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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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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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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山东是一个多地震的省份．内陆及沿海分布着著名的郯庐、聊考和燕山一渤海

等大型地震活动构造带．有历史地震记载以来，山东及近海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

70余次，其中发生在20世纪就有lo次。公元1668年郯城8％级地震是我国东

部强度最大的地震，死亡在册人丁5万余人．地震给山东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给社会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

山东省也是全国使用现代仪器观测地震和研究地震最早的省份之一．1908

年，青岛观象台采用维歇尔特(Weichert)地震仪开始记录地震，这是山东省使

用现代仪器记录地震的最早开端。1966年邢台地震后，全省相继建设了泰山、苍

山、莱阳、长清、安丘、潍坊等一大批地震观测台站。几十年以来，这些地震台

站积累了大量的宝贵观测资料，在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科学研究等领域发挥了重

要作用。

编制《山东省地震监测志》是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山东省地震

监测历史的全面总结和回顾。作为一部重要的史料性文献，它的出版对促进山东

省地震监测工作的现代化和地震科学技术的进步将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也将有

助于进一步推动山东省防震减灾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山东省地震局局长 漏涝蠡
2007年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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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山东省地震监测志》(以下简称《监测志》)是一部系统介绍山东省地震

监测工作发展过程的资料书。 《监测志》记述了1908年到2002年6月期间山

东省地震监测工作的主要内容，反映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山东省地震监测工作的

发展历程，也是详尽描述山东省地震监测工作逐步发展壮大的历史缩影．监测

志的编写既是中国地震局对各省监测工作的一次全面汇总，同时也是山东省地

震局总结全省地震监测工作、探索地震监测台网发展规划，不断完善防震减灾

三大工作体系的重要机遇。

本《监测志》的编写，是以山东省地震局1988年组织编写的《山东省地震

台志》(1989年，学术期刊出版社)为基础，对原《山东省地震台志》的内容

进行了选取和修订，并着重增加了自1988年至2002年6月监澳,l_r--作发展的内

容，尤其是“九五”期间数字改造的部分内容．

在《监测志》的编写过程中，对各地震台站、省地震地质队、省地震预报研

究中心等专业监测网点的资料进行了详尽的归纳整理；还对全省地方台站、企

业台站及地震群测网点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分类和整理．为确定各单位具

体情况详尽地查阅了有关行政档案、科技档案、台站档案，还专程访问了离、

退休老干部，并多次、多方位核对有关资料。 《监测志》中的各项内容，力求

以清晰简明的图表说明为主，坚持数据的准确性为第一要素．目的在于使《监

测志》既能成为山东省地震监测工作发展历程的介绍性书籍，又能成为对地震

系统内部专业人员及科研管理人员具有实用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监测志》是由山东省地震局科技监测处统一组织，山东省地震预报研究中

心、山东省地震地质队，各市地震局及各地震台站等单位共同参加编写的．《监

测志》从各个监测台站(网)的发展过程、地震地质条件，地理自然条件、仪

器类型、主要参数、重大事件、观测资料等各方面进行了叙述．从仪器到资料、

从设施到人员、从参数到科研、从基建到仪器布设等等，多角度，多方面描述

了山东省监测工作的整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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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志》共分七章。第一章概述山东地震监测系统，包括地震监测发展简

史，地震台网的构成和布局、地震监测队伍状况以及地震监测管理模式和监测

成果等；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主要介绍各地震台站的地理位置、所在区域

和台站概况、监测项目、仪器配置、仪器参数以及台站工作人员结构和监测成

果等，其中第二章介绍国家级地震台站，第三章介绍省级地震台站，第四章介

绍地方及企业地震监测台站；第五章描述全省地震遥测台网的发展情况，主要

包括遥测台网的规模、功能、发展进程、仪器装备、数据传输及处理等；第六

章主要介绍山东省深井水动态观测网的发展过程；第七章主要介绍了流动监测

项目、工作状况、观测资料情况等内容。

本志的编写工作量大、参加单位和人员多、时间跨度长，总计参加资料整理

的有70多个单位。提供资料的单位包括17个市地震局、26个专业地震台站，4

个台网中心、地震地质队、山东省地震预报研究中心及企业地震台站等单位．

最后的审稿、定稿、编辑等工作由地震监测志编写组完成．在此，对各单位参

与《监测志》编写人员的辛勤劳动一并表示感谢．各单位主要参与编写的同志

有：周焕鹏、杨培根、韩海华、刘洪瑞、刘峰、王树鼎、李定波、张京华、闫

洪朋、邹钟毅，徐青、闰德桥、张瑞桥、王玉泉、季昭元、刘作华、徐波、刘

法立、潘双进、李润贤、安勇、罗玉芹、张健、初淑玲、鲁成义、吴孔兵等．

鉴于人员较多，篇幅有限，在此恕不一一列出．

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省地震局、各市地震局、各台站的领导和离退休老干部

的热情帮助．在全省各市地震局、各台站领导及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下，使得此

志得以按时完成，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所掌握和收集的资料有限，加之书稿多次补删改写，采择取

舍不尽一致，同时鉴于编者经验不足，其间难免存在差错和不足，敬请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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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震监测概述

山东地震监测系统指山东省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地震监测网络，南起北纬34。23 7，北至

38。15 7，西起东经114。20’，东至122。43’。

山东省地震监测系统由国家级台站、省级台站、流动监测网、地方企业台站、群测骨干

点、宏观观测点构成，通过山东省数字测震台网、数字前兆台网、地下水动态观测网、流动

监测网及地方地震监测网将各监测站(点)连成一体。全省有人值守台站26个(图1．1)，其

中，国家基准地震台1个、国家基本地震台6个和省级地震台19个。

国家基准地震台站：泰安基准地震台。

国家基本地震台站：聊城地震水化试验站、郯城马陵山地震台、烟台地震监测中心台、

安丘地震台、菏泽地震监测中心台、东营胜利油田地震台。

省级地震台站：潍坊地震监测中心台、昌邑地震台、临沂地震监测中心台、苍山地震台、

费县地震台、沂水地震台、相公地震台、嘉祥地震监测中心台、邹城地震台、济南地震台、

长清地震台、青岛地震台、荣成地震台、莱阳地震台、长岛地震台、五莲地震台、莒县陵阳

地震台、无棣大山地震台和德州地震台。

图1．1 山东省专业地震台站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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