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地震监测志系列

言:茵茵血震监测击

青海省地震局

'皂朵哇版社



图 1 200 1 {:P II 月 14 日 昆仑山口西 8. 1

级地震纪念碑

|到 2 2001 年门月 14 日昆仑山口西 8.1 级

地震地表破裂开} (一)

图 3 2001 年 11 月 14 日昆仑山口西 8.1 级

地震l喷 1少冒水现象

图 4 1990 年 4 月 26 日 青海共和 7.0 级

地震纪念碑

图 5 1990 年 4 月 26 日 青海共和 7 .0 级

地震震灾

|主16 2001 年 11 月 14 日昆仑山口西 8.1 级

地震地表破裂带(二)



图 7 2002 年 l 月前中国地震局局长宋瑞祥 (后排右四 ) 一行视察格尔木地震台期间

与台站人员合影留念

图9 2002年3月中国地震

局局长陈建民(时任中国

地震局副局长，前中)视

察格尔木地震台期间与青

海省地震局领导和台站人

员共谋台站发展大计

图 8 1 998 年 川 月前中国地震局

局伏陈章立(右一)、 中国地震局

党组纪检组长李友博 (时任中国

地震局人事教育司司长，右三 ) 视

察西宁地震台期间与台站人员座
;也

U尺



图 10 部分模拟地震计与记录器

图 门 水平摆金属丝倾斜仪

因 1 2 甚宽带数字地震计

图 1 3 陶瓷偏角观狈IJ仪

图 1 4 FD-25 水氛观狈IJ 问烁室

图 1 5 数字化前兆观测

数据采集设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图 16 遥视'1地震观测l摆房

图 18 地震编目人员分析模拟

地震观m'1图纸

图 20 台站工作人员检查模拟lí!J1 震仪器

因 17 门源地震台外景

阁 19 台站水氛观Im'1人员采集水样

因 21 中国地壳运动观 ìí!'1 网络德令H合 GPS 基准站



总编写说明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民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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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竹木纪年疏证P 记载，

u夏帝友七年(公元前 1831 年)泰山震"后有《史记声、《汉书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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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一一候风地动仪，并于公元 138 年在洛FEl记录

到陇西地震，首岱世界仪器记录地震的历史。

1949 年全民解放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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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组织全国广大的地学科技工作者，投身于以地震颈测

为目标的观，溺与研究，将地球物理、地震地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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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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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着社会经济诀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减轻灾害，尤其是有效地防御手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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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发展方面加大了投入和支持力度，地震的革测

设施和现剖环境得以豆著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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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家、区域和地方相结合的地震监树信息也网络，

使我国在这震台站建设和地震监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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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部重要的史料性文献，也是一部从事科技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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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我国地球科学现测的历史和发展软入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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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蓝测志组成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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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洒地震台网和流动监测网)，涵盖四大学科(测震、电磁、影交和流体)的监

测站点和监测管理的组织系统(地震监测管理体制、管理札构和管理影式)、监

测管理靖况及管理改革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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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地震监测志E 的编写按照 u地震豆测志编写大纲"的统一要求进行，

由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寻监测管理处具体组织实施。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邀请

苔良田、宋臣田、刘天海三位研究员组成地震监测志编写专家组，指导各羊位监

测志的编写工作;并组织测震学科短的刘瑞丰、降、会忠、杨大克，电磁学科组的

钱家栋、高玉芬、周锦屏、赵家辑、杨冬祷，形变学科组的吴云、李正妓，流体

学科组的车用太、琼华静、邓志主军等专家参加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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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测志编辑工作。中昌地震局监测颈报寻阴朝民司

长、吴书贵副司长始终高度关注监测志的编写工作。

各有关单位领导和地震监测主管部门、所属台站和台网的司志，高度重视监

溺志的编写工作，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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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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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鉴交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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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克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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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门相信它的出版发行，将对捂导我国地震

监测工作的实践，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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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我们同时

诚恳地欢边读者在凋读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辛苦误和疏漏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以便再鼠时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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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地震灾害对人民生命和时产安全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威胁极大，对社会生

