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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地震构造图



沈阳地震．簋(1970～2009)一

2009年11月18日 中国地震局副局长刘玉辰．辽宁省政府副秘书长郭富春
为全国首个地震安全示范区——沈北新区揭牌

2008年10,929El 沈阳市政府副市长邢凯．辽宁省地震局副局长卢群为沈阳

市第一个国标级地震应急避难场昕一沈阳市中山公园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揭牌



一⋯撼删㈣

2006年7月24日 沈阳市地震局局长喻虹桥主持沈阳市地震灾害紧急救援
队授旗仪式

2004年9月27日 中国地震局副局长汤泉、辽宁省地震局局长高长波检查
沈阳市。十五”防震减灾重点项目实施情况，沈阳市市政府副秘书长王铁、
市地震局局长喻虹桥陪同视察



一沈阳地雉毒霸p～2009)

2006年7月23日 沈阳市召开防震抗震工作联席会议

2006年沈阳市地震系统开展文化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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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地震志》(以下简称《地震志》)是一部记载沈阳市防震减灾发展历程的史

料性文献，全志约32万字，它真实地记录了沈阳市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的历史概况和现

状，是一部集地震监测预报管理、震灾综合防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地震应急体系

建设、地震科学技术研究和制定防震减灾事业发展规划的重要参考文献。 《地震志》

的编写工作得到了辽宁省地震局、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在沈阳地震基

准台，各区、县(市)地震局，市地震局机关各处及沈阳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的共同努力

下，于2010年顺利完成。

从尊重历史的角度考虑，按修志的时间段划分， 《地震志》分为上下两部，将大

事记按时间顺序统一整合排序。《地震志》编写内容始于1970年，止于2009年。由于

受篇幅等原因的限制，没有详细记载各区县(市)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变化，而主要叙

述了全市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过程及重要事件。

上部，从1970年开始编写至1985年止，共分6章、19节，约12万字，所用资料从

1970年6月沈阳市地震基准台建立至1985年止，对历史资料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

了必要的追溯。参与编写的人员有：于剑秋、高启铠、喻虹桥(主笔)、童林生、王维

臣、孙连发、张国范、李宝声、程文海、马东驰、陶世森、杨立嘉、岳自仁。责任编

辑：喻虹桥。

下部，从1986年开始续编至2009年12月止。共分8章、23节，约20万字，主要记

述了1986年以来，特别是第九个五年计划至“十一五”规划期间，沈阳市防震减灾事

业的发展。主要包括：地震地质、地震活动等地震环境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城市抗

震、地震应急等地震灾害防御方面的实践；地震监测、地震预报、地震科研、地震工

作机构与队伍建设；防震减灾社会管理、地震事业管理及公共服务方面的发展。

《地震志》的编写工作，有沈阳市地震局机关各处，沈阳地震灾害防御中心，

沈阳地震基准台和各区县(市)地震局相关人员共同参与。市地震局成立了《地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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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小组，撰稿人员有：喻虹桥、程文海、李宝声、崔朝英、吴忠达、鲍淑珍、张

春和、石盛昌、莫可、王庆祥、胡舒颖、曹阳、刘翠霞、杨杰、马清。责任编辑：莫

可。在此，对参加《地震志》编写工作的各有关单位和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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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

