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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技术发展推动下，信息技术已成为各行业、各领域发展的强大助力，为提升预警有效率，地震监

测部门也愈发重视现代技术的应用，保证震源、地震等级、地震开始及持续时间等相关数据在地震形成初期便得到

总结，进而为民众提供更加精准的地震预报，同时为相关人员应急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提供重要参考。本文首先对地

震监测进行概述，然后分析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内容以及其中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最后探究信息化时代提升地震监测

效率的措施，以期减少地震给民众带来的人员安全威胁及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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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powerful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field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きciency of early warning, the earthquake monitoring 
department has also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technology so as to ensure the earthquake source, 
earthquake level, the start time and duration of the earthquake and other related data are summarized in the early stage of 
earthquake formation, thereby providing more accurate earthquake predictions for the public,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ing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mergency measures by relevant personnel. This article firstly 
gives an overview of earthquake monitoring, then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earthquake monitoring and forecasting work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nally explores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きciency of earthquake monitor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threat to people’s safety and property losses caused by earthqu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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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背景下，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

著提升，而地震等自然灾害会给人们带来的生命及财产损失，

成为威胁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愈发成为人们关心的

重点。而在诸多灾害中又以地震危害最大，加之地震在前期并

无明显预兆，因此更需要合理监测、及时预警，通过提升防控

有效性降低地震威胁[1]。在信息化背景下，互联网技术成为人

们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为地震监测提供了强大助

力。将诸多信息化技术应用于地震监测及预报能够在很大程度

上提升预警效率，在更短时间内发布预警信号。

1  地震监测简述

1.1 地震监测概念

所谓地震监测就是通过监控多方环境总结信息，详细掌握

和分析各项信息数据的变化继而推断是否发生地震的工作。检

测技术不断发展，相关工作者也在不断优化监测能力和水平，

通过地磁场、重力场以及地电场等的监测提升预警准确性，通

过分析获取的各项数据了解不同时段监测区域发生的地质变

化，提升预警效率[2]。以身体检查作类比，就是通过血压器、

化验、CT等的应用对人体各指标进行检测，进而了解人体变

化，判断是否存在病情，地震监测同样是使用一系列器械工具

对多项数据进行检测了解地质变化。

*[基金项目] 上海佘山地球物理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研究室课题，项目名称：上海测震台网脉冲标定和噪声分析自动化处理， 项目编号：
                       2021SSY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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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地震监测意义

