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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陶阳市地震方圆的各项工作概况及发展情况。全书

共分八个章节，首先对地麓的基础知识进行了介绍;然后结合南阳市的

实际情况，叙述了南阳市地震地质、监测预报、地震安全性评价、地震

现场工作等情况最后介绍了地摆行政执法、震时自救!i救等方面的知

识 o

本书可供地震工作者及对地震有兴趣的人员参考，可作为不同地区

地震部门进行交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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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阳市地处华南板块和华北板块的交界地带，区域内有

多条深大断割穿过，地质构造情况复杂，历史上曾发生过多

次破坏性地麓，然而作为我国地震学鼻祖(张衡的故乡，南

阳却没有一本关于地震方面的书籍，使得进行地震宜传、培

训、交流都比较困难。正是基于此目的，在南阳市各级领导

的关怀下，我们编普了这本《南阳市区域地震概况))，初步

对南阳市地震方面的各项工作进行了概括性介钮，以求有

利于地震工作的发展。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在本书编写过程中难免有欠缺之

处，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200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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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草棚况 l 

第一章概况

地髓，是地球上所有自然灾害中给人类社会造成损失最大的一种地质灾害。

破坏性地震，往往在没有什么预兆的情况下突然来!惰，大地震撼、地裂房塌，甚

至摧毁黯座城市，并且在地震之后，火灾、水灾、痛疲等严重次生灾害更是雷上

加霜，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都在关注着地麓的发生，

寻找着预测预防地震的方法，特别是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早在公元前 1831 年就

有了关于地震的记载，公元 132年，张衡就制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架地震监测仪器

…地动仪，来监测各地发生地键的情况。各国的地震工作者多年来前仆后继，为

最终掌握地麓的规律，达到控制地震的目的而不断地努力着。

据统计，全球每年要发生500万次在布地麓，愚然大部分地震因为发生在海

洋班地壳深处或是由于麓级太小而不被人们感觉到，但每年仍有不少地麓给震区

人民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统计表明，仅本世纪以来，全世界就有 120 多万

人死于地麓，几乎每个地方都受到过地震的侵扰 o

(…)本世纪世界大地震简介

在世界各地，当一次较大的地震发生以后，除了造成人员伤亡、经济损失

外，还会给更多的幸存下来的人们在精神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因此备回都把

大地震造成的灾害记录下来.以给脂人留下纪念，并激励着腊人寻找有效的抗震

防震办法。

1960 年 5 月 21 日起，智利共和罔中南部连续发生强烈地震，地震引甜的海

啸甚至被及到太平洋西岸的日本岛屿上。在 5 月 21 日至 6 月 22 日一个月的时间

内，该地区宽发生了数百次较强地震，其中超过 7级的 10 次，超过 8级的 3 次，

5月 22 日发生的8.9级地震是人类迄今为止记录到的最大地震，震中烈度超过十

一度。这么密集、强度这么大、持级时间这么长的地震醉在全世界地麓历史上都

是罕见的。在这次地震中，沿岸的设施、建筑物均被卷入海中，交通完全中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南阳市区域地震慨况

几十万栋房屋被毁，爱森茧瓦尔迪维亚一段长 480 公里、宽 19 公里的区域，几

十秒内下沉 2 米多 o 据统计，仅智利境内就有 5700 余人死于这次地震。这次地

震除了造成直接的生命财产损失外，还引发了山崩、洪水、火山爆发、海啸等灾

难。在智利湖区键后发生的山崩，造成泥石横流、堵塞河道，再加上暴雨连天、

地下水上升等情况，使得灾情更加复杂、严嚣，沿海一些岛屿出现大裂缝，其中

一小岛上的 150名居民全部失踪。在蒙特港，由于泥沙堵住海口，一客船出不了

海，船主只好将其改为旅馆。地震还引发了休眠五十多年的普惠火山的啧发，持

续了几个星期，火山物甚至在火山口旁三、四百米的裂缝中喷吐出来。此次地摆

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影响班回最广的是海啸，当地、海啸持续了半天左右，过早回到

