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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增补的４万余条地震史料介绍及初步整理

任　栋１，郭安宁１，张炜超２，段博儒１，贾源源１，强　玫１

（１．甘肃省地震局，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２．陕西省地震局，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００）

摘要：历史地震资料的考证研究及保护利用是防震减灾的基础性工作，在２０１２年中国地震局科技

部公益专项（２０１２０８００１）实施中，一项重要内容是由社科院历史所整理《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中

剩余的未利用的卡片内容，并对这些内容进行考证。研究完成后，社科院历史所移交了整理考证后

的一批总计约４０　５００张卡片，共６０７万余字的历史地震资料。但这仅是从历史角度进行的研究，

还未从地震角度对这些卡片内容进行研究。本文对这些卡片进行介绍，同时对挖掘这４万余条历

史地震信息的价值及意义进行阐述，并对我们的初步整理与研究情况作了说明。

关键词：历史地震资料；卡片内容；考证研究；整理情况

中图分类号：Ｐ３１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０８４４（２０１８）增刊－００６５－０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０８４４．２０１８．Ｓｕｐｐ．０６５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４０　０００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ａｔａ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Ｓ

ＲＥＮ　Ｄｏｎｇ１，ＧＵＯ　Ａｎｎｉｎｇ１，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ｃｈａｏ２，ＤＵＡＮ　Ｂｏｒｕ１，ＪＩＡ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１，ＱＩＡＮＧ　Ｍｅｉ　１

（１．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Ｌａｎｚｈｏｕ　７３００００，Ｇａｎｓｕ，Ｃｈｉｎａ ；

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００，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ｉ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ｊｏｂ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２０１２，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ｃａ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ｂ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ＡＳ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ｃａｒｄ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４０　５００ｃａｒｄｓ，ｗｈｉｃｈ　ｒｅｃｏｒ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６　０７０　０００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ａ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Ｆｕｔｕｒｅ　ｍｏｒｅ，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ｓ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ａｔａ；ｃａｒ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０　引言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也是自

古以来对地震灾害记录最早且较为详细的国家。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随着我国地震事业的逐渐发展，我

国就非常重视对历史地震资料的研究以及挖掘和整

理工作，为我国地震的研究提供了评定地震烈度、确

定宏观震中、研究演化规律、判断断层的活动性等方

面的宝贵资料。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目前我国的

历史地震资料还存在诸多不足，地震史料的完善程度

和准确程度有待提高。

２０１２年，中 国 地 震 局 联 合 多 个 单 位，共 同 申 报

了科技部公益专项（２０１２０８００１），其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是由社科院历史所提交的早期在整理《中国地震

历史资料汇编》时剩余的历史地震资料卡片，并对这

批遗留未刊用的卡片内容进行了考证研究。在此项

目完成后，社科院历史所移交了一批总计约４０　５００
张，共６０７万余字的经考证后的卡片史料。这批卡

片的内容涉及２３个省、３个直辖市、５个自治区的历

史地震信息，时间历史跨度为２　２００余年。通过对

这４万余条 历 史 地 震 信 息 卡 片 进 行 初 步 梳 理 和 统

计，并与现有的地震条目进行对比，对所缺少的历史

地震信息进行了增补，对说法不一有待进一步考证

的历史地震条目进行了标记，以便进一步完善。本

文对这批历史地震卡片进行了介绍，并对其价值及

意义做了阐述。同时介绍了我们对这批卡片进行的

初步挖掘整理结果，以期让广大地震科技工作者在

了解这批资料的基础上，从地震角度更深入地研究，

以服务于防震减灾事业。

１　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的研究史

１．１　１９５４年 中 国 地 震 史 料 整 理 及 出 版《中 国 地 震

资料年表》

１９５４年，在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的主持

下，开始了 中 国 地 震 史 料 的 全 面 整 理 和 编 纂 工 作。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地球物

