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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经由东省有关单位众多减灾专家的不懈努力，在各方大力支持和势助下. <<山东省吉然灾

害史>> I可世了。这是出东省减灾工作历史上的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也是对我国区域减

灾活动的重要贡献e

山东省是一个人5众多、资摞丰富、环境住越的经济大省，又是一个组受陆地与海上多

种灾害频繁袭击的省份。有着长达二三千年极为宝贵的灾害史料和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悠久

历史，我国最旱的地震灾害纪录"公元前 1831 年〈夏帝发七年〉泰山地震"就发生在山东。

与灾害进行斗争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省文化湖摞浇长. <<出东省自

然灾害史》体现了齐鲁文住的发展与发达。本灾害史是一项信息数据极为丰富的基础性研究

成果，为后人继续研究山东省自然灾害的演变、发展规律及防治对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将

又才深化由东地这前灾减灾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史还介绍了LlJ东省历史上防治、摄翻灾害采

取的有效方法说及与灾害在争的典型灾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活加大了坊灾减灾工作的力度

及其产生的显著效果，反映人类认识、防治自然灾害的历史过程，它是一部进衍减灾教育和

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本史在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汇编大量的馆藏史料和现今各类灾害

记录资料的基础上，总结各历史黯段自然灾害对山东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哨，山东省自然灾

害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前灾减灾的历史经验，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减灾工作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

山东省人民正在奋发图强，实现出"经济大雀"向"经济强省"的过渡。历史资料表明，

灾害不仅直接破坏生产力，制约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社会的安定，理碍社会的进步。近年

来，出东省国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我们相信，本史的前址，必将造福

社会，泽及子弹。它对提高全民的防灾意识，深化减灾研究，指导~灾减灾工作，制定综合
减灾规划，保障山东省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保证社会稳定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必将

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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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出东省是一个受多种自然灾害旗旗袭击的省份，又是一个有二三千年自然灾害记载史料

的省份。系统地研究、编写山东省自然灾害史，纪实性地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主要灾害事件，黯

述不同历史阶段灾害对社会经济发震的影响，总结自然灾害的历史发展规律和防灾减灾的历

史经验，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百且对现今的防灾减灾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

史又是一项基础性研究成果，为后人研究山东省自然灾害打下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当前面临

出东省人民奋发图强，努力实现出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过霞，稳定高速地发展经济，繁荣社

