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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临汾市位于山西省南部，地处t瞄汾盆地中央。这里气候

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繁荣，历史上曾为帝尧古

都，现在是临汾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临汾市有17个乡、8个镇、1132个自然村，城区设8个
街道办事处。全市有530113人，其中城市人口157562人。千

百年来，尧乡人民沿袭勤俭质朴之遗风，在1304平方公里土

地上耕耘创造、改革开拓、繁衍生息。 ．

临汾市的西部，是吕梁山区余脉，最高处海拔1772米。东

部是低山丘陵区，中部为平川，汾河谷地最低处海拔416．4米。

此地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全年平均气温12．1℃，最

高气温41．9℃，最低气温一25．6℃。年平均降雨量[24．6毫米

多雨年可达799．9毫米，少雨年278．5毫米，雨量集中在七、

八、九三个月。全市水利资源也比较丰富，省内最大的汾河

由北向南在本市中部穿过，涝河、泊河流经东北部，在南焦

堡北汇合后注入汾河。此外还有龙祠、嘉泉、北刘等泉流，

有引汾七一渠，涝河、泪河两座中型水库和金子河、南乔等

14座小型水库。优越的自然坏境不仅为开发临汾经济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与全市的防震抗震工作攸切相关。

临汾盒地位于祁、吕、贺山字型构造前弧东翼与新华夏系

大同一～太原——临汾断裂带的复合部位。临汾市的西部是
罗云山——龙祠背斜、龙祠断裂带，东部是霍山断裂的延伸部

分及西佐岭复式地垒隆起带。北边是近尔西向的张堡断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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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讽、临汾问的地堑，·南面经襄汾县境内的襄汾断裂与塔儿

L出⋯一汾阳蛉隆起相接。此外还有一条隐伏的断裂，以北
ji己芽i方向展布在本市中部：至于北西向、北东向的次一级

断裂，在本市要是纵横交错。+目前，裕汾盆地正在以每年4

毫米拘速率下沉，而东西山区却属于强烈上升区。由于这里

逊质孛勺造复杂r差异运动强冤ij古往今来不断有地震发生。+

据史料记载，临汾盆地历史一!’ ⋯2次8级地震， 2次

G 5 1t盎震，10次5一-5．9级地震，是全国有名的-历史强震

区。一九七四年以寒，又几次被列为全国或省内地震重点监

视区。 ‘

．

． 据现有资料统计，从公元前466年到1949年，临汾市发生

破坏性地震或强有感，地震就有46次之多，其中可以定出震级

和震中的6次地震收编在《中国地震简舀》中·：8级地震1次，6。。

级地霍1次，5。5级地震4次。从1§49年至1970年，缺少微震资

料，《中国地震筒目》只记录了·次4级、一次4。’≤级迎震。1971

年至i937年全市共发生1．O级以上的地震88次。其中有4级地

霞1次；3．O至3．g级地震4次；2。O至2．9级地震35；1．O至1．9

级地震48次。以上地震有46％发生在临汾市的．中部，而且5．5

级以上地震全部集中于平川。有23／0 o n"。，c出h疆展发生在龙祠断裂

带以西。31％的地震发生在东部丘陵区。

趣麓是一御常见的自然灾害，它的历史远比人类的文明

史耍长。腋汾市各个赣代所修的县志，都有关于地震的记载与

描述。虽然我国早在公元前780年就有关于地震灾害i‘匈记载，

墨然张衡早在公元132年就发明了候掇地动仪，但是在全国设

立地震机构，建设地震台网，开展对地震科学的全面研究，

还是在新中国戒立以后。临汾地区一九五三三年开始设立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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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一九八三年建成无线传输地震台网：临汾市于一九七四

年十月成立防震抗震领导组，二九七六年九月正式成立地震

办公室，一九八。年二月将地震办改为恐建局。防震抗震工
作已成为全市四化建设和人民生蘑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

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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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区地震机构

l、临汾中心地鼹台： ．

’

临汾中心地震台隶属山西省地震局领导。它始建于一九

五三年。开始设在临汾城内晋南专署院内，一九七。年以后

迁致汾河西面的龙祠。观测项目有测震j地电、地臌、地倾

斜，水氡，短水准、气象等。_九从耄年又在临汾城北郭家庄

建成无线传输地震台网，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日至十六日通过

国家’级验收。这个台网的建成，提高了晋南地区的震情监视

能力。目前已有万荣(乔上山)，·侯马(复兴村)-，洪洞

(浅沟村)，襄汾(|西城)七个子台投入观测。

2、临汾地区地震局：．’

．临汾地区地震局是临汾地区行政公署的地震工作部门。

行政上归地区科委管，业务上归省地震局管。

国发(1974)69号文件下达后，一九七四年十月成立了

“稿汾地区防震抗震领导组办公室”。一九七五年七月改为

"IP．i汾地区地震办公室”。一九七七年六月正式成立“临汾

地区彳署地震局”。一九八一年元月十旧地区地震局由地委

院迁至临汾城南五一西路。

⋯目前，霍县、洪洞、临汾，浮山、襄汾、侯马，曲沃等

县市设有地震局，其它县的地震工作由县科委分管。全区列

入地区观测系统的地震观测点三十，六个。其中深井水位点六

个，水化三个。简易地电六个，简易应力六个，地倾斜一

个，宏观井十．二口，动物观测点四个，观测人员六十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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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宏观联络员一百零三入。

