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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1574年534级地震的历史

资料汇编分析
∗

周峥嵘,袁定强,倪晓寅
(福建省地震局,福建 福州　350003)

摘要：1574年8月福建省发生的534级地震事件在不同目录版本中记载的时空参数差异较大,
文中按照时间顺序对此次地震不同版本的历史史料进行复核、分析、找出其中差异的可能因
素。并结合现代地震活动和最新地震安全评价复核等分析结果,本着尊重历史史料、科学严谨
的分析态度,力求对这次地震客观地作出地震三要素复核结论。研究结果认为,此次地震的发
生时间应为1574年8月19日,地点在福州—连江间(26.1°N,119.3°E),震级为534级更为
合理。

关键词：地震目录；历史地震；复核

中图分类号：P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274(2007)02-0139-08

引言

　　我国著名地震学家李善邦教授1960年主持编撰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地震目录》[1],
其中福建省1574年8月发生的534级地震(以下统称为“该地震”)的地点在福州—连江间,
这次地震是福州地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在1995年之前,有关此次地震各种版本目录
的记载差异并不大。但1995年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修编出版的《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公
元前23世纪—1911年)》[2]对此次地震做了较大改动,地震地点改在莆田东海域。历史地
震目录是地震预报、区域工程建设安全性评价、地震科学研究的第一手基础资料,因此对
此次地震进行详细的史料复核和重新审定,对福建省中强地震预报研究,尤其是福州市的
地震安全性评价体系、地震科学研究等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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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地震参数目前在地震预报部门的使用现状
　　笔者以咨询的方式,调查该地震在地震系统内一些部门的使用情况,回复结果摘要如
下：

回复一：“没有特殊情况,目前都在使用原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电子版历史强震
目录,该目录福建省1574年地震三要素是：时间为1574年8月19日,地点为26.1°N,
119.3°E,震级为5.8”。

回复二：“使用的该地震三要素是：1574年8月19日,26.2°N,119.4°E,震级5.8”。
回复三：“一直使用的都是CHINA47中国强震目录,该地震三要素是 ：1574年8月

19日,26.2°N,119.4°E,震级534”。
回复四：“采用1999年中国地震局监测司预报管理处整编的最新目录,其中1574年福

建的这次地震三要素是：1574年8月29日,25.5°N,120.0°E,震级534,其精度为4类,
根据该最新版目录说明：50km<4类精度≤100km”。

调查结果主要为上述4种情况,目前该地震所使用参数确实比较混乱,最大的差异就
是地点的不同。
2　该地震目前所使用参数的主要差异
　　(1)时间差异：公历1574年8月19日和公历1574年8月29日的差异。通过对历史资
料记载的复核,确定该地震发生的农历时间为：1574年八月初四,这没有争议,本文用万
年历计算程序计算该日公历应为1574年8月19日,因此认为1574年8月19日比较合理。

(2)震级差异：534级和近似值5.8级的差异。本文认为烈度推算的5
3
4级地震比较合

理,5.8级为534的近似值,不矛盾。
(3)地点差异：主要有3种版本。第1版本为：26.1°N,119.3°E；第2版本为：26.2°

N,119.4°E；第3版本为：25.5°N,120.0°E。
1版本、2版本和3版本分别对应三个不同地点,1、2版本差异不大,地点距离差约10

km,在地震1类定位精度误差允许范围内,其资料主要来自1995年前各位专家和中国地
震局以及福建省地震局不同时期整理的目录资料,如1960年李善邦编撰出版的我国第一
部《中国地震目录》[1]、1971年中央地震工作组办公室主编的《中国地震目录》[3]、1979年由
福建省地震历史资料组汇编的《福建省地震资料汇编》①、1983年由顾功叙主编出版的《中
国地震目录》[4]、1985年由谢毓寿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二卷[5]、和2001年由
林思诚主编的《福建省志—地震志》[6]。

但3版本与1、2版本的地点差异较大,两者相距约100km(图1),是本文重点讨论的
问题。在1995年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修编出版的《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公元前23世纪—
1911年)》[2]对该地震做了较大改动,将该地震地点从福州—连江间(26.1°N、119.3°E)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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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建省地震历史资料组,《福建省地震资料汇编》,1979年。



到莆田东海域(25.5°N、120.0°E)。由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预报管理处主持整编的1999
年版《中国强地震目录(公元前23世纪—公元1999》[7]沿用了1995年版的变动结果。

