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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历史地震资料的系统收集整理、现场调查及烈度点评估等工作，对 １９３６年天
水南 ６级地震等震线重新进行了改绘，并对此次地震的震害特征、等震线特征及其与活动构造

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地震极震区最大烈度为Ⅷ度，集中位于天水镇及其以北

地区；ＮＥＥ向的礼县罗家堡断裂中东段基本与此次地震重破坏区长轴线重合，应为此次地震的
发震断裂；由于受 ＮＷＷ向西秦岭北缘断裂带与 ＮＮＷ向六盘山断裂带２条区域深大断裂及北部

黄土区的影响，低烈度等震线长轴方向逆时针旋转，地震动及烈度向北衰减变缓，地震等震线呈

现明显的南北衰减不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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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１９３６年 ８月 １日 １４时 ２４分 ３０秒，在天水南发生了一次中强地震，仪器震中为 ３４２°Ｎ、
１０５７°Ｅ，精度 ２类，震中误差≤２５ｋｍ，仪器测定震级为 ６级。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天水西南西
秦岭内部的礼县新生代盆地内，这里也是 １６５４年天水南 ８级地震的重灾区。由于该区地质
构造复杂，地表新生代覆盖严重，故对其活动构造研究一直存在很多困难和疑点，特别是对

于礼县罗家堡断裂新活动特征及 １６５４年天水南 ８级地震的发震机制等仍缺乏清晰的认识
（杨晓平等，２０１５；刘白云，２０１２；袁道阳等，２０１７）。地震地表破坏特征是地震的地表反应，等
震线长轴方向往往对地震破裂面及地震机制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鉴于 １６５４年天水南 ８
级地震研究本身存在的困难及该区构造在地表显示的模糊性，虽然 １９３６年天水南 ６级地震
震级不大，但两者震中位于同一区域，年代相对较近，后者的资料丰富且相对准确可靠，其研

究结果可能对 １６５４年 ８级地震的研究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因此，本文在对 １９３６年地震
原有史料和前人调查资料进行系统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通过档案查阅与核查、现场考察

（重点为访问破坏区经历过此次地震的幸存老人）等方式，收集到一批新补充的资料，经过详

尽整理、分析，重新绘制了等震线图，并分析了这一等震线特征的构造含义，以期为本区活动

构造研究及 １６５４年 ８级地震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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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甘肃省档案馆，全宗号 １５，目录号 ６，案卷 ３６６，内部，６５、７０、７５、８５、４９。

②甘肃省档案馆，全宗号 ２７，目录号 ３，案卷 ７０，内部，５５、６０。

１　地震概况及研究历史

１９３６年天水南 ６级地震发生后，全国许多报刊都进行了报道（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
究所，１９８５、１９８９）①②。当年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根据造册公布了此次地震的总损失：城乡
共压毙男女 １１５人，受伤者 ３１人，倒塌房 ４４５９间，压毙牲畜 ６００余头。１９３６年 ８月 ５日《字
林西报》（英文）登载了《天主教堂关于 １９３６年 ８月 １日地震报告》，该报告非常详细地记述
了震前的气候变化、地震时天主教堂附近及天水市的破坏情况。同时还记录了地震后 ３天
的天气变化及余震活动，是十分珍贵的现场实录。

１９５３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工业厅曾组织相关人员对包括此次地震在内的甘肃地震进行
了考察，并油印了《甘肃地震研究资料》。１９６０年，天水地震烈度调查组也曾进行了调查，并
编写了《天水地震烈度调查报告》。１９６６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为提供李子园
地区的地震基本烈度，再次对此次地震进行了现场考察，并确定了宏观震中（３４４°Ｎ，
１０５８°Ｅ）为今天水镇一带，震中烈度评定为Ⅷ度。在考察中发现，李子园大面积基岩出露区
出现了烈度的轻异常现象，并绘制了等震线图（图 １）。此后，再没有对此次地震进行过详尽
考察。此次地震的原有资料及研究结果主要参见《陕甘宁青四省（区）强地震目录》（国家地

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５）、《甘肃省地震资料汇编》（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和《中国近代地震目录（公元 １９１２～１９９０年，ＭＳ≥４７）》（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１９９９）等。

图 １　１９３６年天水南 ６级地震原有感范围及等震线图（据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５））

２　震害特征数据

由于 １９３６年天水南 ６级地震震级不大，因此破坏范围有限。本文综合史料记载、现场

调查访问情况及档案资料等将各调查点震害特征进行了汇总，结果如表 １所示。

３　烈度评定与震害分布特征

烈度的评定主要依据 ＧＢ／Ｔ１７７４２—２００８《中国地震烈度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

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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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９３６年天水南 ６级地震各调查点震害特征与烈度评定结果