会，正确处理环境、减灾与发展的关系，迫切需要加强前灾减灾的研究之时，本史的研究成

果无疑具有愈来愈广泛的实用耕锺。

山东省自然灾害史研究涉及的资料时间漫长，灾害种类繁多，记载翔实程度不一和史料

文献各异，为了前后资料精度的一致住和体割的统一哇，特作如下规定。

1. 本史重点载述自然灾害史，凡属自然变弄过程，未掬成灾害者z 或经过人为、生态系

统平鲁吉抗樨灾害，而未造成损失者;如仅有地震振动记载，有震无害者 F 或有煌无害者 z 有

霜无害者，等等，绝大多数未录入，仅保留极少数记述，以了解历史上人类的防灾抗灾的思

想和方法。另外，本史第十篇对前灾减灾的历史经验律了系统的分析，可供了解全程。

2. 保持灾害摄失强度下限的一致性。灾害损失有大小之分，本史尽量录入有一定损失强

度的灾害，主口基本无震害的 5 级以下地震，仅有 1---2 个县简单记载的水、旱、煌虫等属地灾

害，未予录入。

3. 为使受灾县数和灾情描述体镜上的一致性，凡 9 个县以上均遭同一灾害，一般只保留

8---9 个地点，保留者主要是府、州名和其代表性的基名手凡上奏、上言、上摄的灾情结果，如

与记载的灾害描述相一致，一般将"上奏"等字摄路去。

4. 列入本史的灾倒，一般均给出资科来源，以便于查阅。资料来漂出自多处的灾害，仅

取 1~2 个主要出处F 凡府井i县志记载的本地区的灾害，则省略。

5. 灾害发生的时间，凡陪历年月日，一律蜀同拉伯数字表示 z 阴历年后日，一律用汉字

表示。

另外，本书酣录列出宋、元、明、清时期县名与现今地名对照表、路府州县一览表以及

各时期政lK圈，便于酶璋对查醋。

《出东省自然灾害史》系山东省科委和省人民保鼓公司支持的科研项亩。为完成此项巨，

成立了由地震、气象、水文、海洋、地震、撞保、森保等 7 个部门的专家组成的课题组，并

于 1995 年先后召开四次课题组会议。讨论编写提绢、总体要求、进度安排，交流阶段性成果，

梧互审隔成果材料，解决编写中的肉题以及研究汇总成果。参掏本史研究和撰写的专家共有

20 多人。本书的框架结梅、编写大纲由魏光兴提出，拣宗辑、华尧楠、孟昭黯、扬罗、谷摄

峰、孙晤畏、任鲁)11等参与讨论。参加资斜汇总初步定荷的有魏光兴、再晤民、孟昭翰、任

鲁)11等，全书统编、最后定稿由魏光兴、孙昭民完成。本书第一、九、十章由魏光兴参固有

关自志提供的素材撰写商或喜第八章由蒜昭畏撰写;第二章至第七章中的洪涝灾害及干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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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海洋灾害、地震灾害分别白杨罗、陈宗锤、壳、昭民撰写。气象灾害〈其中干旱灾害除

夕扫串孟昭翰、薛德强、谢考宪、冯晓云等撰写，地震灾害自谷撮峰、徐军祥、笃国强、康

凤新、邱希青等撰写，农作物病虫害由华尧楠、华崇李IJ撰写，森林病虫害自李占藕、姚文生、

李洪敬、养显娟、李东军、秦绪兵等撰写。本书在搜集史料、开展研究和在总编篡过程中得

到作者贵在单位领导和同志们以及有关单位鼎力相嚣，得到赵学通、姜立才、陈如由、胡政、

钟国芬、王商君、杜立英、姜静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中国科学费院士马宗晋教授在百忙中为

本书作津，地震出版桂马兰画编审付出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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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 论

第一节 山东省各类自然灾害涵盖内容述要

出东省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省份，又是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史料记载丰富的省份。本史