产力造成严重破坏，并对未来新兴社会生产力发展彭成一定的制约及影响。新

中医成立以来地震工作实践证明，地震监涎预报和在此基础上的综合防部是实

现减轻地震灾害的最基本、最有效的途径。地震预摄是防震减灾的基础，监测

又是预报的基础。 E此，开展对地震信息的综合蓝蹦是防震减灾事业的重中之

重。地震监溺包括对已发生地震的定位、震级判定和及时上报，还包括对地震

发生前的一些前兆综合信患的收集和整理。其中对已发生地震的高M量监测为

各级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提供了可能;对首先综合信息

的监测为地震预报提供了研究素材，为地震预报专家进行长、中、短、临期地

震衰报提供了重要的依握。另一方面，远震监测中涉及到的各学科手段(如测

震、地形变、士生下流体及电磁、重力等)为地震学、地球物理学、大地理1量学、

水文地质学及地球化学等地球科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就挺资料。

我国是地震灾害最为深重的冒家之一，而青海省又是我国大陆地震的高发

省份之一。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处于构造运动强烈区，地震活动呈分

布广、频度高、强度大的特点。同时，青海省住于世界屋脊，海拔高，气压低，

地广人稀，生态环境恶劣，经济相对滞后。面对这样的震情和省情，我省的地

震监源工作遇到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许多特殊自难。但是，自青海省地震~人或

立至今，我省的地震监测工作者克服重重自难，一步一个脚帘，终于发展到现

在挺有测震、地壳形变、地下流体、电磁、 GPS 地壳运动或提等多种观测学科，

20 余个台站的规模。我省地震监测事业 30 余年的历史，就是全省地震监测一

线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史。正是由于全省地震监测一线工作者们常年驻守在高寒

缺氧、荒无人娼的青海高原，以一颗赤诚之心，默默无悔，兢兢业业，无私奉

献，才有青海省地震监测事虫的今天。我省地震监测事业 30 余年的历史，也

是为各项 i芳震减灾事业奠定基础的历史。过去 30 余年地震监测工作为今后各

项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望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以及珍贵的基础科学

技术资料。

根据中国地震局的统一安排部署，青海省地震局组织有关人员精心策划、

密切协作，编写了这本《青海省地震监测志》。本书详细地记载了青海省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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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测事业的发展变化历程，人员和管理体棋的历史沿革，完整系统的地震监到

技术基础资料。它既可以作为了解我省地震监测事业 30 余年来的建设历程的

史料文献，又可以作为防震减灾管理和科研人员开展地震科学研究和制定地震

监源发展规划时的参考工具书。

在编写《青海省地震监测志》的过程中，编写人员本着科学严谨的工作态

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作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枝集和整理工作，并广泛引 j有

了有关的最新研究和清理成果，力求基磁资料科学、翔实、准确、全tm; 严格

执行国家和行主标准、技术娓范，以及地震监测志编写技术大纲的要求;编制

了大量图表，做到自文并茂，增强了本志书的使用效果;努力散到文字编写道

j皖、简明、精炼。为此，编委会的全体人员付出了大量攻辛的劳动。

在《青海省地震监测志》出援之际，衷心期望它能够为促进我省防震减灾

事业的发展有房禅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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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言

青海省位于新生代以来地壳运动强烈的青藏高原中北部及其东北缘，境内地

质构造规模大、活动性强，是我国大陆中强地震多发区。 2001 年 11 月 14 日青海

省昆仑山口西 8.1 级地震，是我国大陆地这自 1951 年西藏当雄 8.0 级地震之后发

生的首次 8 级以上地震。地震监测预报是防震减灾三大工作体系的基础和首要环

节，直接关系到防震减灾事止的或效。地震监测又是地震预报的基础?图为地震

学是一门以现溺为基础的科学。深入地了解地震发生的机理是攻破地震预报难题

的关键，高了解地震发生机理的信一途径，是取得大量精确可靠的地震监测资料。

在中国地震局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省地震监测一线工作人员 30 余

年求辛努力，青海省地震监溺基础设施建设己经达到一定规模。青海省地震局地

震前兆台词及其积累的现，测基础资料，在我省的地震预报和防震或灾工作中发挥

出重要基础保障作用。

为进一步加强对地震监测基卢础工作的管理，提高地震监测资料的使用份佳，

协助广大地震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了解我在地震台罚(站)的建设现状和历

史概况，在中民地震局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青海省地震局组织编写了《青海省

地震监测志》。这本志书既是青海省 30 年地震监测和各台站的发展变化的史料，

更是完整系统的地震蓝测技术基础信息档案。

《青海省地震监测志》内容共分三章:第一章为青海省地震监测概述，内容

主要包括:区域基本就况(地理条件、地震构造背景、地震活动情况);地震监

测简史(地震台站、地震遥现台商、省级台网中心及管理机构的历史沿革过程);

