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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佛山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中心位置东经1 13。0。，北纬

23．0。，总面积3848．48m2，辖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五区。至2007

年底，全市常住人口354．48万人，全市生产总值3588亿元。

佛山是珠江三角洲历史上地震记载较多的地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到目前

为止，还没有一本全面介绍佛山市地震、地震地质、断裂断层、地震灾害、建筑

物抗震等资料的出版物，给城市规划、城市建设、防震减灾等工作造成不便。

佛山市地震局自1976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史。30年来，在市

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佛山地震系统科技工作者发扬爱岗敬业、勇于奉献精神，

在地震监测、地震灾害预防、地震知识宣传、地震应急救援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起着重大作用，在历史长河中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是对于上述内容，很多群众了解不多。

鉴于以上原因，佛山市地震局决定编写《佛山地震志》一书，以填补这方面

的空白。《佛山地震志》的出版，将使社会公众进一步了解地震工作的特点，加

深对社会综合防御地震灾害重要性的认识。

《佛山地震志》从2006年9月起开始筹备编写，由廖华康、陈淑贞负责收

集资料和编辑，至2007年12月完成。

佛山市地震局

2008年1月8日



凡 例

一、《佛山地震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力求全面、系统地反映佛山地区地震情况及

防震减灾事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采用章、节、目体，以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大

事记和重要文件。

三、本志贯通古今，上限不限，尽可能上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

截至2007年12月。

四、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现行佛山市行政区划为准，包括其他的

在此之前属于佛山的行政区域。

五、遵循详今略古原则，本志重点记述1976年以来佛山市防震

减灾事业发展中的科技进步和成就，力求揭示佛山地震活动的特点及

地震的孕育、发展规律，对历次地震、震灾情况只作简要追溯。

六、本志历史纪年，凡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一般标以朝代、

年号、年份，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起，一律以

公元纪年。外国人名第一次出现时括注其外文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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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所有地震术语均为国际和国家标准专业用语，计量采用

法定单位，一般以汉字表述。1900年以前史籍记载的地震震级用分数

表示，1900年以后仪器记录的地震震级用小数表示。

八、地震参数记述遵循以下原则：发震时间，仪器记录均采用北

京时间；震中位置，史籍记载的地震一般以史料中震害最严重的地方

作为参考震中位置，仪器记录地震按记录数据确定震中、震级；史籍

记载的地震根据地震史料按宏观破坏程度及范围，用烈度公式推算，

仪器记录地震以公式计算结果为准。根据《地震震级的规定》

(GBl7740—1999)．丈件，地震震级用地震面波M测定，近震或小震震

级用尬表示。

九、本志引用的资料，一般来自档案、文史资料、公开发行的论

著或知情人笔述。1970年以前的地震活动、震害资料主要引自《广东

省地震史料汇编》、《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

编》，其中选摘的古代、近代资料均保持原文的内容与格式。1970年

以后的地震活动、震害资料主要出自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出版

的《广东省志·地震志》。所有资料均经过核实，不再注释，不录来

源。

十、本志注释采用在'-：kl页下面编码脚注的方式，不编通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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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 962

