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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血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陂-．是古人对周幽

王二年(公元前780年)---]11地震的生动描述。·乾隆丙午年五月初六日地震，塔顶四裂，势将

倾圮，卒不堕-是‘锦里新编’对公元1786年炉定7：5级地震破坏彭县龙兴搭的忠实记录。旧
n 、

中国，凡有大地震，给人民带来巨大损失和不幸．新中国，党和国家重视防震抗震，短短十余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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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震科技工作就取得了对海城：龙陵_松潘，盐源等强烈地震较为成功的预测预报，人民

安居乐业，震区家园迅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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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是自然现象，大地震却又是自然灾害．’地震是有前兆的，又是可以预测预报的．遵照

周总理生前为我国制定的地震工作方针。·在党的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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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测预防工作骨，彭县于1976年正式开展地震工作，设立办事机构．

短短几年的群测群防工作成效显著．现在，为探索地震奥秘，为汇集地震资料．为坚持群测

群防．为今后工作提供借鉴，我们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在县志办公室具体指导下，经过

一年多的资料收集，整理，子1983年6月完成了誓彭县地震志》(第一稿)．

在第一稿的基础上．广泛征求意见，于1983年lo月编辑成第二稿。我们力求让它成为彭

县地震工作的-百科全书骨，宣传我国地震工作方针和普及地震知识的教材．

鉴于我们水平不高，经验不足．加以开展地震工作时间不长，汇集的资科不多，这一部

<彭县地震志》的错误，缺点在所难免，切盼大家批评指正．深信下一部《彭县地震志>将

编得更好，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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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县地震志’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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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以居伊·佩里埃物理学博士为团长的法国地震学代表团来彭县

参观氓齿地震台．

．一氓江齿轮厂地震台现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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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锦江油泵油咀厂地震办

公室(观测站)全景。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以力武常次教授为团

长，高木章雄教授为副团长的日本地震学考查团一行

九人来彭县参观氓齿地震台．

．_中和无线电广地震测报

站DD—l地震记录仪．



1981．11．7彭县大宝

4．5级地震宏观震害照片

选登

震中位置：芸薹嚣≥：：，
震豫深度：13KM

·照片2·蛇纹矿供稿

·照H 3·氓出厂供稿

·照片4·彭县地办供稿

1．大宝公社九峰大队社员王兴发

家房子一角震垮，室内一衣柜掉出．

2．蛇纹矿俱乐部门厅玻璃厚5

mm震时碎落．

3．氓江齿轮广一车间。x”型焊

接支撑梁其中一角震落。

4．红恩店小学一术柱位移13厘

米．垫板擦痕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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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岷江齿轮广毛坯库毛坯震倒．

(岷江齿轮广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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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彭县银厂沟采商场食堂整个

屋顶NNW向位移15～20cm，窗突出．

(彭县地办供稿)



图9蛇纹矿一号矿仓呈x状破裂 (蛇纹矿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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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彭县在成都市西北，面积1427．48平方公里，辖32个公社6个镇，人口692337人．地处成都

平原与川西北山地的过渡地带，跨于四川两个一级地貌区(川西山地和川东盆地)的分界线

上．分属两个二级地貌区--NilI盆地区和龙门山山地区。总的是西北高，东南低．兼有山

地，丘陵，平原三种主要地貌类型．海拔最高点在县境北部与茂汶交界的太子城(4812米)，

最低点在县境东南的乌鸦埝(489米)，海拔最高点与最低点相差4323米．全境土地构成大

体上是_六山，一水，三分坝骨．山地面积最大。以西河水库一关口一鸭子河为界，其西北

系山地、丘陵，东南为平原．山脉自九顶山(茂汶)来．属龙门山脉中段，一般多在1500米

一3000米，个别高峰高达4500米以上．白水河后山区，峰峦重迭，谷地幽深。前山区中低山居

多．绵亘逶迤，惟余莽莽，向南延伸成丘陵．银厂沟、白水河，白鹿河及其支流均源于后山

区．汇至湔江后，河面开阔，阶地发育．经关口出山进入平原便分流数道，主要有鸭子河．

小石河，马牧河，新润河，清白江等分布形状如扇，向东南展开形成湔江水系．平原地区地

形平坦，土地肥沃，河网密布，灌溉便利．彭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总的是气候温和，雨量