地震监测系统(地震监测台同的组成、台词分布和监测能力、地震监溺信息的传

递与处理、地震监剧设花与观测环境保护状况);地震监测队伍(地震监测队伍

的异见模;地震监测台站人员;地震遥测台网人员;台网中心人员;监测管理人员);

地震蓝汲IJ成果(地震监测资料、监测科学研究情况);地震监测管理(全省地震监

测管理体制、管理改革)。第二章为分台站编写的监测台志，按国家地震监测台商

所属的地震台站、省级地震监测台网所属的地震台站、市县地震蓝割台陪所属的

地震台站的顺序，主要内容包括:地震台站概况(所处的古然地理、地震地盾条

件，发展的历史沿革过程，供水、供电、交通等条件，台站占地及建筑规模和投

资，台站的作用，台站管理情况);地震监测台站观测项目(苟史、台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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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资料};地震监耐台站工作人员;预报科研及奖励(地震分析预报靖况，

地震科研工作，奖励'情况，发表的主要文章等〉。第二章为遥测地震台商志，主

要内容包捂:全省遥浏地震台肉概况;分台商编写的遥测地震台网志(台词的场

地位置、类尉，台肉的交通及自然地理、地震地质条件，台网的发展过程，台商

的规模及技资，台坷的监测能力及作用，台网的管理，各子台靖元，台网地震信

号传输，台网中心记录和数据处理，仪器系统标定，地震速报及地震资料的处理

和存放，台网组织及工作人员)。

根据中国地震局的统一规定，本志书的资种截止到 2002 年 6 月 30 日。

《青海省地震监测志》编委会由青海省地震局监测读报处、办公室(档案资

料室)、地震盖测中心、分析预报中心、人事教育处及有关州〈地、市)、县地震

局(办〉、各地震监测台站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组成。陈铁流、任铁生、黄泽荣担

任编委会顾问。哈去军任编委会主编。

编委会拉笔分工如下(以章节为序):

前言:哈辉

第一章第一节:曾包红

第一章第二节:曾色红

第一章第二节:哈挥

第一章第四节:胡爱真

第一章第五节:胡爱真

第一章第六节:哈辉

第二章第一节:邱鹏程

第二章第二节:张家庆

第二章第二节:沙成宁 郭莲庆

第二章第四节:吴哲杨广华

第二章第五节:吴哲 李滔

第二章第六节:沙成宁 王永盹

第二章第七节:马建新杨积礼

第二章第八节:马建新式斌贺生福

第二章第九节:马建新 刘山青

第二章第十节:李延京张家庆吴双明

第二章第十一节:沙成宁

第二章第十二节:张家庆陆广海崔鲁辉

第二章第十二节:沙成宁杨静云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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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十四节:马廷魁张家庆

第二章第十五节:吴哲

第二章第十六节:张家庆

第二章第十七节:唐艳红

第二章第十八节:吴哲 唐艳红

第二章第十九节:张家庆 明瑞克

第二章第二十节:沙成宁 唐艳红

第二章第二十一节:哈挥

第二章第一节:沙成宁

第二章第二节:沙成宁 陈卫东 崔晓春

第二章第二节:张家庆李北海

第二章第四节:吴哲 白住沈延青

第二章第五节:赵甲生

承才旦资科技集整理、国件绘制、文字编辑、排版、技改工作的人员有:陈爱

荐、曾包红、胡爱具、师敏英、裴哥萍、巨型、王海功、陈玉华、椒、马玉
克、王培玲、啻振广、才扎西、安明虎、杨青春、李新华等。

统编:哈辉

青海省地震局负责本志书的审定工作。

青海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挠，青海省环境地质勘查局，省内各好1 (地、

市)、县地震局(办)，各专业、地方、企业地震台站，青海省地震局档案资料室

等单位，为本志书的编写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编委会

200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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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海省地震监测概述

第一节 地震监测台网所在区域概况

一、地理条件

(一〉地理位置

青海省位于我国西部，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东西长 1200恤，南北宽 800烛，全省面

