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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高对大地震的认识，是地震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世界上许多国家、许多地区的地震监测和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发生过8级大地震或者具有大震潜在危
险的地区和问题作为重点进行的。
全球发生的8级及其以上的大地震，大部分分布在板块边缘，但也有相当的部分是发生在大陆板块的
内部，这一部分大地震的数量虽然比板块边缘的少，但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灾害却十分严重。
中国大陆是这类内陆强震多发的一个地区。
开展对内陆性大地震的研究一直是一个被关注的重大问题。
1979年，兰州地震研究所、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陕西省地震局曾共同提出召开全国8级大地震讨
论会的建议。
1982年11月由兰州地震研究所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局共同组织，在银川召开了第一次中国8级大震学
术讨论会,讨论交流了有关我国在那一段时期对各地区大地震的研究成果。
会后组成了《中国特大地震研究》编辑组，组织我国发生过8级大震的省、区有关单位研究编写了
从1303年山西洪洞8级大震至1951年间发生的17次8级及以上大地震的研究专题报告，汇编成《中国特
大地震研究》一书，于1988年出版发行（主编郭增建、马宗晋；林伟凡、刘庆民负责编辑工作）。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我国大陆内部，近几年已相继发生了昆仑山口西M8.1 （2001）和四川汶川M8.0
（2008）两次8级大地震。
特别是汶川大地震所造成的极为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的现实，再次深刻地告诫了我们要更加重
视和加强对大地震事件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感。
1556年在陕西关中发生的华县特大地震是我国历史地震记录中人口伤亡最多、灾害极其严重的一次大
地震事件。
尽管几百年来一直不断地吸引着人们的关注和思考，但缺乏深入、综合的分析和研究。
为了取得对于这次大地震事件深入系统的认识，陕西省地震局组成了华县特大地震综合研究课题组，
在收集、整理和分析前人有关此次大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了大量的野外瑚场考察和一系列的专
题研究，完成了《1556年华县特大地震》一书，针对这次大震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给出了新的综合分析
和认识。
主要包括：对华县特大地震基本参数的重新校核、烈度分布的校核，死亡人口数量的分析论证，华县
特大地震前、后地震活动特征的研究，深、浅部地震构造的探讨，华县特大地震地表破裂带的新发现
及发震断层的分析，救灾情况和这次大震给予我f『丁的启示等。
特别是在一些重点问题上获得的一些突破性的新进展，大大地推进和加深了对这次重大的地震事件本
来面目和特征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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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556年，华县特大地震造成83万人死亡，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
那么这“83万”的数据如何得来，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大的人员伤亡呢？
时隔450多年后，为了使世人对这次巨灾有一个系统的认识，本书课题组依据《中国历史资料年表》、
《历史地震资料汇编》、《陕西通志》（1542年）以及各种地方志等历史资料，较系统地收集、整理
、分析了前人关于华县特大地震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此次地震的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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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关于华县特大地震的原定震级，1992年谢毓寿对此提出疑义，并在《1556年关中大地震的震级
》一文中，提出华县特大地震的震中烈度应为Ⅻ度，建议震级应取8.5级。
1995年，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组织编辑的《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将华县特大地震列为294号，除地震
三要素沿用1971年版《中国地震目录》外，将震级定为8％级，极震区定为华县、渭南两县，而破坏区
包括陕、晋、豫的华阴、潼关、朝邑、永济等94县，波及陕西、山西、河南、甘肃、河北、山东、湖
北、湖南、江苏、安徽等11省的130余县。
《中国历史强震目录》中还列出了华县特大地震的前震和余震活动记载。
本次研究，我们使用新的地震目录，在大陆块体构造的基础上，系统分析历史地震资料，结合我国大
陆8级强震总体活动特点和汾渭地震带地震活动特征，深入分析了华县特大地震前后地震活动特点，
包括震前区域地震活动增强、震源区地震平静、地震活动短周期突出、地震成组活动以及震后余震等
。
尤其是通过余震分析，认为主震发生的当天，曾发生过两次7级左右的强余震。
利用震源区最新的小震活动资料，对震源区现代地震活动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
本次研究还利用野外考察资料，对渭河盆地古地震研究和重复间隔进行了研究，指出华山山前断裂全
新世以来大地震重复时间间隔大体在2000～2500年左右。
关于发震构造的研究，1957年《地球物理学报》刊载的《1556年1月23日关中大地震》一文中，郭增建
从华县特大地震等震线以及极震区恰与秦岭和渭河谷地的交界带相重合的迹象，推断1556年华县特大
地震震源地方断层的走向可能是北东东向，倾向渭河，与临潼一潼关间的大断层一致。
1980年王景明认为，1556年华县特大地震极震区地震主断裂带沿北北东向弧形展布，延及70km以上，
垂直断距大于5m。
并认为该次大地震的发生是渭河断裂带继承性活动的结果。
1989年张安良等认为，华山山前断裂带晚第四纪以来具有明显的新活动，沿断裂带及其两侧分布有最
新断层崖，基岩裂缝、黄土裂缝、山体崩（滑）塌体等众多的地震形变和破坏迹象，反映华山山前断
裂带应是1556年华县特大地震的发震断层。
1991年李永善等认为，1556年华县特大地震极震区呈纺锤状，分布于渭华断裂带北侧。
极震区长轴方向与渭华断裂带断裂走向一致，等烈度线向北散开，向南收敛与渭华断裂带北倾正断层
型断裂黏滑的活动效应一致，推测1556年华县特大地震的发震构造为渭华断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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