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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芦山地震波4分钟传到临沂
专家称，郯庐地震带8级地震复发周期约3000年而非400年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1668年7月25日晚(康熙七
年六月十七日戌时)在山东南
部发生了一次旷古未有的特
大地震，震级为8 . 5级，极震区
位于山东省郯城、临沭、临沂交
界，震中位置为北纬34 . 8°、东
经118 .5°，极震区烈度达Ⅻ度。
由于极震区大部分位于郯城
县境内，故称为郯城地震。

这次强烈地震有震害记
载的地区达19万平方千米，
其中郯城、临沂、临沭、莒南、
莒县、沂水、新沂、宿迁、赣
榆、邳州等遭受极其严重破
坏，山东大部、江苏和安徽北
部1 5 0余县均遭受不同程度
损失，连日本等地都有震感，
是有史以来我国东部破坏最
为强烈的地震。

据史料记载不完全统计，
直接死于郯城地震的人数超过
5万人。其中最惨重的为郯城、
临沂、莒县等极震区，死亡人数
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多被
建筑物倒塌压死。几乎所有县
志都有记载，据初步统计，受
到破坏的共有144县。

这次极震区强烈地震造
成河堤严重破坏、大型水库堤
坝因地震产生垮塌造成严重
的水灾。从记载看，至少有10

座城市在地震中遭到了洪水
的袭击。

马陵山地震台原名郯城地
震台，位于郯城县泉源乡。是
1975年海城地震后，为加强郯庐
活动断裂地震监视与研究而建
立的；山东省地震局和临沂地
区1975年3月到马陵山选台，由
中共郯城县委与部队联系，并
经济南军区同意该台使用马陵
山战备山洞；1975年3月5日开始
改建洞室，同年5月竣工，山洞
进深1515米，山洞整体均为钢筋
混凝土结构，洞顶覆盖约70米，
洞室年平均温度为16℃，年温
差小于0 . 2℃，适宜安装地震监
测仪器。

4月20日，芦山发生7 . 0级

强烈地震。公众对地震给予了

密切关注。4月25日、26日，省委

宣传部、省地震局联合组织了

“防震减灾走基层”活动，探访

了我省历史上曾发生8 . 5级强震

的郯庐地震带，并对地震监测过

程进行了探访。我省一些老城

区和农村地区如何做好防范，

也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山东与江苏交界的郯城麦坡
地震遗址上，1668年7月25日发生在
这里的8 .5级大地震，地层“倒转”的
遗迹仍然清晰可见。在现场看，黑色
岩石压盖于红色和黄色土层之上；
在卫星图像和航空照片上，地震断
层两侧黑红分明，如同被刀齐齐地
切割过。黑色的岩石是砂砾岩，大约
形成于恐龙时代，距今一亿五千万
年至一亿六千万年左右，而黄色土
层是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地层，“一步
之隔就跨越了一亿年”。

山东省地震工程研究院研究
员王华林说：“25年前，我们进行了
鲁南地震区划重新评定工作，进行
了活断层填土、地震断层开挖、断
错地层碳14年代测试和古地震研
究，经综合分析，得出结论，郯城地
震断层的8级地震复发周期大约是
3000年左右，而不是此前的400年。
鲁南地区地震危险性重新评定使
临沂地区的地震烈度明显降低，为
临沂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
了科学依据。”

临沂市地震局副局长闫洪朋
说，麦坡活断层是中外闻名的地质
奇观。然而由于自然风化、人为破
坏加上保护不力等原因，目前这一
地质奇观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进
一步加强保护迫在眉睫。记者了解
到，目前这片遗址已经有了初步的
保护规划方案。

一步之隔跨越亿年

恐龙时代岩石

紧靠万年前地层

格相关链接

1668年大地震

150余县受损

郯城地震

遇难人数超5万

马陵山地震台

建在战备山洞

王华林研究员在麦坡遗址，用手清晰分出两大板块。

33年坚持监测地下水

观测点每天采集地表千米以下水波
4月2 0日，雅安芦山发生

7 . 0级地震，4分钟后，地震波传
到了临沂马陵山地震台。观测员
杜德凯说：“我简单测算了一下，
发现在西面，2000公里以外，并
在3分钟内立刻将监测结果上报
到了省地震局。”

马陵山地震台四周被麦地包
围，地处山区，远离城市，车流量

小，周围没有厂矿等其他可能对
监测造成影响的因素。据马陵山
地震台台长鲁成义介绍，地震台
始建于1975年，经过30多年的发
展，台里已配备测震、形变、电磁、
流体四大学科观测仪器21套，监
测手段也已实现从人工模拟时代
到全数字时代的飞跃。

在莒南一处水井有观测点，

每天观测人员都会测量断裂带
附近承压水的高程变化。尽管已
经实施了数字化改造，数据可以
实时传送到省地震局，但坚守鲁
14井33年的59岁独臂监测员王
金亮仍然每天坚持采集地表
1000米以下的地下水情况，根据
波形变化，计算出当天平均值，
上报存档。