3月19日04时18分53秒河源市新丰江水库发生6．1级地震，波及佛山。佛山烈度

V～Ⅵ度，全市震坏房屋198间，其中6处局部倒塌。南海区少数破旧房屋倒塌，旧围墙、

烟囱、房屋损坏，电线震断。

1969

7月26日06时49分阳江发生6．4级地震。受地震波及，佛山烈度V～Ⅵ度，门窗作

响，市民感觉强烈。

1 973

在原佛山地区范围内，于佛山一中、三水中学、台山一中、中山东凤中学等单位建立了

业余的地震前兆观测哨，由原佛山地区科技局管理。

1 9 76

7月28日 唐山市发生7．8级强烈地震，事件震惊全国，受事件影响，佛山处于慌张状

态，部分群众在室外露宿。

8月12日 佛山地委(决定成立佛山地区防震指挥部)，由地委副书记卢思谋同志任指

挥，从地质、气象、水文、水电、科技局等各单位抽调23名干部到指挥部工作，并按系统组

成保卫、后勤、供应、医疗救护、抢险、交通、通讯、宣传、测报等8个组。原佛山市革委

会也成立相应的防震工作机构。

9月某日约晚上1时，位于南海桂城的某单位，地震值班人员因误认为有地震，拉响

地震警报器。警声响彻整个佛山城区，各个居民点闻讯后也打锣吹哨，互相传递地震信息。

城区数以万计的群众拖儿带女，提着贵重物品，纷纷跑出屋外，有秩序地向新广场、中山公

园、红棉厂等空旷地方疏散。后来确认为误报，经过解释之后，群众平安回家。

10月20日 佛山地区防震指挥部根据省委精神，结合佛山地区的具体情况，决定让防

震指挥部大部分工作人员返回原单位工作，留下6位同志在防震办公室的领导下，继续做好

预防地震的日常工作。

11月20日09时50分58秒顺德县乐从发生3．3级地震，经调查，震中位置定在小布

附近，部分房屋轻微受损。

1 978

5月20日 佛山地委决定成立佛山地区地震局，作为地方的一级行政机构，省地震局从

业务上进行指导。佛山地区地震局，辖12个县市，佛山、南海、三水、高鹤、顺德、中山、



珠海等七个市、县同时成立地震办公室(简称“地震办”)。

5月29目 佛山地委组织部任命方君直同志兼任佛山地区地震局局长，黄赞明同志任佛

山地区地震局副局长。

上半年，省地震局在高鹤县沙坪召开了群测群防仪器研制会议。南海县石门中学和高鹤

县址山中学分别接受了研制机械式的打点自动记录仪及综合观测仪的任务。

1 979

10月5日 经佛山地委同意，黄赞明同志任佛山地区地震局局长。

11月28日三水县河口公社发生2．1级地震。

1 980

佛山地区在顺德、南海、三水、高鹤、中山五个重点县确定并建立了24个地震骨干观测

点，形成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地震观测台网，包括有：顺德县沙浯水利会、北浯中学、均安中

学、顺德一中，南海县九江中学、丹灶中学、石门中学、大沥中学，三水县六和中学、三水

中学，高鹤县三洲中学、明城中学、鹤城中学，中山县三乡中学、东凤中学、长江水库等骨

干点。

在非重点县也建立了一批地震观测点，包括有：新会县司前学校、新会一中、江门潮水

位站、江门市五中、外海中学、台山县一中、温泉水氡、开平三埠镇中学、狮山水库、恩平

金沙煤矿等。

另外，各县地震办建立了地震中心测报站。

以上地震观测站开展土地电、地磁、地温、地应力、水化学、井水位等观测，顺德地震

中心测报站还有测震项目。

1 981

9月8日 地区地震局为佛山市化纤厂提供地震基本烈度以供其建厂之用。

11月3～4日 佛山地区地震局召开1982年度地区震情趋势会商会议。

全市对地震群测点进行了调整和整顿，将原来102个群测点减少为75个，其中重点县骨

干点22个，一般县骨干点15个。这批骨干点大部分具备三种以上观测手段，每10天向地区

地震局汇报资料。其中，南海县大沥中学和顺德县均安中学测报点在1981年召开的全省群测

群防会议上被评为先进单位。

在地震知识宣传普及工作方面，佛山地区地震局在《佛山地区科普》月刊上，开辟地震

知识讲座，连续宣传地震知识11期，约1万字，发至农村生产大队和有关单位。顺德县编制

一本(共10幅)较大型的油画地震知识挂图，在大良镇及各基层单位巡回展出，并编印刊物

《地震知识专刊》等宣传地震知识。顺德县由于管理工作和地震知识宣传工作做得比较好，

在全省群测群防会议上得到表扬和奖励。

1 982

2月25日 江西龙南发生5．0级地震，佛山市受地震波及，室内部分人有感觉。

5月20日 佛山地委组织部任命吴培晃同志为佛山地区地震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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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17日 佛山地区1983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在恩平县召开。

