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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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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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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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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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地震科技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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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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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的地震监测工作，可追溯到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

发生之后的那段历史。邢台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大陆地区发生的一次严重

破坏性地震，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怀和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地质、测绘、

石油等部门最早在北京及华北地区建立了我国第一批传输地震台网和地震前兆

观测台站。这些台站观测涉及测震、地壳变形、电磁、地下流体等地球物理、大

地测量、地球化学等有关学科。除定点台站外，京津及华北地区还开展了流动重

力、地磁、形变、地电的测量与观测工作。

1970年1～2月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领导下，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地

震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加强领导、集中统一，克服各部门、各学科分散工作的弊

端，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集中统一组建省级地震队(大军区所在省区

为地震大队)。在此形势下，北京市地震队，于1970年8月正式成立20世纪60

年代末由中科院地质所、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地质部第一物探大队、地质部第

一水文大队、石油部646厂、国家测绘总局地震测量队、北京地质局等单位在北

京地区建立的地震前兆观测台站(点、井)全部移交给北京市地震队统一领导和

管理。此后，为加强首都北京的地震监测预报工作，1980年1月国家地震局分析

预报室和北京市地震队合并，成立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原北京市地震队的

地震前兆观测台站(点、井)合并调整到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要任务是开展对北京地区及天津市、河北省个别

观测点的地震前兆定点观测和北京及邻区地下流体、地电、地磁流动观测等工作；

负责汇总并提出首都圈地区5级以上地震短临预测意见；负责全国地震速报、前

兆观测数据的汇集与共享服务。自成立以来，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为该地区

地震预测预报的科学探索、为首都圈地区防震减灾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地震局的大力支持下，分析预报中心的地震监测工作有了较大发展。

近40年来，台站不断得到调整、优化和改造，观测手段由模拟观测逐渐发展为

数字化观测，台站观测环境和工作生活条件也得到极大改善。这不仅提高了观测



质量，还获得了大量的地震前兆数据和信息，为首都圈地区地震预测预报奠定了

较好的基础。

北京市地震局成立后，1997年5月分析预报中心根据上级要求，将所属大部

分台站成建制划转给北京市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只保留了十三陵地震台、京区

地下流体观测网、首都圈地区体应变观测网及京津地区前兆无线传输台网。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地震监测志》较详细地记载了本单位地震监测工

作的基本情况和监测工作的发展历史，该监测志的出版可为进一步做好这一地区

的台站建设、地震监测和预测预报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副主任

2004年7月10日

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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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地震局((关于组织编写地震监测志工作的通知》(中震测函2002]

61号文)的有关要求，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成立了以李志雄副主任为主编、

监测预报处陈华静处长、申裕为副主编，有关专家参加的地震监测志编委会，负

责编写《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地震监测志》。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地震监测工作是从1980年1月由原国家地震局分

析预报室和原北京市地震队合并后开始的。20多年来，在中国地震局主管部门的

领导与支持下，在各学科技术协调组专家的指导下，在原北京市地震队地震监测

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分析预报中心同志们的不懈努力，对台站(点)进行调整、

合并、优化和改造，逐步形成了目前对北京地区以及首都圈部分地区的监测现状，

并主要承担对该地区的地震监测和5级以上地震的短临预测工作。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地震监测工作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

初的建台发展阶段、80年代合并调整，及“九五”期间由模拟记录观测向数字

化观测、改造的几个重要阶段。本书较详细记录了台站(点)的基本情况和其

沿革历史。大部分资料截止日期为2002年6月30日，个别资料截止时间到2003

年。

由于台站调整、搬迁以及隶属关系的多次变更及人员的调整和岗位变动等原

因，造成许多台站的原始资料缺失。在编写本书时，编委会收集查阅了大量相关

资料，包括工作总结、报告、文件，以及一些项目的验收材料等。在编写地震监

测志工作中，专家组成员给予指导。另外，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从事地震监测

工作多年的关华平、宇文欣、康春丽、杜建国、刘德富、刘超英、张淑兰等人，

以及从事地震和前兆仪器研制与生产的庄灿涛、席继楼、张平、宁立然、申春生、

郑香媛、刘北顺、冯海英等人员的大力支持，这些同志为本志提供或补充了有关

材料，耿俊军为地震监测志数据库录入建库，李劲梅、陈淑萍协助查找档案资料，

彭蓬、李海英为本书进行了文字录入，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在本书编写出版过程中，2004年2月3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



于中国地震局所属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调整的批复》(中央编办复字[2004]21

号)，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更名为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为尊重历史，

本书仍以《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地震监测志》出版，特此说明。

作 者

2004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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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震监测概况

