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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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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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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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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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指导监测志编辑工作。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阴朝民司

长、吴书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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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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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地震科教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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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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开展地震观测最早的国家。我们的祖先从公元前1381年就有

对地震活动进行观察与记载。河南省地震监测的历史可上溯到1900多年前的东

汉时期，公元132年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张衡(河南南阳人)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

地震仪——候风地动仪，公元138年在洛阳记录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陇西大地震，

开创了人类用仪器记录地震的先河。

河南地处中原，是全国的交通、通讯枢纽，又是全国A．．12第一大省，人口密

度几倍于一些多震省份，因此，省内及邻省历史上发生的破坏性地震造成的灾害

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经济发展非常快，国内生

产总值(GDP)连续五年居全国第五位，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工程均横跨全省，

省内有两座大型水库(三门峡、小浪底)，黄河悬河段主要在河南境内。所以，

加强地震监测工作是做好河南省防震减灾工作的基础和首要环节。

20世纪60年代以前，河南省还没有地震台站。自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7．2

级地震以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建成河南第一个地震台——林州地震

台，开始了河南的地震观测工作。1969年中国科学院武汉地震大队选建了镇平地

震台。1971年3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委托驻郑的地质部第一物探大队兼管河南

地震工作，并着手选建了郑州、洛阳、信阳、辉县4个地震台。1971年8月，国

家地震局正式成立。地质部第一物探大队改建为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勘探大队

后，接收林州、镇平两个地震台。从此，河南省的地震台站统一由国家地震局物

探大队管理。1973年11月，经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了河南省地震队；1975

年4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河南省地震工作办公室。1976年唐山地震后，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于同年11月在省地震工作办公室和地震队的基础上，成立了

正厅局级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地震局(1980年7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地震局更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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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地震局)，从此， 河南的地震监测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

经30多年的发展，河南省已形成了由1个国家基准台，1个国家基本台、10个

省级台、13个市县级台、15口深井水位观测网、1个800kin流动重力观测网、2

个跨断层流动形变观测场地和1个地震遥测台网等多手段组成的综合性地震监测

网络。多年来，通过全省广大地震工作者的努力奋斗，为河南的地震预报、地震

科研和地震综合减灾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为政府震后应急决策和快速反应提

供了及时准确的震情信息，取得了防震减灾实效，在河南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河南省地震监测志》内容丰富，不仅记述了河南地震监测工作和各台站的

发展变化，而且是对30多年来河南监测技术发展的系统总结和记录。为加强台

站的科学管理、更好地规划地震监测工作在2l世纪的发展积累了较完整的基础

资料。显然，它的出版对河南地震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河南省地震监测志》不仅凝聚了河南两代地震观测人员30多年的辛勤劳

动成果，也铭刻了他们在地震监测战线上留下的深深足迹。

《河南省地震监测志》的出版，是战斗在河南地震监测第一线的同志们共

同奋斗的结果，是一件可喜的大事，在我们河南地震事业发展史上划上了浓浓

的一笔。她必将在河南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中发挥出重要作用，绽放出灿烂光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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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河南省地震监测志》是一项很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它详尽地记载了30

年来河南省地震监测工作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详尽地记载了30年来河南省地震

监测工作者的历史足迹，它是一部史书，也是一本工具书。它对推动河南地震监

测工作，加强地震台站科学管理，做好地震台站的建设、规划、发展，实现数据

共享，提高地震监测分析预报水平，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河南省地震监测志》曾在2002年下半年开始编写，但因机构改革、人员

变动等原因被搁置。这次编写工作是从2003年12月26日开始的。根据中国地

震局监测预报司的要求，编写《(河南省地震监测志》内容的时间截止到2002年6

月30日。

《河南省地震监测志》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地震监测概述，包括河南地震监

测台网所在区域概况、地震监测简史、地震监测系统，地震监测队伍、地震监测

成果，地震监测管理，由刘建华编写；第二章是地震监测台站，包括河南各地震

台站的台站概况、地震观测项目、地震监测台站工作人员、地震预报科研及奖励，

由各地震台长和业务骨干提供文档资料；第三章是遥测地震台网，主要包括河南

省地震局遥测台网的综述、郑州遥测台网中心的建设和概述、各子台的情况简述、

遥测台网工作人员、地震预报科研及奖励，由付建华和业务骨干提供文档资料；

第四章是地下水监测网，地下水网综述由刘建华编写，部分地下水井台站的详细

描述由各地下水井台站管理负责人提供文档资料；第五章是流动监测志，包括流

动水准监测网和流动重力监测网，由王志敏、李安印提供文档资料；第六章是仪

器研制，包括竖直摆倾斜仪、HGPS高精度同步钟、应力一应变地震仪的研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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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分别由马鸿钧、付建华、池顺良提供文档资料。《河南省地震监测志》总