编号 地点 主要震害 烈度 来源

１ 天水市

地震时，人站立不住，脸盆中的水溢出，桌上的器皿、油灯，书架上的

书及天主教堂墙上的挂钟被震落下来，房屋普遍开裂，个别墙及挑

檐危房有倒塌。少数城墙垛口倒塌，将个别房屋压塌，伤 ６人。需
要说明的是，城墙并非全是地震震塌的。在访问中，不少人指出，一

些城墙是震后下雨塌的。１９３６年 ８月 ６日的《字林西报》也说：“８
月 ２日星期六，下雨，一直到午前九时，由于晚间大雨，又有很多城
墙倒下来，教堂顶都有打坏的。”位于五里铺的测候所东南角，地面

低陷，墙壁崩裂。据 １９５３年调查，城区压毙 １１人，负伤者甚多。城
区及南门一带较轻，北关、东关最为严重，西关次之。如位于东关的

天主教堂，几乎所有房间的顶棚被震坏，３间房的玻璃被打碎，许多
房屋的门由于变形而无法关上。围墙倒塌，很多砖瓦震落并被打

碎。再如，北关依墙而立装满粮食的口袋震倒。家具、房屋均有被

摇坏的，但城垛倒的不多。市区的南山和北山，由于发生小规模滑

坡，致使烟雾上升。其中“城北上山崖堡多被震摧”。天水电灯分

局局长张成涣给省上电报称：地震时，电灯局房屋历年在久，因之不

甚坚固，地震时将门楼以及机厂锅炉等房动摇裂坏甚重，其余各处

房屋，亦有损坏，较之稍轻

Ⅵ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 震 研 究 所，

１９８５、１９８９；中 国
地震局震害防御

司，１９９９；［Ｃ］

２
五里 铺 金 家

庄、陈家庄

震感较市区轻，地震时，人摇摆，头昏，门窗发响，极个别的稍墙有

倒落
Ⅵ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３ 十里铺
塌房 １０余间，伤一小孩。街上 ６间土木结构房向东倾斜。许多房
开裂

Ⅵ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４ 二十里铺 人摇摆，能站立，头发昏，坏房被震倒 １０余间 Ⅵ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５ 社棠镇 房屋发响，人摆动，但室内器皿没有倒的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６ 黄家嘴 一朽墙被摇倒，将 １人腿砸伤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７ 南河川 地震时人摇晃，房屋有不宽的小裂缝 Ⅴ ［Ｃ］

８ 渭南镇
被访者多对此次地震印象不深。只知有这回事，但地震不强烈，人

普遍有感
Ⅴ ［Ｃ］

９ 街子口 被访者认为感觉不强，头稍有发昏，偶有屋瓦、屋脊被震落的 Ⅴ ［Ｃ］

１０ 麦积山 人普遍有感，有人感到头昏，并且来回摆动，但尚能站立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１１ 盐关

震声从北来，地震持续 ５～６ｍｉｎ，屋瓦乱飞，檐流如注，墙垣多数倒
塌，又逢大雨，民众均奔城外逃避。据官方调查，房屋倒塌一千五百

余间，压毙 １６人，重伤 ５人，轻伤 ２２人。地震后省政府拨 １５００元
救灾

Ⅷ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 震 研 究 所，

１９８９；［Ｃ］

１２ 天水镇

震声如雷从北来，人站不稳，头昏。６０～７０间挑檐房倒塌，马鞍架房
有倒稍墙者。土城墙有塌落，最大一处长 １ｍ多。砸死 ４～５人，土
崖也落土。被访者认为与 １９２０年地震相比差不多，一样大，但时间
要短些

Ⅷ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 震 研 究 所，

１９８５、１９８９；［Ｃ］

１３ 罗家堡
地震时人头晕，房屋普遍开裂，并有倒塌。危房有倒的，屋顶上的瓦

掉落
Ⅶ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 震 研 究 所，

１９８９；［Ｃ］

１４ 草滩村 天水镇北约 ５ｋｍ的北山上。地震时人站立不稳，房屋倒塌很多 Ⅷ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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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编号 地点 主要震害 烈度 来源

１５ 王家庄
天水镇高崖上，人被摇的站立不住，有些人趴在地上。全庄子倒了

１９间挑檐房
Ⅷ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１６ 潘家寨
地震时人们全有震感，并惊逃户外。不好的土房、土墙有倒的，房瓦

坠地，房屋全都开裂，有的裂缝较宽
Ⅶ ［Ｃ］

１７ 安集村
震声从北来，人站不住，头昏。家具发响。老房裂口，最宽约 ４ｃｍ。
朽屋、朽墙有倒的，屋檐掉落

Ⅶ ［Ｃ］

１８ 兴隆镇 震声如雷吼，房屋开裂，屋瓦掉地，土墙有倒的 Ⅵ ［Ｃ］

１９
杨家 寺 中 川

村

位于海子西北 ５ｋｍ。土城垛倒塌，砸塌屋顶，城跟前的猪羊被打死
的多。全庄倒房 ２０余间，占总数的 ５％。死 １０～２０人，伤 ６～７人。
房屋摇动，房屋墙壁、房脊都有倒塌