海边的脂民被巨浪冲走，光数船只失踪，反复受到海浪洗劫的岸边，一切都荡然

无存了。震后 15 小时，悲剧在夏威夷群岛重演，海啸引起的巨浪高达 10 米，冲

琦了防波堤，摧毁了沿岸楼房、发电蹈，许多市区几乎完全被毁，伤亡三百多

人。震后 23 小时，海啸横漉太平、洋，到达离艘中 17000 公里的日本，大浪破坏

了海港和码头设施，甚至把大渔船推上高出海面 2.4 米的码头，停在距码头 46

米的城区房展中，日本共有 800 多人遇难、 15 万人无家呵归。

在南、北美洲西海岸，由于太甲洋板块句大陆板块的碰撞，使得英因四海岸

与南英…些沿海国家也成为大震频发的地区。 1970年 5 月 31 日发生在秘鲁的 7.

8 级地震也造成了很严嚣的损失，共有 77000 多人死亡， 50000 多人受伤， 80 多

万人无家可归，其中由于地震引胆的山崩、滑坡和泥石流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占，总

伤亡人数的 40克。这次地震还引扭了安第斯山瓦斯卡兰山北峰的冰冠崩坏，崩落

物侵入冰河湖，使湖水决口，泥沙、巨石滚滚而来，山下的一些村镇被几米厚的

泥沙掩塌。在游署胜地树加， 2 万人中只幸存下来 400 人。

在靠近太平洋的尼加拉瓜共和国酋都马那瓜市， 1972 年 12 月 22 日发生 6级

地麓，这次中强地震却造成了惊人的破坏:电力、供水系统中断、建筑物大最倒

塌，地酣下沉使附近的马那瓜湖湖水涌入市区，死亡1. 2 万余人，仍 2 万余人。

这次中强地震之所以破坏如此严重，…是由于该地震震中就在城市底下，震惊深

度又只有5公盟;二是因为该地区下回多是由火山石、砾沉积附成的软硬问杂的

多层地器，而大部分建筑又没有考虑抗震措施，再加上当地建筑采用木柱承章，

属顶震、水甲承载能力差，地震一来，房犀就会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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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 3 月 27 日，阿拉斯加州南部威廉玉子海峡地区发生 8.4级地震，并

引发了严嚣的冰崩、山崩、裂隙、海啸和泥喷，积二七堵蜜河流，积冰在河面上聚

集，阿拉斯加的捕鱼业和沿海罐头加工业损失惨囊。湖啸甚至被及到南极，而加

利福尼亚州浩海小镇，几乎被高达 9米的巨浪完全摧毁。震后，美国海岸与大地

测最局的水位测景表明，西沃德一安克雷季地区下沉 1-2米，而蒙塔格岛的西南

端则升高了 10 米多。

日本列岛由于受北美、太早洋、菲律宾海和欧亚四大板块的挤压碰撞，使日

本列岛也成为世界著名的多震区。 1923年 9 月 1 日，日本关东地区靠近神奈川县，

椭湾内三浦半岛的 7.9 极地震，波及一都六县，死亡 14 万多人，在都内有 180

多处着火，烧死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90克，经济损失达 600亿美元。附在 1995

年 1 月 17 日发生在淡路岛明石海峡的 7.2级地震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

难，在这次地震中共死亡 5413 人，伤 2.7 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 996亿美元，这

次地震除引发大火、停水、停电、通讯中断外，还使一直被日本人认为"固若

金汤"的市内建筑及桥梁、高架桥、地下遂道等公共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这也是

造成最大人员伤亡损失的一个原因。

1976 年 8 月 17 日，在非律宾群岛南部，棉兰老岛以阳的苏拉威阴沟底发生

了菲律宾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麓，震级达 8.0级，波及十几个省的范围，大摆又引

