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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１８５６年黔江咸丰地震
震中烈度与震级的探讨

秦娟　王赞军　王宏超　董娣　李翠平　龚丽文　唐茂云
重庆市地震局，重庆市渝北区红黄路 ３３９号　４０１１４７

摘要　１８５６年黔江咸丰地震在不同版本的目录中，震级和震中烈度均存在不小的差异。

本文通过对 １８５６年黔江咸丰地震史料的收集，查阅更大范围的史志、地方志，详细分析了史料

中此次地震造成的震害情况。对黔江咸丰地震进行实地考查，并通过对西南山区近年来几次地

震的对比分析，从震害角度、地震烈度图不同烈度面积的角度，进一步讨论震中烈度的可能性。

采用多种方法对地震震级进行估算。但黔江咸丰地震的震中烈度和震级确定依然是个难题，还

需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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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０日（清咸丰六年五月八日）在重庆黔江区后坝乡与湖北咸丰县大路坝乡
之间发生一次地震，被称为 １８５６年黔江咸丰地震。此次地震波及范围较广，破坏力较大，
是重庆地区有史以来发生的最大地震，同时也是伤亡较重的一次地震。

关于此次历史地震及震害特点已有相当多的资料和工作。较早涉及此次地震的是李善

邦先生 １９６０年主编的中国地震目录以及之后各版地震目录（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１９７１；顾功叙，１９８３；中国地震简目编辑组，１９８８；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１９９５），其他一
些研究工作也对此次地震补充了资料，并对其参数进行过修订。第 １～３版中国地震目录
中，此次地震的震中烈度为Ⅶ、震级为 ５～５。之后的工作和最新版的地震目录震中烈度多
为Ⅷ度、震级为 ６～６，刘锁旺等（１９８１）给出的震中烈度为Ⅸ度。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中国科学
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昆明站（现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对此地震进行过考

察。７０年代以来，国家地震局武汉地震研究所、四川省地震局、重庆市地震局等多家单位对
此次地震进行过多次实地调查，其中，刘锁旺等分别于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６年多次进行考
察，补充了地震震害遗迹和房屋破坏情况等，并写出了详细的报告。但是关于此次地震震中

烈度和震级的争议一直存在。由于极震区地质灾害严重，震中烈度、震级是否会更大？本文

试图通过对资料的进一步收集（谢毓寿等，１９８７；闵子群，１９８９；湖北地震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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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１９９２；丁仁杰等，２００４；孙成民等，２０１０；徐锡伟等，２０１７），查阅
更大范围的地方志、史志，详细分析史料中此次地震造成的震害情况，通过对西南山区近年

来几次地震的震害、地震烈度图的不同烈度面积的比较，对此次地震的震中烈度、有感范围、

震级进行讨论。

１　史料记载

黔江咸丰地震有感范围较广，记载颇丰，史料的可靠性较高。此次地震史料收集相关
县市地方志、史志等资料，摘录见表 １（谢毓寿等，１９８７；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１９９２）。

２　史料分析

２．１　震害现象解析
湖北咸丰大路坝和重庆黔江后坝以场镇街心为界，分属两省（市）管辖。上节给出的史

料中，震害最严重的地方在咸丰的大路坝和黔江的后坝。

本次地震记载最早见于同治二年《酉阳直隶州志》，是震后 ６年的走访补记，其次是震后
８年的《恩施县志》，震后９年的《咸丰县志》……，《黔江县志》记载相对全面，是震后３８年的
补记。

《酉阳直隶州志》中记载：“大路坝，山崩十余里，压死左右民居三百余家……十五里内

民户皆为齑（音跻）粉”；《咸丰县志》：“地大震，大路坝山崩，由梅家湾、板桥溪抵蛇盘溪三十

余里成湖，匿毙居民以数百计”；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到发生了地震、山崩，堰塞湖等，给出了此

次地震造成的地质灾害、建筑破坏，以及人员伤亡数量。震中区为土家族居住区，特点是依

山傍水，吊脚楼居，形成院落。当地的房屋建筑类型大多数为穿斗木结构房屋和土家族吊脚

楼及其他土木结构房屋。家境富有的穿斗木结构房屋和土家族吊脚楼房屋抗震性能较好，

一般房屋的抗震性能相对较差些。史料记载中地质灾害严重，房屋或是地震山崩时掩埋或

是水淹倒塌。

《黔江县志》中记载：“忽大声如雷震，室宇晃摇，势欲倾倒，屋瓦皆飞；池波涌立，民惊号

走出，仆地不能起立。”以上描述是后坝乡的震害现象，先有巨大的雷震之声，而后房屋摇晃，

屋顶梭瓦或瓦片震动飞落，池塘中出现浪花，民众惊逃户外，站立不稳，趴在地上不能站起

来；后坝许家湾：“山崩”“地中石亦迸出，横飞旁击，压毙居民数十余家”，描述了山崩塌，地

上石头飞溅出去，砸坏民居，压死百姓；小南海：朝阳寺“而兹寺无恙，庙貌依然”，这些宫庙在

当时应算公共建筑，取之集体之财力，其建筑材料、质量应优于百姓的普通民房，其抗震性能

也应高于普通民房。“地震山崩，塞断溪口，后雨水，涧积流不通，潴为大泽，延袤二十余里，

田土尽被淹没”。这句话讲述了小南海堰塞湖的形成及规模。

《奉节县志》记载“地震”，判定该地区地震烈度为Ⅳ度。《巫山县志》记载“地震”，判定
该地区地震烈度为Ⅳ度。《永绥直隶厅志》记载“地震”“屋瓦皆动”，地震烈度为Ⅳ度。《保
靖志稿辑要》记载“地震”，“屋宇什物动摇，城乡如一”，判断地震烈度为Ⅳ度。
２．２　关于震前震后宏观现象

此次地震震前：后坝“斯地连日隐隐雷震”，“先数日，日光黯淡，地气蒸郁异常，是日弥

甚……”；黔江北：“各处井水咸，涌出红水”；湖南花垣：“前数日各处水井成涌出红水”。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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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８５６年黔江咸丰地震史料记载摘录

