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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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科学综合监测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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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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地震监测志》详细地记载了我省地震监测的发展历史。它的发展

变化历程，是我国地震监测发展史的一个真实写照。辽宁省从20世纪初开始

地震监测工作，至今已有近100年的历史，它不仅见证了旧中国地震观测的状

况，也展现了新中国防震减灾事业的兴起与蓬勃发展。辽宁省地震监测台网坚

持在探索中前进，在实践中发展，经过几代地震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令

人鼓舞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我省地震监测台站建设进入了迅速发展的阶段，规模迅速

扩大。这期间相继成立了大连、沈阳、抚顺、营1：2、铁岭、朝阳、金州、盘锦、

鞍山、锦州、阜新、丹东等一批专业地震监测台站。1975年海城地震后，地震机

构及地震监测台站建设如雨后春笋，全省绝大多数市县设立了地震机构，部分市

县成立地震监测台(站)，建立了测报网。到了80年代，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

我省对地震监测台网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清理和调整，使我省地震台站的分布更趋

合理，监测仪器更加规范、科学，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我省地震监测台网的基本格

局。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我省地

震监测台站的技术改造得已顺利进行。“九五”期间对地震监测系统进行的技术

改造，使我省实现了由模拟观测向数字化观测的飞跃发展。数字观测技术的应用，

极大地提高了我省地震监测的能力。

经过30多年的建设，在我省最终形成了由7个国家级台站、11个省级台

站、41个市县级(企业)台站、一个区域数字地震遥测台网系统、4个地方遥

测地震台网及流动监测网组成的地震监测系统。观测方式由初期的单台观测发

展到台网观测，观测技术由模拟观测发展到数字观测，数据传递方式由信函、

电报发展到实时、准实时网络传送，初步满足了地震监测预报和科学研究的需

要。我们在这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展地震、地壳形变、地球电磁、地下

流体等四大学科的地震监测工作，在成功预报海城7．3级地震、岫岩5．4级地

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减少了人员伤亡，降低了经济损失，产生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辽宁省地震监测志》作为记录辽宁省地震监测台站发展的史料性文献，

既是一部了解辽宁省地震监测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工具书，又是一部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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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制定地震监测发展规划的参考文献。它的出版

震监测工作，推进地震科学事业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

秘
{

2004年7月20日



《辽宁省地震监

展历程的史料性文献，它记录了辽宁省地震监测事业发展的历史概况和现状，是

地震科技管理、地震科学研究和制定地震监测发展规划的参考文献。((监测志》

的编写工作是在中国地震局的大力支持下，在各有关单位、各市地震局和地震台

站的共同努力下，于2004年顺利完成。

《监测志》编写内容的截止时间到2002年6月。由于受篇幅等原因的限制，

没有记载各市县地震监测机构的发展变化，而主要叙述了地震台站的发展过程。

《监测志》共分六章。第一章是辽宁省地震监测系统的总体概述，主要包括：

地震监测台网所在区域概况、地震监测发展简史、地震监测系统的构成、地震

监测队伍的状况、地震监测取得的成果、地震监测系统的组织与管理等；第二

章至第四章是从国家级到地方级各地震台站的监测发展史，主要包括：地震台

站的基本概况、观测项目、监测仪器的配置与参数、台站工作人员基本状况和

地震监测成果等；笫五章是各遥测地震台网的建设发展史，主要包括：台网的

基本概况与构成、台网所在区域自然地理和地震地质条件、台网的发展过程、

台网的分布与监测能力、台网的监测与管理等；第六章是地震流动监测的发展

历程，主要包括：流动监测网的基本概况、流动监测网的发展过程、流动监测

网的规模及管理等。

《监测志》的编写工作，由辽宁省地震局监测预报处组织各有关单位，按照

中国地震局《地震监测志编写大纲》的要求进行。辽宁省地震局人事教育处、应

急救援处、地震监测中心、地震研究所、各市(县)地震局和各地震台站工作人

员参加了《监测志》的编写工作，张春和、马丽、张斌、刘旭东、于政轩、邹振

宏、丁景宽、谷秀芳、王延霞、王凤芹、冀林旺、姚兴权、王维远、陈桂芝、王

贵珠、刘莉、王鹏、陈德峰、侯晓林、佟国刚、刘建光、迮安民、史树发、李哲、

张承义、王成林、刘继庆、王爱东以及部分地方台站的同志提供了本单位、本地

区的相关资料，地震预报研究中心的王海燕、张建一、张萍、王连权和李芳提供

了部分图件，张玲同志对第四章第二十九节中的内容做了部分修改。《监测志》

的编辑、审稿等由编辑委员会和专家组完成。在此，对参加《监测志》编写工作

的各有关单位和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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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掌握和收集的资料有限，编写经验不足，加之编写时间仓促，《监测

志》的编写难免有疏漏和错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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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区域自然地理条件

(一)地理位置

辽宁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南部，地理坐标为东经118。53’～125。46’，北纬38。43 7～