充沛．四季分明．但由于地形不同，各地气候差异较大。其特点是气候随地势高度增加而递

减．雨量卿J随地势增高而渐增．平原，丘陵区年平均气温15．8。C左右．最低的一月份平均气

温4．5。C左右，最高的七月平均气温25．4。C左右。年降雨量980毫米左右，多集中在七、八．

九三个月．而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区，年平均气温降为12．60C左右，雨量增至1300毫米左

右．后II|区，海拔高，气温更低．雨量更多，无人烟，无农耕地．

境内及其邻区地质构造复杂，地震活动较为频繁。据资料统计．历史上县境周围曾发生

过多次中强地震．以县城为中心100至200公里范围内曾发生Ms≥6．o级地震共lo次，50至100

公里范围内发生MS>5．0级地震9次，50公里范围内发生Ms≥4．o级地震5次。仅统计县境内

1976年6月至1982年的七年间发生MS>2．5级的地震27次，其中MS_>4．o级的地震1次，最大

一次是1981年11月7日的大宝4．5级地震．这次地震还造成一定程度破坏，影响很大． ，

1966年河北邢台大地震后，地震预测预报和科学研究被提到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周总

理亲临震区视察，提出了。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预报的”科学论断，并制定了适合我

国国情的地震工作方针；。在党的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士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

做好预测预防工作骨．1973年炉霍7．9级地震后．四川省开始组建地震工作机构．1974年永

善地震后．为进一步落实地震工作方针．开展群测群防，地处彭县山区的氓江齿轮广土法上

马建立起彭县第一个观测站．1976年6月成立。彭县地区防震抗震指挥部一，正式开展地震

群测群防工作．为捕捉_龙门山中南段中强地震骨．在县委直接领导下，各级领导亲自上阵，

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地震知识的宣传工作做到家喻户晓，地震群测站一下子就建立起来。

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就有50多个群测点，60多个宏观口苒，460多个宏观小组，200多名微观测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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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多名宏观观察员，土洋结合的观测仪器达187台(组、套)，成为密集的群测群防观测网，

为上级地震部门提供了不少宝贵前兆资料和及时的预测预报参考意见，并对1976年8月16日，

22日和23日三次强烈地震的预测预报作了一定贡献，受到了上级表扬．1976年11月正式成立

彭县革命委员会地震办公室．1977年，1978年虽然震情趋于缓和，有了一些。大震来了忙一

阵，大震过了无人问”的各种苗头，但地震办公室始终保证党对地震工作的领导，克服各种困

难，坚持贯彻执行地震工作方针不转向，仍然在宣传地震知识，管理群测群防队伍，开展科学研

究，监视震情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给县委起到了震情参谋作用，并对

1977年茂汶ML4．5级和M￡4．2级地震，1978年黑水MS5．1级地震做了较好的预测预报．‘1979年

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八字方针》的贯彻，彭县群测站(台)进行了以业务技术为中心的整

顿工作，实行合理布局，精简网点，提高观测质量，加强分析预报能力，相对稳定测报人员．

通过整顿，彭县共有10个地震测报站(台)，42名专职或业余群测人员，其中工程师5名。，助

理工程师2名，技术员7名，各种仪器98台(组，套)．’
、

。。
：‘

彭县地震办公室是彭县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群测群防和地震科技的管理机构，行政上隶属

彭县人民政府领导，业务上接受上级地震部门指导．它的主要职责和任务是。。宣传地震舸识

和防震抗震知识，管理群测群防队伍和地震科技事业，汇集各种宏观微观资料，核实地震前

兆异常，组织震情会商，作出分析判断，并及时报告党委和上级地震部门，·开展地震科学研

究．努力提高地震预报水平．自19d1年以来又实行点办结合，边观测边工作，直接掌握部份

观测手段，更能及时了解震情动态．深入观测实践，对核实真假异常起到一定作用．‘县地办

先后共印发上万份《地震知识简介》和千余册各类防震抗震宣传资料，上百套地震知识普及

挂图，放映了数十场次地震科教电影和幻灯，举办过百多次地震专题广播和报告会，还开办

了_地震专栏修，并积极组织稿件在《彭县科普报》上宣传地震知识．县地办狠抓了地震台

站的巩固，提高工作，。除拨款扶持学校测报点修建和改善观测条件外，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业