序号 资料来源 地震时间
地震记录

地点
地震历史记载

１
（清）李勋、何远鉴

《来凤县志》卷三二

同治五年刊本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０
日（咸丰六年丙辰夏

五月六日，（应为五月

八日））

大路坝

咸丰六年丙辰夏五月六日辰时地震，屋瓦皆动。

同日地震者环数百里皆然。咸丰、黔江之交，地

名大路坝独甚。山崩十余里，压死左右民居三百

余家。……

２
（清）张梓、张光杰

《咸丰县志》卷二○
同治四年刊本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３日
～７月 １日（咸丰六年
五月）

大路坝

蛇盘溪

咸丰六年五月地大震，大路坝山崩，由梅家湾、板

桥溪抵蛇盘溪三十余里成湖，匿毙居民以数百

计，李姓最多。

３

（清）王麟飞等

《增修酉阳直隶州总

志》卷末页 ２３
同治二年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３日
～７月 １日（咸丰六年
丙辰夏五月）

大路坝

（咸丰）六年丙辰夏五月地震。黔江来凤之交，地

名大路坝，山崩十余里，压杀左右民居数百家。

山麓故有小河，河为山石所壅，水逆行，淹没地方

复二十余里，溢而为池，广约六七里，深不可测。

当地震时，大山陷入地内，忽复文跳掷，上出而后

下堕。尘土坌涌（坌音愤），洪水乱喷，十五里内

民户皆为齑＜音跻）粉。近河低处素有田，既震陷
后，田内秧苗，忽有在山上者。人户仓廒中稻谷

亦有粉叠山阜者。又地无小阜，至是大山下陷，

另涌出小阜十余。盖向之下田，反变而为陵阜

矣。……

４
（清）王葆心《虞初新

志·甲编》卷二页 ３３
民国九年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０
日（咸丰六年五月初

八日）

大路坝

黔江北

大路坝忽逢地震，万岭动摇，山裂溪涌，十余里内

人畜压死者不可数计。

黔江北，震前数日，各处井水咸，涌出红水。

５

（清）王葆心

《虞初支志·甲编》卷二

谢元淮

《咸丰刘孝子歌序》

商务印书馆印本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０
日（咸丰六年丙辰夏

五月八日）

大路坝

施南原土司地，咸丰处万山中，大路坝尤称绝险，

崭岩夹峙，中贯溪河，……咸丰六年丙辰夏五月

八日忽遭地震，万岭动摇，山裂溪涌，十余里内人

畜颠压死者不可数计。……

６
（清）冯世瀛　冉崇文等
《酉阳直隶州总志》

同治三年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０
日（咸丰六年五月初

八日辰刻）

大路坝

黔江有地曰大路坝，四周皆山，中一溪自板夹溪

来，绕坝而出，溪两旁皆居民，约三百余户。咸丰

六年五月初八日辰刻，地震山崩，压死男妇千余，

民户无复存者……

７
（清）张仲所　杨承禧
《湖北通志》卷七六

宣统三年刊本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３日
～７月 １日（咸丰六年
五月）

恩施

大路坝

咸丰六年五月，恩施地震，同日震者远近数百里

皆然。咸丰大路坝独甚，山崩十余里，压死三百

余家。……

８

梦秋月　罗华芳
立黔江

《两河口义渡碑》

同冶五年

公元 １８５６年
（咸丰六年）

轿顶山

渡名两（河）□，依古□□。昔两溪之水到此会
合，故以两河口名。河下十里许，有山名轿顶山，

因咸丰六年地震，而此山崩，压死千有余人，河塞

水涌，荡析百有余户。即余祠宇醮产田口口概被

水淹，水道逆行二十余里，此处变为深渊，往来行

□被阻有日，临河而□者屡屡也。余由是在同治
二年自板夹溪顺河依山修成垣路，直达后坝场，

是口工竣设渡，即以此处为上渡，啸溪沟为下渡，

各造渡船一只……

９
（清）张九章　陈潘垣
《黔江县志》卷四页 ３６
光绪二十年

五月初八日辰刻 大路坝

附咸丰知县卢慎徽《刘孝子传》。刘光贵者，邑之

义悌里大路坝人。结庐山谷，母老且病，性笃孝

……母寝食，必躬亲，无倦容……，咸丰乙卯（？）

五月初八日辰刻地震，数十里山崩石走，压毙居

民甚伙……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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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序号 资料来源 地震时间
地震记录

地点
地震历史记载

１０
（清）张九章　陈潘垣
《黔江县志》卷五页 ５３
光绪二十年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０
日（咸丰六年夏五月

壬子）

后坝

许家湾

咸丰六年夏五月壬子地大震，后坝乡山崩。先数

日，日光黯淡，地气蒸郁异常，是日弥甚。辰、巳

间忽大声如雷震，室宇晃摇，势欲倾倒，屋瓦皆

飞；池波涌立，民惊号走出，仆地不能起立。后坝

许家湾（距县治六十余里）溪口有山矗起，倏中断

如截，响若雷霆。地中石亦迸出，横飞旁击，压毙

居民数十余家，溪口遂被堙塞。……

１１
（清）张九章　陈潘垣
《黔江县志》卷一页 ３４
光绪二十年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０
日（咸丰六年丙辰夏

五（月））

黔江

后坝乡

（附志补）张公游记…己丑夏，承乏黔江，甫下车，

闻邑绅有谈小南海者日：咸丰六年丙辰夏五

（月），斯地连日隐隐雷震，确訇欲裂，居民惶遽，

逃避无所二忽霹雳一声，天翻地覆，大山陷入地

中，复跳掷上出而后下堕，石花乱飞，洪水喷出，

压毙民口、庐舍无算……水在山巅，山为低小，阔

祗数里，长竟数十里。上通板夹溪，乘船渡过。

……而兹寺无恙，庙貌依然。迄今山巅，高出水

中，林木青葱，远近望若浮图。……

１２
（清）张九章　陈潘垣
《黔江县志》卷三页 ３２
光绪二十年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０
（咸丰六年五月初八

