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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收集、整理历史地震资料，对于地震预测预报研究及防震抗

震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解放以来，有关单位在整理广西地震

史料方面，曾作了一些努力，积累了一些资料，但远远满足不了

科学技术工作的需要。随着地震科学事业的发展，迫切地要求对

广西地震史料全面地系统地进行发掘和整理。为此，广西地震局

于1978年冬组织了力量，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与支持下，查

阅了大量的史料，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较全面地收集了

广西历史地震资料。我们在此基础上，汇编成这部《广西地震

志》。 ．

。

本《志》收编了广西历代有文献记载的，以及近年来仪器记

录到的大于8级的地震(至1979年年底止)共350条。总的来说，

由于过去受文化科学条件的限制，历史上记载的地震史料是很不

完整的。特别是边远少数民族山区，历代修《志》很少，记载的

地震寥寥无几。自西晋至元朝将近一千年的时问里，广西仅有五

次地震记载，其中从公元289年至1044年的七百多年里，根本就

没有地震记载。自明代成化年问开始，才有较多的记载。解放前

后的一段时问(1938年至1959年)，因缺乏新修志书，有记载的

资料也很少。对近百年来民问传说的一些地震，宙于难以查核，

故也未一一收编。因此，本《志》收编的地震资料，不可能包括

广西历史上巳发生的全部地震。尽管如此，从收编的资料看，毕

竟可以向读者提供广西历史上地震的时问、空间和强度的分布概



貌。同时为研究地震发生、发展规律，探讨未来地震趋势，提供

了一定的依据，也为抗震工程技术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本《志》收编的资料，我们在史料方面作了一些必要的考

证(有的标上标点符号)，还尽可能给出必要的地震基本参数，对

每一次地震列出了震中、震级、记载范固，较大的地震附有等震

线图。有的在按语中对地震的特性作了一些探讨性的说明，目的

是向读者提供一些值得研究的课题，而不是解答性的意见。此

外，本《志》还附有广西主要断裂构造与震中分布图，为有关人

员研究广西地震的活动性、分布特征，以及地震地质等问题，提

供基础性的参考资料。 --

本《志》的汇编工作，从收集资料到编写成书稿，历时载余。

除查阅藏存在广西第一、第二图书馆的有关史料外，还查阅了在

北京、上海、南京、天津、旅大、杭州、广州等地存有的广西地

方志和有关文献，共查阅史料四百多部计二千余册。

．在整个汇编工作中，自始至终得到了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委

会总编室及总编室副总编蔡美彪同志，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钟文

典副教授，广西第二图书馆佥石声馆长；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张益桂同志的热情指导。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广西第一、第二图

书馆，上海、北京、天津、南京、藏大、杭州、广州中山，中

国科学院图书馆，以及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

族学院图书馆，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资料室，广东省哲学研究

所、江苏地理研究所等单位给予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广东地震

局、贵州地震局、云南地震局、湖南地震局，上海地震局历史地

震小组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很多地、市、县地震办公室(科委)

及有关单位为出版这本志书作了大量工作，还有很多同志参加了

查阅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

参加汇编本《志》的人员，主要有李家发、毛定一、蒋志

贤、劳王枢和陆克同志。游象照、吴时平同志参与了有关部分



的工作。由于编者业务水平有限，加上时间匆促，书中错漏之

处，望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八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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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史书中，对地震资料的记载详略程度不一：记载格式也不尽

相同。本《志》所辑录的有关地震资料，以记载的地震发生时间

顺序编排，对每一地震的记叙及资料摘引按下列次序。发震时

间、震中、震级，记载范围、资料原文、资料出处、注或按。

现就本《志》的记叙方式和资料的技术处理，按上列次序加

以说明。
、

．

1．发震时间 。

发震时间的年、月、日，采用阴阳历对照，阴历按朝代列出

年号及年，月，日，稍后二格标出阳历年、月，日。如：

庆历五年七月=十五日 1045年9月8日

如遇原文记载未注明具体日期，而以“六十干支"取代者，

则查出相应的阴历日期，并加括号．如； ‘

成化二十一年九月丙展(初八日) 1085年10月16日

对有年，月无日者，阴历照录其月份，阳历则根据阳、阴历

对照标明×月×日一x月×日间。如：， ． -

!

