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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先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地震史料和仪器记录资料，为今后

开展地震科学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原有的地震台站得到了恢复和改造。随着地震科学的迅速发展，利

用现代仪器观测的地震台站，台网如雨后春笋相继建立起来。特别是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以

后，为适应地震预报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全国地震台站的数量迅速增加，目前已趋近六百个，

在布局上更加合理，观测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现在，全国地震台站已建成三种台网；1．全国地震基本台网，其中包括第1类基本台、

第1类基本台和数字地震仪台站；2．遥测地震台网；8．地方地震台网，即各省(市，自

治区)的地方台站。

为使上述台站所取得的原始记录资料得到妥善保管，协助广大地震科技工作者了解我国

地震台站的建设现状和历史概况，便于查阅和索取中国地震台站所记录的地震资料，国家地震

局在对原始地震记录图组织缩微保存和提供服务的同时，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地震台志》。

《中国地震台志》既是一本中国地震台站建设的史料，又是一本地震台站观测资料目录

和缩微地震图的技术参量说明书。它是从事地震科学研究的人员不可缺少的基本参考资料。

全书拟分三卷出版。第一卷为全国地震基本台网卷，分为三册；第一分册为已参加国际地震

资料交换的基本台台志；第二分册为尚未参加国际地震资料交换的基本台台志I第三分册为

全国数字地震仪台站台志。第二卷为遥测地震台网卷，其中包括北京，沈阳，上海，昆明，

成都，兰州等六个遥测台网。第三卷为地方地震台网卷，包括各省(自治区)的地方台站，

拟分若干册出版。

为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地震观测工作发展的历史，特邀请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地

震中心理事秦馨菱教授为本书撰写了“中国地震台站观测工作简史(代序)黟，以飨读者。

《中国地震台志》的总体规划是委托曲克信、徐宗和，马青山等同志制定的。编辑工作

是在国家地震局直接领导下，按总体规划完成的。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省地震工作主管部

门，基本台和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支持，得到了专家审定会的具体指导，在此一并

致谢。由于水平所限，加之情况的不断变化，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编者

叫一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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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册 说 明

《中国地震台志》第一卷第一分册，共编辑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已参加国际地震资料交换

的二十四个基本台的台志。这些台大部分是I类基本台，只有大连台、包头台是I类基本台。还

有部分I类基本台尚未参加国际地震资料交换，因此没有收集在本分册之内。

各基本台台志的内容主要有：台站简史，测震工作人员表，台址情况，仪器工作时间及

索取资料一览表，台站的仪器装备、时间服务，以及台站布局示意图等。本书除加特殊说

明者外，直接记录地震仪和电流计记录地震仪一律给出静态放大率Vo，‘电子放大型地震记录 ．·

仪系统则给出拾震器自振周期Tt对应的动态放大倍率VT¨ ， 。．

此外，为便于读者了解我国地震台网的全貌，书中除“中国地震台站分布图"外，还在

附录中给出了“中国地震台站地震仪器概要”和“中国地震台站观测年表’’以及。中国早期工

作的地震台站一览表”三部分内容，其中附有我国第1类基本台站曾经使用或正在使用的各

类地震仪器照片和它们的标准幅频特性，相频特性及时间特性曲线。为了便于查阅和使用资

料，书末给了出台名索引、台站代号索引和各类地震仪器记录资料索引。本册所录资料均截止．

到1982年底．
’

本分册先由各基本台按编写规划整理出各自的台志素材，再由曲克信、徐宗和、马青山等

同志统一汇编而成。唐兆华，曹新玲同志参加了本分册的部分编写和修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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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台站观测工作简史

：，(代 序)

秦馨菱

公元132年，我国科学家张衡研制成候风地动仪，在当时的京都洛阳创建了世界上第一

个用仪器观淀地震的观象台。
‘

1 920年甘肃省海原县(现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发生8．5级大地震，地质学家前往现场研

究震情，发现地震与地质有密切关系，并感到要研究地震除了作宏观调查之外，尚需进行仪

器观测，经多年筹备之后，当时之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乃聘请李善邦先生参加地震台之筹建。