理研究 所 会 同 有 关 单 位，进—步 查 阅 了 各 类 文 献

８　０００多种，收集抄录历史地震记载数以万条，涉及

地震近万次。最后，将经过查核的原始资料进行综

合整理，编纂成《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科学出版社，

１９５６，以下简称《年表》）。《年表》全书２００万字，分

上、下两册。书中收录了８８０余次破坏性地震的资

料，分省按年代顺序编排，均给出时间、地点、地震情

况、资料来源等栏目。在各省地震年表索引之后，还

给出古今地 名 对 照 索 引 和 所 查 阅 的 方 志、书 报、杂

志、档案等资料的索引。

《年表》的出版第—次为地震史的研究提供了丰

富的资料，在国内外科学界引起了广泛重视。科学家

们对《年表》给予较高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编辑工作

中的一些缺欠。《年表》出版二十多年间，中国地震工

作者和历史工作者继续进行了不少研究工作。

１．２　１９７６年 中 国 地 震 史 料 整 理 及 出 版《中 国 地 震

历史资料汇编》

１９７６年唐 山 地 震 后，国 务 院 于１９７７年９月 批

转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地震局关

于汇编出版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的请示报告”。根据

报告要求，在北京组成了“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

员会”，并设总编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也组织了

相应的工作小组，进行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科学院、国家地震局联合发起，邀请有关专家和有关

单位负责人组成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组

织地震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再—次对地震史料作更

广泛的搜集，进行重新编纂。经过四年多的共同努

力形成了《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于１９８３年起分

５卷陆续出版。

这次编纂，自１９７８年 起，至１９８２年 完 成，其 间

动员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有关人员，从２万余

种文献资料中，收集了比《年表》丰富得多的资料，其

中包括一部分石刻、题记等实物资料。如西藏自治

区组织了相当的人力，系统整理了前次从未利用过

的历代档案。新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所收

资料起于远古，止于１９８０年。全书分编为 五 卷，于

１９８３年后相继出版［１］。

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委会在组织进行此项工作

时，曾建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震史料小组同

时编辑本地区的地震史料汇编，该书不能尽收的资

料，各地区的汇编可以更详备地收录。地震较多的

大部分省（区）已分别编成本地区的史料汇编，后陆

续出版。后来随着对历史地震认识的逐渐深入，也

出现了一些关于历史地震资料的出版物［２－４］。

２　２０１２年第三次历史地震档案考证研究

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后，中国地震局再次对历史地

震工作从档案角度进行更深一步的挖掘研究，中国

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为牵头单位，中国地震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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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为指导单位，联合系统内外多个单位，共同申请