体编辑、汇总、审校、排版工作由刘建华、薛红宣、王丰，赵祖虎，王士华、赵

显刚，雷栋、袁中华、宋桂林、李新社、杨淼完成，由专家组评审后定稿。

《河南省地震监测志》的编写工作是根据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的工作要

求，在河南省地震局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在河南省地震局监测预报处统一组织管

理下，在河南省地震局监测预报中心、各市地震局领导、各地震台台长及业务骨

干的积极支持下，在王文旭副主任，张香荣、张亚琳、夏修军、吴继林，贺兰萍

高级工程师，韩艳杰、何香玲、张军工程师等同志的热心帮助下，在全体编辑人

员的通力合作下完成的，在此对编写《河南省地震监测志》付出辛勤劳动和给予

支持的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所有为编写《河南省地震监测

志》而无私提供宝贵资料的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编写《河南省地震监测志》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基础工作。在编写过程中，

我们力求文字通畅、资料详实，但因一些历史缘故，所掌握和收集的资料不是那

么详尽。由于时间仓促，经验不足，因此在编写工作中难免有许多遗漏和差错，

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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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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自然地理条件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东部，地处黄河中下游，黄淮海平原的西南部，因大部分地区在黄河

以南，故名河南。周边与山东、安徽、湖北、陕西、山西和河北6省毗邻。河南省地理坐标：

北纬3l。23 7"-'36。22 7，东经110。21 7"--'116。39 7。地势西高东低，高差悬殊，地貌类

型复杂多样。北、西、南三面由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和大别山环抱，山问有丘陵和陷落

盆地，中部和东部为豫东平原。省境东西长580kin，南北宽550kin，总面积167000kin2(李

亚玲，2001)。

河南省有18个省辖市，20个县级市，89个县，是我国的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河南省连南

贯北、承东启西，是中国内陆交通运输的重要枢纽。全省铁路通车里程4131kin，京广、陇海、

京九等铁路干线纵横交错。省会郑州位于京广、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的交汇处，是亚欧大陆桥东端

最大的客货转运站。公路交通四通八达，通车里程达6．9万Ion，实现了乡乡通公路。已建成高

速公路1075km，居全国第6位。河南的航空事业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现有飞行航线4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多年来，河南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

放二十多年来，河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30个省、

市、自治区中居第5位。目前，河南已建立航空、铁路、公路口岸11个，口岸数量居全国内

陆省份之首。

河南省地处中纬度地带，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自然条件，境内水系分属黄河、淮河、长

江、海河四大水系。河南处于暖温带和亚热带交错的边缘地区，气候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兼有南北之长，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极其丰

富。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有74种，其中17种居全国前lO位。

河南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古代文明遗址在中原大地上星罗棋布，在河南已经

发现的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遗址、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5000年前的大河文化遗址，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均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中，河南素有“八方

风雨会中州”之说，军事上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先后有20多个朝代在此建都或迁都。中

国已确定的七大古都河南有其三，即殷商古都安阳、九朝古都洛阳、七朝古都开封。河南地

下文物居全国第l位，地上文物居全国第2位。其中，洛阳的龙门石窟于2001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

二、区域地震地质条件

河南省地处华北地震带南端，境内地震多属构造地震，其强度和频度在全国属中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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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地震活动小震多、震源浅、烈度高，且省境周围地震活动带密布，地震活动强烈，受邻

