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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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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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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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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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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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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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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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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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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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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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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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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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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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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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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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震监测志是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有关地震监测事业发展里程的

记载。它从固体地球物理的领域记录了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监测实践。地球物理

是一门以观测为基础的学科，监测志虽只反映了研究所的一个侧面、一个环节，

但纵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它实质上涉及到研究所的全部科技人员，这充分

显示了地球物理研究所同仁重视地球物理监测实践的优良传统。

公元132年，中国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张衡研制了候风地动仪，成为世

界地震监测史上利用仪器监测地震的先驱；1943年，李善邦先生在极其艰难的

条件下，研制了霓式地震仪，进行了持续的观测，是现代地震监测史中艰苦奋

斗的楷模。新中国成立前，一些发达国家相继在我国建立了地震监测站：1897

年日本首先在台北建台，后相继建成台中等八台，1935年又增设新竹等七台；

1904年法国在上海徐家汇建台；1904,-．．1908年间俄国、日本在大连、营口、旅

顺、沈阳、长春等地建台；1909年德国在青岛建台。在内忧外患之时，我国的

地震前辈，为建设中国人自己的地震监测台站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先后建

成北京鹫峰地震台(1930"--1937年)、南京北极阁地震台(1931～1937年)。但

是真正的中国地震监测事业则是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发展才成长起来的。

地震是地球构造运动的产物。地震过程中，它释放巨大的构造能可以在瞬

间摧毁大面积上的构筑物，使人类遭受巨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同时它的

巨大能量，又使其震波射线可以穿透整个地球，使我们有机会看清地球内部的

结构；它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地球内部，使我们得以认识地球内部的构造。为

了防震减灾，驾驭地震，需要认识地震；为了认识地球，需要借助于地震这一

具有巨大能量的工具，一害一利都需要我们进行对地震的监测。可以说地震监

测是伴随着与人类的“利"、“害"关系而发展起来的。社会需求的牵引与科学

技术的推动是事业发展的动力，我们地震监测事业的发展就是如此。生活资源的

需求：衣食住行，住房在个人的经济中占有很大的份额。生存环境的需求：安

全舒适，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大城市抗震的脆弱性，愈益严峻。可以说政

府和公众对地震预测、减灾、应急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城市化

的进展愈加迫切。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也正在使我们的地震监测

技术日新月异。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地震监测仪器主要是机械式的，大小51

式，改良后的513型；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引入了电动式基式仪；20世纪

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创制了电子微震仪，使我国的微震监测面貌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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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20世纪80一--90年代借助于计算机、IT技术以及数字化地震仪的全面发展，