根据致灾或因李白受灾律不离分为气象灾害、洪潜灾害、海洋灾害、地质灾害、地震灾害、农

作物灾害及森林灾害等 7 大类，详克表 1-10

表 1-1 山东省吉然灾害分类

气象灾害 干旱、暴雨、冰雹、台风、大风、干热风、霜冻、冷害、雷击

洪涝灾害 洪水、涝渍

海洋灾害 风暴潮、大风、海浪、海冰、海雾、海啸、赤潮、污染、海难

地质灾害 地面塌陷与沉陆、地面目降、地裂缝、海水入侵、坑道突水、岩土膨胀、砂土液化等

地震灾害 构造地震

农作物灾害 病害、虫害

森林灾害 病害、虫害、火灾、森林气象灾害

由于致灾成园的关联性和受灾体的多样佳，导致各灾种交叉的复杂性。现将本灾害史中

各灾种的涵盖内容及划分载据作一简要分析。

一、气象灾害租洪涝灾害

众所周知，暴雨可以直接造成雨淋、积水、浸泡农作物等灾害，更主要的是暴雨引发出

洪暴发、洪水泛滥，即暴雨洪水。暴雨列入气象灾害，重点叙述雨量、暴雨中心及主要损失

数据。暴雨洪水那列入洪费灾害中，详述其灾害及其损失，各有侧重。古代记载中重点叙述

"霖雨"、"大雨"及有关"霆F霄"，列入暴雨灾害"大水"均列入洪费灾害。大风灾害系指对

内茹的影畴，如若对海上带来急害，则列入海洋灾害之中。冷害中包含黄湾冰凌灾害。此次

编史还将雷击灾害加入，尽管此灾种在 80 年我中期才有记录，但是随着高楼、厂房、建筑设

施林立，其造成人畜伤亡、设施破坏的记载日益增多，应引起人幻的关注。需要指出的是，某

些灾害是紧密相联系的。如台风会引起大风、降温、暴雨、风暴攘，暴雨又可导致洪水等一

系列灾害，还有雷击混入其中，本史则分别在各灾替中记述，避免重复。

洪涝灾害主要涉及洪水、费清灾害，还包含黄河决口灾害。解放前，黄湾平均"三年商

决"，给自东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二、海洋安害

台风、大风列入灾害性天气中，然丽在海面上和沿海岸造成灾害者，亦列入海洋灾害中

需述。主要白人为菌素造成的轮船溢涵，作为海洋污染收录。"海难"仅含由人为因素引起，

由大风、海琅、浓雾招致的海撞事故，则列入相应海洋自然灾害中。海岸侵馆、海面上升基

本上属缓发性灾害或具有缓漫过程，无此史料记载，未~J入本史。海水入侵霜海黯西方亩嚣



素所致，亘陆地地下水位下降起了主要作用，故将其纳入地质灾害之中。

三、地震与地震灾害

地质灾害有缓发性和突发住两种，地震灾害周具突发性。山东的地震灾害在全E范围中

属较突出的，是山东的主要灾种之一。本史将地震引发的地面塌陷、地装缝、砂土液化等在

地震灾害中详细描述，而在地震灾害中因重点记载房屋、工程破坏及人员伤亡等，相M.描述

得比较篱单，这也是为了避免重复。

E、农作物和森林病虫害

建国以来，经普查和专家鉴定，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农韭有害生物共有 2011 掉，其中

农业害虫 808 种，擅物病害 934 种，有害软体动物 2 静，农田鼠害 13 种，农自杂草 254 持。

发生面积大、危害农作物较重的有 175 种。本史以作物分类最述病害与虫害，主要病虫害有

小麦锈病、小麦白粉病、麦野、粘虫、玉米叶斑病、玉米旗、地瓜黑斑病、高粱条旗、棉苗

病害、棉铃虫、飞煌、花生费等 40 余种。山东省主要造林树种的森林病虫害种类有 700 余种，

其中病事 300 余种，虫害 400 余静。众多病虫害中，危害面广亘有毁灭性的病虫害主要有遗

精丛枝病、枣病病、赤挂毛虫、日本怯干蛤、大袋蜡、枣尺攫、擒蓝叶甲、桃小食公虫、杨

树食叶害虫和蛙干害虫等十九静。本史亦接树种分类隔述。

另外"小而为害不要~"的灾异亦专门列上，主要介绍异常天气现象，二它也是自然灾害研

究的重要内容。

第二节 山东省自然灾害记载与研究述要

山东省古为齐鲁之邦，有着灿'足悠久的历史文化，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浩瀚历史文献中均

有自然灾害事件的记录。在过去几千年里，山东省组受自然灾害的握残，罩在公元前 1831 年

就有了"泰山震"的记载，这是我国最旱的关于地震的确切记载，也是由东省最旱的自然灾

害的见证。公元前 711 年，亦有 u鲁垣公元年，敦，鲁大水"的记录p 公元前 715 年，即有

#鲁撞公八年，鲁有蟆〈即钻心虫)"的农业虫害韵记载 z 春款时期《管子》一书说到"善为

盟者. ~豆、先捺五害" (五害指水、旱、风雾霜、瘟瘦、虫灾)， "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先"。山

东的水旱等灾害的记载和治理活动，迄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最早记录自号海洋、地震灾害

是与地震相关连的，实际上是由地震引起。公元前 284 年(勇藏王三十一年)，万历《莱芜县

志》记载"赢、博之间，地标及泉"，实为泰安东部 5 级地震所致的地质变害。前汉书".

一年中，地再动，主海水温壤，杀人民。"青分!府志"齐地震，北海水溢"等，这记载的就

是公元前 47 年益都北部的 5 级地震引起的海洋灾害。最跪开始有灾害记录的是果木森林病虫

害，直至 1880 年〈清朝〉出现了鼓东赤松毛虫的记载。

自古以来，记述和研究自然灾害及其防治的史料文献极为丰富。如水旱灾害及兴利除害

的资料中，正史自《史记·河渠书》以后， <<投书》有《沟撞志))，宋、金、元、明、清等史

中都有《泻渠志呈。其余如历代的《纪》、《传队《五行志》等也有此类资料。水利专著有遥史、

专史、河道史、渠塘史等。总集如《行水金鉴》、 f续行水金鉴》等。各种一统志、省志、蔚

县志等中也有大量文字记载。本史广泛搜集整理了众多的志书、史书和挡案中有关自然灾害

的记录。

在古代的史意文融资料中，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性和科学技术不发达、信患传递不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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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因的影嚼，加之改朝换代，政局动荡，记载人员的更迭等，多为零散、简单和定性的。定