起山崩和海啸，给岛上居民及沿海地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海啸引起的海浪冲

上沿海地区建筑物内，卷走正在睡觉的居民。地震时还发生火灾，烧毁建筑、破

坏道路、交通中断· f.吏求攒队伍不能在短时间内到达震中区，贻误了抢救灾民的

最佳时机。这次地震中证实死亡 4000 余人，失踪 4000 余人，大最船只受损。

1960 年 2 月 29 日发生在摩洛哥可思加油尔的地震可以说是一次中强地震造

成巨大损失的典型例子。这次地震只有 5.8级，却死亡 12000 余人，占该市人口

的1/3. 该市旧区建筑几乎全部倒塌，新区房屋 50-80%被破坏，未加固的砖石

结构房靡全部倒塌。为什么一次中强度地震就带来这么大的危害呢?一方面是这

次地震腐油源地震，键源深度只有 3公盟在右，对地表影响很大，地震震中又接

近城区，城市处在严重破坏区内;另一方面，阿加迪尔市建在河滩上，地基不

稳，并且建筑物在设计时都没有考虑抗震问题，这些旦因素都留下了地震隐患，因

此一次中强地震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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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由于处在世界两大地键带(环太平样地震带句地中海…罄玛拉雅山地

震带)之间，因此历史上也发生了很多破坏性很大的地震。如 1556年发生在陕西

关中的 8级地震造成了死亡 83 万人的惨剧，这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

次地键。西藏、甘肃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地麓，给迦地人民带来了很大损失。本

世纪以来，孜国境内影响较大的地膜主堕辛苦两次:…次是 1966 年 3 月 8 日及 3

月 22 日发生在河北省邢台地区的强烈地震，在震中地区几乎所有的房屋全部倒

塌，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损失。这次地震还淄成了地裂梅和地表喷水回

砂，有的地方堆积起来的泥沙达1. 3米膊，溢阳河上有几座大桥也因此遭到严重

破坏。

1976 年 7 月 28 日，河北省又一次被大地突如其来的震撼所惊服，凌晨 3 时

42 分，唐山发生 7.8 级地腾，十几秒内，这座随着开襟煤矿的开发而兴阻，有

着百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就变成了一片废墟。这次地震影响范围极大，东到海

眩，西至宁夏的石咀l1J、吴忠一带，南3â河南省正阳，北抵黑龙江省满州盟的约

217万平方公盟的几亿人都感到了地丽的振功。震后脑向市老区房雇变为一片瓦

砾，新区的砖混结构房屋也几乎倒塌殆尽，铁轨严重扭曲变形，路基上下扭伏，

地表开裂，桥梁断裂，地酣啧水留砂，通讯、交通、水电中断，损失严重。在这

次震灾中，死亡 24 万多人，熏伤 16 万人，轻伤 36 万人。震后，金困上下人心

惶惶，各地纷纷上报地震异常，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问时"闹地麓"很多人

日夜生活在临时搭建的防震棚内，给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工)中困地震历史研究

由以上情况我们可以辑出，地震自古以来就是给人类造成严重损失的自然灾

害，因此，各国人民也都在很早就开始记录地震、研究地震，企图寻找预测预防

地震的有效手段。在中国这样…个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文明古阁，更是有着非

常丰富的历史地摆资料，在我国最毕的编年史《竹书纪年》中就有"莫帝发七年

泰山键"的记录，这是发生在公元前 1831 年的地麓，距今巳有近四千年的历史

了。其他在各朝史记、地方志中记载的地震更是数不胜数，这给我们研究各地区

地震发生的规律，判断各断裂带的活动特征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我国古代的学者也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探索地麓的成因，但由于封建社会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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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迷信思想和落后的科学技术条件的影响，使得古人不能找出地震的根本成囚，