使我们的地震监测走入了全面自动化的进程。若再仔细推敲这些技术上的更新

换代所以能够顺利实施，则又是借助于执行一项一项国家重大任务的契机来实

现的，这正就是所谓需求牵引与技术推动是事业发展的推挽性动力了1

20世纪50年代初，配合黄河流域规划建设，新中国的地震工作者首次大批

量生产了地震台站用的全部国产装备，包括大、小51式地震仪(后改进为513

型中强震仪)与授时钟。短短几年时间建设了西宁、武威、兰州、银川、包头、

大同、太原、临汾、西安、玉门、张掖、天水、潼关、佛子岭、官厅、陕县、

禹门口、长春、大连、哈尔滨、绥化等20余个台站，使我国的地震监测事业走

上了大规模迅速发展的道路。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的筹建，各地地震危

险性的评定成为决定工程立项的必需条件，为此苏联专家协助我国引入基尔诺

斯式电磁地震仪。1956年建成北京、昆明、成都、兰州、南京、余山、拉萨、

广州八台，后又于1958年增设长春、西安、包头、武汉台，20世纪60年代又

增设鸟鲁木齐、泰安、喀什、高台、贵阳、大连、太原、牡丹江台，共计20个

台站，组成了全国地震监测的基本台网。

电子微震仪的研制，在北京与西部区域台网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在河

源水库地震的监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1960年10月起数十万次地震的检

测，查明了地震与水库蓄水有关，从而决策加固大坝，抗御了后继(1962年3

月19日)的6．1级强震。为了保卫首都，1966年4月在北京地区建成的“八条

线”电讯传输台网，首次实施对地震的准实时速报，成为我国后继广大地区区

域地震观测的建设范例。

为测定我国的核试验与侦察国外的核爆炸，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独立

研制了一系列高精地震仪器，并建成了以高台、涞源等为代表的低干扰(高灵

敏度)台站，在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并荣立集体军功。

“九五’’、“十五"期间，使我国地震监测全面实现了数字化，例如首都圈地

区实施了107个地震台数据的实时自动交换，同样南北带地区也实现了96台数

据的多单位共享，从而使我国进入了全面自动化监测的进程。

已故周恩来总理于1966年3月在邢台地震现场向科技工作者发出“你们要

搞出地震预报⋯⋯"的号召，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最具有权威性地反映了国家、

社会需求的意志。自此以后，我国科技界，凡是能对地震预报做出贡献的力量

都汇合、凝聚了起来。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这本地震监测志也充分反映

了地球物理领域的这一中国特色。在地震监测预报的实践中，我们已认识到，

要搞出地震预报不仅需要监测地震波的信息，同时还需要地磁、地电、重力、

形变、地下流体、深部结构、日地关系、空间宇宙环境等等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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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地学信息。本监测志可从地球物理研究所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地震事业

在响应周总理的这一号召上所做出的努力。

回顾这些事例，充分表明科学技术的进步，需要在为国家需求的重大任务

中来体现。地球物理研究所始终与兄弟单位在每项重大国家任务中，都能把握

契机，战斗在第一线，从而推动地震监测事业进步，为国家做出贡献。本地震

监测志记录了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监测的主要发展历程和丰硕的科技成果，可

为今后地震监测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许绍燮
200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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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是我国重要的地震科学公益性研究机构，其研

究方向和任务属于典型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科学研究。与高等院校等其他单位的

基础研究不同，是紧密结合中国防震减灾工作的基础理论、基础技术的研究开

发；与各省地震局和国家级各职能中心承担的地震监测预报任务不同，其承担

的地震监测预报任务是与基础研究和防震减灾任务紧密结合的、试验性、前瞻

性和关键性的工作，是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研究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地震

监测，是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重要的工作任务，也是其科学研究的主要

方法和手段。

正如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老一辈地球物理学家顾功叙院士在纪念中国地震

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建所40周年的文章中写到的，

“地球物理工作应以实地观测为主，要对地球做实验以迫使地球讲话，暴露它的

内部奥秘⋯⋯’’。基于地球物理科学的发展规律和社会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需求，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的地震监测科学技术发展历程，就是中国现代地球物理

学观测发展简史的写照。

1992年，由国家地震局科技监测司主编的《中国地震台志》各卷陆续出版。

研究所的中国数字地震台网(CDSN)、北京遥测地震台网、北京地震基准台等

监测系统的基本情况、原始记录资料都曾编入《中国地震台志》。随着国家对地

震监测系统建设投入的不断加强，在《中国地震台志》出版后的十几年中，中

国地震局陆续实施了“九五"重点项目、“首都圈防震减灾示范区系统工程”项

目，特别是2003年正式启动了“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项目。这些地震监测

系统改造和新建项目的实施，大幅度提高了我国地震观测技术水平和监测能力。

在这些重点科学工程项目的支持下，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监测系统也

得到了显著改善。因此，有必要编写新的《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监

测志》，系统介绍研究所地震监测系统发展历史和目前能力，充分展现我国地震

监测系统的建设成就和科技成果。

中国地震局于2003年12月在深圳召开了全国地震监测志编写研究工作会

议，会后根据中国地震局《关于地震监测志编写与出版工作的通知》(中震测函

[2003]93号)文件要求，《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监测志》编写工作

全面启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监测志》是中国地震局系列《地震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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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第三十三卷。为我国地震观测技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并在地震监测

领域取得多项创造性成果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先生，欣然为本卷作序。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监测志》共分六章。第一章地震监测概述

