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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山东省防震减灾工作始白 1969 年渤海 7.4 级地震，至今已走过了 40 年的历程。

40 年来，防震减灾工作经历了诸多的风风雨雨，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艰卒的探索。

40 年来，全省地震工作者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知难而进，锐意拼博，在全国防震减

灾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40 年来，山东省的防震减灾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到

大，倾注了几代领导集体和广大地震工作者的汗水和心翩。 40 年的历程，已成为历史。

但 40 年的丰硕成果， 40 年的管理经验， 40 年的敬业精神， 40 年的技术沉淀， 40 年的

人才积累……，都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对于这些，历史必将铭记，我们决不忘记!

为迫寻山东省防震减灾事业 40 年的历史足埠，铭记山东省防展减灾工作者的优良

传统，展示山东省防麓减灾事业的重要成果，作为纪念山东省防震减灾工作 40 周年的

要内容，山东省地麓局办公室组织专门人员编辑了《山东省地震局大事记

0969… 2008 )))。该书本着突出大事、尊重事实、要素齐备、吉简意贩、一事一记的原

则，按照时间顺序对山东省防震减灾 40 年发展历程中的历史事件进行了编录。

成书匪易，编修维艰。《山东省地震局大事记( 1969-2008))) 虽非修志， í且其工作

最依然很大，编篡历时半载，数易其稿，饱含了全体编篡人员的辛勤劳动。尽管大事

记编篡己就，但遗漏、差错难免，望同志们不吝指正。

《山东省地震局大事记 (1969…2008))) 付印之时，正值全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之际，借此寄意全省地震系统干部职工在新的形势下，问心同德、锐意进取，为

山东省的防麓减灾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梯队
-00九年七月十二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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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地撬局大事记

1969 律

7 月 18 日

13 时 24 分，渤海 (N38 0 12\E119 0 24' )发生 7.4 级地膜。山东思民地区最利县

大部分地区、利津市和沾化县部分地区受灾严盒，多处出现地裂、地陷、油水罔沙、

府周(倒塌破坏，烈度为Vllf应:山东蝶:Ijj、烟台以及河北、

遭受一定程度破坏，烈度为VI度。

、辽宁等沿渤海地区也

这次地膜共造成山东境内 9 人死亡， 353 人受伤， 35 人道伤。烟台地区 2 人死亡，

198 人受伤，其中 18 人重伤:吕跚地区 3 人死亡， 73 人受伤，其中 8 人重伤:惠民地

区 4 人死亡， 73 人受伤，其中 7 人重伤;淄博市 9 人受伤，其中 2 人重伤。造成房屋

倒塌或严重破坏不能居住的共 28554 间，其中惠民地区 18776 间，吕橄地区 4757 间，

烟台地区 4600 间，淄博市 421 间。黄县主屋水库土坝 2 处塌方，分别长 160 米、 58

米，高 23.3 米、 16.6 米:平度黄山水库大坝、临胸冶源水库大坝有滑坡。这次地震有

感范围很大，东至山东威海，西至河北隆尧，南至山东苍山，北王三辽宁彰武。

党中央、国务院对灾区人民十分关心。震后当晚，周恩来总理亲自召集会议，对抗

震救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次日派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副组长刘雨尧赴灾区慰问视察。中

央及地方有关单位共计 117 人，组成 13 个考察队深入灾区进行了考察和宣传。国务院

紧急调拨 200 万元用于抗震救灾。时值主汛期，各地军民对有塌方滑坡的黄县犀水

库、临胸J台源水库、平度黄山水库以及黄河险工段连夜进行抢修，确保了无次生水灾

发生。

8 月 18 日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在滞坊建立山东省地震工作中心站，负责全省地震监测和地震

危险性分析。张书修为山东省地震工作中心站负责人。

9 月 15 日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在昂昂建立临时地震观测站，开始观测地电，监

视渤海震旺的余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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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7 日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杨得志司令员主持核心领导小组会议，昕取地震工作汇报，作

出重要指示，决定在山东省革委生产指挥部直接领导下，成立山东省地震办公室，负

责全省的地震工作。山东省地震工作中心站具体负责全省地震台站的业务指导和分析

综合工作。责成昌蝶、临沂、泰安、荷泽地区革委会及有关县、市革委会除分管领导

外还要配专职干部具体负责地震工作。决定在有关地区抽调干部到中央派来的地震台

站学习业务，开展地震工作。

9 月

石油部、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地质研究

所和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在滩坊市及其近郊建立了滩坊地磁台、雌坊 168

地震站(设重力和地电两种观测项目，后改称良种场地震站)、大吁河地电台和雌坊

双磁台(感应磁变仪和无定向磁力仪) ，监测渤海和周围地区的地震活动。

9 月

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在安丘县建材厂(后改为雌坊建材厂)院内建安丘 101 地震

观测试验站，观测方法为电感地应力。地质部第一物探大队在同→地点建 161 地震观

测站，观测方法为地应力超声波。

10 月 24 日

建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地震办公室，归口省科委。李希平为山东省革

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地震办公室负责人。

10 月 24 日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决定，山东省地震工作中心站由昌雄地区革命委员