3、临汾市地震局：

临汾市地震局是临汾市人民政府的地震工作部门。行政

上归市科委领导，业务上归地区地震局管。
’

临汾市于一九七四年十月三日成立临汾市防震抗震领导

组，。一九七六年九月六日正式设立地震办公窒，一九八。年

二月改为地震局。 ．。 ．

目前列入全i百地震观测系统的地震脱测站有十个。其中

有水井水位观测点七个，动物观测点二个，地温二．个，简易

地皂三个，简易应力三个，土倾斜三个，地磁一个，简易地

震仪一台。‘观测人员二十四人，。地震宏观联络员二十六人。

二 地震工作大事记

(1974年一1987年)

一九七四年

lO月3日：国发(1974)69号文，在《国务院批转中国

科学院关于华北及勃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中指出，临汾

盆地“今明两年内可能发生五至六级地震”。根据有关规

定，市革发(74)97号文件，《关于成立临汾市防震抗震领

导组的通知》下发。领导组组长：·高德众；付组长：康应

和、裴海1．{．1；办公室主任：曹安学(兼)，付主任：，张吉昌

(兼)。办公室地址设在市科技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地震宏观联络员一百零三入。

3、临汾市地震局：

临汾市地震局是临汾市人民政府的地震工作部门。行政

上归市科委领导，业务上归地区地震局管。
’

临汾市于一九七四年十月三日成立临汾市防震抗震领导

组，。一九七六年九月六日正式设立地震办公窒，一九八。年

二月改为地震局。 ．。 ．

目前列入全i百地震观测系统的地震脱测站有十个。其中

有水井水位观测点七个，动物观测点二个，地温二．个，简易

地皂三个，简易应力三个，土倾斜三个，地磁一个，简易地

震仪一台。‘观测人员二十四人，。地震宏观联络员二十六人。

二 地震工作大事记

(1974年一1987年)

一九七四年

lO月3日：国发(1974)69号文，在《国务院批转中国

科学院关于华北及勃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中指出，临汾

盆地“今明两年内可能发生五至六级地震”。根据有关规

定，市革发(74)97号文件，《关于成立临汾市防震抗震领

导组的通知》下发。领导组组长：·高德众；付组长：康应

和、裴海1．{．1；办公室主任：曹安学(兼)，付主任：，张吉昌

(兼)。办公室地址设在市科技局。



， ·10月5目：临冷县革命委员会下发i黪县革发(．1974)l 1§

号文，《关于成：痧临汾县防震抗震颁寻组的通知》。组长：

韩双学；7付组长：宋振兴、赵德林、陕永业。地震办公室主

任：陕杰叫2(兼)。办公室地址设在：县斟技局。 ：

7

11月20日：临汾钢铁公司成立防震抗震领导组，设立办

公室。趣华清任组长。
。

1i月23目：商t‘震抗震领导组召开市属各单位会议，传

达国发(1 974)69号文和省地震会议精神。参加单位七十八个。

】!．月2 s日：《临汾市革命委员会防震抗震领导组办公室

关于临汾市区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的安排意见》下发。

11月强日：临汾钢铁公司基建指挥部成立防震抗震领导

鲤。于经囊任组长。 ．

·‘

12月6目：地、市防震办公室召开临汾市区部队、厂

矿、机关、学校负责人会议，传达国发(1974)69号文件精神

和临汾亩爱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的安排意见。参加单位186个。

】2月11日：地、市地震办公室举办地震予测予报技术学习

班，参加单位38个，60余人。12月12日组织参观了龙祠地震台。

12月i4日：地、：市地震办公室在人民大礼堂举办地震知

识讲座，由省地震队阎维章主讲。到会的有80多个单位，一

千余人。
’

12月1 7日：临汾铁路分局成立防震抗震领导组，设立办

公室。薮连强雠黾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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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

’

2月25日至3月10日：‘2月4同19时36分03秒，．辽宁省

海城发生7。3级地震，地区地震办公室组织赴辽南震区考察，

我市去了四人。
‘

j

3月l 15至lo日：临汾铁路分局地震办公室组织参观介

体、张兰、祁县、太谷等县中学地震测报点。

4月¨日：召开全市地震测报人员会议，听省地震队安

’银槐书记作报告。 ． 。、

4月28习：4月lOL=t至25日，铁中地震测报组邵铁健、

张鑫1二位老师赴辽南震区考察。临地‘震办(1975)6号文转

发了临汾铁路中学地震观测点《关于参观营口、海城地震情

况的报告》。

5月29日：市地震办公室召开震情会商会，地区地震办

李川民{主任，省地震队武烈、龙祠地震台沈永清，临汾地区

地磁台魏永佳等出席了会议。 ．．

7月16日：市地震办公塞成立震情中心分析组，下设三

个小组。 一
。

’

8月16日：地区地震办在大礼堂举办地震形势报告会，

市里有150余人参加。 ．’

‘ ·j

9月22日至28日：市地办组织地震测报人员到介休、太

谷、晋祠地震台参观学>-j。
。

‘ 、

‘12月1’FI：临汾县革委(75)j30号，《关于调整我县防

震抗震领导名[【的通知》下发，组长：赵文彬；付组长：张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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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侯兴海、赵德林，陕永业；办公室毒任：陕永业，付主

任：l曹文龙b．
’

2～、?