而只是根据各种自然现象把地震与思辰运行及统治阶级的仁政恶行联系起来，如

在《史记·天宵书》巾就有"股屋出于心房间，地动"的记娥，这是古代学者深

感地震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灾害，阳企图把地读问其他自然现象联系起来，以

便能够提前预臂的一种努力。在公元前780年的咄震发生后，周幽玉的史官伯阳

父甚至断言"周将亡矣"，根据史例"背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警告周幽

玉"犬国必依山}II、山崩、 JII蝇，亡之征也"。巧合的是果真 10 年后，犬戎使

周，四周灭亡，好象真的是上天惩罚了残暴的统治者 o 历来封建的统治阶级都很

着援地震所滔戚的影响，往往进行祈天活动，下"罪己诏"班大赦天下，以求

上天宽恕。

当然，也有对地震成因进行初步的正确解释的，如《庄子》有"海水三岁一

周流，波相薄贝Ij;t也露"之说; ((坤舆困说》认为"地震者周内所含热气所致也。

盖地外有太阳恒照，内有火气恨燃，则所生热气渐多， ïflH主射于空隙之中，是气

愈积愈多，不能含纳，势必愤怒欲出，乃猝不得路，则或进政退，旋转郁勃， r贫

困破裂闹出，故致震动且有响声也"。请人季元前最更是总结以往地震的规律，发

现"地震之灾，史不饱书……尝考明嘉埔乙9nt白酶，清康熙乙夜平阳、湖安地大

，问今又遥遥此干支也。"以此来说明 1815年发生山西平陆安邑的地践是有规

律可循的。这个论点和现在的地震活跃一平的闹剧之说颇为相似，说明白人对

地震戚囚的认识是在不断进步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另外，市人对监测地展的仪器也是科研究的，陆有备的逆汉代张衡刷制的地

动仪"以精悯制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以j四尊， ifii 以篆立山龟鸟兽之形。

中何都柱，傍形八道，施关发机。夕i、有八;缸，挝衍俐丸，下有蜘蛛，张 IJ /)支之。

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耀盖!副~元阳:ω 如何地切，尊则振龙，机发吐丸， r而

蜘蛛衔之。报声激扬，伺者因此觉划。虽一Jt发机 J 而仁13不动，寻其方面，乃

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架若仰。自书典月1记，米之有也。尝一龙机发 ffiI þ也不

觉动，京师学者戚怪其无征。后数日特歪，果地展陇凹(现甘肃省兰州市、 rl臼{~t

县、陇四县一带)，于是皆服其妙。由此以后， 71令史r~fì己地切所从方起。"这个

记载充分显示了战国古代学者的聪明才智，现代的iRiji要仪，其原照与张衡的地功

仪原理大致相同，只不过在精度、技术手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可惜地功{义的原



6 南阳市区域地震概况

件在战乱与改朝换代中失传了，腊人只能根据残留下来的文稿进行复牒，以纪念

古人。

雨阳境内发生的地震在历史资料中也有很多记载，最早的在《嘉晴雨阳府志

校注》中有"元康四年十一月地震"，这是公元前 62年 12 月发生在陶阳的地髓。

而有史可蜜的记录到的最大地震则是记载于《后汉书·光武帝纪 第一下》的

发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九月戊底(公元 46 年 10 月 23 日)的 6.5 级地

