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震前兆数字观测公用技术与台网/数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地震前兆数字观测公用技术与台网/数字地震监测技术系统系列教材>>

13位ISBN编号：9787502821944

10位ISBN编号：7502821945

出版时间：2003-12

出版时间：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 地震出版社  (2003-06出版)

作者：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 编

页数：36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震前兆数字观测公用技术与台网/数字�>>

前言

我国地震监测工作主要服务于地震预测预报研究与实践。
地震监测技术系统大体分为测震观测、前兆观测、强震观测、流动台阵观测和活动断裂系统观测等，
以及为地震信息传输的网络技术支撑系统。
地震前兆观测技术系统按学科又分为地震电磁（包括地磁、地电、地震电磁扰动）、地形变（包括水
平与垂直形变、应变、重力）和地下流体（包括物理动态、化学动态）三种观测技术系统。
我国地震监测技术系统经历了自1966年邢台地震后30多年的不断演进和完善。
形成了现今的格局，为地震预测预报、地震科学研究、国防建设和国际科技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九五”期间在国家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地震局全面实施了中国地震监测技术系统的数字
化技术改造和建设，其中包括“中国数字化地震观测系统的建设”，“地震前兆台网综合化数字化技
术改造”和“全国地震通信网络系统的建设”，实现了地震监测技术系统从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跨
越。
中国数字化地震观测系统最基本的功能是获得宽频带、大动态范围的地震记录，并运用这些记录测定
出不同震源模型下的各种运动学与动力学参数，为数字地震学研究和地震预测预报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
该系统包括国家数字地震台网、区域数字地震台网、流动数字地震台网等。
地震前兆台网综合化数字化技术改造，通过对全国地震前兆基本台网和重点监视防御区台网进行技术
及环境条件改造，实现台站观测对象综合化、台站观测技术数字化、数据处理计算机化、数据传输遥
测化和台网中心网络化，使之提供稳定、可靠、便于计算机陕速分析处理的各类地震前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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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地震监测技术系统系列教材：地震前兆数字观测公用技术与台网》以我国“九五”国家科
技攻关项目关于数字化地震前兆台网设计的相关内容为基础，结合“九五”中国数字化地震前兆台站
（网）技术改造项目中的实施技术，详细讲述了我国在“九五”计划期间建成的29个省级区域数字化
地震前兆台网和它的220个数字化前兆台站中所使用的技术原理，仪器设备和软件设计与使用。
书中重点介绍了数字化地震前兆台网的设计思路、关键技术环节及数字化前兆台网中的关键设备，包
括：地震前兆数据采集器，通信设备和通信软件。
供电和避雷技术，数字化地震前兆台站技术系统集成，地震前兆数字观测台网的技术构成、运行和数
据共享等。
《数字地震监测技术系统系列教材：地震前兆数字观测公用技术与台网》适合地震前兆监测第一线的
设备维护人员和台站观测人员使用，也适合管理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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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综合台数字化地震前兆台站公用技术工程实施方案设计（设计举例）附录4 数字化基础知识I一、
集成电路基础知识二、模拟一数字转换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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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国际上相当重视地球物理场观测，并十分关注与地震关系的研究。
比较知名的观测台网有INTERMAGNET地磁台网，澳大利亚地磁台网，日本形变观测台网、GPS观测
网，美国圣安德烈斯试验场台网，希腊的地电台网（VAN）等。
从技术上看，这些台网都使用了数字化观测仪器，使用电话拨号、卫星或超短波无线通信方式收集数
据，这些数据一般都集中在相关研究机构里进行管理，并在科研人员中进行交换。
有些数据可以从因特网上得到。
例如日本的地形变观测由京都大学管理，火山观测、地磁、地下水由东京大学管理，GPS由国土地理
院管理，而地震预报由气象厅牵头管理等。
总之国际上这些台网都有很强的学科研究方向，兼顾地震预报研究，但都不称为地震前兆台网。
我国自1966年邢台地震后，开始进行大规模地震前兆观测，全国范围内建成了400多个省级地震前兆观
测台站和一批地方地震前兆观测台站；研制了一批地震前兆观测仪器并在前兆台网中使用：取得了地
震前兆台网的建设和运行管理经验：取得了大量观测资料，在地震预报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邢台地震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我国模拟地震前兆观测技术蓬勃发展的时期。
我国第九个五年建设计划期间，国家对地震前兆观测技术的研制和数字化地震前兆台网建设给予了重
大支持，独立自主设计的“中国数字地震前兆台网”，结合中国防震减灾需求和分省管理的实际需要
，将前兆台网设计成数字化、综合化，以省为单位管理，全国联网共享数据的方式。
在数字化水平、多种手段综合观测，为预报研究和防震减灾任务服务等方面，有重大进展。
实际观测表明，中国数字化前兆台网在运行自动化水平、数据连续率和技术上达到了国际同类台网的
先进水平。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地震前兆观测和地震预报的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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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震前兆数字观测公用技术与台网》：数字地震监测技术系统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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