1 2月24日：．市革发(75)15 7号粟。《关于健全临汾市

防震抗震领导组的通知》下发，领导缉缉长：I郭建篷k付组
长：+’郭忠贤、瓮林径；办公室主任：陈华民(兼)；付主任：

·张吉昌(兼)，韩魁i≮(兼)。 舀

： ． ： 一九七六年
～

‘

●

。·t!㈠曩一‘ ．。

’

r-

1月6日至11 Ft：省地震队在市文化富举办地震知识展

览。参观二万余人。 ．

1月10日：晋发(1976)5号文件，批转了省地震局党

委《关于临汾、运城地区地丧趋势的报告》。市防震抗震领
导组办公室下发《临汾市区防震抗震工作方案》。

1月21日：全市九个电影院、礼堂放映地震电影。

1月24日：临汾、运城地区地震会商会在临汾宾馆召开。

1月25日：临市发(76)16号文，《中共临汾市委关于

防震抗震工作实施方案》下发。指挥：柳荫庭；付指挥：

塾鹫、刘兴、崔明、裴海山、郭忠贤。办公室主任：一郭忠
贤}付主任：韩泉喜。

‘

1月27日：．临汾钢铁公司临钢(76)7号文，《关于成立

公司防震抗震总指挥部的通知》下发，总指挥：调钊；付总

指挥：薛文斌、范堂贵、马光国、席风歧、王剑英、冯宏旺

黄长喜。 ．，



．1月29=l：全市召开震情会商会。
。 ·

1月30 d：临汾市防震抗震指挥部通知成立震时交通

队，队长黄建章，付队长李生祥。 ．

2月3日：临市地发(1976)．第1号《临汾市防震抗震

指挥部关于地震联络和警报信号的通知》下发。

2月12．日：临市地发“(1976)第2号《临汾市防震抗震

指挥部关于试验地震警报器的通知》下发。

2月13日：临市地(．76)3号《临汾市防震抗震指挥部

关于安排车辆值班的通知》下发。
、

2月16日：14至15时，．全市试验地震报警器。

2月23日：临汾铁路分局分党(1976)】4号《关于加强

和充实防震抗震指挥机陶的通知》下发，指挥：赵炳文；付

指挥：戴双喜、张玉端、陈存和、李书平。

2月29日：举办地下水观测学习班，22个单位，30人参加

了学习。 ，

’

3月5日：举办土地电学习班，28个单位，35人参加了

学习。 ·

3月31日：临汾市地办(76+)4号《临汾市防震抗震指震部

关于转发地区防震抗震指挥部第四次会议纪要的通知》下发。

4月27日：全市召开震情会商会j
。

· ‘

5月5日：市地震办公室组织20个群测点，38人到霍县

磋测点参观学习。． ．

，

．

一、一

6月17日：省地震系统《晋南震情监视工作总结会议》

在我市召开。’ -一
．

6月23日至27日：地区地办在蒲县举办山区八县技术训

练班，铸造分厂郭怀章作了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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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云南省龙陵发生

7。5级地震，临汾铁路分局地震办组织人员到龙陵震区考察。

7月23日：临汾市革教字(76)第12号，临市地震办

(76)第8号“关于转发地区《关于高中和中等学校开展地

震科研活动的通知》的通知”下发。
’

?8月2日：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发生7。8级地震，我市恐

震气氛更加紧张。市防震办召开了晋南震情监视总结大会，

会后进行了震情会商。 ．

‘

8月16日：上海天文台沈宗丕到我市座谈，座谈中发生

了四川松潘7。2级地震。 ．

8月20日：杨长登同志任地震办公室付主任。

8月24日：临汾市无线电厂和九六。部队联合试制了

《：弛声报警器》，9月15日至30日去唐山震区进行了实地试验。

9月3日；临市地字(76)l号，临市文字(76)3号
●

“关于组织全体人员观看《群涣：；群防地震》、《地震》影片

的通知"下发。 ． ·

9月6日：市革发(70)1 o 3号《关于成立地震办公室

并启用印章的通知》下发。’ ，

11月18日：临市地发(i976)2号转发省地震局《关于

地震、予报的暂行规定》。

12月10日至13日：全市召开地震测报工作经验交流会。．

12月25日：临汾县毫!i发(76’)l 6 o号，临汾县革命委员l

会地震办公室启用印章。(附：县地震办付主任：郭希敏、

张文哲；成员：卫目虮郭菊芳、郭学聪)^
‘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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