省强震波及危害严重。

(一)地质构造

根据对河南区域地质构造最新的认识(王志宏，2000)，以EfG峡一鲁山、西官庄一镇平和

龟山一梅山三条北西向断裂为界，将河南省划分为三个区域地质构造单元，自北而南分别为华

北板块、华北板块南缘构造带和扬子板块北缘构造带。

华北板块以太行山前断裂、盘古寺断裂和新乡一商丘断裂为界，河南省区域内可进

～步划分出三个次级板块，西北部为太行亚板块，东北部为冀鲁亚板块，东南部为豫皖

亚板块。

华北板块南缘构造带以马超营一确山断裂带和栾川一明港断裂带为界，进一步划分出

三个构造带，自北而南分别为灵宝一驻马店构造带、卢氏一确山构造带和北秦岭板内增生

带。

(二)活动断裂

--N峡一鲁山断裂：西起三门峡，经宜阳南，至鲁山后被第四系覆盖。走向北西，倾向南

西，倾角35。～65。。主要活动时期为燕山晚期，部分地段喜山期再次活动。

西官庄一镇平一龟山一梅山断裂：由陕西省商南县延入河南省，向东经西峡、镇平、桐柏、

信阳，直至商城以东出省。走向北西，倾向南西或北东，倾角60。"80。。断裂最新活动时

代为晚第三纪。

太行山前断裂：南起新乡，向北经安阳以北出河南省。省内主要有汤东和汤西两条断裂

组成，走向北北东，前者倾向北西，后者倾向南东，倾角50。"70。。断裂最新活动时代为

晚第四纪。

盘古寺断裂：位于太行山南麓，柏山以东隐伏于第四系地层之下。走向近东西向，大高

村以西倾向北，大高村以东倾向南，倾角60。"-70。，为一条枢纽断裂。断裂最新活动时代

为中更新世。

新乡一商丘断裂：西起新乡北，向东经封丘、兰考，至商丘以东延入安徽境内。走向北西，

倾向北东或南西，为一条第四纪活动断裂。

聊兰断裂带：冀鲁亚板块内部的一条分界断裂，由聊兰、长垣、黄河断裂组成东濮坳

陷，西为内黄隆起，东为鲁西隆起。聊兰断裂为其主干断裂，走向北东，倾向北西，倾角约

70。，为一条第四纪活动断裂。

马超营一确山断裂带：西自陕西省延入河南省，向东经卢氏、鲁山，至确山县以东没入第

四系。走向北西，倾向北东或南西，倾角40。"80。。该断裂喜山期有活动。

栾川一明港断裂带：西自陕西省延入河南省，向东经卢氏、栾川、南召、方城、桐柏，

至信阳县明港以东没入第四系。走向北西，倾向北东或南西。该断裂喜山期有活动。见图

1一l。

三、历史及现今地震活动

(一)河南省地震活动简述

河南省是我国地震灾害比较严重的省份之一，其地震活动在全国居中等水平。

一2一



图1-1河南省地震地质简图

据记载，从公元前1767年偃师西南发生河南省有记录的最早一次破坏性6级地震

至今，共记录到ML≥4．7级破坏性地震43次，其中，4．7～4．9级地震13次，5"5．4级

地震13次，5．5--一5．9级地震lO次，6"6．4级地震5次，6．5级地震2次。现今河南省中

小地震活动仍然不断。

河南省地震活动具有平静期与活跃期交替出现的特征，在时间排列上呈丛集分布，即时

间分布的不均匀性，而在空间分布上主要沿地震构造断裂带方向展布。肘H．O级以上地震的

时间序列分布为：1983年以前为地震活跃期，1983-一1991年为地震平静期，1992年开始进

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期；脑。4．0级以上地震的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太行山前、聊兰断裂带、
南阳一固始断裂带以及沿黄河地区。见图1-2。

(二)河南省地震灾害

河南省的地震灾害具有“地震小、影响大，震源浅、烈度高、破坏重”的特点，再加上

河南省人口多，密度大，重要工程密集，生命线工程众多等客观原因，极易产生次生灾害。

1．历史地震灾害

(1)本省历史地震灾害。

据历史资料记载，河南省曾发生多次破坏性地震，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严重的财产损

失，灾难严重，并造成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背井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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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河南省地震震中分布图

(2)邻省历史地震灾害。

历史上不仅本省地震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灾难，邻省几次强震也让河南省人民蒙受了极大

的损失。河南省历史上破坏性地震目录见表卜l，表1-2。

表1-1河南省历史上破坏性地震目录

时间 北纬 东经 震级 震中烈度 备注

1767 34．2。 112．O。 6 Ⅷ 偃师西南

46．10．2l 33．Oo 112．50 磅 Ⅷ 南阳

344．12 35．40 114．30 6 Ⅷ 卫辉东

1502．10．27 35．70 115．3。 畦 Ⅷ 濮城

1524．02．14 34．0。 114．1。 6 ≥Ⅶ 许昌张潘店一带

1587．04．10 35．30 113．70 6 Ⅶ～Ⅷ 卫辉西

1 820．08．04 34．10 113．90 6 Ⅷ 许昌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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