军只 72.23 万 b丘，仅次于新疆、西藏、内蒙古，居全国第 4 位，与西藏、新疆、甘肃、匹)11

接壤。青海省地彭地貌复杂，垂直分布明显，既有高山，也有盆地，还有草嚣。境内海拔大

多 3000m 以上，最高海拔 686蚀，最能海拔 1 65Omo 地形可分为祁连山、柴达木盆地和青

南高原三区。

(二〉气候器;完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深居内陆，远离海洋，属于高京大陆性气候，特点是太阳辐射

强、日黑时间长，平均气温俄、目温差较大、年温差较小，冬季漫长、夏季凉爽，降水量

少、地域差异大、降水日数多、强度小。全年E照、时间 2000~360饨，比同纬度地区的华

北平原、黄土高原多 400~700h; 年辐射总量 (586~ 74 I) kJ/cm2 • 是全国辐射资源最丰

富的地区之一。年平均气温-5.9.C~8.TC ， 最热月平均气温 5.3 .C~20它，最冷月平均气

温-ITC~5.C ， 具有南北链，中部高的特点。年平均降水量为 285.6mm，变化范围 16.1~

767.3mm. 自东南向西北递减。年平均降水量仅为全昌平均年降水量的 44%。年蒸发量

800~2 OOOmm (E601)，高于全国子坊蒸发量。干旱指数1.5~100，自东南南西北递增。

无霜期多在 190d 以下。多风沙，年平均风速1.1~5m1s，由东南向西北递增，年大风E数

在 5~100d 。

(三〉行政区支IJ

E前，青海省辖 1 市、1:1:也、 6 丹j: 西宁市、海东地区、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

州、黄南藏族自治炜、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分i、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总计有

51 个县级行政单位， 26 个街道办事娃， 114 今镇， 285 个乡 G

二、地震向造背景

青海省及其就令在地区主要属于青藏高原北部，长期处于古欧亚大陆的边缘活动苦，对

士也壳活动反应敏感，是全国地震的多发区之一。地展构造以青藏高原北部的禧皱构造和断

裂构造为主要特征。我省新裂构造十分发育，常密集成带分布，不少断裂绵廷上千公里，

且具有长期活动姓高成为孕震区。根据新的中困地震区划中对全国地晨在刻苦的:iW分，整

个青海省处于青藏高原地震区内。该区是我国地震活动水平最高，强度最大的地[R(见菌

l-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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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地震活动构造吕

对青藏高原进行了地震带的摇分，共划分出 7 个地震带:阿尔金边展带:柴达木地震苦:

祁连山地震带:可可西里一巳颜嘻拉山地震'苦:玉树一雅江地震带:藏)11高原堆震带:陈!在新一

念青唐吉拉地震带。可青海省主要跨越了第 2、 3 、 4 ， 5 个地震苦，这 4个主要培震苦的特征

如下:

(一〉柴达木地震苦

该地震带以青海省北部地区为主，包括柴达木盆地、共和盆地、布尔汗布达山议及新疆

的库木军鞍盆地，其曼塔格山等结豆豆。

柴达木盆地以及期围i者出雄主要是元吉界的结晶基底，后期为长期稳定的活化克拉通准

边台。

地震苦边缘大部分为重力异常梯度苦，区内是以正异常为主的宽缓高磁异常。新构造运

动主要表现在沿NWW方向分布的-系列大型盆地的继承性下降。盆地内新生代沉积亘厚，

禧曲发育，沿盆地边缘断裂活动强束。主要的活动断裂有:柴达木北缘断裂带，柴达木南缘

撞开裂，泊沙山黯裂，鄂拉 ÚJ断裂苦等。

(二〉祁连山地震带

该苦'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包捂青海省祁连山系及邻省区的河西走廊、六盘山、龙门山

等，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就在这个地震带中。

祁连 ÚJ带总体为加里东摆地槽禧皱系，是加里东期中朝准地台西南边缘的裂路苦。区

内断裂发育，密集成带，并控制着山间黯陷盆地和谷地的发育。沿着祁连山走向发育的重

力异常操级带，带宽约 400km，也是青藏高原地震区东北边缘的地壳犀度变异苦。该带

新构造活动明显，以挤压禧皱、高角度逆冲断裂活动为特征。地震多与走滑型建斤层和逆倾

滑型斯是活动有关，并梓随有正f项滑塑断层活动。主压应力轴方向沿着祁连山一六盘山一

龙门山呈现出 NE-NEE-E冒商的变化。主要活动断裂有:祁连 ÚJ~仁缘新裂带，中祁连断

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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