莲、德

州、荣成，烟台、沂水，枣庄、济宁等地震工作

综合台或地震台，海城地震后，建立马陵山、

临沭地震台。 ．

1 976年7月28日，发生唐山7．8级(Ms)

地震。‘l 977年后陆续组建了莒县蔹阳地震台、

费县牛岚地震台、无橡大山地震台和聊城地震



台、聊城地震水化实验站，济南地霹台、博山地

震台、邹县地震台、东明陆圈形变站、梁山地

震台。至此，全省共组建专业台站40个，其中仅

起管理、资料分析作用而无实际观测方法的台

2个，一种观测方法的台27个，其余均配两种以

上观测方法。与此同时，莒南、威海，胜利油田，

陶庄煤矿、柴里煤矿也相继建立了地方，企业

地震台。

山东省地震观测台站的设立，多是由予震

情需要，仓促上马，因而在布局选台和仪器配

备上，存在不少问题·，且单一方法的台占多

数。1 980年，根据国家地震局在青岛召开的台

站工作会议精神，对台站作了调整，I981年7

月撤销了东明陆圈形变站和汤头水化站，1 984

年4月撤销了济宁综合台、临沭地震台，定陶

地震台、蓬莱地震台、潍坊大圩河地电站，

1987年1月撤销了枣庄地震台，1984年lo月将I临

沂五里铺地电站并入临沂综合台，1984年12月

将良种场重力站并入淮坊地震监测中心台，

1 985年1月将聊城地震台并入聊城地震水化实

验站，后又将省地震预报研究中心的水化试验

室的全部设备移交该站。

l 983年l 1月7日菏泽发生5．9级地震，为了

加强冀、鲁、豫交界地区的测震监控能力，分

别于1983年11月在菏泽地震台、l 985年6月在

聊城水化实验站和胜利油田地震台各增设了一

台套三分向并下摆地震计，其动态放大倍数较

原地面摆提高了一个数量级。I 985一l 987年建

成以嘉祥为中心，包括菏泽．梁山，邹县，泰

安、彩山、郭里等六个遥测子台的鲁西南遥测

地震台网，使南北约l 70公里，东西约105公里

范围内监控地震能力下限由原来的2．7级提

高到2．2级(ML)，基本达到国家地震局对重

点监视地区测震监控能力的要求。为了测震方

法的配套，泰安台(1 978年7月)设置了763型

长周期地震仪，泰安台(1 975年8月)、烟台

台(1 978年5月)，马陵山台(1 982年7月)、

济南台(I 980年5月)、大山台(1 980年6月)

先后设置了DK—I型宽频带地震仪，l 986年1 2

月将马陵山DK—l型地震仪迁设苍山台，泰安

台(1 972年6月)、马陵山台(I 980年6月)、烟

台台(1972年7月)设置了5l3型中强地震仪，

l 983年11月将马陵山5l3型中强地震仪迁设苍

山。至此，山东测震台网从周期上具备短、

中、长，从强度上具备微，中，强配套，并在

实际工作中发挥了作用。例如1 983年11月菏泽

5．9级地震时，微铰仪限幅，泰安台和烟台台

利用5l 3型中强地霞仪成功地进行了速报(苍山

台由于责任事故，地震发生时记录中断)。l 985

年12月河北巨鹿发生5．3级(Ms)地震，微震

仪限幅，泰安、烟台、苍山利用51 3型中强地

震仪和D K—l型中长周期宽频带地震仪配合，

成功地进行了速报，确定震中仅用了I9分钟。

为加强省重点监视地区的前兆监测方法，

1984一1986年相继在泰安台、马陵山台增设了

自记FSQ浮子水管倾斜仪，烟台台增设了石英

丝倾斜仪，泰安台增设了Ex79A型弦频式钻孔

应变仪和YRY型压容式应变仪。l 985年改装

了一台水化流动监测车，以聊城水化实验站为

基地，在聊城、菏泽、德州三地区选点21处，开

展了流动水化监测工作。至此，山东省除遥测地

震台网外，有人值守的定点观测台站34个，其中

企业与地方办台5个，各类观测仪器155台套。

70年代初期以来，山东省地馐台站采用省

局与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它

对于专业台站的组建、干部的配备、工作的开

展及许多实际困难的解决，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也带来了科技骨干难以稳定、不少台站领导