性描述存在着人为差异，无统一的记载规范。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闰、莲雷、程度和带来的社

会经济影响等均未详细记录。对自然灾害的演替规律不甚了解，如对弱史上发生较多的蛙虫

和粘虫〈好虫草〉具有远距离迁飞的习性，一无所知，于是认为是"神虫"，遇到虫灾，往往束

手无策，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它给后人留下宝贵的遗产。我的可以对当时的定性记

载拥以搜集、整理、如工和对比分析，看出当时自然灾害发生的具体时间、影响范围、受灾

程度、灾害损失和对社会的影响。

建国以来，对自然灾害曲监糖、前治和研究工作束得长足的进展。全省各灾害管理部门

分别建立了许多监糖站点，吕前雨量站、水文站、精清站、地下水动态监蹦站、验潮站、植

保站、水保试验站、气象台站、地震台站等遍布全省，形成了具有较强监瓣预报能力的台网。

这些台网都配有先进曲科学仪器并按规范要求进行观测，积累了丰富详细的科学记录资料，不

仅绘出灾害发生的时间、空间、强度等诸多定量参数，商旦预揭灾害可能带来的影响和损失。

例如冰雹的记载，历代对时i胃记述为"某月"，大小多为"鸡拜" "拳头大小"等;解鼓后，日才

闰记载具体到丹、吕、时、分，冰雹大小黑粒径xx重米和重量xx克，同时给出积冰雹厚

度。对于冰雹灾害造成的损失，给出受灾县数，直接经济损失新合为人民币数。

各灾粹的研究挽构相继成立，对灾害的发生演变规律，预测、预报布防治开展了深入的

研究。又才有记录以来的灾害史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整理。 1974 、 1977 年中央气象局等 32 个单

位，查录 2100 多个史志档案，完成了分省〈区〉编述约 200 多万字的《近五百年旱涝史料》。

1988-1993 年水利电力部、水和j水电科学研究院整编出版约 150 万字的《清代黄河捷域洪涝

档案史料>>" 1963-1965 年出东省水利厅摄据墨家科学技术规划所列课题，成立水和j史编写

组，完成了《山东清代水旱灾情》一书。 1984 年陆，人琪、 1993 年杨华崖等先岳出版了《中匮

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中国海洋灾害 40 年资料汇编 0949-1990玲等书。 1978-1983 年

出东省图书馆、出东省地震局整编出版《山东省地震史将汇编》。以此为基髓， 1995 年编印

《山东省历史地震茵录》。故在下述"地震灾害"中首先给出经过对地震史和}进行分析后的地

震参数=时间、地点、强'度，然后再给出其主要灾害史料。 20 世纪 90 年代说来，在山东省地

方志编寨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 <<山东省志》一书之气象志、地震志、海洋志、农业志、林业

志、水利志、黄河志、地质矿产志、民政志等陆续出版，其中均有有关灾情、救灾的记载。另

外， 90 年代出额的离本专著《山东省主要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 (高秉伦、魏光兴主编)， <<出

东省浩海区域环境与灾害)} (赵第三主编)，对山东省内陆及其沿海区域的主要自然灾害及其

坊治对策进行了阐述。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1978-1980 年赵传集编印《山东历代自然灾害志》一书，该志为山东

省从事减灾科研、生产管理工作者探索灾害规律，掌握气候演变规律，有效预雷各种自然灾

害，指导农业生产，提供了一套较系统的历史资料。灾害记录文献大量散丑于数百种古今史

籍，不同时期版本的统志、通志、方志、乡土志、杂记、碑喝，形罔零钉碎铁、碎玉残壁。作

者从中摘录灾害资料，编辑成册，于 1959 年开始定题撰写，此间几经周折，黯续经历十余载，

共辑录古今历代岳然灾害 2 万余条，分作 14 类，编作 6 个分册付印，约 120 万字。无疑，该

志是编寨整理本史最重要的参考和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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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自然灾害对山东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喃