日）

后坝

孙家坝

附学田：前志田共二地，一在后坝乡，上下二段，

上段孙家坝于咸丰六年五月初八日地震，全行坍

塌，少去租谷十六石……。

１３
（清）张九章　陈潘垣
《黔江县志》卷三页 ３
光绪二十年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０
日（咸丰六年五月初

八日）

后坝

咸丰六年五月初八日地震，压去后坝上中下田地

计一十二顷五十六亩九分六厘，时署县同书禀请

上宪每年免征地丁条粮银二十二两三钱四分零

四毫，奉批饬地方官司照额捐廉补解。

１４ 清末《黔江县乡土志》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０
日（咸丰六年夏五月

壬子）

小南海

小南海，咸丰六年夏五月壬子，地震山崩，塞断溪

口，后雨水，涧积流不通，潴为大泽，延袤二十余

里，田土尽被淹没。中有小山，古刹在焉。水盛

时浸寺址，四面汪洋，宛若石鱼。湖中小瀛海，土

人讹为小南海云。

１５
（清）杨铭　伍?祥
《綦江县志》卷一○
同治二年刊本本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０
日（咸丰六年丙辰五

月初八日）

南川、巴县

（今重庆市）

咸丰六年丙辰五月初八日［南川］陈家场及巴邑

太和场一带地微震。

１６

（清）曾秀翘　杨德坤
《奉节县志》卷一一页

１
光绪十九年刊本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０
日（咸丰六年五月初

八日）

奉节 咸丰六年五月初八日（奉节）辰刻地震

１７

（清）连山　李友梁
《巫山县志》卷一○页
５
光绪十九年刊本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０
（咸丰六年五月初八

日）

巫山 咸丰六年五月初八日辰刻（巫山）地震。

１８

（清）谢必坚　李炳灵
《垫江县志》卷一○页
３２
光绪二十六年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０
日（咸丰六年五月初

八日）

垫江 咸丰六年五月初八日未刻（垫江）地震

１９
（清）冉崇文

《彭水县志》卷三

同治四年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３日
～７月 １日（咸丰六年
五月）

彭水

郁山镇

咸丰六年五月，黔江地震之后，（郁山镇）诸（盐）

井忽然涌溢，水多且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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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序号 资料来源 地震时间
地震记录

地点
地震历史记载

２０
（清）多寿　罗凌汉
《恩施县志》卷一二

同治三年刊本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０
日（咸丰五年夏五月

初八日）

湖北恩施 咸丰五年夏五月初八日地震。

２１
（清）张仲所　杨承禧
《湖北通志》卷七六

宣统三年刊本

咸丰六年五月 湖北恩施
咸丰六年五月，恩施地震，同日震者远近数百里

皆然。

２２
（消）蒋琦湾　张汉槎
《乾州厅志》卷五

同治十一年刊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３日（咸
丰六年五月十一日）

湖南乾州厅

（今吉首）
咸丰六年五月十一日辰刻地震。

２３
（清）周玉衡　杨瑞珍
《永绥直隶厅志》卷一

同治七年刊本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０
日（咸丰六年五月初

八日）

湖南永绥厅

（今花垣）

咸丰六年五月初八日，己午之交地震。屋瓦皆

动，前数日各处水井成涌出红水。

笔者按：嘉庆元年以辰州府之永绥厅改设永绥直

隶厅即今湘西土家族苗簇自治州之花垣县。

２４
（清）罗经畲

《保靖志稿辑要》卷四

同治八年刊本

公元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０
日（咸丰六年丙辰夏

五月初八）

湖南保靖
咸丰六年丙辰夏地震。五月初八日辰、巳时地

震，屋宇什物动摇，城乡如一。

２５
（清）卞宝第　曾国荃
《湖南通志》卷二四四

光绪十一年刊本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３日一
１８５６年 ７月 １（咸丰
六年丙辰五月）

湖南乾州、

永绥、保靖、

龙山

咸丰六年丙辰五月，乾州、永绥、保靖、龙山地震。

此次地震后：“咸丰六年五月，黔江地震之后，（郁山镇）诸（盐）井忽然涌溢，水多且咸”。

震前的这些宏观现象是否可信？存在这些现象一定会发生地震吗？能否说明地震震级

的大小？这些问题可能还需要其他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郁山镇距离黔江 ４０多千米，在郁
山镇出现的这些现象，也不一定能说明黔江咸丰地震的震级大小。
２．３　《献中黔江》中关于公署、公建和宗教记载分析

公署：县署，明洪武二十三年知县卢祥创建，后经历次修缮。咸丰十一年，发匪陷城被

毁；都司署，康熙元年游击江藤海始建，后经历次修缮。咸丰十一年，演武厅、火药局被毁。

县署、武署均未提到因咸丰六年的地震而受损。

公建：大桥、关隘、街场的描述中都没有提到咸丰六年的这次地震对其影响。

宗教：文庙，咸丰十一年发匪陷城，全庙毁败；关帝庙，明万历三十三年修，康熙五年补

修，咸丰十一年被发匪陷毁；衙神祠，道光十二年创建，咸丰十一年被匪焚毁。庙坛、正祀、通

祀、寺观等的描述中没有提到咸丰六年的这次地震对其影响。

２．４　关于史料的综合性认识
通过史料的分析，发现震害最严重的地方位于湖北咸丰县的大路坝和重庆黔江区的后

坝乡。震中区地质灾害严重，但是关于房屋震坏的记载不多，房屋或是地震山崩时掩埋或损

毁，或是被水淹。无明确的建筑因震动造成倒塌的震害记载，只有滑坡崩塌地质灾害造成的

房屋与人员压埋记载。翻阅整本《黔江县志》，发现公署、公建和宗教等建筑没有发生破坏的

记载。本次地震有震前震后宏观现象的记载，但是可信程度值得思考，且这些宏观现象对判

断地震发生和地震震级的大小都没有太大价值。对黔江咸丰地震震中烈度判定需要综合
考虑房屋破坏情况和地质灾害情况，推测震中烈度可能为Ⅷ～Ⅸ度，但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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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黔江咸丰地震有史料记载的县共有 １２个，资料相对丰富，在后面有感范围的确定
上，本文将综合考虑各个史料的记载情况并进行仔细分析，从而给出较为可信的有感范围。