不懂业务、年老体弱、工作难以深入开展等不

利因素。为此，1978年至1 980年开展了以业务

技术为中心的台站整顿工作，调整了泰安、菏

泽，梁山，邹县，长消，荆山洼，常家庄、招

远、长岛等台站的领导班子，考核了台站工作人

员，并依据《地震台站工作条例(试行)》

(以下简称工作条例)和《地震台站观洲规范

(试行)》(以下简称观测规范|)巾的彳f关规

·山东省初期大多数台站采用的金属丝倾斜仪，少数台站采用的无定向磁力仪，感应磁力仪和振弦应力

仪、超声波应力仪，均因仪器本身和观测环境条件不符要水而废弃，本志中一般不列出一一编幸j=省I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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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对台站的工作条件，仪器状况、观测资料

及日常观测工作等进行了检查，做出评定。

1 980年12月在大山台召开了台站整顿复查试点

会，省局直接复查了德州，聊城．菏泽等台，

1 981年华东协作区组织的基准台验收组，复查

了泰安基准地震台，其余台站分别由各地(市)

地震办公室及综合台进行了复查·

为了加强台站业务管理，在台站整顿中，

按省局制定的统一规格，普遍建立了台站技术

档察，1 979年第四季度起，建立了台站观测工

作质量检查报告制度，1 980年起，在全省台站

开展了观测资料质量检评。从而逐步形成了日

复核、旬检查，月上报、季通报，年评比的一

整套观测资料质量管理制度。1 983年以来的全

国地震观测方法清理攻关，也推动了台站观测

技术的提高。据此，台站观测质量取得明显进

步，泰安基准地震台石英丝倾斜仪观测资料连

续七年(1981年一1987年)在全国评比中夺魁，

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台测震、地磁，自记

连通管稳定在全国同类台的优秀行列，聊城台

水化、潍坊台重力、烟台台测震，马陵山台形

变、安丘常家庄台水准和莒南深井的观测工

作，也在全国评比中先后取得1 2次优秀成绩。

鲁西南遥测地震台网投测的第一年(1 988年)

获得国家地震局地方性遥测地震台网观测资料

评比优秀和大震速报评比第一名。

根据国家地震局的要求，山东省人民政府

1980年4月下达了鲁政办函字(1980)41号文，批

准泰安基准地震台的管理体制由原双重领导以

地方为主改为双重领导以省局为主。随着全国

体制改革的进程，l984年6月山东省政府以鲁

政第78号文批准全部专业台站管理体制改为双

重领导以省局为主。据此，组建了烟台、潍坊，

临沂和菏泽四个地震监测中心台，1 987年12月

在鲁西南遥测地震台网基础上，又组建了嘉祥

地震监测中心台，均属地区局级事业单位。各

4

单台中除少数离上述监测中心台过远或其他因

素，直接隶属省局外，其余台就近划给所在中

心台管理(见各章分述)。改革后的台站副科级

以上干部平均年龄由46岁降为4l岁，大专毕业

生人数由原来的l 9人增加到27人。
‘

对比观测规范和国家地震局台网布局·要

求，山东省现有各类地震台(网)情况如下；

一测震台网

测震台网的选定与布设，应对划定范围内

的地震具有所要求的监测能力。山东测震台网

由鲁西南遥测地震台网和26个单台组成。在26

个单台中，泰安台属国家I类基准台，烟台台

属国家I类台，其余均属区域台。

山东省测震台台基：菏泽、聊城、胜利油

田、德州、柴里四台系黄土层，菏泽，聊城，

胜利油田三个台设置了深并摆，柴里台以混

凝土基桩通过土层，连接基岩，放置测震摆，

其余均选建在基岩上。测震台的环境条件基本

符合观测规范要求者占总数的78．2％，其余存

在采石，开矿和车辆行驶等振动干扰。泰安，

马陵山、荣城等台拾震器安装在山洞里，观测

条件比较优越，其余台站的拾震器均设在地面

房屋内，大部分存在El温差过大，受风扰影响

等缺陷。水、电、通讯、交通等条件，大多数

台已得到满足，唯济南台水，电尚为临时设

施，临沂地区、潍坊市的部分台站通讯条件较

差，地震速报受到一定的影响。

测震台各项参数，详见单台分述。

山东省目前测震监控能力”是不均衡的。

据理论估算与b值检验，按五个区域分述于
一
，口l

(一)鲁南地区(主要为沂沭带中南

段)

