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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祖国南疆，在中国南方各省（区）中，是中强地震活动相对活跃的地区。
1936年广西灵山县发生63／级地震，震区房屋倒塌或损坏7000余间，死亡94人，伤263人，给广西人民
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解放前，广西没有地震监测。
解放后，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对地震工作高度重视，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后，全国地震事业得到迅速发
展。
1969年，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决定在广西境内建设地震监测台站。
1970年广西第一个地震监测台站邕宁地震台建成，并投入运行。
从此改变了广西没有地震监测的历史。
　　地震监测是地震科学研究和社会防震减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开展地震监测，通过对已发生地震的观测记录和对一些相关地球物理、化学场量的监测记录，地震工
作者可从中研究其变化过程与地震孕育、发生的内在联系，进行地震预测预报研究，为政府提供防震
减灾决策的科学依据。
由地震监测获取的地球物理、化学及其他数据信息，已被广泛运用于各相关科学的研究。
地震监测的技术方法也已普遍应用于爆破、振动、核实验的监测。
很显然，地震监测是科学研究和社会防震减灾的需要，是历史进步、社会文明的一种体现。
　　广西地震监测从1970年开始，已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
在中国地震局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广西地震工作部门的广大职工肩负防震减灾为民服务的历
史重任，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出色完成各个时期的地震监测工作任务。
在合理布局和科学完善地震监测台站的建设中，在台网几经调整、优化及“九五”台网数字化改造工
作过程中，广西地震部门依靠科技进步，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较好地结合了广西实际，为创造广西
地震监测适应社会需求条件，为逐步实现广西地震监测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成就。
　　回顾广西地震监测发展的历史，组织编写《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监测志》，记载广西地震监测的
历史过程和所取得的经验及成果，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地震监测志的历史借鉴作用将对促进广西防震减灾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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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祖国南疆，在中国南方各省（区）中，是中强地震活动相对活跃的地区。
1936年广西灵山县发生63／级地震，震区房屋倒塌或损坏7000余间，死亡94人，伤263人，给广西人民
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解放前，广西没有地震监测。
解放后，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对地震工作高度重视，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后，全国地震事业得到迅速发
展。
1969年，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决定在广西境内建设地震监测台站。
1970年广西第一个地震监测台站邕宁地震台建成，并投入运行。
从此改变了广西没有地震监测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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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有六种主要地貌类型，中山、低山、丘陵、台地、平原和石山。
海拔800m以上的中山山地面积约56000km。
主要分布在桂西、桂北和桂东的与其它省的边界地区；海拔400～800m的低山山地面积约39000km。
主要分布在桂西、桂北和桂东地区；海拔200～400m的丘陵山地面积约25000km。
广泛分布于全区范围，主要集中在桂中和桂南地区；海拔200m以下的台地约15000km。
主要分布在桂中和桂南地区，尤其是桂东南地区；平原包括底宽5km以上，坡度小于5。
的山谷平地约49000km。
，主要分布在桂东南以及以桂西的百色盆地、桂南的宾阳盆地、桂中的来宾盆地为代表的一些构造盆
地和主要河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广西境内石灰岩地层除桂东南极少外，.分布广泛，由灰岩形成的石山
山地约47000km。
主要分布在桂西、桂中、桂西南地区，河池、百色两地区连片的石山山地区成为壮丽的自然景观，也
成为贫困地区的带名词。
　　广西山系大致可分为盆地边缘山脉和盆地内部山脉，盆地边缘山脉在桂北以凤凰山、九万大山、
大苗山、大南山和天平山为骨架，受区域地质构造影响，山地走向大多为近南北走向，略偏北北东，
并且向南逐步降低；在桂东北有猫儿、越城岭、海洋山、都庞岭和萌渚岭，其中猫儿山主峰海拔214lm
，为南岭及广西最高峰，受区域地质构造影响，山地走向大多为近北北东走向；桂东有云开大山、桂
东南有大容山、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受区域地质构造影响，山地走向大多为近北东走向；桂西北为
云贵高原边缘山地，有金钟山、岑王老山，受区域地质构造影响，山地走向大多为近北西走向，并且
向东南逐步降低；桂西南多为石山山地，受区域地质构造影响，山地走向大多为近北西走向，且向东
南逐步降低。
盆地内部山脉分别为位于桂林和柳州一带的架桥岭和大瑶山，以及位于河池地区南部到南宁一带的都
阳山和大明山，架桥岭和大瑶山受区域地质构造影响，山地走向大多为近北东走向和近南北向，都阳
山和大明山受区域地质构造影响，山地走向大多为近北西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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