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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监测志系列

甘肃省地震监测志

甘肃省地震局

兰州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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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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竹书记年疏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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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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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震，首创世界仪器记录地震的历

史。

1949年全国解放后，特别是1966年刑台地震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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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学科综合监测的新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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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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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显著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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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我国地球科学观测

的历史和发展收人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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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地震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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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测站台点和监测管理的组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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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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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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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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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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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做到内容翔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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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工作的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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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和宝贵的文献史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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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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同时也是地震灾害甚为严重的国家。正是在这样的

国度里。伟大的祖先张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监测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当时仪器

安装在河南洛阳，曾记录到了甘肃金城陇西的地震，这是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民族值得骄傲

的事件。在今天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的院内还竖立着张衡的塑像。吾有词赞日：“院

立高像，人每至，举首崇望；旁荷池，候风突竖，龙蟾相向⋯⋯”

地震监测与国民经济建设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我国宣布第一个五年建

设计划开始，为了黄河流域的经济建设，1954年底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黄河流域

设立了许多地震监测台站，其中设在甘肃省的就有5个。这是新中国为经济建设所设立的

第一批区域性地震监测台站。

甘肃是一个多地震的省份，历史上发生的5级以上地震就达110多次。1954年2月11

日，甘肃山丹发生7．2级地震，当时国务院就派出由18个部委组成的地震考察队赴现场考

察，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除派员参加地震宏观考察外，还派出了4个流动地震监测台

站进行余震监测，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余震监测台站(网)。

地震监测无国界。1957年，国内外科学家预测是太阳黑子活动大爆发之年，为此。全世

界的科学家共商进行国际联合监测地球上包括地震在内的一切自然现象，称为“国际地球物

理年”。中国共设有8个基本监测台站，其中甘肃省就有1个台站即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

究所兰州地球物理观象台，简称兰州观象台。全球的监测台站按规定的时间——当年的7

月1日同时开始进行监测。1957年冬，加拿大著名地质学家、板块学说的奠基人之一、“转换

断层”理论的提出者威尔逊(J·T·Wilson)来兰州观象台参观，回国后发表观感时说：“没想到

在中国偏僻的兰州竟然有一个现代化的地震观测台站。”[注】
‘

1958年，黄河上游甘肃刘家峡水库开始筹建。为了监测水库坝区的地震活动，中国科

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兰州观象台、西北水电局共同组成了刘家峡地震监测台网进行地震监

测。

1959年初，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成立，负责兰州观象台的管理、西北五省区

以及内蒙古包头以西地区的地震监测预报与研究。

该年，国际潮汐协会建议：在远离海洋潮干扰的中国大陆中心——兰州进行固体潮观

1



测。于是，苏联派出了道布劳郝陶夫(,a06poroB)、别里考夫(BeJIeKOB)在兰州观象台进行固

体潮观测。该项观测可测算兰州地区下地壳和上地幔中介质的弹性常数，对兰州地区地震

活动的背景研究是有价值的。

1964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共同组成了甘

肃昌马地震考察队，为国防任务评定昌马水库的地震烈度，在那时也建立了一批地震监测台

站。1965年，为酒泉钢铁公司备战任务评定地震烈度，除组成有6个学科组组成的大型考察

队外，还设有一组地震台站，监测河西地区的地震活动性，以配合酒钢的烈度评定。1966

年，为配合甘肃天水李子园国防任务评定地震烈度也布设了一组监测台站进行地震监测，以

配合地震烈度评定。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死伤惨重，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号召进行地震预报。

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从所领导的西北各地震监测台

站中抽人来兰州参加运动。但各台皆轮换留人，未停监测。1966年一1976年，全国大震活

动频繁，促进了全国前兆监测台网的大发展，同时也带动了甘肃地震监测台站(网)的大发

展。此时，已有地电、地磁、重力、地倾斜、水氡、地温、地形变、地应力等监测台站，也有群测

点普遍开花。1970年，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大队成立，随后进入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

所时期，甘肃省的地震监测台网又进行了新建和扩建，仪器也进行了增设和改进。使甘肃地

震监测台网成为中国重要地震区域的现代化地震监测台网之一。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自1954年甘肃和西北地区开始建立地震监测台站以来，至今已

半个世纪了。五十年风雨，五十年沧桑，多少地震观测同志，都先后为地震监测事业作出了

忘我的贡献。今天他们中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经过世，在我执笔《甘肃省地震监测志》序言

时，对过世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怀念。防震减灾伟业是继续前进的，年青一代又步上前辈的

脚印，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地进行地震监测工作。不过分地说，这个前赴后继的观测队伍。是

防震减灾战线上最艰苦奋斗的队伍。以前，有个地震台站的观测人员告诉我：观测岗位不能

“离开”是最大的辛苦，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可以无忧无虑地离开单位去玩和办别的事，甚

至连上厕所也很仓促。我深深地理解这些话的含义。

在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坚守地震监测岗位的同志们付出的心血，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国

防建设、地震预测工作，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也为了解地质结构、介质性质、发震条件获得了

“时间流逝难重复”的可贵资料。有一句名言是“地震是一门观测科学”，地震监测台站同志

们的辛苦，将与这门科学相伴和同时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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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西北地区带来光明和动力的刘家峡水库的建成、河西地区的国防建设。这些重要

工程都渗透着地震监测台站同志们的功绩。1970年西吉5．7级地震、1976年松潘7．2级地

震、2003年10月民乐6．1级地震的短期预报都取得了较成功的预测结果，这都与台站监测

工作分不开的。今天，我们能对西北地区，特别是甘肃地区的地震活动背景和地下构造背景

有较深刻的了解，都是与地震监测同志们的功绩分不开的!

西北的地震台站(其中包括甘肃省地震台站)对地震监测的历史已整整半个世纪了。我

是这半个世纪以来地震台站同志们辛勤劳动和作出功绩的见证人，今天能荣幸地为这部《甘

肃省地震监测志》写序，非常高兴!我也对编写这部《甘肃省地震监测志》的同志们的辛劳表

示赞赏。他们把过去和现在地震监测同志们大量的布台选址经验以及地震监测的经验写成

志书留给后人，这是为地震监测事业立下的丰碑。愿防震减灾伟业不断取得成绩和胜利，愿

地震监测事业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不断提高和前进，永放光芒!

注：当时，中国出版的《参考消息》上有报导。

郭增建，原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所长、甘肃省地震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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