包括临沂地区、枣庄市及潍坊市南部。在

此范围内，有苍山，马陵山、临沭、牛岚、沂

·指t9so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全国地震台站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台网布局原则—一编著者注．

··溯震台网的监控能力，用台网能确定的最小地震的震级表示．测震单台的监控能力，用单台能记到

的ML2．5级地震震中距台的最大距离表示．一·编著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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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五莲，陵阳、莒南，枣庄·、陶庄煤矿、

柴里煤矿1t个测震台站，平均台距为48公里，

台网控震能力为M：≥1．8级。 ．

(=)胶东地区
、

‘

．包括烟台，威海．青岛三市，在此范围

内，有烟台、长岛、荣城、莱阳四个台及青

岛、威海两个尚未入网的地方台。平均台距为

86公里，台网控震能力为ML≥2．5级。 ‘·

·．(三)鲁北地区

包括德州，惠民两地区及东营市。在此区

域内，有大山台及尚未入网的德州台，胜利油

田企业台，平均台距为110公里，台网控震能

力为ML≥2．6级。 、

(四)鲁西地区(主要为聊考带)、

包括聊城、菏泽，济宁三地，市。在此区

域内，原有聊城、梁山、嘉祥、菏泽和邹县等五

个台，平均台距为73公里。台网控震能力为

ML≥2．7级，鲁西南遥测台网建立后，其网内

．控震能力达到ML≥2．2级

(五)鲁中地区．

’．包括济南，淄博，泰安三市及潍坊市大部

7分地区。在此区域内，有济南，博山，泰安，

、’昌乐等4个台。平均台距为_102公里，台网控震

能力为Mt≥2．2级。

二』形变台站． j

根据观测规范要求，形变台站的任务是监

测断层活动引起的地壳形变，分大地测形变量

和局部形变测量两种。 ．·．
一

大地形变测量主要是地面测距和地面测

高，分别以短水准和短基线方法对地面进行反

复测量，确定地壳长期缓慢形变和震前的异常

变化。 一 1．‘

局部形变测量是对地面倾斜、伸缩、断

层蠕动和小范围的体积应变进行测定，取得精

度很高的连续观测资料，研究地壳活动的正常

规律，观测地震前兆信息。

山东省有五个形变台站，其t扣泰安，马陵

山台配目视，自记连通管和水平摆(石英丝、

金属丝)倾斜仪，烟台台配石英丝倾斜仪、石

英倾斜仪(尚未验收)均为因家I类形变台。

临沂相公库台和安丘常家庄台为国家Ⅱ类形变

台，．配定点短水准和流动短水准，常家庄台还

有室内短基线(一跨)和断层测量仪。台距平均

为l 70公里，主要分布在沂沭带和鲁中胶东几

条主断裂带上。泰安、马陵山、烟台台的观测

仪器均置于山洞内，避开了大部分地面干扰，

其中泰安台观测条件比较优越，一石英丝倾斜仪

观测精度为10“1，达到国际同类仪器的先进水

平；能记到清晰的固体潮波，1 976年唐山地震

前，固体潮曲线年变规律出现了畸变，1 983年

菏泽5．9级地震前固体潮波P因子亦有异常变

化，为地震预报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I

马陵山台山洞基岩比较破碎，固体潮波记录受

降雨影响较大，反映地震不明显，烟台台倾斜

仪洞室离人防主干道仅20余米，在一定程度上

受海潮，气流等因素影响，常家庄台定点水

准，东西线路高差较大，公路正在展宽，需要

改线。 ．

●

●．_

．， 三水化观测台站
j t_

．一水化观测的任务是研究地震孕育过程中引

起的地下水化学成分及物理性质变化特征，以

期搽索与地震有联系的前兆信息。它分为水化

综合台、水氡骨干台和一般区域台。r

山东省现有六个水化台，布点基本合乎规

范要求，唯德州井孔不专用，大山，沂水、招

远三台的观测室尚需进一步改造。其中聊城地

震水化实验站属予国家I类水化站(综合)·

位于冀，鲁、豫重点监视区的聊考活动断裂转

折部位，设有水氡(FD-105K．FD-125，

FD—l 28)，水质分析，色谱、电导、水物理等