康熙二十四年十月 1685年10月28日一”月25曰问

对有年而无月，日者，阴历照录，阳历只标明其年份。阴历

有季者，则在相应的阳历年份后标明。如。

万历十七年 1589年
。

光绪十五年春 1889年骞 ．



2·震 中

民国及其以前地震的震中位置，由编者根据史料记载情况判

定。所列地名均为现今地名。凡仪器记录的地震，都标出经纬

度。对于非仪器记录的地震、震中位置按如下方法处理。

史料记载详尽的，可具体定到县以下的公社、大队直至村

庄，仅为某志(府、州、县)记载，资料原文未注明具体地点，

则震中定为X X县；记载范围比较广的，划出有感范围等震线。

如能圈出高烈度等震线或其中有某地震害记载最甚者，贝IJ震中取

在较高烈度的等震线内或取在破坏最烈的地区，如各地记载区别

不出较高烈度的地区，参照地质构造情况或余震活动地区，震中

定在有感范围的几何中心附近。凡属波及广西的地震，则注明震

中在X X省X x县。

3．震级

非仪器记录的地震，其震级系由编者根据地震资料的记载范

围、震害描述及地震烈度情况而定的，可详觅本书《关于确定历

史地震震级的说明》．其中少数地震的震级引自《中国地震目

录》的，即标有·号以示区别。凡陷落地震，均在震级后加括号

说明，除《中国地震目录》原定震级保留以外，我们收编的陷落

地震，一律不定震级。1970年以后的地震均用仪器记录的震级。

由于历史地震震级是根据有感范围或记述的烈度情况而定，

精度不可能很高，故震级的表示分别为莱整数级的I／4级、a／2级．

3／4级和某一整数级．

4．记载范围

记载范围系指史料记载地震的所有地点，即本《志》编者圈定

的有感区，也即地震波及的大致范围。但不是严格的行政区划。

2



史料中的地点大部分是地震发生年代的名称，但也有少数为

著书年代的名称。为求划一，本《志》一律采用地震年代的地

名。当旧地名有变更时，古今注明。如：信都(今贺县南)、永

安州(今蒙山)、融县(今融安及融水)等，并且在本《志》中

首次出现注明外，余不再注。

对于旧地名为府、州时，一般在括号中注明府治或州治所在

地。如。平乐府(府治今平乐)、玉林州(州治今玉林)。

震中在外省，本《志》只列广西所记载的资料，并在记载范

围内记为“广西境内×X县"，以示区别。地震波及邻省或震中

在两省交界地区，则同时列出记载地点，先列广西，后列他省，

并注明X X省境内，X X县，X X县⋯⋯

5．资料原文 一

(1)本《志》编录的资料，有连续的全段摘录和不连续的

分段摘录。不连续部分加方括号[ )，以示与前者区别，并在引

文前冠以资料反映地点。如。

平乐府：万历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平乐府地震，瓦屋俱
■

响。

平乐，富川：(万历十四年七月平乐大水]，十二月十八日

平，富地震，瓦屋瞑响。

“平乐府，，、“平乐、富川"为有史料记载的“府”、“县’，

地名。前一条为连续的全段摘引，后一条为不连续的分段摘引，’

“[)”中所引资料系不连续部分。

(2)本《志》编录的有关地震资料摘引，由于不同类型的

史书或版本不同，记载内容及其详略情况也有差异。为了保持资

料的完整性，便于读者查阅，在同一地震中，当资料原文相同，

地点不一时，采用按不同地点分别编录，当地点相同，而资料原

文有异时，则另行编录。如·， ．

3



永安州z延融五年夏五月己卵地震。

来宾；·延祷五年夏五月己卯地震。．，

又如： ．

-1

苍梧t[弘治)十五年地震，翌晨白毛遍地。

清·(佚名)《苍梧志》，卷四，页乇二。雍正年同

刊本。 ． ．

[弘洽)十五年夏六月地震，生白毛。 ，

．．

清·蒯光焕、王栋《苍梧县志》，卷一七，页三五。

同治十一年刊本。 ．
． ． ，

．

(8)不同的文献书刊或同一书目不同版本(包括重印，传

抄等)，对同一地震的记载内容或尽相同，或有所别。为了反映

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以及考虑它所反映的每一地震本身的特

性，我们对同一地震的各种记载，按下列顺序编排：①凡从《正

史》，《实录》中摘引的资料，②凡成书最早的版本，⑨凡记载

比较明确、具体的版本，则先行排列。其他资料按其可信程度及

版本年代早晚依次编排。 ／。

6．资料出处
、

，

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在每条地震资料原文之后，以不同字体

注明其出处。 ：

7．注
‘

一是编者对资料原文中个别错字、漏字的考证，以及古今地

名的注解，二是为了避免在相同记述中所引资料出处过于繁多，

用注的方式列出书目名称而不一一编列版本年代、卷次，页数。

8．按
1 ’

为本《志》编者对资料原文中一些较大错记，漏记经考证后

l 、



的说明，以及对某地震的特点，有感范围、震级诸方面阐述编者

的意见，供读者参考。

本《志》所附历史地图中涉及与越南交界地段，如古、今国

界重合，则用今国界图例表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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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确定历史地震震级的说明