Ⅵ ［Ｃ］

２０ 平南镇
比 １９２０年地震轻。地震时，人摇摆，头发昏，房屋开裂，土墙有倒
的，但没有倒房子

Ⅶ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 震 研 究 所，

１９８９；［Ｃ］

２１ 裴家庄

地震时人们感觉很厉害。被访者当时正在拾麦子，他们几个孩子都

被摇倒在地，并在地上滚了起来。他家的房子此次地震时墙被震倒

了，现在的房子是地震后才盖的。由于地震发生在白天，所以没

伤人

Ⅵ ［Ｃ］

２２ 南山石马坪 土岗崩裂倒塌兼有地陷 Ⅵ ［１］

２３
马跑 泉 镇 团

庄

地震时房屋发响，屋瓦被震落在地，墙上泥皮震落，朽木房及不坚固

的土墙偶有倒塌者。地震时，人摇晃，但不厉害
Ⅵ ［Ｃ］

２４
马跑 泉 镇 胡

家庄

出生于 １９２３年的胡丕绪在被访时说，地震时他刚好 １３岁。地震时
天下起了大雨，胡家庄一带房屋开裂，房瓦掉下，朽墙有倒的。据老

人介绍，胡家庄对面的胡家堡位于一二十米高的小山梁上，三面为

悬崖，只有一条宽不过 ２ｍ的小山脊与堡子相连，易守难攻。堡子
里做生意的人很多，因而十分热闹和繁华。民国九年地震时，堡子

被摇平了，堡内 ８５％以上的房屋倒塌，以后开辟为农田。直到 ２０世
纪 ７０年代由于用地紧张，才又开始在此建房，现房屋已盖满了

Ⅵ ［Ｃ］

２５
马跑 泉 上 街

（二箭子）

出生于 １９３１年的王宏德介绍说，地震时他很小，当时天比较热，地
震发出隆隆响声，房屋开裂，掉瓦，地震后下起了大雨。他听老人

讲，民国九年地震时，街上的房屋、铺面摇倒了很多

Ⅵ ［Ｃ］

２６ 马跑泉后坪

出生于 ２０世纪 １０年代的张维维老人说，民国二十五年地震时，人
们都从房中跑出来，房瓦坠落，房屋开裂，极个别朽房有倒的。地震

后，下起了大雨

Ⅵ ［Ｃ］

２７ 华岐韩家山

地震时人们都跑了出来，同时又下起大雨，大家纷纷躲在两棵大酸

枣树下避雨。地震时，这里倒房很多，倒的都是质量不好的一水房

（即单面房），剩下有七八家房，都是马鞍架房。有一位七十多岁的

老汉，他老伴、孙女都被地震砸死了，受访者韩士杰还随大人到他们

家里去看望，他家都没人了，全庄就死了这几个人。他还介绍说，听

老人讲，猴年（应指 １９２０年）还有一次大地震，还没有我，这次地震
很厉害

Ⅶ ［Ｃ］

２８
罗家 堡 刘 家

坪
地震情况与韩家山相当，房屋开裂，掉瓦，一水房有倒塌 Ⅶ ［Ｃ］

２９ 皂角镇

马成德老人讲，民国二十五年，他有十几岁，地震发生在六月二十五

（六月十五之误），地震时，皂角的房子开裂，土墙也有倒的，比较

多，但房屋没有倒的。地震后就下起了大雨

Ⅵ ［Ｃ］

１９７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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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罗家 堡 郊 里

村

出生于 １９２５年的李光荣介绍说，民国二十五年地震发生在古历六
月十五，地震还很严重。地震时瓦片坠落，土墙倒了很多，不少危房

也有倒的。他们庄当时有一千多人，死了 ２个人。听说盐官很重
Ⅶ ［Ｃ］

３１
华岐 辛 家 大

庄

据出生于 １９３１年的辛富财讲，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五地震时，他还
小，睡在炕上，家里人把他抱了出来，紧接着墙就倒了，把他的脚给

砸伤了

Ⅶ ［Ｃ］

３２
华岐（王家团

庄）

辛世奔的父亲出生于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地震时 ９岁，当时他去
地里给家里人送饭。地震时震声如雷，从西北来，人们来回晃动。