多种测试方法，配十多台仪器设备及一台水化

流动监测车。胜利油田企业台和招远台属国家

I类水化台。德州．大Ill、沂水属区域台。我

省调整后的水氡台台距为80一230公里。

·枣庄地震台于1980年7月撤销，·改设遥测地震子台声地震信息暂通过无线通道传至苍山地麓台——编
著者注．

． 。

· ．5

，．j
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四地磁观测台站 六重力观测台站

根据国家地震局关于地磁台网布局原则，

地磁台分为I类台(全国性基准台，．台距取

1 000公里，主要用以反映地磁场整体特征，为

磁测提供通化资料和为研究震磁关系提供大面

积背景情况)、l类台(为重点区域性台站，台距

取250公里，主要为弥补I类台间距过大的缺

陷)和局部加密台。泰安基准地震台地磁台属

国家1．类地磁台。j马陵山，菏泽，大山，聊

城、烟台，潍坊-：德州、莒县，济南地磁台为

局部加密地磁台。1上述lo个地磁台，共同存在

的问题是观测仪器陈旧落后，观测精度低，特别

是核子旋进磁力仪稳定性差，分量仪不规格难

以调试，且没有正式厂家生产。另潍坊，德州，

烟台，菏泽台站环境干扰逐步增大，大山台磁

房因建筑材料选用不严，梯度不均，仪器墩磁

化率超过规范要求，同时按国家地震局布局要

求，我省地磁台数量偏多。上述问题均待调整

解决。
’ i

五地电观测台站

地电观测的任务是观测研究地震孕育过程

中地电前兆信息，为地震预报和地震科研提供

基本资料。现阶段的地电观测以研究震前岩石

电阻率变化为主，并适当进行其他地电参数和

观测技术、方法的探讨。

山东省原有菏泽，昌邑、马陵山、大圩

河，五里堡五个地电台，大圩河台于1 984年撤

销，五里堡台作为垂直电极探头观测试验专用

而暂予保留。除五里堡台外，其余各台均设在

活动构造带附近的低阻岩层，观测场地比较平

坦，布设二道测线，供电极距均大于1000米，

测量极距为300一500米，．年干扰幅度变化小于

2％。观测室以昌邑台为最佳，相对湿度不大

于80％，窒温用空词机控制，但因测量场地修

建体育中心、村民新居和铺设地下管道，环境

干扰有所增大I菏泽台次之，雨季相对湿度大

予80％l马陵山台以DDC—2A观测室观测温、

湿度尚达不到规范要求。

6

台站(定点)重力观测的任务是通过对地

球重力场连续观测，了解和研究区域应力场的

变化引起地壳物质密度的变化或由于地幔对流

作用引起地壳物质迁移活动及其与地震的关

系。同时也为地球物理学科的基础和应用研

究，提供基本资料。 ．

全省定点观测的重力台站只有潍坊一处，

位于沂沭活动断裂北段，环境条件基本符合要

求。为求温度稳定，仪器窒装有双层恒温箱。该台

观测仪器陈旧老化，精度下降，潮汐因子年平均

仅为1．08，低予规范要求，1 988年1月暂停观测。

七地应力观测台站
· ’

．地应力观测的任务是研究地壳应力状态随

时间的变化，探索不同构造体系和不同的岩石

力学条件下，地应力值的相对变化与地震的内

在联系。 t

山东省现有五个地应力台站，除泰安台为
’

新设振弦法和压容法(属试记性质)外，其余

台为电感法。荆山洼台和泰安台为国家基本

台，烟台，长清和苍山(现暂停测)台为区域

台。台距为60—240公里。台址选建上存在不少

问题。如泰安、长清，烟台三台系落雷区，荆

山洼台建在工厂内，环境干扰较大等。各应力

台的电源条件尚能得到保证。

山东省各项地震仪器观测资料(成果)，

数据的积累、交流与管理使用情况如下I

测震台站从1967年12月至今，积累了21年

的观测资料，微震仪原始图纸，标定数据存
‘

省地震局情报资料室，DK-I、51 3、基式和

763以及遥测地震台网的原始记录图纸存台

站。地震编目工作每月有专人进行，按规定上报

国家地震局及印发给各有关单位。1986年地震

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山东省地震目录(1 968—

1 980年)》。各地震台站记录到的地震，除报省

局外，还规定泰安台记到国内Ms≥5级地震、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Ms≥6级地震、国外Ms≥7级