３　与其它几次地震的对比研究

影响地震烈度大小的因素有：地震等级、震源深度、震中距离、地质条件、建筑物性能、震

源机制、地貌和地下水等。通过对西南山区近年来几次地震的对比分析，找出了一些规律。

本文试图从震害角度、地震烈度图不同烈度面积的比较，对震中烈度进行讨论。表 ２给出了
几次地震的基本参数与震中烈度。

表 ２ 地震基本参数与震中烈度

序号 震例
发震日期

（年月日）
震级

Ｍ
震中位置

／（°）
震源深度

／ｋｍ
震中烈度

１ 云南鲁甸地震 ２０１４０８０３ ６．５ Ｎ２７．１；Ｅ１０３．３ １２ Ⅸ

２ 云南景谷地震 ２０１４１００７ ６．６ Ｎ２３．４；Ｅ１００．５ ５ Ⅷ

３ 云南盈江地震 ２０１４０５３０ ６．１ Ｎ２５．０；Ｅ９７．８ １２ Ⅷ

４ 云南宁蒗四川盐源地震 ２０１２０６２４ ５．７ Ｎ２７．７；Ｅ１００．７ １１ Ⅶ

５ 黔江咸丰地震 １８５６０６１０ — Ｎ２９．２；Ｅ１０８．８ — Ⅷ

３．１　几次地震震害情况的对比
对照《ＧＢ／Ｔ１７７４２－２００８中国地震烈度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２００９），将黔江咸丰地震与近年来西南山区几次地震震害情况进行对比，见表 ３。表 ３中
鲁甸地震和景谷地震的震害情况参考了洪海春等（２０１５）的研究，盈江地震震害情况参考了
吴坤罡等（２０１５）的研究。通过对比地震的灾害特点、地震造成的崩塌、滑坡、地表破裂、房屋
损毁、人员伤亡等，对黔江咸丰地震的震级、震中烈度有一个认识。
３．１．１　地形地貌

从表 ３可以看到，与其它几次地震相比，从地形地貌上，黔江咸丰地震与云南鲁甸地震、
云南宁蒗四川盐源 ５７级地震最相似，都是高山峡谷地貌。
３．１．２　建筑类型及破坏情况

黔江地区的房屋类型主要是穿斗木结构、土木结构，其中，穿斗木结构具有较好的抗震

性能，与云南景谷和云南宁蒗四川盐源地区房屋类型相似。
由于已震后百年，考证其房屋、构造物破坏，是一件很难的事。不过从史料记载上看，公

署、公建和宗教等建筑没有发生破坏的记载。朝阳寺“而兹寺无恙，庙貌依然”。收录在《四

川地震全记录》中的 １９６９年 １２月《关于咸丰六年黔江地震调查访问笔记》，中坝乡地震座谈
纪要，向林清（６５岁）：“咸丰六年地震，我们这里锅里的水荡出来，房屋似风吹，像坐在船里
边摇摆一样。有一个阎大爷的去送早饭，在路上就感到地晃动，头昏，树子都动摇，但房子没

倒，瓦片也没掉。”向平川（７９岁）：“听老辈子讲，地震时锅里的水都荡出来。听说垮岩第一
天跨一边，第二天跨一边，才把河沟堵断，经过一年多才把水关起来。另外听说这里房子摇

摆较厉害，有瓦片掉落，但没有倒房、拔榫现象。”大路坝乡地震座谈纪要，罗中和（７５岁）：
“新建乡街上有一座一百多年的老庙子，都没有垮，就是墙裂了缝，听老的讲，这两条缝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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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地
震
震
害
情
况