Ⅵ和，奸Ⅵ孙啦’奸
2010年6)1



凡 例

一、 《沈阳地震志》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取裁史料，力

求全面、系统地反映沈阳地区地震情况及

防震减灾事业的历史与现状，是一部记述

性、资料性的文献。

二、本志分上下部，上部主要记述

1970～1985年沈阳市地震事业概况，个别

内容下限至1986年，由于剑秋主持编撰，

下部记载1986～2009年沈阳市防震减灾事

业的发展，由喻虹桥主持编撰。

三、本志采用章、节、目体，以记

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大事记和重要

文件。

四、本志贯通古今，上限一般为1970

年，但尽可能上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断

至2009年12月31日。

五、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现行沈

阳市行政区划为准。

六、本志对各个时代的政权机构、

官职、党派、地名，均以当时名称或通用

之简称记述。人名，除引文外，一律直书

姓名，不加称呼，不冠褒抑之词。凡外国

的国名、地名、人名、党派、政府机构、

报刊等译名，均以新华社发表的或社会上

公认的译名为准。各种机构、会议、文件

等名称在首次使用全称后，如名称过长，

又多次出现的，则在第一次出现时括弧注

明简称，以便再用。

七、遵循详今略古原则，本志重点

记述1970年以来沈阳市防震减灾事业发展

中的科技进步和成就，力求揭示沈阳地震

活动的特点及地震的孕育、发展规律，对

历次地震、震灾情况只作简要追溯。

八、本志历史纪年，凡1949年10月1

日以前的，一般标以朝代、年号、年份，

括弧内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起，

一律以公元纪年，省略“公元”二字。

九、本志所有地震术语均为国际和

国家标准专业用语，计量采用法定单位，

一般以汉字表述。1900年以前史籍记载的

地震震级用分数表示，1900年以后仪器记

录的地震震级用小数表示。

十、地震参数记述遵循以下原则：



发震时间，仪器记录均采用北京时间；震

中位置，史籍记载的地震一般以史料中

震害最严重的地方作为参考震中位置，

仪器记录地震按记录数据确定震中；震

级，史籍记载的地震根据地震史料按宏观

破坏程度及范围，用烈度公式推算，仪

器记录地震以公式计算结果为准。根据

(GB 1 7740-1 999)文件规定，地震震级用

地震面波测定，用脓示；深震(震源深
度大于70公里)与小震不能用地震面波测

定时，用尬表示。

十一、本志引用的资料，一般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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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文史资料、公开发行的论著或知情