他送饭的罐子也被震落在地。还有许多大人和小孩到山上摘野果

子，地震时被震倒在地，并在地上滚了起来。人们都惊恐万分，四处

乱跑。崖上的土被震落下来，到处都尘土飞扬。不仅朽房有倒的，

好房和厅房也有倒的。有的房脊一面倒在街上，另一面倒在房内，

房顶的瓦到处飞落。有人被埋压在房内，但并没受伤，主要是让梁

给压住了。地震时辛世奔的爷爷还睡着，醒来后已是晚上，他看见

天上有星星，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采访时年龄 ６０多岁的汪德老人，讲述了他听老人们说起的有
关此次地震的情况，内容大致与辛世奔的父亲讲的一样。地震后下

起大雨，人们把牲口都赶了回来。下面一个和他们村紧邻的庄子，

有 ６０多户人，倒了几十间房子，压死 １个老人。当时老人抱着 １个
孙子，所以孙子也受伤了

Ⅶ ［Ｃ］

３３ 范家山一带

民国二十五年地震时，正是六月割麦子的时候，把人摇的来回晃动。

由于当时房子不好，所以有倒塌的，也有土窑倒塌，将鸡、驴压在了

里面

Ⅶ ［Ｃ］

３４ 硖门
震声从西北来，人们都跑到门外。房子倒了一些，但不多。压死 １
个人。周围各庄情况相差不大。地震后就下起了大雨

Ⅶ ［Ｃ］

３５ 店镇

采访时赵红明的婆婆 ９０岁，还有赵红明的妈妈、赵全保等人在场。
他们回忆说，地震的前一天天黑了（注：指有月食），第二天就发生

地震，地震时摇得很厉害，危房倒的较多，但好房没有倒的。有 １个
人地震时被砸伤，被砸伤的这个人已于 ２００７年去世。还有 １个人
被土窑埋了进去，后又被挖了出来。此外再无伤亡。地震时土崖崩

塌，尘土飞扬

Ⅶ ［Ｃ］

３６ 牡丹

地震时人站立不住，一个背东西的人被摇的趴在了地上。房屋普遍

有裂缝，极少数房有倒塌的，山上有 １间房子也被震倒了。堡子的
墙也有被摇塌的。另一在场的老汉补充说，他们这里有个姓王的人

家，地震时房子全倒了

Ⅵ ［Ｃ］

３７ 王家铺 地震时人摆动厉害，房屋普遍开裂，土墙有倒塌的 Ⅵ ［Ｃ］

３８ 太京

在太京镇先后采访了 ３位老人，受访时王艾秋 ８４岁，台发祥 ８６岁，
银珍（女）８１岁。据他们回忆，民国二十五年地震时，这里不太厉
害，人感到晃动，房屋普遍发生裂缝，但未伤人

Ⅵ ［Ｃ］

３９
藉口 镇 郑 集

寨

史国贞 ６１岁，他听老人讲，民国二十五年地震时，房脊被摇下来的
很多，房瓦也有掉下来的，但房屋没倒塌。王新汉（８５岁），杨怀德
（７９岁），郑夏还（７０多岁）等老人也分别介绍，此次地震藉口房屋
普遍发生裂缝，但房屋没有倒塌的，也没有人员伤亡

Ⅵ ［Ｃ］

４０
秦岭 乡 关 家

店

地震时头发晕，人来回摇摆。房瓦掉了下来，土墙也有倒的，但房屋

没有倒塌，也无人员伤亡
Ⅵ ［Ｃ］

４１ 杨家寺 被访的曹任成老人，地震时已 １０岁，对此次地震没有印象 Ⅴ ［Ｃ］

２９７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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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杨家 寺 白 家