图1　不同版本震中位置图(1、2版本震中位于陆地、3版本震中位于海中)
因此,本文重点在于考证分析1995年版将该地震震中变动的理由。本文根据不同历史

资料记载做了原文摘录汇编整理,以便直观比较、考证。
3　该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分析
　　按时间顺序,将该地震1960年、1971年、1979年、1983年、1985年、1995年、1999
年和2001年由各专家和中国地震局以及福建省地震局的8本历史资料汇编如下。

(1)1960年李善邦主持编撰出版的我国第一部《中国地震目录》[1]记载：
1574年8月19日,明万历二年八月四日。
福州连江,26.1°N,119.3°E,6级,烈度Ⅶ。
Ⅰ、极震区：福州、连江　　1)屋宇倾颓。3)山石坠压田
Ⅱ、莆田房屋摇动沟水泛滥,泉州紫帽山裂,南平、将乐、尤溪、永春、大田均震

将该地震记载为福州—连江为极震区,最大地震烈度为Ⅶ度,极震区中心接近1版本
的震中。

(2)1971年中央地震工作组办公室主编的《中国地震目录》[3]中记载：
1574年8月19日,明万历二年八月初四。
福州—连江一带,26.1°N,119.3°E,534级,烈度Ⅶ。
连江：屋宇倾斜,山石滚落。
侯官(福州西20里)：方山巨石坠落压毁农田。
莆田：房屋摇动,沟水泛滥。
泉州：紫帽山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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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将乐、惠安、永春、沙县、顺昌、永安、大田均震。
该地震记载震中位置在福州—连江一带,最大地震烈度为Ⅶ度,同(1)所述,属于第1

版本。
(3)1979年福建省地震历史资料组汇编的《福建省地震资料汇编》①记载：
1574年8月19日,明万历二年八月初四。
福州—连江一带,26.1°N,119.3°E,534级,烈度Ⅶ。
连江：秋八月,地大震,屋宇倾颓,山石皆陨。
福州：八月昼暝,地大震,方山巨石坠于田。(方山又名玉虎山)
泉州：地震,紫帽山裂。
莆田：未时地震,大小房屋摇动,沟水泛滥。
南平：自未时至申时,地震。
尤溪：地大震。
将乐、永春、惠安均震。
大田,地震,七县皆同。

该汇编记载的震中位置也与(1)相同,属于第1版本。
(4)1983年顾功叙主编出版的《中国地震目录》[4]中记载：
1574年8月19日,明万历二年八月初四。
福州、连江一带,26.1°N,119.3°E,534级,烈度Ⅶ。
连江：屋宇倾斜,山石滚落。
侯官(福州西20里)：方山巨石坠落压毁农田。
莆田：房屋摇动,沟水泛滥。
泉州：紫帽山裂。
南平、将乐、惠安、永春、沙县、顺昌、永安、大田均震。

该汇编记载的震中位置同(1)所述,属于第1版本。
(5)1985年谢毓寿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二卷[5]中记载：

1574年8月29日(1574年8月19日)
福建福州等府：[万历]二年八月,昼暝,空中有声如雷,地大震,方山有巨石坠于
田。声从西北至东南而没,诸郡皆然。地震最甚者,然亦无他应也。
注：明代福建领有福州府、兴化府、建宁府、延平府、汀州府、邵武府、泉州府、
漳州府。方山即今五虎山,在今闽侯县境,明代属福州府侯官县。
福建连江：万历二年秋八月地大震有声,起自西北,山石皆陨,屋宇倾颓。
福建兴化府(治莆田)：万历二年甲戌八月初四未时地震,从东南方起,至西北方
止,声大如雷,大小房屋摇动,沟水泛滥。
福建延平府(治南平,今南平市)：[万历]二年八月初四日地震,自未至申时皆有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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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第2页脚注①。



福建南平：万历二年八月初四日地震有声。
福建大田：[万历二年]八月初四地震,七县皆同。

该汇编详细记载了有关该地震历史资料的出处和解释,其结论同样符合第1版本。但
是,这里开始出现了地震时间为公历“29日”,但也认同“19日”,农历时间未变,按农历反
推万历年公历时间“19日”正确。