北京(当时名北平)北安河鹫峰地震台于1930年建成，9月份开始正式记录。此为我国自己

建立的第一含地震台。当时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为研究地震与台风的关系，也在南京北
极阁建一地震台，由金泳深先生负责，于1932年7月正式开始记录。这是我国自建的第二个

地震台，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此二台都停止记录并损失了部分设备。抗日战争期间，

李善邦先生见从国外进口地震仪器已不可能，便在四川北碚于极困难的条件之下(那时敌机

轰炸很厉害，没有交流电，若加工所需的零件时，就用人力摇动一个石头飞轮以带动车床)

自己试制成水平摆式地震仪，当时名为I式地震仪，计有东西分量及南北分量各一架，‘于

1943年9月开始记录，并将记录数据打成油印报告与国外同行交换，至抗战胜利时共记到远

近地震109个。这是抗战期间我国内地唯一的地震台。抗战胜利后，此台于1946年底迁往南

京珠江路水晶台(地名)，194 7r年春恢复记录，所出的油印报告延续北碚台的地震序号。同

年南京北极阿的大维歇尔式地震仪也由当时气象研究所请人维修恢复记录(北极阁台的伽魏

式水平向地震仪已于抗战初期从南京往西南诸省转移时被炸损毁)。原在鹫峰的伽魏式地震

仪(全套三分向)于1947年由前地质调查所从北京(北平)找到，运往南京，，在珠江路恢复

记录。原在鹫峰的小维歇尔式地震仪则未能找到。 ．

除上述中国自建的地震台之外，外国曾先后在我国建立过二些地震台：法国于1904年在

上海徐家汇建一地震台，此台于1950年由我国接收，后加以充实并迁往余山，即现在的余山

地震台，德国于1909年在青岛建有一地震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停止工作，以后由我国

气象部门接收过来，恢复工作但未出报告，日本曾先后在我国境内建过一批地震台，比较著

‘名的有：台北(1897)、台南(1898)、台中(1902)、台东(1903)，大连(1904)，沈阳

(当时名奉天，19D5)、长春(1908)等；法国曾在天津建过一地震台，但未正式投入记

录，德国曾在西安通远坊建过一地震台，也未正式投入记录。

新中国成立之后，因进行经济建设需要了解各地之地震危险性，李善邦先生乃将在北碚

自制的水平摆式地震仪加以改进，于1951年复制了一批名为51型的地震仪，又指导技术人员

试制成一批摆式天文钟供时间服务之用，并曾开班训练了三批工作人员。以这些人员和基本

l一



设备为基础，在我国建立了二十余个地震台，即兰州，西安，包头、临汾、太原，大同、西

宁、武威，银川、玉门、张掖、天水、潼关、佛子岑，官厅、陕县、禹门口、长春、大连，

哈尔滨，绥化等。这批初级台站的设备虽然简易，但都是我国自己制造的，这在我国近代地

震史上是件划时代的事。

前中央研究院曾于1930年在南京紫金山西北坡建有一地磁台，抗日战争期间曾先后迁往

广西、四川等地，胜利后迂回南京重建于北极阁。原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于1954年在北京

自家疃建立新地磁台。1955年地球物理研究所在自家疃建造新摆房作为鹫峰地震台之继续，

子1957年建成，正式开始观测记录，以后自家疃则成为我国之标准地震台。

1957年我国为了准备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地震观测项目，从苏联引进并仿制了一批基

尔诺斯式及哈林式地震仪，在北京、长春，余山、南京，成都、昆明，广州、拉萨，兰州，

西安、包头十一个台上安装使用，使这些台的装备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水平。

在开展大区域的地震危险性区域划分之后，自1958年开始，小区域地震危险性划分和区

域地震研究逐渐展开，在三峡、刘家峡，新丰江，昌马，西昌、丹江口等地区相继建立了徽

震观、测台网，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电子放大式地震记录系统投入使用，但计时仍暂用摆式天．

