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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纂地震志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是地震事业的一次基本

建设，它的出版是我市科技战线上的一件大事。不仅对各级领

导指导防震抗震工作，人民增强防震抗震意识，提高“地震"

人口素质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惠及子孙，造福后世。

大连地区地震资料比较丰富：一是史书记载的地震情况较

多，二是从1904年就开始进行仪器记录地震(是全国最早开始

仪器观测地震的地区之一)。70年代以后，各种观测手段，台

网应运而生，取得的观测资料已成为工作人员进行地震科研、

地震预报的重要依据。

《大连市地震志》比较详细地记叙了我市在地震地质、地

震活动、地震监测、地震预报、地震对策、科普宣传、科技活

动、地震事业管理等方面所作的大量工作，并且积前人之经

验、教训，经过分析、总结，概括了地震工作的各个方面。

通读本志，使人愈加了解“地震”这门新兴科学在我市的

发展概况，如地震监测能力、预报水平、临震措施等，这对于

我市大、中、小企业以及科技部门、政府部门的各级领导更贴切

地制订防震救灾规划，搞好生产，做好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

求是，详今略古，立足当代，是((大连市地震志》的主要特点。

愿本志在国民经济建设和地震科技领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大连帘原副市长赵亚平

88年11月20日



凡 例

一、本志书根据辽志办发[19873 5号关于编写(《辽宁省

志》的行文通则的有关规定成书。

二、时间断限t上限以本地区历史上记载最早的一次地震

开始(1378年)，下限止予1985年底。

三、记述的范围以大连现行区划范围为准，但考虑到地震

活动不能按行政区划分，因此将大连地区的地震活动范围定为

北纬38。107～40。107、东经120。007"--'124。007。

，四、本志中“历史地震’’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

地震l “现代地震"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地震。

五、由于有记载的地震史料不多，因此大事记中1969年以

前有许多年缺少地震的记述。

六、本志中所使用的地震震级一律为Ms。

七、每章之前均有一个小序，意在通过简略叙述而概括全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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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大连地区位于辽东半岛南部。位于渤海、黄海之间，绝大

部分地区为低山丘陵。山脉多呈北东向展布。金州断裂带贯穿

着本区，由于该断裂带活动性强，控制了本区地震活动。

在全国地震区、带划分上，大连属于华北地震区，金州一

营口地震带。与邻区相比地震活动处于中等水平。根据历史记

载，全区已发生地震looo多次。其中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就有

8次，最大的为1861年普兰店6．o级地震，造成人畜伤亡，五百

余间民房倒塌。本世纪70年代以来，邻区的海城和唐山地震

等，给全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经济建设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害

和损失。

本世纪以前，大连地区没有仪器记录地震，地震资料主要

来源于史书记载。从20世纪开始，日本侵略者在大连建起了

“关东厅观测所黟，开始用仪器观测地震。1904,---1945年的40

余年时间里记录了大量的地震，其中一部分地方震已被收集在

本志的地震目录中。

1955年受辖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大连初级地震

台(1)用大、小“5’1-”式的地震仪记录地震。70年代以来，贯

彻专群结合的方针，大连建起了专业与业余的地震队伍。积极

开展地震监测，分析预报与科学研究，使本市地震工作有了较

(1)大连气象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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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发展。

1985年底以前，全市已建成6个专业台(站)，一个区域

性无线通讯系统。其中大连台的测震、地磁，金州台的水准均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曾多次在国家地震局组织的资料评比中获

优秀奖；复县李官深井水动态观测也多次荣获辽宁省地震局组

织的资料评比优秀奖，等等。全市群众性地震测报点经历了发

展、整顿与提高的三个阶段，逐步形成了以测震、水准、地下

水动态观测为主体，包括地电、地磁、水化学、动物等观测手

段的地震前兆观测网，并开展地震地质、地壳形变等中长期监

测工作，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观测数据处理，提高了地震监测

能力和分析预报水平，能够比较有效地监测全区2．0级以上地

震活动。

在地震监测预报的科学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资料和经

验，并为部分地震的预报工作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在1975年海

城7．3级地震和1976年唐山7．8级地震的监测中先后做出不同程

度的预报，受到了国务院的通报嘉奖和辽宁省地震局的表扬。

在地震科普宣传和科技活动中，广大地震工作者傲了大量

工作。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普及防震抗震知识，平息地震谣

言，对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和国民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

用。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支包括地震地质、地球物理、大地

测量、计算技术、无线电及电讯工程等多种学科的专群结合的

地震科技队伍。在国内专业刊物上发表lO余篇学术论文。协同

有关部门完成大连市地震小区划和复县温坨予核电站选址、大

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和尚岛电厂等重大工程项目的地震基

本烈度复核工作，提高了全市抗震防灾能力。

在外事方面，1975年海城地震后有日本、美国等7个国家

的考察团，组共28名地震专家，学者，工程师及政府官员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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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参观考察。

展望未来，在我国新时期地震工作方针的指导下，全市广

大地震工作者决心更上一层楼，坚持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

多路探索，发挥地震科学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为振兴大

连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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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04年

8月5日

日本侵略者在大连建立中央气象台“第六临时观测所"

(气象与地震观测并存)。

9月7日
、

“第六临时观测所"在海军大连湾防备队院内(原俄国观

测所)开始观测。使用的仪器为“大森式肛地震仪。1906年9

日观测所易名为“关东都督府观测所”12月25日迁至寺儿沟。

zgos年

7月17臼

一 第六临时观测所旅顺观测支所(地址在旅顺黄金台，19zo

年1月1日迁至新旅顺特审地七号)开始气象与地震观测，至

1930年10月末止，共有3次地震记录。

1913年

1月1日

炎东都督府观测所(原第六临时观测所)新增“微开特”

式微震仪开始观测，除因迁移中断6个月外，至1930年11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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