第一节地震监测台网所在区域概况

一、首都圈地区地震监测的自然地理及经济环境

1966年邢台地震后，我国开始大规模地震预报工作。依据我国政府关于地震工作要为保

卫“大城市、大水库、电力枢纽、铁路干线”作出贡献的要求，首都圈地区一直被列为我国

地震工作的重点监视防御区和年度地震预报强化监视区。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地震监测

台网位于首都圈的中部地区。

首都圈地震强化监视区，即北纬38．5。～41．0。、东经113．0。～120．0。，面积约16万

km2，人El近5000万人；有大型工矿区148个，蓄水量>1亿m3的水库11座；是以北京为

中心包括天津、唐山等大城市在内的极其重要的环渤海经济区，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及科学

文化中心。

二、首都圈地区地震背景分析及强地震活动

首都圈地区位于华北断块的北部，是东西向阴山一燕山断裂带与北东向山西断裂带和华北

平原断裂带的多组构造复合地区。区内断裂十分发育，根据其活动性质、延伸方向及空间展

布特点，可大致归并为8条主要活动断裂带。其中北东向2条，北北东向4条，北西向1条，

东西向隐伏断裂(未在图中标出)1条(图卜1—1)。

图卜卜l 首都圈地质构造分布示意图



(1)阳原一应县活动断裂带。走向北东，主要有怀仁、桑干河、恒山等断裂组成。该断裂

控制了大同盆地。盆地边缘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强震。1989年大同一阳高6．1级地震的发震构造

就是北东向大王断裂。

(2)蔚县一灵丘一代县活动断裂带。该带控制了蔚县、灵丘、代县盆地，现代活动明显。

历史上曾发生过1626年灵丘7级地震及多次6级以上地震。

(3)大海坨一紫荆关活动断裂带。主要有狼山、紫荆关、孔涧一大石河、后郝窑、闾家坪

等断裂组成。走向北北东。历史上怀来附近曾经发生过两次6级以上强震，近年来4～5级地

震也多次发生。

(4)北京一保定活动断裂带。主要有高丽营、八宝山、南苑、太行山东麓断裂组成。该断

裂带控制了北京凹陷、华北平原拗陷和太行山隆起的形成。断裂带内历史上曾发生过3次6

级以上强震，是该区一条规模大、切割深的活动断裂带。

(5)平谷一霸县活动断裂带。主要由程各庄、夏垫、河西务一白洋淀、皇庄一香河等断裂组

成。走向北北东。其北段控制了大厂凹陷，南段为武清和固安凹陷的分界线。沿断裂带发生

过1679年三河、平谷8级大地震及3次6级地震。

(6)唐山一沧东活动断裂带。南部由沧东断裂、献县断裂、大城断裂组成：至天津、宁河

间，转为北东-JL东东，再向北是北北东向的唐山断裂。1967年河间6．3级地震和1976年唐

山7．8级地震就发生在该带上。

(7)北西向断裂带。南口至宁河、渤海一线有北西向断裂分布，它的发育一般局限在北

东一北北东断裂之间。近年来小震活动沿断裂带分布很明显。

(8)东西向断裂带。主要由昌平一迁西隐伏断裂、宝坻断裂、赤城一建平、丰宁一隆化，兴

隆一喜峰口断裂组成(图中未标出)。该断裂与北北东断裂的复合地区，为大地震蕴育和发生

的重要场所。

上述8组断裂把本区切割成大小不等的块体，构成了该区的基本构造轮廓。

三、首都圈地区的地震活动

本区是华北地区历史上和现今的主要地震活动区之一，历史地震记载十分丰富。据统计，

自公元前231～公元2002年，本区共发生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163次，其中8级地震1次，

7．0～7．9级地震7次，6．0～6．9级地震20次，5．0～5．9级地震135次(图l一卜2)。

—— ，'——

图卜卜2首都圈地区强震分布图(公元前23l～公元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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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活动分布显示，该地区大致可划分出3个主要地震带，即大同一太原的北北东向地震

带；唐山一邢台的北东向地震带和张家口一北京一渤海湾的北西向地震带。

在华北地震活动的第三期(1484～1730年)，本区是主要活动区之一，共发生5级以上

地震27次，其中8级1次，7级2次，6级10次，5级以上地震的平均时间间隔为9．1年，6

级以上地震的平均时间间隔为19年。从1815年开始至今的华北第四期地震活动中，本区的

地震活动水平有所减弱，只发生5级以上地震14次(不含余震)，5级以上地震的平均时间

间隔为12．7年，6级以上地震的平均时间间隔为35年。

第二节地震监测简史

一、地震监测基本情况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所属地震观测台站绝大部分是由原国家地震局与北京市地震队