序
号

震
例

灾
害
特
点

震
区
地
貌

当
地
建
筑
特
点

崩
滑
体
分
布

地
裂
缝
和
地
表
变
形

倒
塌
和
破
损
房
屋

伤
亡
人
口

１
云
南
鲁
甸

６．
５
级
地

震

震
级
高
，
震
源
浅
，
所
以
造
成
了
严

重
的
人
员
伤
亡
和
财
产
损
失
。
高

山
峡
谷
地
貌
，
由
于
正
处
在
雨
季
，

地
震
引
发
了
比
较
严
重
的
滑
坡
、
泥

石
流
、
滚
石
以
及
堰
塞
湖
形
成
等
次

生
灾
害
，
也
加
重
了
这
次
灾
害
的
损

失
。
人
口
稠
密
使
得
这
次
地
震
所

受
影
响
的
灾
区
人
口
数
量
多
，
灾
害

也
比
较
重

西
南
山
区

简
易
房
屋
（
土
木
、
砖

木
、
石
混
）
、
砖
混
结
构

和
框
架
结
构
三
类

滑
坡

１０
５０

处
、
崩
塌
１６
５

处
，
其
中
最
大

的
牛
栏
江
堰

塞
体
５０
０
万

立
方
米

地
裂
缝
１５
条
，
地
面
塌
陷
１５

处
。
龙
头
山
镇
光
明
村
至
王

家
坡
之
间
出
现
２ｋ
ｍ
、
近
于

直
立
的
地
震
地
表
破
裂
带
．

８
０９
万
间
房
屋
倒
塌
和
破

损

６１
７
人
死

亡
；
１１
２
人

失
踪
，
３１
４３

人
受
伤
。

２
云
南
景
谷

６．
６
级
地

震

突
出
特
点
：
一
是
震
级
高
，
震
源
浅
，

波
及
范
围
广
；
二
是
灾
区
范
围
大
，

灾
害
损
失
重
；
三
是
人
员
伤
亡
相
对

较
轻

西
南
山
区

土
木
、
砖
木
结
构
为

主
。
穿
斗
木
结
构
居

多
，
具
有
良
好
的
抗
震

性
能

滑
坡
约
２０
０

处
，
崩
塌
约
１０

处

长
海
水
库
坝
顶
沿
坝
轴
线
出

现
连
续
贯
通
的
裂
缝
，
裂
缝

长
１０
７ｍ
，
最
深
达
２ｍ
，
宽
为

８～
１５
ｃｍ

倒
塌
房
屋
２１
７２
户
６５
２２

间

１
人
死
亡
、

３２
３
人
受

伤
，
其
中
重

伤
８
人
。

３
云
南
盈
江

６．
１
级
地

震

先
发
生
５
６
级
、
后
发
生
６
１
级
地

震
，
两
次
地
震
震
害
叠
加

西
南
山
区

钢
筋
混
凝
土
框
架
结

构
、
底
框
砖
房
结
构
、

砖
混
结
构
、
砖
木
和
部

分
土
木
结
构

１１
处
滑
坡
体

地
裂
缝
长
度
大
多
为
５ｍ
，
宽

度
最
长
可
达
２０
ｃｍ

倒
塌
７１
６
户
３４
８７
间

４５
人
受
伤
，

其
中
：
重
伤

８
人
，
轻
伤

３７
人
。

４

云
南
宁

蒗
、
四
川

盐
源
５．
７

级
地
震

地
震
灾
区
只
涉
及
农
村
，
房
屋
为
土

木
结
构
和
穿
斗
木
结
构

西
南
山
区

土
木
结
构
和
木
垛
房

（
穿
斗
结
构
）

无
没
有
发
现

毁
坏
和
严
重
破
坏
，
１２
６４
９

间
１４
３５
户

４
人
死
亡
，

２８
人
重
伤
，

４１
４
人
轻
伤

５
黔
江
咸
丰

地
震

山
峦
起
伏
，
溪
河
纵
横
，
岭
谷
相
间
，

山
高
坡
陡
，
区
内
地
质
岩
性
主
要
为

侏
罗
系
和
志
留
系
的
砂
岩
与
页
岩

互
层
的
岩
系
，
裂
隙
极
为
发
育
，
结

构
破
碎
，
风
化
强
烈
。
“
山
崩
十
余

里
，
压
死
左
右
民
居
三
百
余
家
…
…

十
五
里
内
民
户
皆
为
齑
＜
音
跻
）

粉
”
“
地
大
震
，
大
路
坝
山
崩
，
由
梅

家
湾
、
板
桥
溪
抵
蛇
盘
溪
三
十
余
里

成
湖
，
匿
毙
居
民
以
数
百
计
”
“
忽

大
声
如
雷
震
，
室
宇
晃
摇
，
势
欲
倾

倒
，
屋
瓦
皆
飞
；
池
波
涌
立
，
民
惊
号

走
出
，
仆
地
不
能
起
立
。
”

西
南
山
区

穿
斗
木
结
构
、
土
木
结

构
，
穿
斗
木
结
构
具
有

良
好
的
抗
震
性
能

巨
型
滑
坡
和

山
崩
共
有
６

处
，
断
续
延
伸

１０
余
里
，
形
成

１０
余
处
堰
塞

湖
，
现
存
的
小

南
海
地
震
堰

塞
湖
，
大
、
小

垮
岩
崩
滑
体

体
量
约
４５
００

万
立
方
米

经
现
场
勘
查
与
核
实
，
湖
北

局
刘
锁
旺
等
人
看
到
的
展
布

在
极
震
区
北
部
称
为
大
石
板

的
“
地
裂
缝
”
实
为
一
组
岩
溶

裂
隙
，
呈
Ｎ
Ｎ
Ｗ
走
向
，
一
般

宽
０
５
～
０
８ｍ
，
最
宽
处

２
０ｍ
，
长
数
百
米
，
可
见
深
度

３０
余
米
，
岩
溶
顺
大
型
节
理

面
发
育
，
大
部
分
地
段
以
暗

河
形
态
存
在
，
局
部
裸
露
地

表
，
在
上
下
游
可
以
找
到
洞

口

从
史
料
记
载
上
看
，
小
南

海
朝
阳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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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咸丰地震那年裂的。”杨中成（８６岁）：我父亲 ３岁时地震那天早上，我祖母到外边去了。
地震时，我父亲当时吓得抱着柱子哭，我祖母走回家时，灶被震垮，锅掉在灶洞里，但房子没

垮。小东塘那里压了一户大地主在下面，其它有 ３幢房子被冲垮。”从以上调查记录中采访
对象的描述可以看出当地房屋的破坏情况。作者也在 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访问了居住在“向家湾
湖”周边的多位中老年人，证实向家湾湖水面之下确实存在房屋 ３间，房屋在塘内靠北，房主
姓温，该塘原名温家塘，房屋在地震当天随地面沉陷而下沉形成这个湖塘，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村
里准备利用该塘发展养鱼，将水抽排清理时，村民们都看见了较完整的建筑物，没有被震倒。

黔江咸丰地震房屋类型接近云南景谷地震、云南宁蒗四川盐源 ５７级地震时的当地房
屋类型，但房屋或是山崩时掩埋或损毁，或是被水淹，没有房屋被震倒的例子。

３．１．３　滑坡和崩塌
从地震引起的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看，黔江咸丰地震引起的滑坡数量、崩塌体量又超

过了表中所列的几次地震，但是这些滑坡、崩塌是不是一次地震事件造成的？有没有可能是

几次地震造成的灾害叠加？该地区是极易发生地质灾害的，黔江地区境内山峦起伏，溪河纵

横，岭谷相间，有没有可能是地震引起的山体崩塌或者自然垮塌？这些都需要科学技术的进

一步发展后进行研究。

３．１．４　地表破裂
除了黔江咸丰地震和云南宁蒗四川盐源 ５７级地震外，其余几次 ６级以上地震均发现

了地裂缝。多年来，多位同仁都对黔江咸丰地震进行过实地调查，本次工作对前人发现的
疑似地裂缝进行了核实。湖北局刘锁旺等人看到的展布在极震区北部被称为大石板的“地

裂缝”实为一组岩溶裂隙，呈 ＮＮＷ走向，一般宽０５～０８ｍ，最宽处２０ｍ，长数百米，可见深度
３０余米，岩溶顺大型节理面发育，大部分地段以暗河形态存在，局部裸露地表，在上下游可以
找到洞口。在震中区及其附近的活动断裂调查中均未发现存在全新世活动断层的形迹，未

