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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学部委自、

国家地震局科学顾问

丁国鞠先生于一九九一

年五月三十日考察太撷，

树坝址时，为“中卫县

地震志》题写书名，

·全佩编审

／、ui寺杉。

·㈣⋯年J[)月．自

冶区副主席李成玉

左中卫箕馆套见国

家地震局专家组成

女．讨论大御埘工

程地震。

旦孓遏r◆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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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县地名

☆、世室倪滩水牵

见测站。



·首届中卫县

地震科技夏令营

奎体营女和宁夏

人欠有关领导在

六盘山合影。

嘲’‘

·营*在六盘山“长

纪量子”留影。

．营日在六盘山考察地震地质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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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县地震志》是按照中卫县人民政府的统二部署和要求编

纂而成的。它全面记述了本县地震活动和监测预报的历史与现状，

介绍本县地震地质构造以及地震区划。旨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它是政府行政管理、经济、国防建设、科

技等方面的一部专业参考书。也是研究制定本县防震抗震对策的重
’

要资料。

+《．中卫县地震志》运用现代地震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借鉴现代

方志学的新成果，创科技志的新特点，采取述、记、志、传、图、

表、录体裁，以记述地震事件为核心，立论有据，出言有物，．存真

求实，详今略古，并融知识性、史料性、科学性为一体。题材广泛，

涉及内容丰富，表达形式多样，图文并茂，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

点，比较系统地反映出与地震有关系的自然、人文社会状况。

地震事实的反映，主要以本地历史、强震震害、地震地质构造

和地震监测预报为主，兼收部分有关地震志方面的重要文献、古迹、

碑文、照片、民谣等。全书共分十三章、四十八节，记述地震七十

一次，图表三十五张，照片三十二张，约十五万字。

志中引用的各类专业数据均采用有关史料和自治区有关部门及

统计、管理部门的数据，方位距离均采用直线数字。

中华K．国22年前(公i1932年)，中宁、中卫为一县，曾多次

发生中强地震，又多遭邻区强震波及破坏，‘乾隆版本《中卫县志》

p



中都有记载。趋于史料的局限，不好将卫宁

之卫宁地质构造类同，所以将中卫、中宁历

合一记叙较为科学。。‘，．

．志中有关论点论据和技术性较强的资料

行校释。

编纂地震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经验不足，撰写水平有限，

谬误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和读者不吝赐教。

●

宁受中卫县地麓工作办公室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之一。它巨大

的能量使人们成年累月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毁于一旦，使数以百计

甚至数万、数十万人丧生于瞬间。一次特大地震给社会进步、文化

繁荣、经济盛昌、社会安宁带来的破坏和影响极其严重。因此历代

地方志史在“灾异一或“详异"篇目中都有地震的记述。尽管这些

或详或略的记载只是灾害的梗概，但几千年的文字记载对今日进行

地震研究，认识地震规律，减轻地震灾害与损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

中卫在历史上是一个发生中强地震较多的地区。《中卫县志》

(清乾隆本)和《中卫续修县志》，(道光本)记述了1561年中宁呜沙

7．25级地震，1709年中卫南7．5级地震和1852#-中卫北6．O级地震，

这些文字记载对认识中卫地区的地震发生规律和抗震防灾有极大的

补益。 ·

●

中卫县历届党委和政府对地震工作十分重视，对地震监测预报

和抗震防灾工作给予极大支持。早在1965年地震专业部门就在中卫

建立地震台，监测记录中卫及邻区地震活动。1970年全国第一次地

震工作会议后，正式建立县级地震工作管理机构和群众业余测报网

点，坚持贯彻我国新时期地震工作方针，在各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这些工作对探索地震预报，提高民众地震知识和防灾意识有着积极

的作用。用文字记实为今后地震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系统研究提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半富的素材，这正是《中卫县地震志》的编纂目的。

《中卫县地震志》是本区第一部专业志。由此可见，我区的地

震预测预报和抗震防灾工作已有较大的进展。可以预见，不久的将

来各县的地震志也将陆续编纂出版，这将对研究我区的地震监视预

报，抗震防灾奠定基础，也将为各级地方政府制定抗震防灾对策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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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自

难也极为

惨重·

中卫地区由于多组地质构造相复合，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中强地

震，又多遭邻近地区强震波及破坏，不仅夺去人们的生命，造成巨

大的经济损失，并且可由此而引起极为深刻和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地震工作。通过各

种手段监．测预报地震，开创中卫地区地震工作新局面。

《中卫县地震志》作为地方志丛书的一部，记述中卫地震活动的

历史和现状，反映千百年来人类．同大自然灾害斗争的兴衰、迁徙，．

拓展。’

《中卫县地震志》按照科技志的特点，运用现代地震社会学基本

理论，突出了地震活动，章节区别于一般志书的排列。编排上图文

并茂、独特新颖，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对今后研究制定防御对策，

考虑经济发展规划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是中卫灾害史较为全面、准

确，客现、真实的一部志书。

袭前人之记事，记今朝之精实。地震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

作。吸取历史上血的惨痛教训，加强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专群

结合，多路探索，深入研究地震成因，提高监测顼报水平；减轻地．

一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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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灾害，更好地建设一个繁荣：富裕、文明的新中卫，而发挥地震

科学盔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

-■■■●■■●o__-__-．—．．．．．．—一

注。李献患系中卫县人民政府碍县长。

李献忠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现代

地震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借鉴现代方志学的新观点，详今略古，客

观地反映地震活动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断限上限不限，力求详述，并尽力追本溯源，下限断

止1990年。．

三、本志以章、节、目为序，采用语体文记述，横排竖写，图

文并茂。设概述、大事记、主志内容，附录垫后。共13章48节59目。，

四、历史地名、职官、计量一律用当时称谓，必要处括号内加

注释。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

六、数据除少数引用1日志，史料和有关资料外，一律以地震部

门和统计部门数据为准。
。|

：

七、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类档案、图书、县志、报刊和地震部门，

一般不再注明出处，必要时随文注释。

，八、图例随文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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