10月 佛山地区地震局把群测点的地温观测科研成果在华南五省区的地震科研会议进行交

流，并刊登在该项地震科研会议汇编以及专业学术杂志《华南地震》上。

11月 下旬，广东省1983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在佛山召开。

1 083

5月国家地震局在佛山市召开全国地震台网(地磁、地电)布局方案会议及地震前兆仪器

研制学术讨论会，各省市有关科技人员约110多人到会。

10月1日佛山地区地震局地震前兆观测室开始正式观测记录，观测项目有地电交流信

息监视、地温读数观测。观测室设在市政府大院8号楼。

10月26-、,28日 佛山地区1984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在南海县西樵山召开。

1 984

8月27日 省政府批准并转发广东省地震局《关于地、市、州、县地震工作机构调整报

告》。保留广州市地震办公室，海南行政区、汕头、湛江和佛山地区地震局，以及珠海市地震

办公室；在其余市、州及深圳、江门市科委内设置适当的地震工作部门。

10月 地市合并期间，佛山地区地震局改名为佛山市地震局。根据省地震局要求，撤销

三水县和中山县地震办公室，保留顺德县和南海县地震办公室。保留县地震中心测报站。

1 1月8～9日 佛山市1985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在顺德县大良召开。

是年，顺德地震办出版了一期地震知识专刊和地震知识并各印刷了2000份、地震知识参

考500份，发至机关、工厂、农村、学校等。在各个地震群测点定期或不定期出黑板报。南

海县石门、大沥、小塘等中学测报点，在新生入学后的2～3周内对学生进行一次地震知识教

育，宣传宏观异常与地震的关系。

1 985

7月19日 佛山市地震局与市教育局共同主办中学生地震知识竞赛，并组织了3名学生

参加省地震局组织的地震夏令营。

是年，根据省地震局要求，将原来的26个群众测报站缩减为17个，保留38个观测手段。

测报站坚持一日三次的观测制度，节假日也不例外。

1 986

1月7"～14日 国家地震局在顺德召开琼北地震烈度复核三级课题成果验收会。

1月28日07时13分阳江县西南20km洋边海发生5．0级地震，震中烈度为Ⅵ度，佛

山市受地震波及，部分人有感觉。

3月12～17日 省地震局在顺德召开全省群测群防地震工作会议。

6月三水区高丰农场深水井(井深为1311．16m)正式投入地震地下水位观测。

7月石湾镇建华陶瓷厂在基建过程中怀疑地基基础可能有断层，市地震局会同省地震局派

出的地质、抗震人员到工地现场作细致调查，对该地的地基质情况作出科学的论证和处理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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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24日 佛山市1987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在顺德县大良镇召开。

10月 佛山市华侨造纸厂一口深井(深度为306．22m)投入地震地下水位观测。

11月 三水区高丰地下流体观测站(粤07井)被纳入全国地震水网点。 ·

1 1月 佛山市地震局被省地震局评为“地震科学知识竞赛”先进单位。

11月14～18日全国地震地下水观测井网建成总结大会在佛山召开，全国地震部门专

业技术人员及地方地震工作者126名代表到会，国家地震局局长安启元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

话。

是年，市地震局购置了一台苹果型计算机，在同行中率先使用电子文档保存观测数据，

开发地震观测数据处理专业软件。

1 987

2月25日阳江西南发生4．7级地震。受地震波及影响，佛山小部分群众有感。

4月4日对高明县棉纺厂关于地震地质问题的技术咨询进行答复。

8月2日下午5时7分25．1秒，江西寻邬发生5．5级地震，受地震波及，佛山市有明显

震感。市领导和市民不断打电话到地震局询问地震情况。市地震局立即向省地震局和新会地

震台询问有关情况，在接到答复后立刻用电话向市领导同志汇报，并对打电话来咨询的市民

给予认真回答。

9月15日河源新丰江水库发生4．5级地震。受地震波及影响，佛山小部分群众有感。

9月15日至10月30目 佛山市地震局与佛山报社合办“地震科学知识有奖测验活动”，

通过报社发出有关地震知识的报纸共38．4万份，受教育面约为155万人次。共收到答卷5577

份，参与其中的有教师、学生，也有干部、工人和农民。

10月30日至11月2日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仪器与观测系统委员会和广东省地震局