了科技部公益专项《中国历史地震档案考证研究和

利用》。该项目的重点内容是当初在编著《中国地震

历史资料汇编》时抄录的大量未刊用的历史地震记

录的卡片，总计约４０　５００张，约占未利用价值的３／

４，共６０７万余字，这是在当初集全国之力抄录的历

代地方志、特藏文献、石刻等关于地震的记载。并在

中国第一、二历史档案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复旦

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及各地地

震局等单位的配合和帮助下，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单

位，制成地震历史资料记录卡片，其内容标明了记载

地震的古籍出处，如一卡片是这样标注的：“明穆宗

隆庆三年正月朔日中有数日旬日复之夏黑光，与日

租磨冬十月地震。书名（附篇名）任邱县志·五行·

卷１０页·著者：刘统，刘炳，乾隆二十八年，收藏地

点：省委图”。

这些卡片在编著《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时只

选取利用了其中１／５左右的资料，其余大部分都未

曾公布利用。由于其中已有部分卡片出现字迹模糊

等现象，需要重新对照原文修订考证。在项目的执

行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的地震历

史资料 卡 片 原 件 总 计 约４０　５００张 卡 片，共６０７万

字。这４万余张历史地震卡片的信息涵盖区域范围

包括了２３个省、３个直辖市、５个自治区，其中条目

最多为山东省，达４　０００余条，条目最少的为内蒙古

自治区，为２９条。时间跨度约２　２００余 年，其 划 分

以各个历史朝代为主，包括先秦、秦代、汉代、三国、

两晋、南北代、隋代、唐代、五代十国、宋代、元代、明

代、清代、民国时期以及１９４９年之后，其中元代、明

代、清代时期的历史地震条目较多，约为条目总数的

７０％（表１）。历史资料卡片的信息来源也进行了初

步 统 计，主 要 来 源 于 各 地 方 图 书 馆、博 物 馆、高

表１　４０　５４２条历史地震卡片按历史时代分类梳理情况统计表

省份 总条数
１９４９年

后
民国 清代 明代 元代 宋代

五代
十国

唐代 隋代
三国两晋

南北朝
汉代 秦代 先秦

安徽 ７６８　 ０　 ８４　 ３６６　 ２７２　 ３２　 ４　 ０　 ３　 １　 ３２　 ４　 ０　 ０
北京 １　０２５　 ０　 ３　 ２３７　 １０６　 ２７　 １６　 １　 ５３　 ３　 １３　 ７５　 ０　 １０
福建 ２　４８０　 ３　 １２０　 ６４２　 １　３７５　 １４６　 １５８　 ０　 ５　 ０　 ５　 １　 ０　 ０
甘肃 １　７２１　 ４　 ８７５　 ３３７　 ２４８　 ３９　 ３９　 ０　 １７　 ９　 ４２　 ５２　 ０　 ０
广东 １　２６０　 ０　 ５４　 ５８３　 ５２６　 ５　 ６　 ０　 ０　 ０　 １　 ９０　 ０　 ０
广西 ２９６　 ０　 ２０　 ２０７　 ６６　 ３　 ７　 ０　 １　 ０　 ４　 ０　 ０　 ０
贵州 ２　２５７　 ０　 ２３　 １４０　 ６３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河北 １　２６３　 ０　 １３　 ３５３　 ２１１　 ２６　 ４３　 １　 １７　 ０　 ３８　 ９　 ０　 ３
河南 １　４７８　 ０　 ６８　 ５５４　 ４６５　 ４１　 ７５　 ０　 １１　 ２　 ５３　 ２１８　 ０　 ２

黑龙江 ３９　 ０　 ２４　 ５　 ２　 ０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湖北 ６３６　 ０　 ３４　 ２５１　 ２８３　 ２６　 １７　 ０　 １　 ０　 ２１　 １４　 ０　 ０
湖南 ９３５　 ４　 ２７　 ７　 ７１　 ０　 ０　 ０　 ２　 ２　 １３　 ６５　 ０　 ０
吉林 ３３１　 ２　 ３８　 ２３　 ９７　 ２０　 ２４　 ０　 １０　 ０　 １２　 ５２　 ０　 ４
江苏 ４　７７８　 ７　 ３１０　 ６３　 １０６　 ２０　 ７１　 ０　 ３１　 ６　 １１３　 ２４　 ０　 ２
江西 ４９０　 ６　 ４５　 ２３８　 １２３　 １３　 ４　 ０　 ２　 ０　 １２　 １　 ０　 ０
辽宁 ４５３　 １　 １７１　 １３３　 ９８　 ９　 ６　 ０　 ０　 ０　 ９　 １０　 ０　 ０
内蒙 ２９　 ０　 ４　 ５　 ５　 １　 ２　 ０　 ３　 ０　 ４　 １　 ０　 ０
宁夏 ２２８　 ０　 １７　 ４５　 ７２　 １８　 ２６　 ０　 ９　 ０　 １　 １　 ０　 ０
青海 ７０　 ０　 １５　 ２２　 ２１　 ０　 ２　 ０　 １　 ０　 ６　 ２　 ０　 ０
山东 ４　０７１　 ３　 ３５　 １　８２９　 １　３５５　 ３８２　 １２７　 ０　 １９　 １７　 １１７　 １４８　 ０　 ５４
山西 ２　１５２　 １　 ３３　 ５９２　 ５３９　 ２７９　 １３５　 ８　 １０４　 ４　 ９５　 ４３　 ０　 ２２
陕西 １　５４９　 ０　 ９　 １１５　 ２２７　 ４６　 ２３　 ０　 ７３　 ６　 ４１　 ４４　 ０　 １９
上海 ２　３４５　 １８　 １４１　 １　０１５　 ２１８　 １５　 １４　 ０　 ２　 ０　 ９　 ４　 ０　 １
四川 ２　３０８　 ２　 ４６２　 ７９３　 ６２４　 １５８　 ７４　 ０　 ４２　 １　 ６６　 ５２　 ０　 ８
台湾 ３４７　 ２６　 ８５　 ２２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天津 １２６　 ０　 ３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４　 ０　 ０
西藏 ２６６　 ４　 １１４　 ７９　 ４　 ４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新疆 ４９　 ０　 ７　 １９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２　 １　 ０　 ２
云南 ３　２２６　 ２　 ２７７　 １４３７　 １２７１　 ２０　 １９　 ０　 ７　 ０　 １７　 ２１　 ０　 ０
浙江 ２　００８　 １　 ６４　 ８２９　 ７６１　 １０３　 １７８　 １　 ４３　 ４　 ５５　 ３　 ０　 ０
中央 １　５５８　 １　 １　 ３０３　 ３　６５４　 １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注：一张卡片基本上计为一条历史地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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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档案馆等（表２），做到了有源可查，以保证历 史