地震、鲁西南遥测地震台网记到国内Ms≥4．5



级地震，按规定时间向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

心速报。泰安，孺祥，五莲、昌乐、莱何I，荣

成、长岛、苍山地震台向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

研究所速报京、津、『I弩、渤地区Ms≥5．o级地

震。长岛台每星期四向国家地震局电报纵、横

波到时差为11一16秒之内，M，．≥2．5级的地

震。泰安、烟台、忍乐、沂水、苍山台向国家

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陟i季报地震报告。

。按照国家地霰局规定，泰安旗准地震台的

测震资料参与国际资料交换，按照国家地震局

《地震前兆观测资料(台站、流动)的报送规定

(试行)》，昌邑、菏泽，马陵山三个地电台

向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和省地震预报研究

中心上报地电阻率和自然电位的同均值观测数

据以及日均值的月报资料，临沂(五里堡)台

向省地震预报研究中心日报、月报上述观测资

料。泰安、马陵lIJ、德州、火JIl四个地磁台向

国家地霞局分析预报中心日报、月报地磁相对

测最垂直分最整点值、日均值和极值时问及大

小，泰安．马陵I【I、德州兰个地磁台n报、月报

地磁偏角H均值和极值时间碇火小，泰安地磁

台臼报、JJ报每日21时整点核予旋进磁力仪的

总场强度和辔直分量整点观测值，菏泽、烟台、-

陵阳三个地磁台向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月

函报每日21时核予旋进磁力仪的整点观测值，

其中烟台加报每日。一23时整点地磁垂直分量

观测数据、日均值和极值时问及大小，各地磁

台报省地震局的观测资料有t核予旋进磁力仪

的地磁场总强度、垂直分跫21时整点值，磁变．一

仪的每日24小时相对测毋垂直分最整点值、日

均值、极值时间及大小，磁偏角日均值、极值

时间及大小。潍坊重力台每周向国家地震局、

省地震局函报每日24小时整点值、日均值、室

温、气温，气压，湿度，记录格值数据以及日

资料月报(1 988年暂停测)。安丘常家庄、临沂

相公庄台向国家地震局和省地震局f1报、月报

注。图中牛良也为牛岚

●

图I—l山东省地震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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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山东省地震台站简表

面!瘤远地震台1120。24。6，j37 42I 63

100

恢关镇东沟}l。s。 !花岗岩}s j：贰化两矿_r丽F下卜i1_
14106 f荣城地震台j122。25．2，137*10．2，i 42障城青山西l 1984．12【片麻岩}3 f测震 f现址

!122‘25．87{37。lo．3’f 138 1荣城青￡Ⅱ顶I—11998742．．162}片麻岩I． I原址

研慧薯『而而下i可了雨丽r■i■荔耐丁磊]一型量舅露：生!：!!：!：f!!：!!：：：i!!i塑兰竺!兰i!!!!：!}箩散沉积f j重力f并19入84潍：年坊9fJ台
14204}昌邑地震台 I-19’23．I，}36‘51．3，l 8 l昌邑县西关 f 1969．9 f松散疽袤脑

叠堕j鍪萎巫!鳖也塑竺!查也生篓!竺堕瑟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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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襄

位二 置
投测时间 人

海拔 ：地 址 (年月) 台基岩性 数 观测方法 备注编号 台 名
东经 北纬 (米)

14402 长清地震台 116‘43．8， 38’33．2， 40 长涪县石林山 1988．12 灰岩 4 地应力

九里涧村吉玉
14403 邹县地震台 117。00．4／ 35‘22．5， 138 1979．1l 花岗岩 2 测震

山东坡
嘉祥监测

45 荫山东南 1971．4 灰岩 13 测震 嘉祥遥测台
14404 116’20．9， 35。24．1，

巾心台 网中心

14405 济南地震台 117’02．3， 36。38．3， 124 1980．5 灰岩 9 测震，地磁
狮用巾尔帛平
头山谷

1450l 菏泽监测
115‘26．1， 35。14．8， 50 菏泽市西关 1970．II 松散沉积 14

测震、地
中心台 磁、地电

14502 梁山地震台 i16‘04．9t 35。48．4／ 39．5 风凰山下 1980．5 灰岩 4 测震

、，14sos。嘤囊豢震水化1t·6jo-．s，ls8‘28．。，i s4 l城东军王屯村【-9t9．s}松散沉积j-s隧兰施逻l

，一一：瞪雌116"05．0t|36．2如，J3t．坐鳓|19亿。陋¨I删磁麟施l“’ l J J J地磁留原址圃蒜磊河而万Fi同下而-可蕊两磋孵一一
：：!!：!查兰兰竺垒一生：，：竺．．!，E8‘oo．s，l 20 l秃棣县大山镇l，oz7．s l玄武岩{sl型!；i(艳l