临沂市地震局一位工作人员
回忆说，临沂地区以前嫁女儿，都
会陪嫁一张铁床。“这张铁床是钢
管焊接，就是为了防震。”

26日，记者来到莒南县大峪
崖村。村民闫女士告诉我们，她
家里花了15万元，按照省地震局
专家提供的工程图，盖了一套框
架结构的住房，邻居们纷纷效
仿，如今这个村子70多户人家都
已经住上这种房屋。

大峪崖村民房的建设图纸

就是由省地震局和省建设厅在
开展农村民居地震安全示范工
程时共同设计推出的，总共有17
种农村民居建筑抗震设计方案。
省地震局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图
纸是根据农村特点设计，具有很
好的实用性和抗震效果。据临沂
市地震局副局长庄乾元介绍，新
建的这种民房，都是按照抗震8
度来设防，通俗地说就是“小震
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

中国地质调查队调研员栾锡

武2011年底曾到汶川、都江堰震
区走访。他发现经过加固后的汶
川小镇，大部分建筑是钢筋框架
结构，抗震能力大幅提高。“雅安
倒塌最严重的，正是旧房屋较集
中的老城区。”栾锡武说，在防震
减灾上，北美加拿大的维多利亚
半岛，同样存在板块运动的地震
多发带。当地居民对维多利亚可
能爆发地震的情况非常清楚，都
做了提前准备，加固了房屋。“抗
震建筑不应迟到。”栾锡武说。

过去女儿嫁人陪嫁铁床

如今临沂新建民房按抗震8度设防

我省救援队员每天背50斤物资在雅安奔波救援

“山上滚石就落在我眼前”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钢

27日，赴四川雅安参与地震
救援的山东省红十字蓝天救援队
完成救援任务后，顺利返回济南。
参与救援的队员们，向记者讲述
了他们的救援经历。

菜贩丢下菜摊

送队员进灾区

27日下午，济南遥墙机场，孔
女士怀里抱着6个多月大的女儿，
在焦急地等待着从成都飞来的航
班。当天，她的丈夫，山东省红十
字蓝天救援队队员李华和他的队
友们在完成救灾任务后，将返回
济南。她想给丈夫一个惊喜。

20日8时02分，四川雅安发生
7 . 0级地震。半个小时后，正在北京
参加门头沟台胞搜救的山东省红
十字蓝天救援队，接到通知集结待
命准备赶赴灾区。“我们迅速从北京
赶回济南，拿齐装备后就赶赴机
场。”队长王骁宙说，第一批6名队员
乘飞机赶往成都，第二批8名队员开

车携带较大装备奔赴灾区。
为了能尽早赶往灾区，在距离

灾区芦山县还有四五十公里时，队
员们背起装备开始跑步挺进灾区。

“21日天快亮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一
些商贩，开始出摊。”王骁宙说，这些
商贩看到他们是来救援的，摊位也
不顾了，骑上摩托车就送他们进了
灾区。“给他们钱，他们也不要，这种
支持太让我们感动了”。

滚石落下前

拽住两名志愿者

“去的时候，路还不通，余震不
断，塌方、山上滚石随时可能发
生。”队员石金华说，队员们还要背
着装备和两天补给，每个人还背着
20多瓶大输液罐，“每天队员们出
去，都要背着不下50斤重的东西。”

虽然背的东西很重，但他们还
要灵巧地躲避山上掉下的石头。

“有一次，一个石头就在我们眼前
滚过去。”李华讲述了他们一次惊

险的经历，“当时在一个很陡的坡
路上，一次强烈的余震到来。”后来
他们才知道那次余震5 .4级。

“当时感觉有人在背后推了
一下似的。”队员王伟说，因为经
过长期训练，他们都本能地喊，

“看山”。在他们前面正好有两名
志愿者想低着头跑过去。“我们一
下子把他们拽住了。这时，一个大

石头正好落在我们面前。”
“本来我们带的补给，可以用

20多天。”王骁宙说，但因为他们
还要接收一些志愿者，占用了一
些物资，在七八天的救援中，他们
共接收四五十名志愿者。王骁宙
说，“救援是需要一些专业技能
的，我们建议没有专业技能的人
最好不要去。”

27日，山东省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完成救援任务后，顺利返回济南。

郯庐断裂带是

“长寿”深断裂带

在我国境内延伸2400多
公里，切穿中国东部不同大地
构造单元。是地壳断块差异运
动的接合带，是地球物理场平
常带和深源岩浆活动带。它形
成于中元古代，经历了多期构
造。它不仅是一条“长寿”的以
剪切运动为主的深断裂带，而
且是一条仍继承着新构造运
动方式，以右旋逆推为主的活
断裂带，同时也是一条具有明
显分段、活郯庐断裂带动程度
不等的地震活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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