沟
情况不严重 Ⅴ ［Ｃ］

４３
杨家 寺 白 马

村

地震马马虎虎（即不严重）。人头发晕，感到不清醒，地震很快就过

去了。门窗发响，有房脊掉下来，危土墙有倒塌，但好墙和房屋均没

有倒的，无人员伤亡。地震后下起大雨

Ⅵ ［Ｃ］

４４ 沿川子 地震时人来回摇晃，家具响，房屋无损 Ⅴ ［Ｃ］

４５ 徐家店 地震时人头晕，站立不稳，没有倒房等现象。地震较轻，无伤亡 Ⅴ ［Ｃ］

４６ 肖家崖 人晃动，盆中水溢出，房屋偶有轻微开裂者，没有倒房 Ⅴ ［Ｃ］

４７ 红河乡石沟
门扣发响，盆里水来回晃动并泼出。当时都是朽房，所以土墙有倒

的，山崖也垮了
Ⅵ ［Ｃ］

４８ 红河石嘴村 地震不太严重，房屋裂开，掉瓦，土墙可能有倒的 Ⅵ ［Ｃ］

４９ 盐官新庄 土墙、土房有倒的，但倒的不多 Ⅶ ［Ｃ］

５０ 汪川闫家集

闫岁娃 ７３岁，据他介绍，他是八月出生的，地震发生在六月十五。
听老人讲，地震前大人们把小孩锁在了家里他们到山上捉蚂蚱，结

果地震了。家里人急急忙忙往回赶，赶回后把孩子们抱到场上。有

两家的房瓦和檩子被震了下来，现在这个地方被学校占了

Ⅵ ［Ｃ］

５１ 长道 地震时房瓦下坠，房墙裂缝，土墙有倒的 Ⅵ ［Ｃ］

５２ 汪川糜川 震声轰轰而来，如汽车驶过。有两个小孩子给打死了 Ⅵ ［Ｃ］

５３ 汪川万家庄

万福锐 ８０岁，他说，地震时，他只有八九岁，正爬在麦场的一个小土
墙上，结果被摇的掉在水渠里了。还有一个老汉在半山上有 ５间
房，房墙倒了，但房屋未倒，一个少年的头被打破了，这个老汉把少

年拉了出来，结果自己被砸伤了。后来老汉因伤势严重而死了

Ⅵ ［Ｃ］

５４ 汪川镇 房屋均无倒塌，但有裂缝 Ⅵ ［Ｃ］

５５ 花牛寨 地震时房瓦掉了下来，房屋普遍开裂，不好的土房、土墙有倒的 Ⅵ ［Ｃ］

５６ 天水郡
地震时下了大雨，人们都躲在场上，房屋裂缝掉瓦，极少数不好的土

房、土墙有倒的
Ⅵ ［Ｃ］

５７ 西十里 地震后紧接着下大雨，房屋墙壁裂缝，朽土墙有倒的 Ⅵ ［Ｃ］

５８
汪川 镇 吕 家

坡
地震时房屋开裂，但没有倒的。山上的土震落下来，到处尘土飞扬 Ⅵ ［Ｃ］

５９ 祁山堡 地震时房屋都裂开了，檐瓦也掉了下来。土墙有倒的 Ⅵ ［Ｃ］

６０
大门 乡 下 街

村

杨来喜 ８５岁，地震时他十几岁了，正在割麦的人被震得在麦地里打
转转。当时全村有 ３４间房，倒了 １７间不好的土房，城墙也有滑塌。
笔者现场考察发现，城堡位于高约百米的山上。由于地形地貌因

素，加重了下街村的震害。地震发生在白天，所以无人员伤亡

Ⅵ ［Ｃ］

６１ 娘娘坝一队

他们正在割麦子，小孩子被锁在家里。地震时他们急忙跑了回来，

躺在床上的孩子还睡着。把孩子叫了起来，一手抱着一个，一手拉

着一个，跑了出去。晚上人们都睡在场上，房屋没裂开

Ⅴ ［Ｃ］

６２ 娘娘坝 地震不厉害，但人们都睡在外面，娘娘坝房屋没有裂开的 Ⅴ ［Ｃ］

６３ 齐寿 地震时房屋裂缝，土墙有倒塌的，但不严重。无人员伤亡 Ⅵ ［Ｃ］

６４ 甘泉

地震时震声从东而来，门窗咯咯作响。人感到头昏，上下颠簸，但能

站立。少数房瓦、房脊有震落的，不好的土墙有震倒的。如秦家厅

房前檐就掉了下来

Ⅵ ［Ｃ］

３９７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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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天水 东 乡 山

区

“遭猛烈地震，加以连日霪雨为灾，烧炭各窑既受摇动，复被雨冲，以

及率多倒塌，……。”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６６ 李子园
地震有声，人来回晃动，头晕。很快地震就过去了。房屋没破坏，也

没发生裂缝
Ⅴ ［Ｃ］

６７ 柴家庄 夏天时地震，人头晕，来回摆动，但能站立，房屋没裂缝 Ⅴ ［Ｃ］

６８ 麦积 人头晕，盆中水摆动，有泼出者，房屋完好 Ⅴ ［Ｃ］

６９ 元龙 人有感，但不少被访者无印象 Ⅴ ［Ｃ］

７０ 伯阳 人来回晃动，感到头晕，房屋完好 Ⅴ ［Ｃ］

７１ 马家店子 地震时人都有感，不少人跑到麦场上 Ⅴ ［Ｃ］

７２ 麻沿河 地震时惊逃户外，但很快就过去了，家具发响，房瓦鸣 Ⅴ ［Ｃ］

７３ 铁炉 人们来回晃动。房屋没有倒的，也无人员伤亡。地震后下起大雨 Ⅴ ［Ｃ］

７４ 北道 北道房屋没有倒的，也没有裂缝。地震后下起大雨 Ⅴ ［Ｃ］

７５ 礼县
地震时天正下着蒙蒙细雨，持续时间约 １ｍｉｎ，自南向北。城区倒房
数十间，死伤 １０余人。当夜大雨如注，连续微震 ２次，皆不甚烈

Ⅵ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 震 研 究 所，

１９８５；［Ｃ］

７６ 礼县西区 山崩地裂 Ⅵ
中国地震局震害

防御司，１９９９

７７ 西和

震声从北来，连续复震 ２次。城内房屋微有倒塌，其他无损。据西
和代理县长马廷秀报告，地震发生在下午一点钟许，正霪雨如注之

时，连震 ３次，初次约 ２ｍｉｎ，第二、三次较轻。第五区所属盐官镇倒
塌房屋颇多，压毙男女 １０余人，由县长亲往勘查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 震 研 究 所，