文钟。地震预报研究作为课题也于此时明确提出。 ．．

自1966年邢台地震后的十余年中，我国地震活动频繁，许多省区建立了区域台网以监视

当地的震情，所建立的地区性台网有。华北、东北、。云南、四川，东南沿海、海南以及西北

地区台网。为适应地震速报的需要，DD—l、DK—l等墨水记录地震仪陆续投入使用。各台

站的时间服务普遍改用石英钟及自动对时装置。《地震台站观测规范强也制订出来并在各台

贯彻执行。各观测台站除了观测地震之外，逐渐增添了地磁、地电、应力、重力、形变、’

水化等观测项目。北京电信传输地震台网的最初八个台点(下花园、车耳营，周口店、自家

疃、平谷、马道峪、喇叭沟、廊房)在邢台地震后建立。

1976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唐山大地震。此后的三，四年内，我国除了把已有的北京电信

传输台网作了进一步扩大外(由八个台点扩大为二十个台点)，又建立了上海，沈阳，成

都、昆明，兰州五个电信传输地震台网。为了把遥测台网观测到的数据作快速自动化处理，

以适应地震速报和地震研究之用，国家地震局组织了768工程攻关组，负责对地震信号和前

兆信号的传输、预处理，地震信号的识别、计算和存储等系统的设计，监制与安装试验，此

系统要求能自动识别出有否地震发生，自动定出地震震中位置，震源深度、发震时刻和震

级，并要求能将震中血置自动地描绘在底图上，以及把地震波之频谱计算出来绘成曲线I还

要把计算出的地震参数存储起来以供每月打印排版之用。经数年之努力，此系统于1982年年

底以前试制成功并通过了技术鉴定，现正向其他遥测台网推广使用。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恢复参加了“国际地震中心”(ISC)的国际地震资料交换。1979

年我国有十七个地震台参加国际资料交换，目前已增至二十四个。自1980年起，对国内各地

震台站作了进一步整顿。参加

����x



‘

上四十多个台的数据提供给我国。这种资料交换对世界范围的震中初步速报是宓要的。
一 最近我国又有几个小型电信传输台网如安徽台网，新丰江台网等建成投入使用。我国自

制的763型长周期地震仪(T=1008)开始在一部分台站安装试记。为了进一步改进观测技

术j正准备引进一批数字化大动态宽频带地震仪，拟先在一些重点台站安装。 一，

为了便于集中保存地震图以便于使用查阅，自1981年开始先将1979年以来的地震图加以

缩微复制，缩成125mm×70mm之小胶片，片之边框留有关于台站名称、记录日期及所用仪

器型号等编码符号。到目前为止已复制了二十一个地震台的地震图缩微胶片两万余张。

地震台志的整理编写工作也正在进行，台志内载明各台的历史沿革，位置及变迁经过，

各个时期所用的仪器型号及性能等。这是台站的基本资料和档案的一部分，对使用台站观测成

果的地震同行是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 ．．

。

自我国著名的地震学家李善邦先生首创鹫峰地震台以来已逾五十年。目前新技术之应用

已显示出其优越性。愿我国从事地震观测与研究的同志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更新技术，

提高我国地震工作水平，为地震科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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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山地震台

地 址：上海市松江县余L【

电 话l 228228转余山196

电煨挂号：7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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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山台白1904年2月开始编辑单台地震报告以来，一直沿用GMT时间。全套地震报告

除1930年和1948年以外，基本完整连续。其中部分地震报告已与国内外进行了交换。大部分

地震记录数据也分别纳入《中国地震台网观测报告》和NEl8、18C编辑的地震报告中。1980

年该台参加了中美地震数据五日电报交换。1982年又被UNE8CO／IASPEI历史地震图会

议列为全球30个历史地震图缩微台站之一。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国地震台站的观测质量，国家

地震局决定，将余山台列入中国数字地震仪记录台网。

余山地震台仪器类型较全，记录频带宽，能较好地记录o．18至1008周期的地震波，其最

大动态范围接近四个数量级。余山台是我国建台最早、资料最丰富的地震基本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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