合并时划转的台站，其中一部分台站是在1968年前后建设并投入观测的(1966年3月22日

河北邢台7．2级地震后我国逐渐开始了地震观测工作)；另外一部分台站是在1975年前后建

设并投入观测的(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发生7．3级地震又一次推进了台站建设工作)。在

1980年1月分析预报中心成立时大约近30个，其中包括综合台、单手段观测台和地下流体

观测点。这些台点分布在北京市各区、县(图卜2—1，表卜2—1)。在分析预报中心成立后的

几年时间又相继建成了北京站水化观测站、八宝山断层逸出氡观测点、联合国开发署援建的

华北地震预报试验场观测台(点)，以及十三陵地震台等地震观测台站。

分析预报中心还开展了地电流动观测、地磁联测、水化流动观测等多种现场流动观测

工作。

二、地震监测工作任务与调整

分析预报中心的地震观测工作主要是分析预报中心九室、三室和四室等3个研究室承担，

主要负责北京地区固定台站、京区地下流体观测网的管理与监测，水化监测车的日常维护与

现场流动观测和全国地下流体观测技术牵头工作，四室负责流动地电观测及联合国开发署援

建华北地震预报试验场监测项目的实施和日常监测。

当时建台是以监测工作优先、生活条件其次的原则，所以当时一些台站建立在偏远坚苦

地区。这样经过几年观测，鉴于一些台站工作、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并且是单项观测手段，

不利于管理等情况，因而，对部分台站进行了调整合并。后来由于经济发展，部分台站环境

受到严重干扰，在优化改造过程中对台站再次进行了调整。经调整后保留下来的台站大多数

为多种观测项目的综合台站和委托看管的体应变、地下流体观测点，台站数量大大减少。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地震监测台站在1997年5月整建制划归北京市地震局，分析预

报中心只保留了十三陵地震台和首都圈体应变观测台(网)、京津地区地下流体观测台(网)

和京津唐地震前兆无线传输网。在“九五”期间及首都圈防震减灾示范区工程项目中，分析

预报中心建成了国家数字地震台网中心、首都圈数字遥测地震台网中心、首都圈强震台网中

心、全国地震前兆台网中心及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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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卜2一l 原北京市地震队所属北京地区前兆台站分布示意图

表卜2-1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成立初期地震观测台站情况一览表

序 台站名称 所在 观测
测项 仪器名称

建台 观测
停测时间 岩性 构造部位 停测原因

号 (海拔高程) 区县 手段 时间 时间

测震 DD—I微震仪 1975 19891l 观测条件差，

北安河台 重力 GS-11重力仪 1967 199002 台站搬迁，
1 海淀 1967 花岗岩

(260m) 重力迁至
形变 倾斜 金属丝倾斜仪 1967

西拨子台

地倾斜 金属丝倾斜仪 1969

大灰厂台
连通管 日本产 1969 1997 05

2 丰台 形变 室外短水准 Nl004 1969 197512 移交北京 灰岩 八宝山断裂
(130m)

室内水准 N1004 1969 市地震局

伸缩仪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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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台站名称 所在 观测
测项 仪器名称

建台 观测
停测时间 岩性 构造部位 停测原因

号 (海拔高程) 区县 手段 时间 时间

南口台 室外水准 Ni007 1975
3 昌平 形变 1968．05 1985 灰岩 南口断裂 台站调整

(130m1 地倾斜 金属丝倾斜仪 1975

地电 DDC一2 电子自动补偿仪 1970

小汤山台 磁秤 刃口式 1970
4 昌平 地磁 1970．12 1985 灰岩 高丽营断裂 环境干扰

05m) 扭秤 Z-54 1975

地应力 振弦式 XYLl—70 1970

地下 断层破
5 八宝山台 石景山 逸出氡 FD3017测氡仪 1988．08 1999 八宝山断裂 人员退休

流体 碎带

下苇甸台 LQJ一1A精密 花岗闪
6 门头沟 地应力 电感地应力 197l 1971 1982 台站调理

佗OOm) 电感电挢 光岩

地下 地下水化学
气相色谱仪火焰光

崇文门呼家
7 北京站井 东城 度计721光度计 1975 1985 灰岩

流体 组分 楼断裂
离子色谱仪

琉璃庙台 地下 闪长
8 怀柔 氡 FD-105射气仪 1975．03 1975．03 1980 高丽营断裂 台站调整

(310m) 流体 斑岩

测震 DD-1微震仪 1975．12

沙峪台
核旋 核旋仪 1974

9 怀柔 地破 磁秤 刃口式 1970 1968 1982 花岗岩 台站调整
(170m)