纵1克历史，山东人民一弟也未捧止对自然灾害的抗争，尤其薪中国成立后，抵御灾害的

基础设施和能力有一个今非营比的飞跃，然南毕竟是有攘的。自然界既给人类社会生产、生

活提供铠良的条件，又不时给人民带来难以预测或提梅的灾难。自然灾害继续制约经济发展，

影响社会的安定，威踏人们的生命，恶化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历史上自然灾害致使经济破坏、人民遭挟、社会倒退、政局动荡的例子比比皆是。出东

省理虫与旱涝灾害发生频繁，成为社会性的重大灾害。据查证，自公元前 707 年至公元 1949

年的 2656 年间，山东省有撞虫发生记载的达 436 年，平均 6.1 年 1 段，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

深重究难。例如公元 785 年(磨兴元二年) <<长出县志》记载..六月，飞理蔽吕，每 E 不惠，

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二F遗，饿孬拉道，斗米千钱，民蒸煌暴干食之"公元 1615 年〈明

万历四十三年) <<臻安丘县志》记载 z 面夏，旱、望，款，大饥，粟份涌费，民都木皮和糠在

市食，林木为之一尽，饿死者递相枕籍，乃有害j尸黯食者， !!P而递相食，法不能止。又有奸

民掠卖男女藏之远方，辄获重祠，谓之贩稽，往来络绎逆路不绝，哭号之声震天动地"。

明朝末年我国立方大部分地区出现连续五年的特大干旱，被及山东全境。 1637.......1641 年

〈葫崇祯十年至十四年).发生特大连续旱灾a 自 1637 年开始，山东就有 10 多个州县志中有

"夏旱无麦"与"大旱米凯"的记载。 1638 、 1639 年连臻发生了大旱和堕灾"春大旱，井泉

大竭，黄风时作，飞沙遍天.. (郭城最甚)， "夏四R煌蟠入城如流水，敦大旱，狼入村镇，专

噬λ畜，. ( <<益都县志抖。到 1640 年又发震为全省性特大旱灾，一直持续到 1641 年。"前此

旱频年，至是赤地千里"、 u孝妇河十里绝谎，并泉酒"。说明当时连年干旱，地表水全部子酒，

泉子河断流的缺水景象。并导致"芽花不开，果不实，牛羊不孕，鸡鸭不弈，妇人不孕"

( <<需泽县志归。国干旱引起市场粮份暴涨"斗米二干"。大量百姓无钱买粮，以草根树皮充

馄..民握草援，事i木皮皆尽气由于严重干旱，又派生瘟痊、撞虫灾害，使筑苦百姓雪上加

霜，最终导致"人梧食"、"死者拉藉"、"材落成墟"、副丁户百不存-"韵悲惨景象。不甘饿

死的班民键商走险，一呼百应..蜂起焚掠"，揭竿商起。李自成率众起义，一举推翻胡朝封

建统治。长黯自然灾害，国畏经济蟹退，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客现原嚣。

突发性巨灾厨造成的藏环是毁灭性的，使社会经济陷入瘫痪状态。 1668 年甥域发生的8场

级地震，这是中国东部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地震，波及江苏、安徽、商离、河北等省及我国

东部海域，有震害记载的达 19 万 kmzo 藏坏最为严重的是郑城、吉县、 i监听等地，造或直接

死亡超过 5 万人，房墨庐舍、城垛笛塌无t2J.数计。震后，大雨、瘟疫盛仔，病死人骤增。由

于人员大量死亡，土地荒芜，加上水、旱灾害频繁，导致"逃亡 4400 余丁，荒地 876 项有

奇"、"其时死尸遍于西野，不能蹬葬者甚多。凡锺村落之处，理臭之气达于四远"，"周围万

余里无一存墨飞"接霹宫室，庙宇公靡一时患毁，人无完宇…·平地水深丈余，并内涌水

高数尺，山崩地裂飞由此看出，此次地震给山东人员带来的痛苦之大，对社会影响之

重。每次强烈地震发生后数年甚至数十年灾区人民都难以恢复王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最严

重的是人员死费，给数以万计的家庭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劳动力匮乏，无力重修重建，土

地荒芜，救灾使国库空虚，这些损失是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的。

薪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防灾减灾工作，防灾措施和能力不断加强租提高，垣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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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看到，由于人口增长，社会的都市化，工业财富日趋集中，如之人为招致环境被坏，导