凡是非仪器记录的历史地震，根据历史记录资料来确定其震

级，以便进而研究地震分布及其活动规律，这是十分必要的基础工

作。但是，怎样从历史资料判定震级，迄今尚属探讨的问题。虽

然如此，我们还是趁汇编《广西地震志》之机，对所列地震，从

历史记录的实际出发，给予划定参考性的震级，以供有关同志参

考o

我们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如下处理。

第一，地震记录范围包括三个县以上的地震震级的确定。

过去，由于受科学文化的局限，人们对地震现象缺乏深刻的

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有“地震"记录的地方，通常理解为，起

码大多数人有较强烈的震动感。那时，只有当感受到震动的人

们，能够毫不犹豫地与其偶然的生理感觉(如头晕)区别开来，

也能够识别其震动不是来自外界因素(如雷鸣等)所造成的时侯，

才意识到这是地震。因而有“地震"记载的地方(除极少例外)，

估计地震烈度达8度以上。如在夜晚酣睡的人可惊醒，在白天

正常活动的人们也感到摇撼。据此，对于几个县以上范围的地

震，可以圈出象上面所说的相当于8～4度的等震线图(有感范

围)，进而由此推算出震中烈度和震级。：

1．历史地震资料的初步分析

根据历史地震记录或仪器测定，有关单位对华南地区18个

Ms≥5级的地震，给出了不同烈度的等震线的长短轴半径(表

1)．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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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对浅源地震，从高烈度的地震到低烈度的

地震，+即从较大地震到较小地震，同一烈度的长短轴半径，相当

有规律地递减。例如，对于10度地震，其4度等震线的范围，长

轴半径a在800～1000公里之间，对于O度地震，4度等震线范

围的长轴半径a在400～600公里之间；对于8度地震，4度等震

线范围的长轴半径a在200,--400公里之间，列于7度地震，4度

等震线范围的长轴半径a在100一-200公里之间，而6度地震，4

度等震线范围的长轴半径a为几十至百把公里之间。

由此我们可以反推，只要对历史地震能够圈出相当于4度

(或其他级别的烈度)的范围，就可以由上表粗略地估计震中烈

度。

‘2．推算震级的计算步骤 ．

‘·

我们知道，描述震中距、震中烈度及某等震线烈度之间的关

系，有古登堡公式。．．．“-h·衢
觚=鼍·√焉‘

式中，h为震源深度，s为衰减常数，长轴、短轴方向不一样，、

常分别表示为s．，S。， I。为震中烈度l I；为第i条等震线的烈

度；△r为第i条等震线长轴方向或短轴方向至震中的距离，分

别表示为△f。及A“，实际上就是某等震线至震中的长短轴半

径a，b。 一

我们要求的是△I～a及△I～b的关系。可把古登堡公式

写成l· ；
，+

d量

． △I=s。log(1+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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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l。g(1+善)
一

，

这是对具体某一震例适用的关系。为了使这一关系对某一地区具

有普遍意义，可以对多个震例求出s。及5 b，再取平均值。对h

也同样取一个对某地区比较合理的均值。
。。

由表1的数据，分剔计算出1936年灵山6{级，1958年灵山

5i8级、1558年封川5{级地震的s。、．钆及其平均值，列表如
下l

二

。卜Io--Ii
l 2 8 4

’

6
●j＼＼。

地八l’S。 Sal SbI Sai Sb：、 Sa3 Sb3 Sa· Sb． Sa5 Sb5

灵山6。／． 0．812 1．124 1．056 1．240 1．107 1．370 1．201 1．333 1．273 1．329

灵山5。／． 1．098 1．431 1．138 1．315 1．159 1．254

封川5。／。 1．000 2。022 1。0,t5 1。381 1．078 1。353

S。或Sb 0．970 1．526 1．080 1．312 1．115 1．326 1．201 1．333 1．273 1．329

J、．

·

、、 j：．!

广西浅源地震的震源深度，就已有震例看，一般在几公里至

十多公里。参照这一情况，我们假定h为7rj5公里。

现在，可以把△I与a、．b的关系式写成i

·．’． △I=一S,l。一1羊币az)⋯

一～，。△I=讪91 1十蔷)I．．．．
将△。1分别等于1，2，8，4 i 6及S。i S、，h的值代入上式

计算，有如下数据t，+，
‘

。‘ ’
。

，．

．芦



●

A I l 2 8 4 5

J ‘

} ， ，

．‘I‘KM)， 船 63 ，166 317 ， 690

b(KM) 14 43 101 237 570

甩上述数据作△I～a，△I～b关系曲线。

这曲线的含义是：设有

一待推求震级的历史地震，

已知其相当于4度有感范围

的长短轴半径a、b，我们即

可从曲线上求出相应的△l，

而△I=I。一Ii，这里的Ii为4

(度)。那么由此可确定震

中烈度(I。；△I+4)的值，

再依据M，=O．581。+1．5的

公式，求出M，。
’

3．计算结果

我们根据历史地震资

料，圈定了24个比较大的地

震有感范围(参见等震线

图)，量出相应的长短轴半

径，求出I。，计算出相应震

级，列表于后。考虑到这样定出的震级不可能很准确，因此最后

表示的震级为某整级或某级的{、音、{级。有几个仪器记录的
地震，我们根据实际调查的4度区的a：b，算出相应的震级，

与仪器记录的震级同时列出，加以对比，其结果基本一致。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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