找到断错晚第四系的直接证据，也未发现 １８５６年咸丰地震形成的地震地表破裂带。
将这几次地震的房屋震害现象和其它地质灾害现象进行综合分析，考虑到黔江咸丰地

震极震区地质灾害的不确定性，推测黔江咸丰地震震中烈度可能为Ⅷ度。
３．２　地震烈度图不同烈度面积的比较

通过比较这几次地震的影响范围，对黔江咸丰地震的震中烈度进行讨论，并推测震级。
根据中国地震局发布的这几次地震的地震等烈度线图（详见中国地震局网站），得到表 ４中
不同烈度区的面积。其中，黔江咸丰地震的等烈度线图是根据《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公元前
２３世纪———公元１９１１年）》（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１９９５）中给出的１８５６年黔江咸丰地震
等震线图，经数字化后得到的。从表 ４可以看到，黔江咸丰地震的极震区Ⅷ度区面积与云南
盈江 ６１级地震的Ⅷ度区面积接近，比鲁甸和景谷相应烈度区的面积小很多，云南宁蒗四川
盐源 ５７级地震没有Ⅷ度区；黔江咸丰地震Ⅶ度以上烈度区面积与云南宁蒗四川盐源 ５７
级地震相应面积相比略大，小于云南盈江６１级地震相应面积，比景谷、鲁甸地震相应面积小
得多；黔江咸丰地震Ⅵ度以上烈度区总面积比云南宁蒗四川盐源 ５７级地震相应面积略
大，比云南盈江地震的相应面积小近一半，比云南鲁甸和景谷地震相应面积小得多（可能是

因为云南盈江 ６１级地震前还发生过一次 ５６级地震，震害是两次地震的叠加）。黔江咸丰
地震从极震区（Ⅷ度区）到破坏区（Ⅵ度以上烈度区总面积）再到有感范围区，一路衰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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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地震烈度图不同烈度面积比较

序号 震例 震级 烈度
面积

!

ｋｍ２

Ⅵ度以上
烈度区总面积

!

ｋｍ２

Ⅶ度以上
烈度区总面积

!

ｋｍ２
有感范围 数据来源

１
云南

鲁甸地震
６．５

９ ９０

１０３５０ １９６０

云南昆明，四川

成都、乐山，重

庆等多地有震

感

中国地震局网站对

外发布数据
８ ２９０

７ １５８０

６ ８３９０

２
云南

景谷地震
６．６

９ 无

１１９３０ ２１５０
云南全境均有

震感

中国地震局网站对

外发布数据

８ ４００

７ １７５０

６ ９７８０

３
云南

盈江地震
６．１

９ 无

４１８０ ５６０
云南瑞丽、大理

等地均震感明

显

中国地震局网站对

外发布数据

８ ７０

７ ４９０

６ ３６２０

４
云南宁蒗
四川盐源地震

５．７
７ ３１０

２２１８ ３１０ —
中国地震局网站对

外发布数据６ １９０８

５
黔江
咸丰地震

待定

９ 无

２３２４ ５１２ 最远重庆巫山

有感

《中国历史强震目录

（公元前２３世纪———
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９９５

８ ６８

７ ４４４

６ １８１２

９ ８０

２２３２
最远重庆巫山

有感

刘锁旺，１９８１８ ５２０

７ １６３２

快，比较符合重庆地区烈度衰减较快的特征。若震中烈度为Ⅸ度，按照刘锁旺等（１９８１）给出
的等烈度线图，得到的Ⅶ度以上烈度区总面积比云南鲁甸和景谷地震的相应面积略大，但是
有感范围却比云南鲁甸和景谷地震小很多，存在矛盾，不符合衰减规律。由以上分析得出，

黔江咸丰地震的震中烈度可能为Ⅷ度，震级比云南鲁甸和景谷地震小，比云南盈江地震震
级小或者接近，与云南宁蒗四川盐源震级接近或略大。

４　有感范围

有感范围的大小与历史地震的震级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本次工作对史料记载进行了重

新调查、核实。

４．１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根据黔江咸丰地震有感范围（黄伟，１９９３），并扩大调查范围半径为 ２５０ｋｍ左

右，涉及查阅 ６４个区县的历史资料。查阅了《綦江县志》《奉节县志》《巫山县志》《垫江县
志》《彭水县志》《恩施县志》《乾州厅志》《永绥直隶厅志》《保靖志稿辑要》《湖北通志》《来

凤县志》《咸丰县志》《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黔江县志》《黔江县乡土志》《虞初新志甲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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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初支志》《虞初支志·甲编》《湖北通志》《湖南通志》等几十册史料。

４．２　有感范围圈定
根据史料记载重新绘出了Ⅳ度的有感范围圈（图 １）。黔江咸丰地震最大有感范围到

重庆巫山，距离约 ２００ｋｍ，有感范围 ５６０００ｋｍ２。在各版地震目录（李善邦，１９６０；中央地震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１９７１；顾功叙，１９８３；中国地震简目编辑组，１９８８；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
司，１９９５）、《中国历史地震图集》（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等，１９９０）和《四川活动断裂与
地震》（唐荣昌等，１９９３）中，均将黔江咸丰地震有感范围西边界划到了重庆巴南或垫江附
近。但是笔者发现黔江咸丰地震发生后，万州、石柱、忠县、丰都、武隆等地均没有受到黔江
咸丰地震影响的记载，而万州、涪陵、忠县、长寿是相对繁荣且建制完整的区县。为何距离黔

江咸丰地震更近的这些地区均没有记载，而会在更远的垫江和南川有记载呢？因此笔者对
史料进行了更全面、详尽的分析。

图 １　黔江咸丰地震有感范围

表 １史料中，《垫江县志》记载“咸丰六年五月初八日未刻（垫江）地震”，发震时刻为“未
刻”，与黔江咸丰地震的发震时刻“辰刻”、“辰、巳间”，不一致，一个记载发生在下午，一个
记载发生在上午，“未刻”是下午 １～３点，“辰刻”是上午 ７～９点，“巳刻”是上午 ９～１１点，发
震时间不同。《綦江县志》记载“咸丰六年丙辰五月初八日南川陈家场及巴邑太和场一带地

