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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5 临沂地区地震震中分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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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震工作是一种抗岁：性的事业，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

和人民生活，关系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我国地震工作

者研究预测，我国的地震活动又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

段，这一时段可能要持续十年至十几年。1985年以来，我国

地震活动频繁，今年的头三个月里，大陆地区已发生8次5

级以上地震，仅8月20日至23日凌晨，台湾附近就连续发生

了55次5级以上地震。其频度之高，分布地域之广，是1977

。年以来所未见。对于地震活动的这种新形势，应当引起我们

的高度重视。

临沂地区在历史上是发震较多的地区之一。1668年郯城

8．5级地震是我国大陆东部最大的一次地震，史称“旷古奇

灾"。纵贯全区的沂沭断裂带，自1969年渤海地震以来，一

直被视为国家主要监视区之一，国内外地震专家都在密切关

注着这里的变化。

那么，临沂的地震地质构造是否具备发震条件?临沂在

历史上地震状况如何?临沂现在的地震状况和发展趋势又是

怎样的?地震的发生原因是什么?地震究竟能否预测预报得准

确?防震，抗震需要懂得哪些知识?地震发生时该采取哪些

应急措施?地震发生后该怎样救灾?⋯⋯这许多的问题都是

人们十分关心的。为了揭开地震之谜，探讨上述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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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丰富人们的地震科学知识，增强人们防震抗震的警惕性，

自觉性、积极性，提高人们防震抗震的技术水平，进而做好

群测群防，搞好预测预报，保障四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顺利

进行，我们编写了这本科普读物。

本书所依据的资料来自五个方面：～是地方志和正史的

记载，二是本地区地震部门十几年的观测积累，三是各级地

震工作者实地考察开挖的成果；四是国内外典型的地震资

料；五是国内外地质、地震专家的有关著作和考察资料。

本书从临沂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注意科学性、知识性、

实用性的有机结合，力求文字生动，语言通俗，既适合广大

群众阅读，又为地震工作者提供一定的资料。

本书由临沂地区地震办公室组织编写，集体讨论，分工

执笔。由孙承德、郑朗荪、顾贞庆、郑传贝、李兴河具体进

行撰写，郑朗荪、李兴河最后审查定稿。插图由执笔者绘

制。在编写过程中，领导和有关同志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帮

助，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编写者水平有限，书中如有缺点错误，敬请专家、读者

不吝赐教。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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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临沂地区的地震地质

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的地震是和那里的地质构造密切

相关的。因此，要想弄清临沂地区历史和现代发生地震的地

质背景，那么，首先就要弄清临沂的地震地质构造是个什么

状况，然后，才好进一步地去了解有关地震的其它问题。

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正在揭示着地球的秘密。宇宙中

运行的人造地球卫星，每时每刻都在对地球表面进行着监

视。在卫星拍摄的照片上，临沂地区清楚地显示了它的总

的地势、地貌和基本的构造轮廓。它位于山东省东南部，北

纬34。227—36。227，东经117。247—1190387，东频黄海，南与

江苏省接壤，西邻枣序、济宁、泰安三市，北与淄博、潍

坊、青岛毗邻，辖临沂、日照二市和郯城、苍山、莒南、莒

县、沂水，沂源、沂南、蒙阴、平邑、费县、临沭十一县，

面积21639．7平方公里。北、西部高，东南部低，山陵、低丘，

‘纵横连亘，交错的大小河流泻向东南盆地。几乎平行的沂

河、沭河，分别源于沂源县的鲁山和沂水县的沂山，由北而

南贯穿整个地区。呈北西方向的东汶河、蒙河、浚河、辛方河

向东南汇入沂河，南流江苏骆马湖或引入沭河向东流入黄

海。这种显著的地貌形态，反映了临沂地区的特殊的地质构

造位置。



第一节 区域构造特征

临沂地区，就地质构造来说，它属华北断块区的冀鲁断

块与胶辽断块相接部分。整个IlI东被中国东部的巨型断裂一

郯庐断裂(山东部分称沂沭断裂带)分割成鲁东一胶东断块

和鲁西一泰沂蒙断块。鲁东和鲁西两大块体在漫长的地质时

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一、鲁东一胶东断块。

这一断块以沂沭断裂带为界，包括山东东部的悃台市、

潍坊市的东部和临沂地区的莒县至郯城一线以东。

断块的基底主要是由一套太古界胶东群和粉子山群浅变

质岩系组成。根据同位素绝对年龄测定，其形成时间约为17

—18亿年。断块内部仅在诸城、高密、海阳一带凹陷区内有

部分中生代碎屑沉积，除此外，盖层沉积基本缺失，为一长

期隆起的构造单元。只在沂沭断裂带内及其附近，中生代晚

期有规模巨大的中酸性和酸性岩的大量侵入活动。
‘

=、鲁西一泰沂奠断块。

这一断块包括沂沭断裂带以西的山东西部地区。泰沂蒙

断块与前述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它的基底由太古界的深变质

和强烈混合岩化的泰山杂岩组成。经同位素测定，其绝对年

龄约为24亿年左右。断块内部褶皱十分强烈，多为紧密倒

转或等斜、线状褶曲，轴向或片麻理方向北西或近东西，断

裂构造极其发育。盖层发育较为齐全，从下古生代寒武一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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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系到上古生代石炭，二迭系的碳酸盐沉积衣含煤建造都有

大量分布，中、新生代河湖相沉积在不同地段也都具有各自

的特点。

临沂地区正处在两大块体的交界部位，所以既具备有鲁

东的又有鲁西的地质构造特点。

第二节控制全区的沂沭断裂带和北西构造

前述鲁东、鲁西两大块体的缝合部分是沂沭断裂带，它

是我国大陆东部郯庐断裂带在山东部分的统称。浙沭断裂北

起渤海莱州湾、南到江苏新沂一带，全程约350公里，呈北

北东15。一30。方向延伸。南北纵贯临沂地区的中部，与沂

河、沭河谷地展布相一致，是控制整个临沂地区地质、构

造、岩浆活动和地震活动的主干断裂，并有北西向断裂与其

匹配，组成网格状构造(见图1)。

一、沂沭断裂带。

沂沭断裂带主要由四条主干断裂所组成。由东向西为t

昌邑一大店断裂(F。)、白芬子一浮来山断裂(R)、沂水

一汤头断裂(F。)和唐陌瞄一葛沟断裂(F．)。除上述四条断

裂外，在昌邑一大店断裂和白芬子一浮来山断裂之间尚有一

条活动较强的安丘一莒县断裂(F，)。四条主干断裂组成了

二堑央一垒的构造形态。中部为汞丹山地垒隆起，由一套太

古界泰山群片麻岩组成。地垒东西两侧为地堑盆地。东侧莒

县地堑盆地和西侧马站一苏村地堑盆地。两个地堑中沉积了

巨厚的中生代河湖相碎屑岩和火山碎屑岩建造。根据几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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