致自然灾害的危害有增无减。例如 1987 年 8 月 26 日济离大洪水，全市普降大暴雨和特大暴

雨，平均降雨量 124mm，降水总量达 6.861乙矿。此次暴雨量之大，为济南市 1916 年有实酒

商量资料以来之首位，梧当于 150 年一遇水灾。据统计，此次暴商洪水共造成 12 人死亡， 1 

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为 4.63 亿元〈当年价) 0 1985 年， 8509 号台风从肢离登菇后，径直北

上穿过半岛内陆从龙臼进入渤海。受其影嚼，青岛、 I福沂、撵坊、烟台等地市先后出现暴雨

和特大暴雨，同时出现 8--10 级大风，台风中必经过之处有 12 级大风。这次台风造成 51 人

死亡. 736 人受重伤，各项经济损失总计达 10 纪元之巨。 1992 年 8 月，强热带风暴袭击我省

沿海地区，使我省发生了风暴潮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43 亿元。

此外，某些人为自然灾害亦是很严重的，影璃是多方面的。如海水入侵〈包捂戒水内

侵〉是由东省的主要地震灾害，全省海水入侵总西我达 730.7km2。使当地工农业生产遭受巨

大摄失，还造成地下水质恶化，人畜饮尾水困难，地方病发病率增高等难以估量提经济损失

和社会影响。据统计，由于海水入蟹，由东省平均每年经济摄失达 4--6 亿元。

历史资料表明，灾害不仅直接破坏生产力，制约经济的发景，市旦影响社会的安定，甚

至引起社会的动乱，阻碍社会的进步。自然租人为灾害经常通过相互放大作用，造成悔人员

伤亡、经济损失和资摞破坏远远出乎人们的意抖。近年来，出东省理灾造成的年直接经济损

失在 100--200 亿元之闰，约占全省国内生产恙童的 3%--4%. 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为推动

人类进步，保证社会稳定发展，保证国民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研

究和减轻灾害成为我们的历史使命。

第四节 《山东省自然灾害史》的特点与作用

编写《山东省自然灾害史》遵锺辑原则是"古为今用"突出自然过程所造成的灾害，自

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机地结合。既要纪实性的反映历史时期主要灾害事件，也要总结不同历

史荷段自然灾害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并对减灾的历史经验教剖进行恙结。要体现历史的、综

合的、系统的观点，反映灾害史、斗争史和方法论史的综告特点。本史的具体特点与功能简

述如下。

一、特点

1~ 自然灾害支是一项基础性研究成果

本史是由一系列"灾害事件点"组成，对此进行处理和整理，可以建立"灾害数据库"。

它既是一部史料，又是一部学术专著，并为后人系统研究山东省自然灾害及黯灾对策奠定一

个良好的基础。

2. 突出灾害的政重属性，将自然过程与社会影响二者相结合

本史既要全西记述各历史时黯自然灾害资料，又要阐明灾害对社会发票的影响及当时的

减灾措施，以及减灾效果等，为当今的灾害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丰富资料。

3. 注重支辑的准确性、完整性

本史在挖握各灾害管理部门灾害资料，搜集公共理书结藏的史志资料的同时充分利蜀现

有的灾害纪实成果。欲求全面、系统、完整的史辑记载，不漏主要的灾害事件。对灾害的纪

实性及有关损失数据进行考逗，注意可靠性，当灾害损失出现多个数据时，采携权威部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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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数据。

4. 反映灾害支、斗争文和灾害认识支的综合特点

灾害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闰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社会生产发展史就是一部与自然