会代管。

本年

在济南长清设立地应力站，使用 6035 型万用电桥监测地应力。

1970 军

3 月 31 日 -4 月 7 日

9
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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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地震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军代表董铁城出席会议

并讲话。他强调了两个问题，地震工作的重要性和我国地震工作的道路问题。

7 月

莱阳地震台更名为烟台地区地震工作综合台，行政上隶属烟台地区革命委员会生

产指挥部科技办公室管理。(莱阳地震台是 1968 年春，由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在莱阳农学院果园用维开克摆单分向地震仪进行试记，后又将摆房建在学院后山， 1968

年 11 月技测。)

8 月 10 日

02 时 29 分 56 秒，曲阜 (N35 0 42' , E116 0 53' )发生 Ms 4.6 级地震，震中烈

度为VI度。这次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造成年久失修或地基较差、结构不合理房

屋的倒塌。

地震发生后，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和山东省政府的领导高度关注，马上打电

话询问地震情况，省地震办公室和省地震工作中心站组成 10 人调查组当天赶赴灾区，

在汶上、宁阳、究州、曲阜、邹县进行了实地宏观调查和宣传。另外，为扩大宣传，

还派出蓬莱地震宣传队到济宁地区进行巡回展览。

9 月

山东省地震工作中心站建五里堡地震站，该站由地质部第一物探大队在临沂选址，

设地应力、地电两种观测项目。

10 月 4 日

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批复，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将长清、安丘两个地应力观

测站移交给山东省地震办公室管理。

10 月 7 日

中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第 85 次会议原则同意《关于组建山东地震工

作队问题的商谈纪要》。

11 月 13 日

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复函中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原则同意《关于组

建山东地震工作队问题的商谈纪要》的意见。

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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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 日

组建泰安地区革命委员会地震办公室。由泰安地震台以山东省泰安地区革命委员会

地震办公室的名义开展工作。

12 月 12 日

04 时 16 分，临清县西南 CN36。毡" E115。毡， )发生 4.3 级地震，震中烈度为V

度。地震发生后，省政府非常关心，立即责成省地震办公室和省地震工作中心站组成 5

人调查组会同聊城地区的同志赶赴地震现场，作了为期 7 天的震情调查。据调查，有

几个村庄房墙裂缝，个别土墙倒塌，但无人员伤亡。

12 月 15 日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以 476 号文《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关于撤销山东省地

震工作中心站和组建山东地震工作队的通知)) ，撤销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地震办公室与

山东省地震工作中心站，组建山东地震工作队。工作队下设政工组，由冯元贵、汤天

文任正副组长:办事组，由杨鹤声任组长:业务组，由高维明、王怀琛任正副组长。

全队共 40 余人。

12 月 26 日

昌雌地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根据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门0) 第 476

号文，组建山东省昌雄地震综合台。

本年

泰山地震台改属泰安地区计划委员会管理(后改属地区科委) ，更名为"山东省

泰安地区地震台"并承担群测群防业务，先后组建了全区 10 个县、 3 个矿务局群测

网点。 (1966 年国庆前夕，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魁三、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

研究所副所长谷景林前来山东协商建台，在现泰安台用维开克摆、 581 型电子笔绘单分

向记录仪进行试记，选定此台址。 1967 年 2 月建成记录室和摆房，正式投入观测。同

年 12 月移交山东省科委管理。)

1971 1:手

1 月 1 日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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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 日

组建泰安地区革命委员会地震办公室。由泰安地震台以山东省泰安地区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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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时 16 分，临清县西南 CN36。毡" E115。毡， )发生 4.3 级地震，震中烈度为V

度。地震发生后，省政府非常关心，立即责成省地震办公室和省地震工作中心站组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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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村庄房墙裂缝，个别土墙倒塌，但无人员伤亡。

12 月 15 日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以 476 号文《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关于撤销山东省地

震工作中心站和组建山东地震工作队的通知)) ，撤销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地震办公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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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记录仪进行试记，选定此台址。 1967 年 2 月建成记录室和摆房，正式投入观测。同

年 12 月移交山东省科委管理。)

1971 1:手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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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组建的山东省昌津地震综合台在雄坊市滩坊区行政街 4 号新址开始办公。

1 月 14 日

经中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政工办公室核心领导小组批复，建立中共山

东地震工作队临时支部委员会，由张林森、王克温、霍友学组成。张林森任临时支部

书记、军代表，王克温任临时支部副书记、负责人，翠友学为军代表。

1 月

组建临沂市地震综合台，同时组建临沂地区地震办公室，合署办公。

1 月

长清应力观测站交地方管理，实行以长清县领导为主，山东地震工作队为辅的双

重领导体制，业务、经费、器材由泰安地区地震台代管。

3 月 15 日

中国科学院召开计划座谈会，就贵阳地球化学所参加地震工作的人员和台站下放

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协商。会议由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刘英主持。议定将贵阳