扭秤 Z-54 1968

地应力 振弦式 XYLl-70 1968

密云东门外台 重力 GS一11 1968 第四纪
IO 密云 1968 1985 台站调整

(90m) 地磁 磁秤 刃口式 1968 沉积

二甲峪台 连通管 日本仪器 1968
ll 苗石 形变 1968 1976 片麻岩 台站调整

(150m) 伸缩仪 武汉大队 1973、

测震 DD-1微震仪 1975

密云水库台 室外短水准 Ni007 1975
12 密云 197503 1992 灰岩 观测条件差

(150m> 形变 金属丝
无锡产 1975。

倾斜仪

地电 DDC一2 1968

马各庄台 磁秤 1968 第四纪
13 房山 19680l 198l 观测条件差

(4lm) 地磁 核旋 1975 沉积

扭秤 Z一54 1968

牛口峪台
倾斜 金属丝倾斜仪 1968 1997．05

14 房山 形变 连通管 蔡斯 1968 1968 移交北京 灰岩 八宝山断裂
(70m)

室内短水准 Ni004 1968 市地震局

歇息岗台 LQJ—IA精密
15 房山 地应力 电感地应力 1967 1968 1976 台站调整

(100m) 电感电桥

LQJ—IA精密
地应力 电感地应力 1975．03 1978

电感电桥

地磁 核旋 核旋仪 1975．05 1994．07

测震 DZ-I微震仪 1975

西拨子台 地下 八达岭高速
16 延庆 氧 FDPl05射气仪 1975 03 花岗岩 延庆盆地

(640m) 流体 1997．05 公路干扰

由北安河 1975．03 移交北京
重力 GS一11重力仪 1992

台迁来 市地震局

连通管 蔡斯
形变 1975．05

伸缩仪 武汉大队

一，～



续表

序 台站名称 所在 观测
测项 仪器名称

建台 观测
停测时间 岩性 构造部位 停测原因

号 (海拔高程) 区县 手段 时间 时间

DDC一2
地电 1969

张山营台
电子自动补偿仪

17 延庆 核旋 核旋仪 1969 1974 1987．08
第四纪 现观测

(500m) 地磁 沉积 条件差
磁秤 刃口式 1969

水化 氡 FD-105射气仪 1969

地磁
扭秤 Z-54 197l

地磁三分量 197l
1997．05

马坊台 无锡产金属丝倾 第四纪 马坊山字型
18 平谷 形变 倾斜 1970 1971 移交北京

(25m) 斜仪 沉积 构造
市地震局

地电
DDC一2

197l
电子自动补偿仪

镇罗营台 LQJ—lA
19 平谷 地应力 电感地应力 1968 1968 1978 片麻岩 台站调整

(290m) 精密电感电桥

电法自记l号

八里桥台
地电 1974

北京队 1997．05
第四纪

20 (管庄) 通县 地磁 磁秤 刃口式 197l 197l 移交北京
沉积

(25m) (了r—ll 市地震局
水化

FD—125

电子自动补偿仪
地电 1969

DDC一2
1997．05

西集台 磁秤 刃口式 1969 第四纪
2】 通县 地磁 1969 移交北京 大厂凹陷

(15m) 扭秤 Z-54 1969 沉积
市地震局

形变 倾斜 金属丝倾斜仪 1969

重力 GS一11重力仪 1969
●

中兴庄台
地磁 扭秤 Z一54 1968

第四纪 观测条件差台
22 大兴 DDC一2 1968．0l 1980

(32m) 地电 1968 沉积 站调整
电子自动补偿仪

风河营台 地磁 核旋 核旋仪 1975．03 第四纪
23 大兴 1975．03 1983 台站调整

(15m) 水化 氡 ct仪FD-105 1975．03 沉积

水化 氡 FD-105射气仪 1975．03

黄村台 地磁 核旋 核旋仪 1975．03 第四纪
24 _人兴 1975．03 1997．12 工业区干扰

(40m) DDC一2 沉积
地电

电子自动补偿仪

地电
DDC一2

25 东胡林台 大兴 电子自动补偿仪 台站调整

地磁 扭秤 Z-54

1987观测

香山台 GBP一10 -N中心 1999．04移 石英
26 海淀 形变 井下倾斜摆 2001．07 井下探头坏

(100m) 钻孔倾斜仪 建台 交香山干部 砂岩

培训中心

孙河台 地下 石英
27 朝阳 水位 水位仪 1970 1970 1985 孙河断裂 台站调整

(27m) 流体 砂岩

注：因资料有缺失，表中个别内容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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