(6)1995年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主持编辑的《中国历史强震目录》[2]中记载：
1574年8月29日(1574年8月19日),明万历二年八月初四。
福建莆田东海域,25.5°N,120.0°E,534级。
福州：方山(今闽侯五虎山)巨石坠于田。
泉州：紫帽山裂。
连江：屋宇倾颓,山石皆陨(记八月)。
莆田：大小房屋摇动,沟水泛滥。
尤溪：地大震。
南平、大田、惠安、将乐、沙县、顺昌、永安皆震。

1999年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预报管理处主持整编的《中国强地震目录(公元前23世
纪—公元1999》[7]沿用了1995年版本的变动结果,该地震在这里的记载变化最大。时间同
1985年版本历史资料所述,地点发生了改变,变为25.5°N,120.0°E,也即为本文定义的
第3版本,震中定位精度为4类,误差允许范围在50～100km,将“泉州：紫帽山裂”烈度
评估强度放在连江之前,造成与该强度地震相应的烈度分布长短轴长度和历史记载的烈度
衰减规律的矛盾,因此本文认为这些改变的理由不充分。

(7)2001年林思诚主持主编的,主要由福建省地震局的专家们参与编撰的《福建省
志—地震志》[6]第44页中记载：
　　 　明万历二年八月初四(1574年8月19日),福州—连江地震。

震中位置：北纬26.2°,东经119.4°,534级。
地震情况：福州府八月昼暝,空中有声如雷,方山(今闽侯五虎山)巨石坠于田。声
从西北至东南而没,诸郡皆然。连江秋八月,地大震有声,起至西北,山石皆陨,
屋宇倾颓。南平地震,自未至申时皆有声。将乐八月地震。尤溪：地大震,其声如
雷。兴化府未时地震,从东南方起,至西北方止,声大如雷,大小房屋摇动,沟水
泛滥。泉州府地震,紫帽山(在泉州西南约7公里)裂。惠安、永春地震。

记载的该地震震中地点同第2版本,第2版本与第1版本地震地点差距很小,属于1
类定位精度允许的误差范围,笔者认为可能是由于现代地震工作者在地震目录格式转换过
程中产生的误差。考虑到第2版本没有史料记载,也无充分理由论证,因此认为第1版本
的地震地点比较符合历史资料。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发现,最根本的差异起源于1995年的资料改变,为此本文详细查阅
了代表两种结论的“编辑说明”,以便通过1900年以前的无仪器记录的地震定位原则,来分
析所存在问题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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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83年版本、1995年版本“编辑说明”和最内圈等烈度线几何中心
　　1983年版顾功叙主编的《中国地震目录》(公元前183—公元1969年)编辑说明如下[5]：

　　 　……“1900年以前的地震全部无仪器记录。一般以地震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作为最
可能的震中。由于史料为以县为单位记载,所以取县城坐标作为可能的震中位置。
能绘出等震线图的地震,以等震线图的几何中心作为震中坐标。”……

1995年震害防御司主编的《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和1999年的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预
报管理处整编的《中国强地震目录》其编辑说明为[2],[7]：

　　 　……“1900年前无仪器记录的地震,一般以震害最重的地方作为最可能的震中位
置的,对于以县、或以州、府为单位记载的地震,以当时的县城位置或以州、府的
行政首府作为可能的震中位置；能绘出等震线的地震,以最内圈等震线的几何中
心作为震中位置。震中位置的经纬度以度表示,写至一位小数,海域地震精度较
差,一般写至半度。震中位置精度：1900年以前以宏观震害确定的震中位置,按
记载的详简程度或最内圈等震线范围的大小分为5类,即：……3类≤50km；4
类≤100km”……。

从“编辑说明”可以看出,上述目录遵循了不同的历史地震定位指导原则。1995年版本
和1999年版本资料遵循“海域地震精度较差,一般写至半度”的原则,这就是第3版本
25.5°N,120.0°E的半度和整度的由来,而且该地震地点精度太差,为4类,近100km的
误差,第1、第2版本的震中地点也包含在其允许误差的范围之内了。另外1995年版本和
1999年版本目录忽视了史料记载的连江破坏最严重(烈度达到Ⅶ度)、福州和泉州次之(烈
度Ⅵ—Ⅶ度)的事实,仅以“泉州紫帽山裂”的记载和“编辑说明”的历史地震定位原则,将
该地震从连江移到莆田东海域似欠严谨。而之前版本的历史资料按“能绘出等震线图的地
震,以等震线图的几何中心作为震中坐标”。的原则,福州—连江间是该地震的最内圈等震
线几何中心位置则显得更为合理。
5　历史记载宏观现象分析
　　1985年谢毓寿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二卷[5],详细记载了历史资料的出处
和解释,2001年《福建省志—地震志》对当时地震情况的历史资料做了全面客观的复述[6]。
从8册历史资料可以明确该地震基本烈度分布为：连江破坏最重,达Ⅶ度强；福州、泉州
次之,之后顺次为莆田、惠安,极震区在福州—连江间。