地震信息的有效性与准确性。这四万余条历史地震

资料的时代跨越 近２　２００余 年，所 涉 及 的 地 域 遍 布

祖国各地，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地震信息。

表２　４０　５４２条历史地卡片初步核对后新增条目及卡片资料来源

省份 总条数 新增条目 卡片地震信息资料来源

安徽 ７６８　 １２１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公安局、科学院博物馆、北京图书馆等

北京 １　０２５　 ２１３ 北大图书馆、北师图书馆、民院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等

福建 ２　４８０　 ５７ 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晋江档案馆、北京图书馆等

甘肃 １　７２１　 １８６ 甘肃省图书馆、青海省档案室、甘肃省地震局、四川省图书馆等

广东 １　２６０　 １６８ 广东省地震局、中山大学、故宫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地方志

广西 ２９６　 １９ 广西第一图书馆、广西第二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

贵州 ２　２５７　 ２３ 贵州省图书馆、贵阳师范学院、湖南省图书馆等

河北 １　２６３　 ２５ 北京市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石家庄市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

河南 １　４７８　 ９８ 河南省图书馆、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

黑龙江 ３９　 ６ 中央气象局、黑龙江省档案局、辽宁省图书馆、吉林师范大学等

湖北 ６３６　 ３７ 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市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等

湖南 ９３５　 ７９ 湖南省图书馆、湖南地震局、湖南师范学院、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等

吉林 ３３１　 ２１ 吉林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吉林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

江苏 ４　７７８　 ７１ 上海市图书馆、江苏省图书馆、江苏省地震局、南京大学、二史馆等

江西 ４９０　 １７ 江西省地震局、江西省图书馆、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辽宁 ４５３　 ２９ 辽宁省图书馆、辽宁地质局、沈阳图书馆等

内蒙古 ２９　 ０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宁夏 ２２８　 ８ 宁夏图书馆、宁夏档案馆、宁夏大学、宁夏图书馆、宁夏文史馆等

青海 ７０　 ２ 青海省图书馆

山东 ４　０７１　 ４１ 山东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南开大学等

山西 ２　１５２　 ８７ 山西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

陕西 １　５４９　 １０８ 科学院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

上海 ２　３４５　 ４９ 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

四川 ２　３０８　 ９２ 四川省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北京市图书馆、四川大学、西南交大等

台湾 ３４７　 ３０ 科学院图书馆

天津 １２６　 ７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北京图书馆等

西藏 ２６６　 ２３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四川省地震局等

新疆 ４９　 ４ 新疆科学分院图书馆、新疆科委图书馆、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等

云南 ３　２２６　 ７７ 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大学、北京图书馆等

浙江 ２　００８　 ９７ 浙江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浙江大学、上海市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