微震”。此次地震距离１８５４年１２月２４日发生在陈家场的 ５级地震有一年半的时间，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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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 １８５４年南川地震的余震。１８５４年南川地震是主震余震型地震，余震持续 １、２年，这次
地震与１８５４年南川 ５级地震震中位置一致，时间间隔一年半。通过以上分析，笔者排除了
“咸丰六年五月初八日垫江地震”和“咸丰六年丙辰五月初八日南川陈家场及巴邑太和场一

带地微震”在黔江咸丰地震的有感范围内。《乾州厅志》记载“咸丰六年五月十一日辰刻地
震”，具体发震时间为１８５６年６月１３日，有可能记载有误，实际为１８５６年６月１０日，因为离
乾州（今吉首）很近的花垣、保靖均有记载，因此认为乾州（今吉首）有可能在黔江咸丰地震
的有感范围内，否则黔江咸丰地震的有感范围将更小，震级估算结果更小。

笔者剥离出垫江、南川这两次前人误判的地震之后，黔江咸丰地震实际有感范围几乎
缩减了一半面积（与黄伟（１９９３）得到的有感范围 ９８０００ｋｍ２相比），这与一个 ５～６级地震的
有感范围基本相当。从资料记载的区县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震中东面，呈 ＮＮＥ向。

５　历史地震震级的估算

地震的震级是按震中烈度或各烈度的影响范围来估算的。当然，对于没有仪器记录的

地震，仅根据历史地震宏观记载来确定震级，准确性不可能很高，其精确度应为半级。但我

们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尽量缩小震级误差的范围。本文采用多种方法对黔江咸丰地震的震
级进行估算。

５．１　利用震中烈度求震级
５．１．１　利用李善邦（１９６０）、卢荣俭（１９８１）、朱书俊（１９８９）、武焕英（１９８９）总结出的经验公式

估算

　　将 Ｉ０＝８和 Ｉ０＝９，分别代入表 ５中的计算公式。其中，Ｍ为震级，Ｉ０为震中烈度，Ｉ≤Ｉ０≤

Ⅻ，取整数值，由罗马字母表示。

表 ５ 利用烈度与震级的经验公式计算黔江咸丰地震震级

序号 经验关系 Ｍ 来源

１ Ｍ＝１．５＋０．５８Ｉ０ ６．１４，６．７２ 李善邦，１９６０

２ Ｍ＝１．４５＋０．６０Ｉ０ ６．２５，６．８５ 卢荣俭等，１９８１

３ Ｍ＝０３７＋０．７１Ｉ０ ６．０５，６．７６ 朱书俊，１９８９

４ Ｍ＝１．４２＋０．６１Ｉ０ ６．３０，６．９１ 武焕英，１９８９

５．１．２　利用重庆及邻区烈度衰减关系进行估算
表 ６为重庆及邻区烈度衰减关系回归结果。根据衰减关系式（秦娟等，２０１４）

Ｉ＝Ｂ１＋Ｂ２Ｍ＋Ｂ３ｌｇ（Ｒ１＋Ｒａ）＋Ｂ４ｌｇ（Ｒｓ＋Ｒｂ）＋ε （１）

表 ６ 重庆及邻区烈度衰减关系回归结果

长、短轴 Ｂ１ Ｂ２ Ｂ３／Ｂ４ ｄ／ｋｍ σ

长轴 ５．２２３９ １．２０４５ －３．８３６３ １５ ０．７４８７

短轴 ３．２０６４ １．２０４５ －２．９５１６ ７ ０．７４８７

式中，Ｉ为地震烈度，Ｂ为回归系数，
Ｍ为震级，Ｒｌ和 Ｒｓ分别是烈度为 Ｉ
的椭圆等震线的长半轴和短半轴长

度，Ｒａ、Ｒｂ为烈度衰减的近场饱和因
子（预设因子）；ε为回归分析中表示

不确定的随机变量，通常假定为正态分布，其均值为零，标准差为 σ。
当 Ｒ＝０时，该公式化为震级烈度关系式，得到 Ｉ０＝８时，Ｍ＝６０５；Ｉ０＝９时，Ｍ＝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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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利用烈度圈面积求震级
根据极震区面积，利用陈培善等（１９７５）经验公式估算震级

Ｍ＝３５３＋００３３９Ｉ２０＋００１７８（ｌｇＡ０）
２

（２）
式中，Ｍ为震级，Ｉ０为震中烈度，Ａ０为极震区面积，具体取值见 ３２节中表 ４。计算结果为，当
Ｉ０＝８时，Ｍ＝５７６；当 Ｉ０＝９时，Ｍ＝６３４。
５．３　利用有感半径（Ⅳ度等效圆半径）求震级
５．３．１　利用我国东部地区Ⅳ度等效圆半径 Ｒ与震级 Ｍ的关系式估算