震:九月戊服，地键裂。制诏曰..日者地震，南阳尤甚。夫地臂，任物至踵，

静而不动者也。而今麓烈，咎地辑上。鬼神不顺无德，灾殃将信吏人，联甚惧

焉。其令南阳勿输今年回租旬蔬，遣渴者案行。其死罪系囚在戊底以前，减死罪

一等。徙皆?也解钳，衣维簸。赐郡中庸人压死者棺恼人三千。其口瞅通税而庐宅

尤破坏者，勿收贺。更人死亡，或在坏坦毁腿之下，附家赢弱不能收拾者，其以

见钱谷取佣，为寻求之"。由这个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这次地震发生所造成的影

响..南阳尤恕"说明此次地震震中大致在南阳范围内..联甚惧焉"、"赐郡中腊

人压死者棺钱人三千"、"更人死亡，戒在坏坦毁座之下。"都可以着出这次地震

不小，不但房朦倒塌，还死了不少人，有的还被压埋在砖砾下。

另外，还有记载地键时伴随的奇异现象的，如 1556 年 2 月 21 日渐川地震在

《阴阳府志》载有"正月朔，浙川地震。初七日复麓，二十五复髓。天雨黑水如

操"。还有大量记载有地声的: ((南阳县志》载明世宗嘉靖元年正月一日"南阳地

震有声"在万历五年的《南阳府志》记有 1556 年 2 月 2 日南阳"十二月十…日

夜，地震有声，自西北来，如雷鸣数次，以渐而微。次日午时又微髓。二十二日

版时，复髓。"此次地麓，顺治十六年的《邓州志》有"冬十二月十三日夜分，

闻风雨声，自西北来，鸟兽皆鸣，巳而地麓，声轰如雷，凡再时乃已。内乡城坏

者十之六。" (按:明邓州领内乡、新野、晰川三县) ;蹲靖四十五年《邓州、|志》

有"冬十二月，地震，有声如雷。……。官民庐舍动摇米坏，……"这几次记载

的事件可能是 1556 年 1 月 23 日陕西关中 8.0级大震影响所致。通过这些记录可

以看出关中大震在南阳地区的影响范围。

不管宙人是因为敬畏大自然的神力还是为了对这种自然灾害进行研究而记录

下每次较大的地馍，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对我们现在的地震研究工作都有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可惜在封建社会由于统治阶级怕这些灾界现象影响他们的地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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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科技工作的模视，再加上连年的战乱、朝代的更替，使得地震记录很不全

丽，各方面的研究也仅限于个人的理解，不能系统地进行，几千年封建逃倍的影

响又使得古人常常借助神学来解将地馍，因此，我们在利用历史地震资料进行研

究时，一定要认真分辨，剔除糟柏，吸取其有用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地利用古人的研究成果，推动我阔地震事业的发展。

(三)近代中国地摆工作的发展

到了近代，特别是十九世纪中期帝回主义侵略者入侵中国以后，中国的地震

研究就停止了，统治阶级忙于同各国侵略者签订不平等条约，根本没有时间、精

力关心西姓的疾苦。连年的战乱、各派军阀的混战，也使得中国近代地质学家不

可能去潜心研究地震工作，也由于这些原厢，在本世纪初发生的几次大震都伴随

着瘟疲大范阔的流行，如 1920 年 12 月 16 日甘肃海顾地震"穰脑地饵，泛槛黑

水，瘟疫大兴" 193γ 年 8 月 1 日山东荷洋 7级地震"震脂臭气黑天，瘟疫盛行"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本不顺百姓死活，因此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就很注璋对各种自然灾害的预报、防御工作，中国的

地键事业也逐步走向正规，这个时期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 、新中国成立一 1966 年邢台地震

这是我阔地震事业相步的第一阶段。中阔的领导人在带领群众开始建设新中

即时就考虑到将来可能会遇到的地震等自然灾害，因此就组织专家从逃址入手，

把重要建筑建在地质条件良好的坚固地带，这就需要地质学家与历史学家联手，

对各地的地质情况、历史地震情况进行充分地了解。中国的学者在几年的时间

内，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搜集有关地震的记录，并经过认真细致的校核，编

揭出《中国地震资料年我》附册、《中国地麓目录》附集及《中国历史地键因集》

若干册，根据这些资料，总结出中国地震活动的特征;根据历史地震的成带发

生，结命对各地地质情况的考察，初步确定了主要的地质构滔带及其活动情况，

编制了中罔东部的《地震(危险区域图)>>。

为了使地震工作长期化、系统化，在这个阶段，还成立了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质研究所、工程力学研究所等专门的地震科研机构，另外，…些地震基本台网

相区域网也建立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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