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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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和竹木纪年疏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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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大发明家张衡于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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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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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重要的史料性文献，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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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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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钡,l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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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巳,t-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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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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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是我国大陆地震多发区。据20世纪以来全国地震资料统计，全

区强震活动占全国大陆强震的1，3。地震具有频度高、强度大的特点。随着西藏

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呈明显上

升趋势，已成为影响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做好防震

减灾工作，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是地震部门的主要任务。而地震监测工作

是整个防震减灾工作的基础，切实加强监测工作是达到综合防御地震灾害的重要

条件之一。

西藏120万kin2范围内，仅有7个地震台和1个地磁台。受地理环境、交通

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现有的地震(磁)台几乎均沿雅鲁藏布江成条带状分布，地

震监测能力相对较低。西藏自治区地震监测以有人值守台站的定点观测为主要的

观测方式，本着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力求确保对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含

重点城市)的监测。

1951年西藏自治区和平解放后，西藏的地震事业逐步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

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西藏的地震监测台站部分实现了由模拟观测向数字化

观测转化的技术革命。

适逢盛世，盛世修志，志载盛世。《西藏自治区地震监测志》就是在这一

社会背景下，历经数月，编撰而成。《西藏自治区地震监测志》是西藏自治区

第一部地震专业志书。我们在编修过程中，力图对西藏地震活动特点和规律

以及西藏自治区地震监测事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系统、真实、准确

的科学记述，使志书成为一部朴实、严谨的科学资料汇集，以期起到“存史、

资治、教化”的作用，为西藏自治区的地震预测预防、抗震救灾、工程建设

和国土规划开发提供决策依据，为西藏自治区的繁荣昌盛和在西部中的崛起

服务。

本志书共分两章，章下设节。地震监测志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志书。志书通

篇围绕“地震监测”展开，剖析了西藏自治区地震监测台网所在区域的地震地质

构造，介绍了地震监测简史、变化及管理情况，全面系统地记录了西藏自治区地

震监测事业发展的全过程。

6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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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全面开展地震工作，仅有20年的历史，志书只能以现状为主，

以写好现状为重点。本志书在现状这个基础上，条条追述，层层剖析，较准

确的反映了西藏地震监测发展过程，为振兴西藏地震事业提供了较为科学的

依据。

一4一

张周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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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是我国大陆地震多发区，老一辈地震工作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

地震史料，为今天开展地震科学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西藏地震观测工作始于1957年。为配合1957"-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的观

测活动，1956年秋，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派出有关专家赴藏选建地球物理

观象台，勘定台址在拉萨河阶地上，1956年10月13日破土兴建，1957年7月1

日正式投入观测，设地磁和地震两个专业手段。由于台基原因，1960年1月1日，

地震部分迁到拉萨北郊。这个时期是我区地震监测工作的初创阶段。

1976年西藏自治区地震办公室成立后，我区原有的地震台站得到了改造，全

区地震台站的数量迅速增加，经过多年的建设和改造，我区的地震台站(网)布

局更加合理，观测质量不断提高，在防震减灾工作中发挥了应有的基础作用。为

进一步加强我区地震监测工作，方便地震监测资料的使用，协助广大地震科技工

作和管理者了解我区地震台网(站)的建设现状和历史概况，在中国地震局的统

一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地震局组织编写了《西藏自治区地震监测志》。

《西藏自治区地震监测志》既是一本西藏自治区地震台站建设的史料，又是

一本地震监测资料和技术参量的说明书。它是从事地震监测管理工作人员不可缺

少的基本参考资料。全书由序、前言、地震监测概述和地震监测台四个部分组成，

其中第一章地震监测概述主要内容有：地震监测台网所在区域概况、地震监测简

史、地震监测系统、地震监测队伍、地震监测成果和地震监测管理。第二章地震

监测台主要内容有：地震台站概况、地震监测台站观测项目(分学科)、地震监

测台站工作人员、预报科研及奖励。

《西藏自治区地震监测志》由下述人员完成，其中序，第一章第五节和第

六节由孟辉同志编写；前言、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由陈亚明同志编

写；第一章第一节由张军同志编写；第二章由索仁、陈亚明、孟辉和张军同志

共同编写完成。编写工作是在西藏自治区地震局党组的指导下，在广泛征求各

级地震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按照中国地震局下发的地震监测志编写大纲要求，

编写组精心策划、起草完成初稿，随后组织有关专家集中讨论、统改、审定。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自治区地震局一批老同志和下属台站同志的大力支持，