灾害作斗争的历史，也是一部灾害认识史。在全西记述灾况的司时，记下了与灾害提争的方

法，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人妇对灾害的研究与认识。

二、作用

1. 以支为鉴，造福未来

长达 2000 多年的灾害史料是极为宝贵的，借此系统恙结历史经验和教词，启迪未来。研

究灾害的消长动态，演变规律、发展趋势和防治技术，指导现在。开展灾害预测，必须掌握

尽可能长时间尺度的丰富资斜，以利于研究其孕育、演变租发生的短律，从而争取作出尽可

能准确曲预翻，取得防灾抗灾的主动权，为国家社会经济发震做出贡献。齿灾抗灾亦须借鉴

古代的宝贵经验，如开挖小清河，即为一例。公元 1130~ 1l 37 年，金朝之酣藉齐王文tl豫，在

摄水入大清河处筑堪，名下海堪，据源水东混注入新开控的小清河，只有京大时才溢入大清

河。从此大、小清河平行东斑。小清河行经路线，虽元、明、清三代有厨改变，但至今除入

海一段南移外，基本上仍保持了金、齐初开时的河线。全长 237km，集水面辑达 1 万多 km2 。

吉开控以来，是我省泰、括出北键一一条排洪、排溃、灌模、航运、莞蕴等多种用途的重要

坷道，在历史上为减轻水患发展水和起到很大的件窍，亦为今天前洪减灾提供宝贵经验。

2. 提高对自然灾害的认识，更有效的 F示支或灾

自然灾害史是一部人类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史，也是一部方法论史。它记述了人们对灾害

成盟、现象、规律以及与之抗争的方法的认识过程。了解它，有和于提高今天灾害学的创造

性思维能力和科学研究艺术，有利于提高科学人才的素质。如对地震灾害成因认识的发展对

后人就有后遍。古人认为天地人三才为一体，地宣宁，不宣动，地若有动使颈示有变，这是

历代王朝统治者摄关心的。公元前 780 年E草房地震， f自黯父解择说"黯伏商不能出，阴通而

不解蒸，于是有地震"他将边震事件与王朝盛衰联系在一起来说明阴阳变化。古有"伊、洛

(海南伊水和洛水〉竭商夏亡， r可〈黄河〉竭而商亡"这种解释显然是不科学的。到宋朝包

拯诠震吕"臣运罔登判地震出撞。今又镇黯、雄州五廷朔目地震，皆天意事先示复，必不虚

发也。……臣恐有课中嚣者。……锥黯下特留圣意。"到明朝对期，到将地震说成是天诫。

清代传期，受西方科学思想的影碗，对于地震发生原因的解释，便开始具有现代科学成

分，认为"地震者乃〈地〉窍所含热气所致也飞这就是旱期的火山地震成因说。现代地震科

学研究是 19 世纪末才发展起来，仪器自动记录在现之后，奠定了现代地震学理论基础，构造

地震或理理论才得以确立。

上述可见，对地震成园的解择有一个由不科学到科学的过程，这个过程尚须当代地震科

技工作者继续廷静，直至很底解决。同时我们看到古代人认识上的合理成分，如天地人三才

为一体，地宜宁，不宜动之说，以现代的观点IlP保持生态平衡，地球只有一个，肆无忌f草地

破坏森林、植被，必然带来更大的人为自然灾害，定害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当然，当时的

解释是不可瑕的。

3. 自然灾害支是一部进行或支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科书

自然灾害史反映自然灾害孕育、发生〈演变)、发展的历史规律，再对反映人类认识自然

灾害的lE史过程，以及不同页史时期所采取的防治、抵御的方法。尤其是重大历史变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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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章育中国成立后茹灾减灾工作的强大力度及其产生的显著效果，以及菌辖的灾害薪问题，给

我的以生动教育，并深感身负的历史重任。如 1949 年前，农业有害生物所造成的灾害，最为

严重的是撞虫，其发生面广，为害大，灾情重。其防治方法有捕打法、火提法、捏壤法、鸡

琢法，最基本的是人工捕打。此外，在握灾既起接追撞撞，买盟，以票易撞等。巨灾之后，辅

以减缓，免在吕赔钱粮。在人工扑打煌虫方面，收效颜大，但煌情仍然长戴处于自然消长状

态，致使撞灾延续不断，一直遗留到新中国成立。商药剂防治、生物前治农业有害生物方法

处于启蒙状态。值得指出的是，公元 715 年至 1949 年，山东省天敌控制握虫等有害生物，共

有记载 34 次。其中费朝(1368-1644 年〉天敌控髓煌虫为 7 次 p 清朝(1644-1912 年〉天

敌控制鲤虫的次数达 15 次，方法为鸟食，有益琵虫食及蕾寄生等z 民国时期(1912-1949

年〉仅 1 次海骂食撞蜻的记载。据此分析，晓、清时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较为稳定，维