由张东宁、肖承邺编写。第二章地震监测简史，新中国成立前地震监测工作部

分由李凤杰编写，地震监测仪器设备发展部分由琴朝智、周锦屏编写，地震监

测台站、台网建设部分由李凤杰、张孟申、杨惠义、王琳编写，重要地震事件

观测部分由赵荣国、许忠淮编写，地磁观测部分由周锦屏编写，其他地球物理

观测部分由刘克人、钱复业、许忠淮编写，利用地震观测技术为国民经济建设

服务部分由陆其鹄、李世愚、李凤杰、冯锐编写，利用地震观测技术为国防服

务部分由张东宁编写，国际合作部分由王培德编写。第三章北京国家地球现象

台主要由吕智、李德瑞编写，李志永参与了前期组织工作，其中重力部分由刘

克人编写。第四章北京数字遥测地震台网由张孟中、王琳、郭英林、李晋燕、

黄媛编写。第五章国家级地震台网，中国数字地震台网(CDSN)部分由周公

威、郑重编写，国家数字地震台网分中心部分由刘瑞丰、张东宁编写，全国地

磁基本台网部分由周锦屏编写。第六章流动监测台网，流动地震观测部分由姜

旭东、杨惠义编写，流动地磁部分由赵从利编写，流动重力部分由刘克人、郑

金涵、卢红艳编写，地球深部探测部分由丁志峰编写，地震实验场部分和南极

地震地磁观测部分由张东宁编写。统稿汇总由卜淑彦负责，陈瑶参与了前期组

织工作。全书的图片搜集、整理由吕智、卜淑彦、李晋燕负责。部分图件由宋

志敏清绘。全书统编工作由肖承邺、卜淑彦负责。

本书是在中国地震局领导下和研究所领导高度重视下，由研究所科技发展

部组织编写完成的。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监测志》编写过程中，

高玉芬、詹志佳、张少泉、赵子玉、刘多械、赵学普、王贵美等专家，以及编

写专家组苗良田、宋臣田、刘天海等专家都对编写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

表示衷心感谢!研究所人才资源部、图书资料馆在相关数据搜集过程中提供了

热情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并感谢研究所各部门对编写工作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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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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简介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前身是创建于1950年4月6日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

研究所。根据国家任务和学科性质与应用分工，1978年更名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1998年国家地震局更名为中国地震局，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亦更名为中国地震局

地球物理研究所。1966年邢台地震以前，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是全国地震学(地

震观测研究、地震区域划分、地震烈度鉴定等)和固体地球物理学(地磁观测等)研究

的主要科研机构。1966年邢台地震以后，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是中国地震局开展

地震学(地震观测、地震前兆观测、地震预报、地震成因机制、工程地震学等)和固体

地球物理学(地磁观测、地电观测、重力测量、地球结构及其动力演化等)研究的主要

科研机构之一。

1947年，前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与物理研究所地磁工作部分合并，成立前中央研究

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赵九章任所长，陈宗器和傅承义分别主持地磁、普通地球物理工作。

1949年11月，在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1950年1月，中国

科学院在调整研究所设置的会议上，决定前中央研究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与前北平研究院物理

研究所探矿工作部分、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地球物理工作部分合并，于1950年4月6日在南

京鸡鸣寺中国科学院院内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赵九章任所长，陈宗器和顾功叙

任副所长，全所包括傅承义、李善邦、秦馨菱、刘庆龄、谢毓寿、曾融生、叶笃正、顾震潮、

杨鉴初、朱岗昆、陶诗言、张宝垄、陈志强等共51人。之后，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地球物理研

究室全部并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所内设立气象、地震、地磁和地球物理探矿等4

个组，1950年12月接管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上海徐家汇和佘山天文台的地震、地磁观测工作。

同时在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北魏胡同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气象组所属

天气小组和资料室迁京与中央军委气象局协作，承担国家任务；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筹建科研

大楼，1954年底大楼完工后全所即从南京迁来北京。翌年卫一清来所任党委书记。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1958年抽调人员组建中国科学院(甘肃)兰州地球物理研

究所；1960年地球物理勘探部分划归地质部地球物理勘探局；1964年派出中国科学院地球

物理研究所西南工作队，196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1966年气象和高空

部分分别划出组建成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空间物理研究所。

1971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划归国家地震局，实行中国科学院和国家地震局

双重领导，并于当年年初由中关村迁至西城区三里河中国科学院院内。1978年，中国科学

院院务会议决定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一分为二，主要从事地震监测、预测预防、地震

学以及相关的地球物理研究部分，组成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迁往海淀区清华东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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