裹1--2撼铺台站寰

台站名 A 纬度 海拔
台基 始止记

在台工作人员
担负 备注·称及代

L-3

经度(E) 高度 主要观测项目
姓名(工作起止时间) 工作

号
址 (N) 岩性 录时间

(米)

测震。配B4型

定 地震仪 张广荣(1967—1971) 测震

定陶地
陶 T：一1．o秒，

李继训(1967--1970) 测震
县 1968．10 田立山(1970--1975) 测震

仪器资料移

震台
东 松散

开始
V(T)为

王 115。35．3， 35。4．5， 47
N．0．79x 10s 王松格(1972．7--1984．3) 测震 交菏泽地震

14503 店 沉积 1984．3止 中心台

石 E。0．93x 107 陈焕存(1972．4--1980．8) 测震

庄
，r

刘玉文(1976．7—1984．3) 测震
村

Zl I．02X Io_S

1978年曾上水 宋兴安(1978．5--1982) 测震

化．倾斜仪． 李文祥(1979．5--1984．3) 测震

1980年均停测

测震配DD一1 田广农(1970．10--1972．2‘) 台长

型地震仪， 华爱军(1970．10--1977．12) 测震

枣庄 霪 【
TI--1．o秒 杨军(1970．Io—l口87．9) 水化 房地产交枣

花 Nl 3x 104 帏秀贞(1970．10--1988．3) 水化
庄市地办

岗 197l 5 仪器资料改地震 襄 117‘32．4， 34’53．8， 93 片 EI 3X 10! 贺敬则(1970．12--1987．9) 测震
台

皙 麻 开始
Zl 5×10! 苗玉成(1971．7--1978．9 水化 为无线传输

岩 1987．I止
曾上水氡、倾孙锡民(1971．10--1985．4) 测震

至苍山台14310
村

斜仪及水管， 李为春(1971．10--1975．1) 水化
(尚未正式

1 979年先后停 徐菩(1972．$--1977．2) 台长 工作)

测lid

9



续 裹

台站名I，、
纬度 婆鍪f台基 始止记

主要观测项目 姓名(工作起止时间)懈I工作I 8 “称及代复 经度(E)
(N) f鞘j籍性 录时问丐

、刘兴华(1972．5一1976．10) 水化|

张先江(1976．5一1980．1) 台长{。
“

’- 孙仓(1976．10—1978．6) 测震I．

．， 张光平(1976．I!--1984．10) 测震}

韩业振(1976．12一1987．9) 测震!

韩有志(1978．7一1985．4) 测震’．
．

’

l李玉尤(1971—1981) 台长
●

临

沂 ! !水氡。配孙伯亮(19 7．1--,-1977) 水化
汤头地 市

始1田76．3'FD一105KfIJI忑J是武(1971_1981 1 水化。
仪器、资料

震台 东 118。30j， 35‘16．2， 85
安山 交临沂中心

北 ～ FD一105水．’K携东(1975一1977 J 水化
14304 汤

岩 厶

头 1981．4i氡射‘t仪；郑志富(j978—1981) 水化
F-I

镇 II单福敏(：978‘198¨． 水化

测震。．配 傅丙玉(1975一1984．4) 测震

临 DD—l型地震 王希钦(1975一1977．10) 测震

沭
●

仪。 李芬如(1975—1978．8) 测震
仪器及资料临沭地 县 砂砾 1976．4—

震台 城 118‘38．2r 34。55．2， 58 T1=1．O秒 乇庆华(1977—1978．8) 测震
东

岩 1984．4 交县科委

14309 北 ．10
N：5．7×10‘ 孙继强(1978一1979．4) 测震

禚 Et一6．73×10‘ 朱涛(1978—1984)．． 测震
村 ZI 3．97 x 10‘ 王爱荣(1979一1984) 测震

：

’I

刘学禹(197l—1984．9) 水化、
● 测震

测震：

配p5型地
孙永广(197l一1984．4) 水化。

蓬
震仪，

测震

莱 T：一I。O秒 字小波(1975．12一1978)’