务整顿为中心．不断提高观测质量和预测预报水平．县地办还会同县地震学研究会一起．t组

织考察、参观，会议切磋、汇编资料，开展学术讨论等．不断提高群测人员地震基础知识和

业务技术水平．先后组织参观考察7次，召开学术讨论会6次．出版论文集3期，计21篇文

章．另征文38篇，其中有的在省：’地刊物上发表，有的参加了省、地学术交流．经过整顿后

的10个群测点和一个水井观测点，共拥有DD—l微震仪2台，中强震仪l台，’水平摆，‘重

锤．天平倾斜仪5台(组)，地应力仪21台，土地电15组53向，磁秤1台，磁偏角仪7套．

及各种辅助观测手段15套(台)．其中有10台(套)仪器实现了自动记录．每天要记录、收

集911个观测数据，并要及时进行数据处理，然后绘制成各种图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震情分

析会商，仅县地办就积累了资料二百多卷，各种数据五十余万个，绘制图表近一百册，蓝积

极摸索和初步总结出一些适合彭县情况和特点的分析预测预报方法．由于认真贯彻执行我国

地震工作方针，努力搞好群测群防工作。彭县地震事业日新月异，不断向前，并多次受到上级表

扬．1977年县地办和氓江齿轮厂地震测报站被评为全国地震战线先进集体，1978年，(1979

年未评)1980年、1981年、1982年县地办又连续被评为地区先进集体，1981年又被评为四川

省地震系统先进集体，1978年、1979年日本地震代表团、法国地震学代表团先后到彭县参观

岷齿地震台，国家地震局、省地震局领导也多次来彭县视查指导工作，全国二十三个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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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自治区的二百多个地震参观团(学习组)来彭县传经送宝，激髓和推动着彭县的地

震群测群防工作．目前，彭县地震工作方兴未艾，地震科技人员正以山高人更高的精神为着

攀登地震预报高峰，一步一个脚印，勇往直前!

今后，彭县的群测群防工作将继续遵循地震i作方针；。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

在上级地震部门具体帮助和指导下，更加谦虚谨慎，再接再励，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群测群

防，积极引进新设备，新技术，努力提高观测质量和预测预报水平，为减轻和避免地震灾

害，为保卫·四化骨建设的顺利进行而努力奋斗．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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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震工作管理机构沿革

笫一节彭县地区防震抗震指挥部

为了贯彻我国地震工作方针，1974年9月，四川省革委根据中发(1974)2l号和国发

(1974)69号文件《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的精神，下发了川革发(1974)97号 q

文件《批转。四川省第三次地震工作会议纪要静的通知》，彭县的省属岷江齿轮厂于同年六

月建立了第一个地震群众观测站．1975年2月24日(北京)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中央再次指

示．在地震危险区建立和建全地震工作管理机构。四川省省委以川委发(1976)28号和30号

文件，对全省地震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1976年5月22日一25日温江地区首次地震群测工作

会议以后，按地委(1976)58号文件精神，彭县成立了。中共彭县县委地震领导小组一．并

=#1976年6月6日以彭委发(1976)11号文件下达，成立了。彭县地区防震抗震指挥部一．指

挥部名单如下i

指挥长。 吕建中

副指挥长； 鲁中兴

张继i|{l

成 员。 叶成春

陈崇基

钟立全

李纪伦

杨灿云

沈洪明

指挥部下设六组一室；

震情调查分析组；

宣 传 组：

治安保卫组。

后 勤 组。

救 护 组。

疏 散 组。

办 公 室；

王文全

余象勤

周光荣

朱朝兴

冯治安

肖代圻

王家寿

谢会松

张世英

何珍富

沈定方

金海云

朱品才

李 法

王鉴衡

负责人。

负责人：

负责人。

负责人。

负责人。

负责人。

负责人。

李法

钟立全

金海云

冯治安

杨灿云

王家寿 沈洪明

李纪伦

指挥部设在彭县县委机关，指挥和组织彭县对1976年8月16日松潘、平武7．2级大地震的

各项群测群防工作。四JII省地震局、地区行署防震指挥部派来地震专业人员李有才同志驻彭

县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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