在佛山联合举办了“数字化电信传输地震台网专题学术报告会”。会议期间发表专题学术

报告10篇，并围绕如何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建设一个先进、性能稳定的地震合网进

行了探讨。

11月9～10日佛山市1988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在顺德县大良镇召开。

1 988

7月 佛山开展城区一石湾一澜石共20kin2的“地震小区划”工程。该任务由省地震局

承担，佛山市地震局协助。

7月 佛山市地震局协助省地震局完成佛山市彩色显像管厂和华利锦纶厂两个大型工程

场地的地震地质咨询服务工作。

11月 《中国应力场与地壳结构研究》学术会议在佛山召开。参加单位有国家地震局科

技司、国家地震局应力所、河北省地震局、广东省地震局及佛山市地震局部分人员。

12月 全省地震趋势会商会，指出珠三角地区存在发生6级地震的构造背景，应列为地

震重点监视区，予以足够的重视。

是年，基本上完成《佛山市志》中地震志篇章的编写工作。

是年，佛山市地震局被省地震局评为地震科普宣传工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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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9

5月9日 市地震局为佛山市出口加工实业总公司关于出口加工区地震地质问题的咨询

进行答复。

6月17日 中午，南海县松岗镇西南约300m的稻田中发生地面陷落现象，市地震局会

同南海地震办到现场调查。

7月20日和9月6日 地震部门再到松岗地陷现场调查。

9月18日 恩平县城附近发生3．9级地震，地震波及到佛山市，南海县、顺德县部分地

区有感觉。

10月5日 省地震局向佛山市地震局移交“地震小区划”工程成果的报告书《佛山市城

南工区地震小区划》。

10月23～24日 佛山市1990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在佛山市召开。

10月 珠三角地震遥测台网的西樵山测震子台建成，在佛山市地震局领导及技术人员陪

同下，美国专家、国家地震局及省地震局的专家对佛山市西樵山风景区东南侧的地震台进行

实地考察和初步鉴定。

11月26日河源新丰江水库发生4．5级地震，受地震影响，佛山小部分人有感。

12月23日 佛山市政府决定成立市防震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它是佛山市的防震减

灾工作的指挥机构，由市领导和有关单位领导组成。

12月 佛山市地震局与广东省测试分析研究所联合签订了研制观测深部地层温度仪器

协议书，共同观测研究佛山市(包括各县)各深井的深部地温情况。

是年，珠江三角洲数字化地震遥测台网的佛山市反馈终端建立并投入使用。

1 990

1月18日 佛山市召开防震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会议上通过了《佛山市破坏

性地震应急预案》。

6月27日 市人事局任命吴培晃为佛山市地震局局长。

10月8日 珠江三角洲航务工程公司于罗村南海皮厂附近的河道进行人工爆破，市地震

局对其地震波的影响情况进行测量。

10月 佛山市顺德县地震台搬迁台址。

10月 佛山市地震局与佛山市电视大学合作研制“全自动数字化深水井综合遥测台网”。

该装置由单片微电脑控制，定时对数据进行采集，打印并贮存，在规定时间里经电台发送到

地震局办公室，由IBM电脑进一步保存，处理分析。整个台网实行自动化操作，其设计性能

指标均相当或高于当时国内同类设备水平。

11月佛山市通过了《佛山市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它是在地震发生前后，各有关部门应