１９８５、１９８９

７８ 秦安
震声从东南来，地震约 ５ｍｉｎ。城关屋墙间有倾倒，山中悬崖亦有
塌崩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 震 研 究 所，

１９８５、１９８９；中 国
地震局震害防御

司，１９９９

７９ 清水 县府瓦房一间、东城碉楼一处坍塌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 震 研 究 所，

１９８５、１９８９；中 国
地震局震害防御

司，１９９９

８０
清水白驼草
川铺一带

房屋开裂，悬崖崩塌，受损较重 Ⅴ ［Ｃ］

８１ 徽县 震声如雷，人普遍有感，晚连震 ３次，未成灾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８２ 陇西 地震持续 １ｍｉｎ，自西而东，房屋完好无损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８３ 榆中
“本月一日下午一时二十分地震，约有一秒之时。县城内外均无损

伤。各区尚未据报告……。”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８４ 漳县 地微震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８５ 武都 地震持续 ３ｍｉｎ，房屋未损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４９７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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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兰州
大雨淋漓，地震约 １０ｓ钟即止，地面呈 ＥＷ向摇动。晚十时许续稍
微震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８７ 庆阳（西峰） 自东南向西北方地震有声，约 ５ｍｉｎ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８８ 临洮 地忽震动，为时 １ｍｉｎ，余震波及自南至北，幸未成灾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８９ 平凉
地震约 ２ｍｉｎ，人在室中晕眩，多数人尚不知是地震。感触灵敏者，
有逃出室外躲避。室内器物振振有声，门窗稍动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９０ 宁县 地震从东南而西北。房屋烈震动，居民惊恐，约 ３ｍｉｎ，幸无损失 ＜Ⅴ ［Ｃ］

９１ 通渭 人有震感，房屋完好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 震 研 究 所，

１９８５；中国地震局
震害防御司，１９９９

９２ 宁夏泾川 地震约 ５ｍｉｎ，自西而东，距县城 ２５ｋｍ的胡家庄窑洞倒塌，压死 ３人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 震 研 究 所，

１９８５、１９８９；中 国
地震局震害防御

司，１９９９

９３ 宁夏隆德 地震约 １ｍｉｎ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９４ 宁夏固原 阴历六月十五日地震 ＜Ⅴ

９５ 陕西西安
地下有隆隆之声，从西而来，即五六秒钟即停止。室内桌椅、电灯均

摇动。前后震动两次，第一次较剧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

９６
陕西 临 潼 金

雨镇

动摇尚烈，人初不觉，只听门窗作响，尚以为被风吹之故。忽见室内

桌椅均动，人亦昏迷如坐舟中，方悉地震，约数秒钟静止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 震 研 究 所，

１９８９；［Ｃ］

９７ 陕西凤县

震声自西北来，树木摇摆，几案移动。人心恐慌，举动忙乱。有急出

而驰奔广场者；有情急而反奔入屋下而避者。穴居土窑崩裂溜土，

东关倒塌唐姓房屋及破舍较多。尚未压毙人命者。微震 ７次，忽震
忽止

Ⅴ

国家地震局兰州

地 震 研 究 所，

１９８５、１９８９；中 国
地震局震害防御

司，１９９９

　　注：［Ｃ］为现场采访。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２００９），同时参考《新的中国烈度表》（谢毓寿，１９５７），各调查点评定结
果见表 １，各烈度点分布见图 ２。根据 ９０多个调查点的地震烈度评定情况，绘制出 １９３６年
天水南 ６级地震等震线图（图 ２）。

（１）Ⅷ度区
Ⅷ度区长轴呈 ＮＥ向，长约 ５ｋｍ，宽 ２ｋｍ，Ⅷ度区面积较小，不足 １０ｋｍ２。此次地震震中

位于天水镇及以北地区，包括其以北的草滩村、王家庄等地。Ⅷ度区内人们站立不住，有的
被摇得趴在地上。天水镇居民感到震声从北而来。天水镇土城墙崩塌，倒了６０～７０间房，山
崖掉土。草滩村王家庄许多房屋倒塌，所占比例较高。

（２）Ⅶ度区
Ⅶ度区呈 ＮＥＥ走向，长约 ３０ｋｍ，宽约 １２ｋｍ，面积约 ４００ｋｍ２。该区包括店镇、华岐、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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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３６年天水南 ６级地震烈度点分布（ａ）及等震线图（ｂ）
Ｆ１西秦岭北缘断裂带；Ｆ２礼县罗家堡断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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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盐官、平南等地。区域内多数人惊逃户外，冒雨在麦场等地躲雨，质量不好的朽墙有大量