43026’，东西直线距离最宽约550km，南北端直线距离约550km。辽宁省陆地面积14．59万

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面积1．5％。陆地面积中，山地面积8．72万平方公里，占59．8％；平地

面积4．87万平方公里，占33．4％；水域面积l万平方公里，占6．8％。海域面积15．02万平方

公里。其中渤海部分7．83万平方公里，北黄海7．19万平方公里。

海岸线东起鸭绿江121，西至山海关老龙头，大陆海岸线全长2178km，占中国大陆海岸

线总长的12％，岛屿岸线长622krn，占中国岛屿岸线总长的4．4％。近海分布大小岛屿506

个，岛屿面积187．7平方公里。

辽宁省东北与吉林省接壤，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为邻，西南与河北省毗连，以鸭绿江为

界河，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江相望，南濒浩瀚的渤海和黄海。

(二)气候特征

辽宁省地处欧亚大陆东岸，属于温带大陆型季风气候区。境内雨热同季，日照丰富，冬

冷夏暖，春秋季短，雨量不均，东湿西干。全省年日照时数2100h"2600h。

全年平均气温在7℃～ll℃之间，受季风气候影响，各地差异较大，自西南向东北，自

平原向山区递减。年平均无霜期130～200天，一般无霜期均在150天以上。辽宁省是东北地

区降水量最多的省份，年降水量在600mm+--l lOOmm之间。

东部山地丘陵区年降水量多在1 lOOmm以上；西部山地丘陵区与内蒙古高原相连，年降

水量在400mm左右，是全省降水最少的地区；中部平原降水量比较适中，年平均在600mm

左右。

(三)人口

辽宁省现有总人13 4171万人，占中国大陆人1：3总数的3．4％。在各省、市、自治区中居

第12位。其中城市人口2130万人，占总人口的52．13％。

二、区域地震地质烈牛

辽宁地处华北断块区北部，由辽东断块隆起带、下辽河一辽东湾断块凹陷带及辽

西断块隆起带组成。按照地震力学划分的构造体系，辽宁处于阴山一天山巨型纬向构

造带与北北东向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交接复合部位。其中辽东和辽西断块隆起带分别对

应新华夏构造系的第二和第三隆起带，下辽河一辽东湾断块坳陷带则对应，新华夏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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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系的第二沉降带。中国东部著名的郯城一庐江断裂北延带沿下辽河一辽东湾断陷纵
贯全省，是一条重要的地震活动带。新构造运动在省内东部和南部比较活跃，主要表

现为差异性升降运动，断裂新活动，伴生岩浆喷溢、温泉出露和地震活动(见图1．1．1～
1．1．4)。

‘

，．、
， ’

，

等。彩2夕．渐

厂～j
I №

嚣>。≯。j旷 -‘

叠、，， 繇夕％o． 拗锈畚新?汐承(．鼢、i
‘“V≯

、卜o
≮坚一

)
、

＼一’
，7 》粼

／ 团m_‘ 田_生代皇最警

∥(
固忙‘团≈lall
回_生- 日肃固雌着-嗣
固卞童- 日一__-
圃古生- 回五曩n上鼍-

』 回_‘i‘

图1．1．1辽宁省地震地质图

辽宁地震活动与华北地区具有整体性，属于华北地震区内中等活动水平的地区。区内多

数地震发生在上部地壳lOkm～20kin深度范围内，并且分布在隆起与凹陷的边缘、活动断裂
带内的强烈活动地段以及中、新生代断陷盆地的边缘和深部构造变异带上。

在大地构造分区上，辽宁省大部分地区属华北断块区。辽宁全区可分为3个基本

构造单元，即辽东断块隆起带、下辽河一辽东湾断块拗陷带、辽西断块隆起带(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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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辽宁省新构造运动图

(一)辽东断块隆起带

南以渤海中部断陷为界，东到黄海，西止郯一庐北延带，包括整个辽东半岛。鞍山运动

使太古代地槽褶皱回返；辽河运动全区隆起，使前震旦系结晶基底裸露，厚达lOkm，形成

东西构造线和岩浆喷溢活动。在太古代凹陷带内，接受中、晚元古代—古生界沉积后，全区

抬升，直到燕山运动，仍发生强烈的断裂运动并伴随着岩浆喷溢活动，在差异性抬升运动中，

形成巨型辽东断块隆起带。在喜马拉雅褶皱旋回期(简称喜山运动)，断块仍持续隆起，造成

新生界的沉积不发育或缺失。

(二)辽西断块隆起带

位于辽宁西部，东到郯庐北延带，北以赤峰—开原断裂为界。前震旦系结晶基底形成东

西向构造线。自中元古代在内蒙地轴南侧形成轴缘凹陷，接受厚度巨大的燕山型中、上元古

界和华北型古生界沉积。本区广泛发育有吕梁期一燕山期花岗岩。经燕山运动，形成相间排

列的北东向断隆与断拗。伴随边缘断裂活动，花岗岩浆强烈侵入和喷溢，形成北东向花岗岩

带及火山碎屑岩。到了新生代，呈缓慢间歇性上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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