该负责完成的工作的方案。

11月 佛山市地震局技术干部撰写的《深井水位受江河水位的影响及排除》一文被评为

1990年度广东省地震局科技进步三等奖和佛山市优秀科学论文三等奖。

1 1月 佛山地震局编制出“地下水位观测资料处理”计算机软件，它把数据输入、数据

打印报表、计算处理、作图等多种工作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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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1

4月30日 市地震局对拟兴建佛山市电视发射塔地震地质咨询进行答复。

4月 市地震局与市电大共同研制“全自动数字化深水井综合遥测台网”课题得到国家

地震科学联合基金会批准。

7月29日 市地震局搬迁到市政府机关大院9号楼三楼办公。

9月21日河源新丰江发生4．6级地震，受地震影响，佛山小部分人有感。

10月25～26日 佛山市1992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在佛山市召开。

是年，珠江三角洲数字化无线传输地震遥测台网建成使用。

1 992

6月2日 广东省地震局地方工作处委托佛山市地震局协助开展震害预测现场调查和资

料采集工作，双方签订合作开展“珠江三角洲震害预测”工作协议。

8月23～30日 佛山市及各区地震部门干部赴云南大理，参观正在中国地震试验场进行

的全国电磁波监测仪器的对比观测，为自行研制电磁波监测仪器开展调研工作。

9月25日 市地震局向佛山石湾置地实业总公司移交《关于石湾产品展销批发市场场址

断层活动性勘察中间性报告》。

9月29日 市地震局对佛山市佛油投资贸易公司关于地震地质问题的咨询进行答复。

10月8日 市地震局向佛山市陶瓷工贸集团公司移交《佛山市石湾耐酸陶瓷厂二十三层

大楼场址断层活动性勘察中间性报告》。

1 1月22日 市地震局为佛山兆银酒店新工地进行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1 1月26日 经广东省地震局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经市科学技术干

部局核准，市地震局黄茂辉、杨庆安、廖华康三位同志具备地震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

1 993

6月26日 佛山市地震局和广东省地震局测震室对佛山市化纤厂附近的佛山涌水底礁石

爆破进行爆破振动监测。

1 994

4月18日根据省委、省政府批复佛山市机构改革方案，市委、市政府决定，撤销市地

震局，在佛山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内设地震处，为副处级建制。

4月 省、市地震局对佛山市城门头广场的“三支柱”雕塑城徽爆破拆除进行振动监测。

1 995

3月26日 台山下川岛南部海域发生4．8级地震。受地震影响，佛山有小部分群众有感。

7月15日 中国地震局方樟顺局长一行来佛山考察。

1 1月8日 佛山市1996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在大良举行。

12月12日 上午，三水区金本开发区显和管理区芹坑村出现地陷。下午，佛山地震处

领导及地质专家赶到现场进行具体的勘查。经调查，地陷的原因是地质情况引起，与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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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

1 996

3月 市科委地震处自主研制的地震前兆电磁波监测仪开始投入使用。

11月 佛山市1997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在高明市举行。

12月20日 珠江三角洲地震遥测台网通过国家地震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组织的验

收，正式投入运行。其中，在南海西樵山上设立一个测震台，同年因台站附近兴建大型电视

发射塔，使台站观测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最后停止使用。佛山市共投资31万元。

12月 中旬，珠江三角洲防震减灾联席会议在斗门县白藤湖召开成立大会。

是年，佛山市所在的珠江三角洲被列入全国重点地震监视防御区之一。

1 997

6月 市科委地震处编写了地震应急科普知识宣传画廊，先后在城区，石湾区的机关，

市直94所大、中、小学校等单位，军分区，高明荷城区，佛山火车站展出，参观人数约15

万多人。此外，市科委地震处多次在佛山电台、有线电台、电视台、佛山报社等宣传地震形

势、防震减灾、应急避震知识。

9月23日11时19分57秒三水区乐平镇隔坑村、南边镇奉恩村和麦村一带发生了3．7

级地震，震中烈度为V度(极震区)。

9月26日13时26分三水区乐平镇与南边镇交界处(东经112．9。，北纬23．2。)发

生4．2级破坏地震，震源深度7km，震中烈度达Ⅵ度，距离佛山市30km。这次地震的破坏程

度较大，波及范围较广。受灾主要集中在乐平镇和南边镇，共计受损管理区9个，受损自然

村27个，受灾面积约40km2，受损房屋1639间，受影响人数6865人，经济损失约8000多

万元。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是年，市科委地震处获国家地震科学联合基金立项，研制地震前兆电磁波监测仪。