中央 １　５５８　 １１８ 北京市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

３　考订的４万余条卡片增补内容与利用价值

３．１　卡片增补内容的初步整理

对这批卡片，项目实施组成员郭安宁等人进行

了初步的梳理，梳理工作至今还未结束。此项工作

主要是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书目《中国地

震史录》增加新的内容，在原有资料上插入新的资料

而形成新的图书。现将初步梳理的情况分述如下：
（１）以科学出版社 已 出 版 的《中 国 地 震 历 史 资

料汇编》１－４卷 为 基 础 稿 件，将 各 省 出 版 的 省 内 历

史地震资料与以上４卷基础稿进行对比，查找两者

中历史地震资料的异同部分，以此形成两卷合一的

基础稿件。
（２）以科学出版社 已 出 版 的《中 国 地 震 历 史 资

料汇编》１－４卷 为 基 础 稿 件，将 社 科 院 提 供 的４万

余张卡片与以上４卷基础稿进行对比分析，同一地

震两者都有记录的，标出为一类；同一地震两者记录

不同的，标出为另一类；再标出卡片有（１）所述的两

卷合一的基础稿件中没有的历史地震资料。

（３）对 卡 片 与《中 国 地 震 历 史 资 料 汇 编》１－４
卷中有争议的地震史料，找出其中正确的历史地震

资料并补充完善，这是一项初步的工作。

由以上三步工作形成新的中国历史地震资料汇

编的底稿，作为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

这个初步整理的情况表明，在卡片中查找出相

同历史地震资料３７　３９７条；新增历史地震资料插入

到《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１－４卷中，包括综合性

条目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等共１　９１３条（表２）；对

于同一地震而历史地震资料存在争议有待进一步考

证的条目目前统计为约３００余条，有待在这个基础

上对比原先资料进行历史地震的深入认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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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４万余条卡片的可利用价值

从整体上看，这批资料数量之多，信息之巨是一

个典型特征。正如前所述，这些卡片在编著《中国地

震历史资料汇编》时只选取利用了其中１／５左右的

资料，其余大部分都未曾公布利用。由于其中已有

部分卡片出现字迹模糊等现象，需要重新对照原文

修订考证。当时没有被利用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资料

认定不确切，由 于 时 间 要 求 紧 而 没 有 被 出 版 出 来。
但这一次历史研究所又对其中的条目重新进行了辨

析，正确考证了其资料的原意，被正确考证了的条目

达２　０００余条，这无疑是一个很可贵的研究进展，是

一个重要的历史地震研究新发现，如此大批量的新

地震历史资料的出现，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为我们历

史地震研究提供了强大资料支撑的基础，为进一步

发掘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通过对这批卡片的资料内容分析发现，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与７０年 代 两 次 进 行 地 震 历 史 资 料 总 结，都

是为了恢复地震参数，即震中、震级而定的，而一些

救灾情况的史录基本上作为边角料，没有被充分利

用。但这批卡片资料相比于之前的历史地震资料的

不同之处在于，把地震前后灾异及政府应急、救灾、
赈济等管理行为大量地汇总出来，这对社会公众全

面了解中国古代地震情况（发震区域、破坏程度、人

员伤亡等）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为今后的社会学

研究以及政府应急救灾管理、救灾活动研究提供了

翔实的历史档案。
从具体梳理情况看，这次增补的４万余条卡片

中，有 新 增 补 的 内 容１　９１３条，该 批 卡 片 资 料 以

Ｅｘｃｅｌ表格数 据 库 的 形 式 呈 现，因 而 在 使 用 上 也 很

方便。
利用这批资料，项目组还研究得出了一些新的

历史研究资 料 结 果［４－１１］，未 来 的 设 想 是 对 这 些 资 料

进行分析后发表，并增补到准备出版的“十三五”国

家重点出版书目《中国地震史录》中去。

４　结语

本文 重 点 介 绍 了 科 技 部 地 震 行 业 科 研 专 项

（２０１２０８００１）《中国历史地 震 档 案 考 证 研 究 和 利 用》
项目中，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经过考证辨析，重新整理

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与７０年代两次历史地震资料汇

编之中未加利用的历史资料卡片４万余张。介绍了

初步整理的情况，在初步整理的基础上主要对这批

资料的新的考证内容进行了统计。统计后发现这批

卡片中新增资料 为１　９１３条，并 在 统 计 的 基 础 上 对

这批资料的利用价值进行了介绍。这个初步的研究

整理及资料介绍，期望能与更多的研究者交流并利

用这批资料，充分挖掘这批资料，推动中国历史地震

研究，带来新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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