倒墙，质量不好的朽房，尤其是挑檐房倒塌。但质量较好的房屋，如马鞍架房没有倒的。其

中，盐官作为一大集镇，房屋倒塌 １５００余间，因逢赶集，又下大雨，因而秩序混乱，造成 １６人
死亡，可做为Ⅶ度区中的一个Ⅷ度重异常点。

（３）Ⅵ度区
Ⅵ度区长轴约 ８９ｋｍ，短轴 ４４ｋｍ，面积约 ５５０ｋｍ２。范围较广，包括天水市区、礼县县城、

太京、藉口、红河、祁山、秦岭、汪川、宽川、齐寿、皂角、天水郡、马跑泉等地。区内多数人站立

不稳，有些小孩被摇到在地，少数人惊逃户外。房屋普遍开裂，掉瓦。极个别的朽墙、朽房有

倾倒的，偶有人畜伤亡。在Ⅵ度区东部，出现了娘娘坝、李子园、麦积等大范围轻异常区。该
区内房屋基本完好，调查时老人反映房屋没有倒塌、裂缝等现象，震感较轻，大部分人没有惊

恐感。人们一般均能站立，只是感到来回晃动。在娘娘坝李子园及其北侧，由于为大面积
基岩出露区（调查点 ４４、４６、６１、６２、６６、６７等），地震作用的地表放大效应相对较弱，出现了烈
度的轻异常现象，导致Ⅵ度区东部形成凹陷的不规整状。

（４）Ⅴ度区与有感范围
Ⅴ度区长轴约 ３００ｋｍ，短轴约 ２００ｋｍ，面积约 １１２５０ｋｍ２；有感范围长轴（ＮＷＷ 向）约

５６０ｋｍ，短轴（ＮＮＥ向）约 ５００ｋｍ。
由等震线图（图 ２）可见，此次地震极震区长轴方向为 ＮＥＥ向；随着烈度变小，等震线长

轴方向沿逆时针旋转至 ＮＮＥ向，长短轴比例变小；有感区长短轴方向甚至发生转换。这种
分布特征显示了该区断裂构造对地震动与震害的控制作用：极震区内，发震断裂构造对地震

动和震害起主导控制作用，等震线长轴方向与发震断裂（礼县罗家堡断裂）基本一致；地震
动向外传播时，在北侧受到 ＮＷＷ向的西秦岭北缘断裂带和 ＮＮＷ向的六盘山断裂带的阻
隔，由于断层带作为软弱结构面存在（石玉成等，１９９４；曹炳政等，２００３；任春等，２００５），地震
波被放大并沿断裂方向反复反射传播，导致地震波传播主体方向发生改变，因此，低烈度等

震线长轴方向逆时针旋转，地震动及烈度向北及断裂延伸方向衰减变慢。由此次地震有感

区范围长轴方向变为与西秦岭北缘断裂近平行可见，非发震深大断裂带对地震动传播的影

响和控制作用很强。该特征在 １６５４年天水南 ８级地震的等震线图中也有很好的体现（袁道
阳等，２０１７）。加之天水北部地区黄土分布广泛，黄土对地震动有明显放大作用（吴志坚等，
２０１２），因此，黄土及断裂共同作用使得地震等震线呈现明显的南北衰减不对称性。

４　发震构造分析

天水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区域活动构造发育，天水附近大的活动断裂带主要为

ＮＥ向的礼县罗家堡断裂带、ＮＷＷ向的西秦岭北缘断裂带及 ＮＮＷ向的六盘山断裂带（图 ２
（ａ））。其中，礼县罗家堡断裂带平面上由 ３条呈右阶斜列的次级断裂段组成，总长约
１５０ｋｍ，走向 ６０°；西段从宕昌东到礼县东，长约 ９０ｋｍ；中段从礼县南到罗家堡东北，长约
４０ｋｍ；东段从天水镇西到平南镇东，长约 ２０ｋｍ。对该断裂的调查研究（杨晓平等，２０１５；韩竹
军等，２００１）认为，断裂礼县盐关罗家堡一线多处黄土中的断层直通地表，冲沟同步左旋位
错并存在高度不等的断层陡坎及地震陡坎等，为 １６５４年天水南 ８级地震的地震断裂。根据
１９３６年天水南 ６级地震等震线结果可知，重破坏区（Ⅵ、Ⅶ、Ⅷ度区）（图 ２（ｂ））长轴基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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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县罗家堡断裂中东段重合，故推测此次地震的发震断裂也为礼县罗家堡断裂带中段，为
该断裂在 １６５４年 ８级地震后的再次活动。