地球化学所参加河北、山东、云南、贵州等四省地震工作的 30 名工作人员和台站，基

本上按原人、原站、原设备移交各省地震队。

4 月 30 日

建立嘉祥地震台。借用嘉祥县第一中学五间化验室，使用 64 型地震仪投入观测。

同年 12 月基建竣工后搬入新记录室。

5 月 10 日 -17 日

全省地震工作座谈会在昌邑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批修整风和经济建

设等方面的重要指示，以及杨得志在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传达贯彻了中国

科学院计划座谈会精神，讨论制订了一九七一年全省地震工作计划和开展四好台站运

动的意见:组织了参观学习，交流了工作经验。

6 月 9 日

印发《山东地震工作队开展囚好台站运动的意见》。

6 月

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 101 地震观测试验站和地质部第一物探大队 161 地震观测站

F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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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为安丘县荆山洼地震站。

6 月 30 日

临沂王桥形变观测站迁至临沂市相公庄镇。

8 月

国家地震局下发《关于物探大队 146 队下放交接的意见)) ，拟将在山东工作的地

质部物探大队 146 队 81 人，连同仪器、装备成建制下放到山东地震工作队。

8 月 11 日

相公庄观测站水准测量开测。跨沂水一汤头断裂，测线布局为断层位移型，分近东

西 CEW259 0 39' )和近南北 CSN93 0 9' )两条测线，测线长度分别为 800 米和 410

米。使用 Ni004 水准仪，每日测一单程。

9 月

国家地震局确定泰安地震台为国家基准地震台，承担山东省、华北地区地震活动

监测和国内外大震速报、国际资料交流以及核爆破监测任务。

9 月 -11 月

根据中央地震办公室《关于地震台站下放交接工作的几点意见)) ，中国科学院地球

物理研究所等有关单位与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商定将安丘常家庄、安丘荆山

洼、摊坊、雄坊良种场、大吁:可、昌邑、昌乐(五图)、临沂、相公庄、汤头、苍山、

临沂五里堡、长岛、招远等 14 个台站和地质部第一物探大队 146 队移交山东地震工作

队管辖。

10 月 5 日 -14 日

全省测震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在泰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综合台、地震台代表 20

余人。会议总结了测震方法和倾斜仪方法预报地震的经验，交流了测震仪器使用方面

的情况。

10 月 20 日

组建山东地震工作队流动队。

11 月 10 日

组建德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地震办公室。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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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2 日

印发《地震台站工作守则暂行规定》。

11 月 27 日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向山东地震工作队移交由地质研究所协助雄坊、临沂、泰安、

荷泽安装的地磁仪器和设备。

11 月

筹建德州地震综合台。

本年

组建长岛地震台，归烟台地震工作综合台管理。

1972 军

6 月 17 日

烟台地区地震工作综合台迁至烟台市区芝宋区南山公园内，在原址仍保留测震观

测项目及部分人员，名称为莱阳地震台，由烟台地震监测中心台管辖。

6 月

新增荣成地震台，使用 64 型地震仪投入观测。

8 月

国家地震局在《关于基本建设项目要求提供地震烈度的通知》中，指定山东省地震

工作队承担山东省内的地震基本烈度鉴定工作。

9 月 19 日

划归山东地震工作队的地质部第一物探大队 146 队更名为山东地震工作队地震地

质队。

10 月 10 日 -18 日

全省地震台站工作会议在临沂召开。省科技办副主任于惠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

全国台站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台站管理，研究工作和测报质量问题，进行了地震预报

经验交流:昕取了国家地震局刘蒲雄和地球物理所安昌强的学术报告。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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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后的德州地震综合台与德州地区地震局合署办公。

本年

开始地形变(水平)流动观测，主要仪器设备有 Ni007 水准仪 5 台、 Ni002 水准仪

1 台、苏产 I 基线尺 1 套、 Ni030 经纬仪 2 台、 NiOlO经纬仪 1 台、 ]CY-2 型测距仪 1

丘A
口。

3 月 31 日

1973 军

组建昌津地区革命委员会地震工作办公室，与滞坊地震监测中心台合署办公。

5 月 23 日

中共山东省革委生产指挥部科技办公室核心领导小组决定成立中共山东省地震工

作队临时总支委员会，由朱砚东任书记、王克温任副书记、杨鹤声任委员。

6 月 10 日

组建威海市地震观测点。

9 月 24 日

19 时 55 分，威海市西北约 30krn 的黄海 CN37 0 46' , E121 0 55') 发生 3.8 级地震。

地震发生后，烟台地区地震工作综合台派人分别去威海、牟平离震中较近的两个县进

行了调查，并用电话向荣成、福山、文登、栖霞、蓬莱、莱阳等县了解震情。

本年

山东地震工作队根据国家地震局"编制全国和各省(区)地震烈度区划图"的要

求，成立了地震烈度区划编图组，探求山东省未来百年地震活动的趋势和可能发震的

地段，给出未来百年内山东地震基本烈度分布状况，为山东的国民经济建设和地震监

测布局提供依据。

1974 年

6 月

参加渤海地震工作协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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