地震监测实施可以帮助相关工作人员准确获取地震信息数

据，了解地震信息变化情况，同时在监测中有效分析和预报所

获监测数据。我国现已经建立起较为系统的地震监测网，同时

设计出了大面积与之匹配的流动观测网，将地震相关信息经监

测网点予以收集和总结，后经加强信息网联合拓宽监测范围，

将所获得的监测数据传输给相关工作者，继而达到高效收集数

据、迅速建立反应机制的目的。通过高质量地震监测能够科学

防控地质灾害、降低自然灾害威胁、保护居民生存环境、保障

人们优质生活。

1.3 地震监测发展历史

我国对于地震监测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有半

个世纪以上的历史，自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社会各界更是对地

震监测投入了更多关注，地质、水利以及机械等各部门纷纷加

强联合，共同参与到地震监测工作中，以期提升监测效率[3]。

此外，各大高校也加强了对于地震监测的科学研究，更多学者

投入至相关研究工作。在社会多方努力下，地震监测的质量及

效率均得到了显著提升，预警效率提升，且在信息技术发展推

动下，相关工作者仍不懈增加预警时间，减少了地震对于人们

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安全保障。在

数十年发展中，我国地震监测方式经科学家努力已经得到显著

优化并仍不断向前发展，总结出了多种地震监测方式，同时更

新了地震观测模式。在此观测模式中，相关工作者可以记录监

测地震波，观察离子、汞、水流量以及水位等流体以监测地震

情况，保证不同地区不同等级的地震监测和预警。

2  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内容

2.1 制定现场监测方案

在实施监测时必须对现场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参考实际情

况实施监测，这是因为地震监测时常会出现预测数据与现场监

测不符的状况，因此工作人员需要以实际情况为参照进行数据

管理和分析，制定出与实际情况相符的管理方案[4]。制订出的

方案必须要满足现场监测需求，同时保证内容与流动监测规定

一致，且符合监测技术规程，提升监测方案应用价值。在进行

方案设计时还要注意优化组织管理工作，将现代化技术更好应

用于地震监测中，提升工作质量。

2.2 优化测震台网

在工作中需要注重优化测震台网，保证其正常运行，保持

运行样貌，进而提升前兆台网运行效率。此外还要将设定地震

监测范围作为重要工作内容，以现场实际情况为依托设计监测

点位，若情况允许还可将点位作为流动测震参考点。在此过程

中同样需要保证监测设备正常稳定运行，同时是实现设备运行

效率的提升，因此提升地震源数据的采集以及分析效率，并以

实际情况为依托制定出最为可行的管理工作流程，提升参数分

析效率，提高地震监测质量。

2.3 高效处理数据

提升数据处理效率是加强地震监测的关键内容，在管理过

程中必须保证数据信息的准确及时，在管理过程中高效分析和

总结数据，提升信息处理效率，为社会提供更加精准的地震预

报，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地震监测预报信息化技术应用

3.1 Zig Bee技术的应用

3.1.1 Zig Bee技术优势。Zig Bee技术在地震监测中应用广

泛，其成本低、功耗小、组网灵活的优势在地震监测中得到了

充分发挥。其使用优势具体体现在4点[5]：其一，使用Zig Bee

技术能够实现地震应急时数据的野外分布式监控，为观测人员

提供更加全面科学的数据，同时提升数据传输及处理效率；其

二，因Zig Bee技术成本低、功耗小，因此若在实际场景中无法

进行有线通讯则可使用Zig Bee无线通信技术；其三，因为低能

耗，且可使用太阳能供电，因此可有效减少雷击，延长仪器使

用寿命；其四，因Zig Bee技术组网灵活，因此可以在保持原有

路线的基础上将新的传感器接入。

根据以上几点优势，在地震监测工作中Zig Bee技术主要应

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3.1.2.1 野外流动地震监测。野外工作时通常使用有线方式

进行流动测震台搭建，但是存在布设线路难度大的问题，且必须

有网络设备参与方可实现多台仪器组网，这样不仅会在很大程度

上提升设备功耗，且对于长期不间断监测会产生不利影响[6]。在

此状况下，Zig Bee技术的快速组网、无线通信的特点就得到了

极大发挥，可以实现所有地震监测仪器的正常运作，同时提升

监测仪器布设效率。

3.1.2.2 无人地震监测台站。Zig Bee技术低功耗特点突

出，在遥测地震台等无人地震监测台站中极为适用，此类台站

主要构成要素包括数据采集单元、数据传输设备、台站供电单

元以及综台避雷单元，适用Zig Bee技术对地震监测仪器进行开

发可以实现数据采集和传输的一体化，通过这一方法简化和减

少仪器安装，同时减少功耗，在提升仪器抗干扰力的同时提高

科学与信息化22年4月下 内文.indd   41科学与信息化22年4月下 内文.indd   41 2022/4/26   9:28:272022/4/26   9:28:27

ChaoXing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信息化技术应用

42  科学与信息化2022年4月下

仪器工作稳定性[7]。

3.1.2.3 通信线路改造。地震监测台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

有效传输建设较为困难，而Zig Bee无线传输恰好能够解决这一

难题，减少对于环境的依赖，拓宽监测范围。

3.1.2.4 前兆传感器接入。组网灵活是Zig Bee技术最大的

优势之一，将此技术应用于地震监测仪中可以实现前兆传感器

的快速接入，且无须复杂的软件配置，能够保留原有路线，操

作简单。

3.2 地震信息网络的应用

前兆式数据库系统、分布式网络综合数据库试验系统以及

Apunet等中国地震信息网络是地震行业使用和传输、分享数据

的最重要平台，在地震监测预报中的作用不可替代，传统地震

监测工作无法实现数据的实时传输和共享，而自建立起地震信

息网络后这一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地震信息网络有极强的生

命力，其在地震相关行业中起到系统枢纽和动脉的作用，极为

关键[8]。另外，地震信息网络同时也是数据信息共享的重要平

台，为各方进行地震研究、预测以及应急预警等工作提供了实

施共享信息的数据服务。各方在地震信息网络平台中进行数据

交换、信息管理、数据搜索、构建行业门户，极大地推动了地

震行业的现代化、信息化。地震信息服务系统的建立可以为地

震行业提供视频、语音、信息等多种服务，而车载现场流动通

信网络系统和全国政务信息通信网络系统的建立则能够在地震

发生的第一时间实现地震现场、应急指挥部、全国地震信息网

络的及时有效互联。

4  信息化时代提升地震监测效率的措施

4.1 完善地震监测预报管理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大数据技术在地震监测中得到了

高效利用，构建了合理工作环境。究其原因，信息技术在地震

监测过程中发挥了极强数据监测和总结能力，极大丰富了数据

资源[9]。在此工作背景下，工作人员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地震监

测中信息技术的应用，提升工作质量。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了

地震监测管理方式，且与传统监测相去甚远，相关工作者就需

要遵照实际情况利用现代化途径对地震监测预报管理工作予以

完善，保证地震监测效率和数据处理能力的提高。

4.2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现代信息技术的充分利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地震监测

预警效率，工作人员在进行地震监测时就需要创新工作方法，

利用信息技术提升监测效率[10]。在实施工作前可以根据实际场

景划分监测区域，分为危险点、监测点，并利用现代化设备展

开监测管理，在过程中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和方案，实现地震网

的优化设计。其中信息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作人员必须

重视其关键作用，通过提升地震监测效率保障民众安全。

5  结束语

地震监测对于减少地震造成的民众生命及财产损失极为关

键，而在检测预警工作中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其中对于提升工

作效率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新时代背景下，信息化已经渗透至

地震监测预报的各个环节，对于发展理念，管理方式、服务模

式等也产生了极大影响。相关工作者必须合理且充分地利用信

息化技术，不断优化工作方法，提升地震监测预警效率，保障

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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