５　结论

通过历史资料系统收集整理、现场调查及烈度点评估等工作，对 １９３６年天水南 ６级地
震等震线重新进行了确定。通过对震害分布特征、等震线特征及其与活动构造间的关系进

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１）１９３６年天水南 ６级地震极震区最大烈度为Ⅷ度，集中位于天水镇及以北地区，长轴
方向 ＮＥＥ，面积不足 １０ｋｍ２。

（２）１９３６年天水南 ６级地震重破坏区（Ⅵ、Ⅶ、Ⅷ度区）长轴基本与礼县罗家堡断裂中
东段重合，推测此次地震的发震断裂也为礼县罗家堡断裂带中段，为该断裂在 １６５４年 ８级
地震后的再次活动。

（３）西秦岭北缘断裂带与六盘山断裂带 ２条区域深大断裂对此次地震的烈度及地震动
衰减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因此导致低烈度等震线长轴方向逆时针旋转，地震动及烈度向北衰

减变缓，地震等震线呈现明显的南北衰减不对称性。

１９３６年天水南 ６级地震是该区地震资料较完整可靠的一次中强地震，对于该地震的研
究结果对本区历史地震及构造研究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此次地震震害与烈度分布特征

对多组构造交汇区地震震害评估与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曹炳政、罗奇峰，２００３，浅层断层对场地地震动影响的有限元分析，地震学报，２５（１），９６～１０１．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５，陕甘宁青四省（区）强地震目录（公元 １１７７年公元 １９８２年），９８～９９，西安：陕西科技

出版社．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１９８９，甘肃省地震资料汇编，５２０～５２８，北京：地震出版社．

韩竹军、向宏发、冉勇康，２００１，青藏高原东缘礼县罗家堡断裂带晚更新世以来的活动性分析，地震地质，２３（１），４３～４８．

刘白云，２０１２，甘东南地区两次 ８级历史疑难地震发震构造与发震机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１３７～１４５，兰州：中国地震局兰

州地震研究所．

任春、罗奇峰，２００５，断层破碎带对非发震断层场地地震动的影响，地震研究，２８（２），１６２～１６６．

石玉成、陈丙午，１９９４，非发震断层的地震效应问题，西北地震学报，１６（１），１２～２０．

吴志坚、王兰民、陈拓等，２０１２，汶川地震远场黄土场地地震动场地放大效应机制研究，岩土力学，３３（１２），３７３６～３７４０．

谢毓寿，１９５７，新的中国地震烈度表，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３５～４８．

杨晓平、冯希杰、黄雄南等，２０１５，礼县罗家堡断裂晚第四纪活动特征：兼论 １６５４年礼县 ８级地震孕震机制，地球物理学

报，５８（２），５０４～５１９．

袁道阳、雷中生、王爱国，２０１７，１６５４年甘肃天水南 ８级地震补充考证，地震工程学报，３９（３），５０９～５２０．

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１９９９，中国近代地震目录（公元 １９１２～１９９０年，ＭＳ≥４７），５８～５９，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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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７７４２—２００８中国地震烈度表，北

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８９７

ＣＭＹＫ



４期 王爱国等：１９３６年天水南 ６级地震震害特征与发震构造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ｕｉＭ６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１９３６

ＷａｎｇＡｉｇｕｏ１，２）　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１，２）　ＬｅｉＺｈ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１）

１）Ｌａｎｚｈｏ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Ｇａｎｓ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ｇｅｎｃｙ，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ｃｏｒｄａｎｄｓｉ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ｕｉＭ６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１９３６，ｃｈｅｃｋｅ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ｓｉｔｅｓ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ｓｏｓｅｉｓｍａｌｌｉｎ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ａｒｅａｗａ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ｎｏｒｔｈｔｏＴｉａｎｓｈｕｉ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ｓⅧ．Ｔｈｅｌｏｎｇａｘｉ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ｉｚｏｓｅｉｓｍａｌａｒｅａｉ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ＮＥ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ａｌｍｏｓｔ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ｔｏ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ＬｉｘｉａｎＬｕｏｊｉａｂｕ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ｗｈｉｃｈ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ｆａｕｌｔ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ｍａｒｇｉｎ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Ｑｉｎｌｉｎｇ，Ｌｉｕｐａ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ａｘ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ｓｏｓｅｉｓｍａｌ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ｆｓｅｔｓｃｏｕｎｔｅｒ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ｓｌｏｗｓｄ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ｃａｕｓｅｓｔｈｅ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ｏｆｔｈｅ
ｉｓｏｓｅｉｓｍａｌｌｉｎｅｓ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ｕｉ
Ｍ６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１９３６ｈ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ｖａｌｕ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ｕｉＭ６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１９３６；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

Ｉｓｏｓｅｉｓｍａｌｌｉｎ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９９７

ＣＭＹ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