护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到民国时期由于人类不革暗地干拢，生态系统中有益生物种群数量减少，

生态平衡失调，引起了有害生物增加，危害加重。山东省是全匮的主要撞区，鱼台县是茄史

上多灾低产的老撞区。 60 年代采取兴修水利、改种东霜、植树造林等，能造不适宜飞理生存

的自然环境手提离耕作管理技术水平，消灭了盟卵 z 利用天敌充分发挥自然控制作用 z 结合

重点药杀 F 系统债察与群众监视相结合，做好预测颈摄等一系列的综合防治措施，控制东亚

飞握种群数量达窍不致造成急害的水平。撞区面积虑 4.67 万 hm2 ，压结到 0.33 万 hm2 ，药1ftJ

防治面积减少了 97.5%，而粮食单产和总产都增长了一倍半以上，基本上根治了整害。

薪中国成立后用了不太长的时间，基本上根治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意害极为严重的撞虫

灾害。今后一定会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住越性和现代科技的作用，动员全民保护生态

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决不让握害死友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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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宋前时期的自然灾害史

第一节宋前时期自然灾害记载与研究概况

由于宋前时期(公元 960 年前〉历史条件的限制，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人的常无力抗

锦自然灾害的侵袭，因此灾害不仅使人们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商亘引起社会动荡不安。

尤其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曾是终年战乱， 400 余年间，灾害记录甚少。

气象灾害记载的翔实程度不一，旦存在明显的记录中断现象。旱灾、冰雹、大风、霜冻

灾害记载较多，均达十几锅。但其中 485~708 年间无大风灾害资料，可能战乱所致。暴雨灾

害和冷害仅有几例，暴雨灾害多记于水灾之中。干热风灾害无记录，水灾记录较多，历史资

料中凡"大水"记录均列入"东灾"中，只有"霖雨"、"霍雨"列入暴雨中。对于小范围的

局部水灾，如一、二个县域的未取。在宋能时期长达 1730 年中，共记载*灾 60 余次。《史记

·封祥书》记载 z 公元前 168 年"河溢遥裙"，涯水是淮河的主要支流之丁，既遥、酒，势必入

淮。此记载为黄河泛淮之始，亦为最旱影响山东的黄河决温。

地震灾害自公元前 1831 年至公元 960 年长达 2791 年中有文字记载的 5 级以上地震约 34

次。需要指出，从全国来说，这时期死人最多的一次远震是发生予公元前 70 年 6 月 1 B 出东

诸城、昌乐一苦的 7 级蛙震(黯度沼虔).当时中嚣人口较费少，死六千余人已是很大的伤亡

数字了。另外，地震次生灾害，亩地震导致的水灾，在公元前 179 年 5 月 1陆海东部 6 级地囊

中己有"……大水费出……"的记载。地贯灾害的记载亦是零星的，共收录 11 锅。其中跑西

塌黯、地裂缝、砂土液化等 4 倒是由地震引起。海洋灾害的记录只有十几例，记录中多出现

"大风雨"、"海水溢"，基本上是风暴潮灾，亦有几辑出地震引起。

山东省是商史上撞灾危害严重的省份之一，赵传集编寨的《山东历代自然灾害志》中亦

有详细的史料。农作物虫害中的.理、旗、粘虫灾害按时间颇ff收录，未进行分类。宋前时期

没有森林病虫害方菌的记载。

第二节气象灾害

自公元前 700 年至公元 959 年漫长的 1600 多年间，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对气

象灾害文献记载较少且不够完整齐全。此间，共记载旱灾 14 年次〈平均每 124 年发生旱灾一

次) ，冻雹 21 次，大风 12 次，霜凉 14 次，暴雨仅 5 次，冻害钗 3 次。

一、旱灾

公元前 602 年(痛定王五年〉齐鲁大旱( ((春秋抖。

公元 2 年〈汉元始二年〉部国大旱、煌，青炖尤甚，民就亡( <<汉书·平帝纪)))。

75 年〈后汉永平十八年〉莞、豫、徐三判大旱。语:勿牧E程( <<后汉书·明帝本纪抖。

151 年〈后汉元嘉元年)济宁判，旱，饥民相食。

194 年〈后在兴平元年〉聊域，吉正月至七月不商，人相食( ((东昌府志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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