得到了专家审定会的具体指导，在此一并致谢。由于地震监测志涉及内容时间

r一



跨度达几十年，因此有些早期的地震监测台和观测手段资料恐有遗失，记载难

免有所疏漏，加之编写时间仓促、编写经验不足，地震监测志的编写难免有疏

漏和错误，敬请批评指正。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区遥测地震台网和流动地震监测网还未建立，所以

本志书的内容，未能涉及中国地震局下发的地震监测台志编写大纲要求的遥测

地震台网志和流动地震监测台网志这两部分内容。本志书所录资料截止到2002

年底。

一6一

自治区地震局监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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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震监测概述

第一节地震监测台网所在区域概况

西藏自治区位于印度洋板块向北东方向推挤欧亚板块的前缘地带，是我国强烈地震活动

区之一。西藏是现今地球上最年轻、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4500m，地壳厚度巨大，在雅鲁

藏布江两侧可达70kin以上，这是大约4000万年以来印度大陆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互相碰撞
的结果。

西藏地区地震多为浅源地震。地震分布的主要特点是成片状，喜玛拉雅地区和雅鲁藏布

江两侧是强震带，羌塘高原的地震活动则相对较弱。

西藏地区主要地震构造情况

西藏地区的主要活动断裂构造呈近东西向展布，最主要有雅鲁藏布江断裂带、班公湖一

怒江断裂带和昆仑南缘断裂带(图1．1．1)。雅鲁藏布江断裂带在我国境内约长1500km，西段

在噶尔一带表现为斜列式，为右旋挤压性质；中段主要表现为压性断裂，特别突出的是沿断

裂带出露众多的超基性岩体和混杂堆积，是典型的大陆板块碰撞带，断裂带近期活动有所减

弱。班公湖一怒江断裂带全长2000km，喜玛拉雅运动以来活动明显，控制了一系列河流、湖

泊和盆地的发展，是一条地震分区界线。昆仑南缘断裂带大体沿西藏和新疆边界作北东东向

展布，它控制羌塘高原北部湖泊和干盐池的分布，并有第四纪玄武岩喷溢，具有左旋挤压性

质。上述三条断裂带之间有一系列北东向和北西向断裂，北东向当雄断裂带是一条复杂的地

堑构造带，其边界断裂为左旋性质；北西向申扎断裂带为右旋挤压性质。雅鲁藏布江两侧发

育一组近南北张性断裂，喜玛拉雅山北坡发育一系列近东西向的逆冲断裂，如主边界断裂、

主中央断裂等，这些断裂与地震活动密切相关。目前西藏地区主要的地震带基本上是以其所

在的断裂带来划分的。如：喜玛拉雅山地震带、雅鲁藏布江地震带、昆仑南缘地震带、唐古

拉山地震带、当雄地震带、申扎一文部地震带、错那地震带、三江地震带(怒江、金沙江、澜

沧江一带)等。

根据大地测量资料，喜玛拉雅现今仍在持续上升着，印度板块继续向北移动。地应力测

量、小震观测和震源机制分析都表明区域性主压应力方向为北北东向，这和现今西藏高原内

部的构造格局是一致的。雅鲁藏布江以南为强烈挤压构造形变区，高原中部除了挤压形变外，

地壳物质还有水平方向的流动，而羌塘高原则反映脆性破裂的形变特征。

二、西藏地区地震活动及其与构造的关系

据史料记载，话藏地区1899年之前大约发生5级以上地震22次，1900""2001年约发生

Ms>一5．0级地震638次，其中5．0,---5．9级474次；6．0～6．9级154次：7．0级以上10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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