人笔述。1970年以前的地震活动、震害资

料主要引自历史资料《历史地震裂度、震

级简表》、 《南满洲的地震记录》、 《盛

京时报》等，其中选摘的古代、近代资料

均保持原文的内容与格式。1970年以后的

地震活动、震害资料主要出自辽宁省地震

局编辑的《辽宁地震台网地震目录》、

《辽宁地震台站观测报告》及其年度会商

研究报告。所有资料均经过核实，不再注

释，不录来源。



概 述

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地球运动

的一种结果。有史以来，强烈地震的发生

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和损失，其灾情之

惨重，防御之困难，堪称自然灾害之首。

沈阳位于辽宁省中部，在东经

122。25 7至123。48 7，北纬41。“7至43。02
7

之间。东临抚顺市，南与本溪市和辽阳市

相连，西与台安、黑山两县接壤，北与内

蒙古自治区科左后旗相邻。全市国土面积

12 980平方公里。东西宽115公里，南北

长205公里，全市海拔最高点446．9米，位

于法库县庙台山；海拔最低点5．3米，位于

辽中县于家房。沈阳是中国工业重镇和历

史文化名城。

沈阳市在地震分区上位于大华北地震

区，郯城—营IZl地震带，这一地震带地震

活动强度大，频率较高。近350年间曾发生

1668年7)1 28日山东郯城8．5级地震，1957

年10月6日渤海中部7．5级地震，1969年7月

15日渤海7．4级地震，1975年2月4日辽宁海

城7．3级地震，尽管海城地震作为世界上强

烈地震的第一次成功预报挽救了10万人的

生命而载入史册，但仍然有1 328人遇难，

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81 03叫乙元。

据1679～2009年底资料记载，沈阳

市共发生373次地震。其中大于3级而小于

5级的地震26次；大于等于5．5级的地震1

次，即1765年3YI 15日在沈阳故宫附近发

生的5数地震。 “乾隆三十年二月二十四

日申时，地面震动⋯⋯其各殿兽吻、兽

头、山墙有鼓裂。又详查城墙、女儿墙、

仓库各处有炸裂之处。”这是1765年3月

1 5日沈阳故宫附近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史料

记载，也是前人唯一比较完整的关于沈阳

境内地震文字的记录。正是沈阳故宫历史

地震记录，破除了沈阳民间传说中关于

“沈阳是清王朝定都之风水宝地，不会发

生地震”的神话。沈阳的地震事业就是在

这个基础上起步的。

1970年1月17日，第一次全国地震工

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辽宁省属于

地震危险区，沈阳至营口地震带为全国地

震重点监视区。5月12日，辽宁省革命委

员会召开全省首次地震工作会议，确定建

立沈阳、开原、北票三个地震台。6月27

日，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决定组建沈阳地震



中心观测站，选址在沈阳市东陵区福陵西

侧杂草丛生、沟壑交错的天柱山南麓。这

是新中国成立后沈阳市第一个地震观测

站。1971年9月5日，国家地震局将沈阳

地震中心观测站定名为沈阳地震基准台。

1972年7月，沈阳市组建市地震办公室

(1996年改名为沈阳市地震局)，从此翻开

沈阳市防震减灾事业新的一页。

防震减灾工作是通过对地震监测预

报、地震灾害的综合防御、地震应急与救

援等工程性和非工程性的措施，增强全社

会防震减灾能力，实现最大限度地减轻地

震灾害的目标。 ．

四十年来沈阳的防震减灾工作，在

各级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从无到有，从弱

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建立了覆盖沈阳市

区、县(市)的防震减灾管理机构，防震减

灾事业健康发展，不断完善科学齐全、设

备先进、遍布全市的地震监测台网。主要

监测项目包括：测震、形变、电磁、流体

等四大学科35台(套)仪器，50个测项和动

物、井水及气象等多种自然现象的宏观

监测系统。全市有7个专业地震观测台，

72个群众业余观测站点，230个宏观信息

员。地震台站观测室由平房变成了楼房，

抗震能力由Ⅷ度提高到了Ⅷ度；地震台站

的工作环境由杂草丛生的“破大院”变成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优美环境；地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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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观测手段实现从煤油熏烟模拟记录，

向数字化、网络化的跨越；前兆观测手段

实现了从土地电、土地磁、土倾斜“三

土”为主向多学科、现代化观测网络的跨

越；地震社会管理从单一的群测群防、地

震宣传，实现向地震监测预报、震灾综合

防御、地震应急救援三大防震减灾工作体

系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全市防震减灾能

方的提高。

截至2009年底，全市已经建立起完

善的防震减灾工作机构保障体系，包括：

沈阳市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市防震抗

震救灾指挥部，市地震紧急救援队协调办

公室，市地震局，沈阳地震灾害防御中心

和沈阳市沈河区等13个区县(市)地震局，

以及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棋盘山旅游开

发区、浑南高新技术开发区三个地震局；

沈阳市地震系统有专业人员近120人，业

余测报人员和防震减灾助理员近400人，

形成以地震监测预报、地震应急处置、防

震减灾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为一体的防震

减灾工作队伍。这是一支对党忠诚、对人

民忠诚、对职业忠诚的地震工作队伍，这

支队伍始终把“即使千日不震，不可一日

不防”作为地震工作者的职业要求，始终

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作为地震工作

者的人生价值。四十年来经受住多次突发

性地震事件实战的考验，曾先后稳妥地处



置1975年2月4日海城7．3级地震、1976年

7月28日唐山7．8级地震、1988年2月25日

彰武5．2级地震、1999年1 1月29日海城一

岫岩5．4级地震、2003年3月30日沈阳东陵

4．1级地震、2008年5月12日汶川8．0级地

震矛n2009年12月28日沈阳东陵3．1级等强

有感地震对沈阳的波及及特大地震对沈阳

的影响，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1 9 77年由国家地震局组织编写的

1：300万地震烈度区域划分图，确定沈阳

市基本烈度为Ⅶ度的抗震设防城市；1987

年被国家城乡建设部确定为全国重点抗震

防灾城市；1 996年、2004年先后两次被国

务院确定为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之

一。因此，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对城

市的威胁和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保障城

市地震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是地震部门义

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中国防震减灾工作的

根本宗旨。

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市地震局积极

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不断增强

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把全面提高城市综合抗震能力作为核心任

务，努力探索“预报、震防、应急救援”

相结合的新路子，在全市逐步实施一整套

减轻地震灾害的综合对策。从80年代开始

积极探索实践“以预防为主”的地震工作

方针，独立地开展沈阳市地震危险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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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完成地震工程地质法和剪切模量法

地震小区划；多次对民用住宅区工程抗震

设计施工质量进行检查；调查全市生命线

工程系统的结构状况、环境、条件，以及

潜在危险和次生灾害源的分布，并提出

相应对策。进入90年代以后至“十一五”

末，近二十年间围绕沈阳中心城区先后

完成了1 600平方公里的地震小区划及地

震危险性分析和震害预测，中国地震局

“十五”重点项目沈阳市城区800平方公

里的活动断层探测及危险性评估，沈阳市

农村民居及农村公共设施抗震性能普查等

防震减灾基础工程。在城市六百多个社区

组建地震应急志愿者组织，在和平区中山

公园创建了沈阳市首个地震应急避难所示

范工程，在沈河区沈阳市实验学校创建沈

阳市首个地震安全示范学校，在皇姑区成

龙花园创建了辽宁省首个地震安全示范社

区，在辽中县养前村创建了沈阳市首个地

震安全示范村，在沈北新区创建了国家首

个地震安全示范区。同时完成几十个重大

科技成果、工程项目。这些工作不仅促进
、

了沈阳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增强了城市

整体防震减灾能力，同时开拓城市防震减

灾对策的研究领域，积极探索防震减灾工

作与城市平安建设相结合、直接服务于经

济社会发展的新途径。重大建设工程投资

巨大，对社会有极高价值和重大影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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