另外,袁定强、陈光桐等[8]对“泉州紫帽山裂”的记载,认真查阅过该条历史资料,认
为：最初出自清乾隆《泉州府志》,并标注源于“万历府志参三陵稿”,但实际上,万历《泉州
府志》并无此记载,仅记“二年九月暴雨三日、洪水高涨……”。再查修于万历末、刊于崇祯
初的《闽书》(何乔远纂),亦无该图条史料。却有福州府和兴化府的该次地震记载。而所参
见的“三陵稿”今无可考。这样,万历二年的“泉州紫帽山裂”则成为存疑史料。可能与暴雨、
洪水有关,不可用于确定本次地震参数的主要依据,至多仅可列为一个异常点。

福建省地震局现今地质调查“泉州紫帽山裂”现象,认为可能是特殊的地貌地质条件引
起的烈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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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近代地震活动性和安全性评价复核依据
　　(1)1999年9月21日台湾南投7.6级大地震后,9月23日在福州与连江之间的白庙
村很快发生了一组小震群活动,最大地震为1999年9月24日 ML3.8,震中为26.1°N、
119.4°E与1574年福州—连江间、534级地震(第1版本)震中基本吻合,说明第1版本地
点具有容易发生地震的构造条件。根据地震现场调查和震群北西走向分布,该震群的发震
构造为北西走向的闽安溪断裂,也说明北西走向的闽安溪断裂具有一定的地震活动,1574
年的福州—连江地震发震构造可能就是闽安溪断裂的活动。

(2)福建省核电站为候选场址,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项目组曾对1574年8月19
日福州—连江地震进行了认真的复核工作。经复核,还是认定了福州—连江这个震中位
置。

(3)另外,《中国地震等烈度线图集》也支持第1版本的震中位置,烈度中心在福州—
连江间,达Ⅶ度(图2)。

图2　1574年福州—连江间中强地震等烈度线(引自《中国地震等烈度线图集》)

7　结论和讨论
　　综合以上地震史料依据、8种资料汇编、对“编辑说明”中对历史地震震中定位原则的
认证、历史记载客观现象的分析、现今地震活动性和等烈度线分布,以及对“泉州紫帽山
裂”史料的排查和现今地质地貌调查的结论,本文认为该地震更合理的三要素应为：

时间：1574年8月19日
地点：福州—连江间(26.1°N,119.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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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级：534级
通过对此次地震的复核考证,本文认为原始历史资料保存的完整性十分重要,摘引时

应保留史料全貌,对历史地震目录的更改需经充分论证,当慎之又慎,以尽量减少后人在
古地震三要素研究中的不确定因素。

本文完成过程中得到郑斯华教授的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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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historicdataofM534earthquake

occurredin1574inFujianProvince

ZHOUZheng-rong,YUANDing-qiang,NIXiao-yin
(EarthquakeAdministrationofFujianProvince,Fuzhou350003,China)

Abstract：Therearegreatdiversitiesofspaceandtimerecordationonthe534earthquake
occurredinAugust1574inFujianProvinceondifferentcataloguesandeditions.Thispa-
perrechecks,analyzesandfindsoutthelikelyfactorsofexisteddifferencethroughthehis-
toricaldataofdifferenteditionsaccordingtothetimegradation.Combiningthemodern
earthquakeactivitiesandtheuptodateearthquakesafetyassessmentandanalysisresults,
followingtheattitudeofrespectinghistoricdataandscientificpreciseness,theauthorstry
togivetherecheckingresultofthe3keyseismicfactorsobjectively.Theresultisthatthis
earthquakeoccurredonAugust19,1574betweenFuzhouandLianjiangwithNorthlati-
tude26.1°andEastLongitude119.3°,andthemorereasonablemagnitudeis534.
Keywords：　Seismiccatalogue；Historicalearthquake；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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