我国东部地区Ⅳ度等效圆半径 Ｒ与震级 Ｍ的关系式为
Ｍ＝１６０ｌｇＲ＋２１２ （３）

　　从图 １可知，等效圆半径 Ｒ＝１３０ｋｍ，带入式（３），得到 Ｍ＝５５２。
５．３．２　利用雷建成等（２００６）统计的公式估算

西南地区近代地震的震中烈度与有感半径的统计研究

ＬｇＲ＝－００３６５＋０３７６０Ｍ （４）
　　将等效圆半径 Ｒ＝１３０ｋｍ带入上式，得到 Ｍ＝５７２。
５．４　与 １８５４年南川 ５级地震比较

将这次地震与重庆地区 １８５４年 １２月 ２４日南川 ５级地震进行比较，具体见表 ７。

表 ７ １８５６年黔江咸丰地震与 １８５４年南川地震比较

震例 震害记载 有感范围

１８５６年
６月 １０日

“山崩十余里，压死左右民居三百余家”“地大震，后坝乡山崩

……忽大声如雷震，屋宇晃摇，势欲倾倒，屋瓦皆飞，池波涌立，

民惊号走出，仆地不能立起。”“山崩十余里，压杀左右民居数百

家”“十五里内民户皆为齑＜音跻）粉”“地大震”“大路坝山崩，
由悔家湾、板桥溪抵蛇盘溪三十余里皆成湖，压毙居民以数百

计”，“山崩，压死千有余人”……．

有史料记载的县共有 １２个，资料
相对丰富，最远有感范围 ２００ｋｍ

１８５４年
１２月 ２４日

从南路陈家（今南平镇）起，毁庙宇、民房、坟墓，压毙人畜无算。

自是或日一震，或日数震、或数日一震、数十日一震。震时，如有

物由地中行，至次冬始息

《南川县志》《綦江县志》《重修涪

州志》《巴县志》有记载，最远有感

范围 ７５ｋｍ（陆联康，１９８９）。

根据上述比较可知，１８５６年黔江咸丰地震震级应大于 ５级。
根据上述方法，考虑震中烈度和有感范围，若震中烈度 Ｉ０＝８时，震级范围在 ５５～６３０

之间；若震中烈度 Ｉ０＝９，震级范围在 ５５～６９２间。

６　结语

本文对黔江咸丰地震的有感范围进行了重新调查复核，并剥离出垫江、南川这 ２次前
人误判的地震，从而将此次地震的有感范围缩小了近一半面积。通过翻阅《黔江县志》对建

筑破坏情况进行了核实，发现公署、公建和宗教等建筑没有发生破坏的记载。对前人发现的

疑似地裂缝进行了核实，未发现地表破裂。

综上分析，作者认为黔江咸丰地震震中烈度为Ⅷ度的可能性较大，震级在 ６级左右。
但是黔江咸丰地震的震中烈度和震级确定依然有疑问，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小南海地震
地质灾害谜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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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周庆研究员、黄伟高级工程师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陈培善、刘家森，１９７５，用位错模型研究震级与烈度的关系，地球物理学报，１８（３），１８３～１９５．

丁仁杰、李克昌，２００４，重庆地震研究，北京：地震出版社．

顾功叙，１９８３，中国地震目录（公元前 １８３１—公元 １９６９年），北京：科学出版社．

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１９９０，中国历史地震图集（清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

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１９９５，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公元前 ２３世纪———公元 １９１１年），北京：地震出版社．

何泽禄，２０１５，献中黔江，江苏：广陵书社．

洪海春、尤捷、陶小三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４年云南鲁甸地震和景谷地震的震害对比研究，地震工程学报，３７（４），１０１３～１０２２．

湖北地震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０，湖北地震志，北京：地震出版社．

黄伟，１９９３，１８５６年黔江、咸丰间 ６级地震，见：唐荣昌、韩渭宾，四川活动断裂与地震，２９～３３，北京：地震出版社．

雷建成、高孟潭、俞言祥，２００６，西南地区近代地震的震中烈度与有感半径的统计研究，震灾防御技术，１（２），１３７～１４５．

李善邦，１９６０，中国地震目录，北京：科学出版社．

刘锁旺、丁忠孝、张俊山，１９８１，１８５６年湖北咸丰县大路坝地震考察，地壳形变与地震，（２），６９～８１．

卢荣俭、宋雅桐、陈达生，１９８１，等震线图与震级关系，见：中国科学院工程力学研究所，地震工程研究报告第四集，北京：科

学出版社．

陆联康，１９８９，１８５６年黔江地震震级讨论，见：闵子群，中国历史地震研究文集 １，６０～６１，北京：地震出版社．

闵子群，１９８９，中国历史地震研究文集 １，北京：地震出版社．

秦娟、蔡辉腾、王赞军，２０１４，重庆及其邻区地震烈度衰减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３４（１），５４～６１．

孙成民，２０１０，四川地震全记录（公元前 ２６年公元 １９４９年 ９月，上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唐荣昌、韩渭滨，１９９３，四川活动断裂与地震，北京：地震出版社．

吴坤罡、吴中海、黄小龙等，２０１５，云南盈江 ２０１４年 ５·３０ＭＳ６１地震的主要震害特征，地质力学学报，２１（１），８７～９６．

武焕英，１９８９，历史地震震级估算，见：闵子群，中国历史地震研究文集 １，９７～１０４，北京：地震出版社．

谢毓寿、蔡美彪，１９８７，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三卷（下），北京：科学出版社．

徐锡伟，２０１７，中国近现代重大地震事件考证（上卷 １８５０１９４８），北京：地震出版社．

中国地方志编委会，１９９２，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成都：巴蜀书社．

中国地震简目编辑组，１９８８，中国地震简目（公元前 ７８０年公元 １９８６年（Ｍ≥４）），北京：地震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２００９，ＧＢ／Ｔ１７７４２２００８中国地震烈度表，北

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１９７１，中国地震目录，北京：科学出版社．

朱书俊，１９８９，历史地震参数评定，见：闵子群，中国历史地震研究文集 １，１４３～１４９，北京：地震出版社．

朱书俊，１９９３，关于历史有感地震的几点讨论，东北地震研究，９（３），４５～５０．

３６５

ＣＭＹＫ



中　国　地　震 ３４卷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１８５６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ｆｅ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ＱｉｎＪｕａｎ　ＷａｎｇＺａｎｊｕｎ　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ｃｈａｏ　ＤｏｎｇＤｉ　ＬｉＣｕｉｐｉｎｇ　ＧｏｎｇＬｉｗｅｎ　
ＴａｎｇＭａｏｙｕ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ｇｅｎｃ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１１４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ｔｈｅ１８５６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ｆｅ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ｈｏｗｓ
ｎｏｔａｓｍａｌ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ｅｇａｖｅａ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ａｗｉｄｅｒｒａｎｇｅ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ａ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ａｍａｇ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ｉ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ｆｅ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ａｒｅａ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ａｍ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ｒｅａ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ａｐ．Ｗｅｕｓｅｄｓｅｖｅｒ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ｔｈ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Ｘｉａｎｆｅ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ｓｓｔｉｌｌａ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ｎｅｅｄ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ａｍａｇｅ

４６５

ＣＭＹ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