蓬莱地 县 ．

N14．56×104
迟荣艳(1976．10—1978) 测震 仪器资料

震台 小 花岗 1978．7～
王学芳(1976—1978) 水化 交烟台中

门120‘47．0，‘ 37。37．9t 130
片麻 1984．4

E：3．94 x 10‘

14103 家
Z：4．37 x 104

吴强军(1976．10一1984．4) 水化 心台
乡 岩

测震
陡，

’ 形变水t氡因条
山

件不具备，朱
李延顺(1976．10—1984．I) 水化

村
测震

南 投测

马校忠(1978．10—1984．4) 台长

张力田(1978．12一1984．4) 测震
· Z

王渤华(1978．12一1984．4) 测震
●

李r强【1978．12--1984．4) 测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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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寰

俞站名
台 纬度

海拔l厶1￡ 在台工作人员． 担负
称及代 经度(E) (N)

高度
rrljg瞽 警熙蒜b要观测项目 姓名(工作起正时间) 工作 备注
岩性 录H寸间I占文仳州似口号

址
(米)

●

t 4。 砂页

岩层 ●

t’， ：： ’I t

基底
地电，配 岳杰标【1970．2—1980．6) 地电

为石
DDC一2A 仪器资大圩河 大 灰岩

1969．9．18

地电台
圩 118‘59．6 7

36‘42．0， 39 I 型电子自动补 田玉竹(1978一1984．8) 地电 料交潍
河 地下 1984．3．23

偿仪，精度 坊地震14203 村 水埋 <1．5％ 金安忠(1970．10一1971．g) 地电 监测中
深

心台
5-15

魏光兴(1969．12一1970．12) 负责人
米：、 ， 地电．

形变观测
仪器设

米海容(1977一1981) 形变观测
备交省

东
， 地形变．配

耿奎星(1977--1981) 形变(兼
局。地

东明 明 Ni007_型水准
周清华(1977一198‘1) 会计)

产归荷

陆圈
县 松散 1979．6

仪，因瓦合金
耿庆瑞(1977--1981) 站长

泽地区陆 “5‘12．8， 35‘15．9， 55
沉积 --1981．1

小标尺一套 薛广起(1977—1981) 形变观测
台，使

地震 圈 综合

观测
镇

(10个)，3米
段聚祥(1977--1981) 形变观测

用权归
北 ：

站 大标尺一根
张留聚(1977一1978。Io) 形变观测r

东明县石木禄(1977--1979．3‘) 形变观测 地办．

徐祥玉(1973．3--1984．11) 台长

姜尚美(1972．2--1984．5) 业务．水氡

水化观测(曲 于燕(197l—1984．9) 分析。水化

济字地 济 松散 1971．9 台站一

区地震 喜 116’33．0t 奎5．22．5， 47
阜)管理邹

沉积一1984．4 县、嘉祥地震 毛元莲(1976．8一1984．10) 业务，群防 切移交

综合台 晒 台 杨泽生(1976．1 1一1984．12) 分析．．群防 地震办

庄林(1975．12—1983) 水化观测 公室

焦爱军(1982--1984．6) 行政

张树华(1981--1984．11) 会计

短水准观i贝4值，泰安台向国家地震局和省地震

局日报，月报摆式倾斜仪和连通管的观测值，

马陵山台向国家地震局月报摆式倾斜仪和连通

管观测值，烟台台向省地震局日报，月报石英

丝倾斜仪观测值。长清、荆山洼、烟台台，向

国家地霹局和省地震局上报电感地应办各方向

每H均值和室温均值。招远，胜利油日1、聊城

水化站向国家地震局和省地震局日报、月攥水

氡H fft(08I_l,1")观测数据，胜不妇lI田台阳因

家地震局日报、月报电导率、井压，流量观测

数据，聊城水化站向国家地震局日撤、月报气

体总量、电导率，流量、水质(只报月报)。

莒南鲁14·，禹城鲁04·，商河鲁09·深井，每

日用有线电报向省地震局报送水位数据，月函

报水位数据(莒南14。增撤日降雨量)，同时每月

向国家地震局函报上述数据。上述台站的原始

观测记录、。图件存所在台站。深井网的原始观

测记录、图件存省地震预报研究中心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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