1 998

4月科委地震处廖华康同志当选佛山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8．4～2003．4)。

5月28日 佛山市政府召开市防震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通报震情，部署防震减

灾工作。

11月19日 晚上，三水市金本显和管理区芹坑村内突然发生一起地陷，在地面造成一

个陷坑，陷坑直径6．5m，深1．5m，还造成附近一些地面下沉约30cm，以及在周围出现一些

2cm宽的张性裂缝。地陷引起旁边一幢两层半的房屋倾斜，但没有损坏和造成人员伤亡。

11月26日佛山市1999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在南海召开。

12月1日 上午，佛山市科委地震处、顺德地震办、南海地震办和三水地震办到芹坑村

对地陷情况进行现场勘查，调查认为，是由于地面陷落而造成陷坑，是地质情况引起的，与

地震无关。

1 999

3月25日6时10分距佛山市172km的河源新丰江水库区发生4．8级地震。受地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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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佛山市部分群众有感觉。

4月16日 佛山市政府批准印发《佛山市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

4月 市科委地震处编印发放《居安思危，防震减灾》地震宣传小册子12万本，南海印

23．2万本，顺德10万本，三水10．5万本。同时，在全市94所大、中、小学校进行防震减灾

宣传板巡回展出，并在每问学校都进行地震应急避震演练，受教育的师生人数达8．4万人次。

6月11日 佛山市防震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6～7月 佛山市防震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对防震减灾指挥部下12个指挥组的应急准

备情况进行检查落实。

8月20日1时14分距佛山市163km的河源新丰江水库区发生4．9级地震。受地震影

响，佛山市部分群众有感觉。

9月16日 市科委向市委林浩坤书记、邓威楹副市长、李玉光副市长汇报佛山市近期地

震前兆电磁波监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

12月8日 佛山市2000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在高明召开。

2000

1月27日 地震处办公室4台电脑连成局域网，安装联想服务器，实现资料共享。安装

ISDN，拥有上网账号，可浏览互联网。

1月28日 地震处编印出第一期《防震减灾与震情通讯》，向防震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及有关领导派发。以后定期每月初编印。

4月25日 地震处向市人大十一届三次会议提交《增强防震意识，提高我市建筑物抗震

性能》提案。

5月18日 地震处完成《佛山市防震减灾“十五”规划》编写。

6月17日 地震处及市一中、二中地理老师在人民路影剧院侧开展地震知识户外宣传活

动。

6月24日 地震处在市中山公园，开展地震知识宣传活动。

6月26日 地震处承担的“地震前兆电磁波监测仪及联网系统”项目，被列为2000年

佛山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10月3 1日 邓威楹副市长、卢汉超副市长、李玉光副市长及市政府5位秘书长等领导

到地震处办公室视察地震监测情况，听取地震工作汇报，到设在三防指挥部的抗震救灾指挥

部听取指挥部建设情况。

1 1月17日 佛山市防震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省地震局韩黎珍局长出席会

议，会后参观设在地震处的地震监测中心。

12月13日 地震处及三水区地震办到三水云东海天琴湖考察“隆圈¨隋况。

12月】4日 召开佛山市2001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

是年，地震处在互联网上建立“佛山市防震减灾网”网站。

2001

6月11日 根据中共佛山市委《佛山市市级党政机构改革》文件精神，根据《佛山市直

机关机构改革方案实施意见》的要求，在原科学技术委员会地震处的基础上组建市地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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