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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原地震遗迹(宁夏段)保护现状及保护方式讨论

张元芳,任　栋,陈　珊
(甘肃省地震局,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２０２０年是海原大地震过去的第１００年,这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

损失,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地震遗迹[１].针对海原地震遗迹保护情况进行统计,重点对宁夏段遗迹

现状和保护情况进行概述,并对海原地震遗迹保护和开发方案进行探讨,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以期对海原地震遗迹及相关地震遗迹保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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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StatusandProtectionPlanfortheHaiyuan
EarthquakeRelics(NingxiaSection)

ZHANGYuafang,RENDong,CHENShan
(GansuEarthquakeAgency,Lanzhou７３００００,Gansu,China)

Abstract:Theyear２０２０marksthe１００thyearsincetheoccurrenceoftheHaiyuanearthquake．
Thismassiveearthquakethatshockedtheworldnotonlycausedgreatdisasterandlossbutalso
leftpreciousearthquakerelics．Inthiswork,astatisticalstudyofthecurrentprotectionsituation
oftheHaiyuanearthquakerelicswasconducted．ThestatusandprotectionsituationoftheNingxＧ
iasectionoftherelicswerealsosummarized．Moreover,theprotectionanddevelopmentplansfor
Haiyuanearthquakerelicswereproposedanddiscussed．ThisworkprovidesreferencefortheproＧ
tectionoftheHaiyuanearthquakeruinsandrelatedearthquakere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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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１９２０年的海原８．５级地震,在中国地震史上罕

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震之一,强度之大震惊了中

外地学界[１Ｇ２].地震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也留

下了珍贵的地震遗迹,形成了著名的堰塞湖、沙河断

层等,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保存最完整、研究和利用价

值最高的地震地质遗迹,成为吸引世界各国学者回

顾和研究的“活教材”.２００７年底,“海原大地震遗

址”经中国地震局正式批复,命名为“国家级典型地

震遗址”[３].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海原地震博物馆

揭馆[４].仅从翻阅一个局部的海原县县志史料,地
震遗迹均未完整详细的记载,历史过去了一个世纪

之久,不少遗迹已经被自然或人为破坏,沿地震带追



索,仍有部分地震遗迹明显可见.只是目前还有多

少地震遗迹被保存,如何保存,并没有普查统计.本

研究在对海原地震遗迹进行野外调研的基础上,了
解遗迹现状及保护情况,并对地震遗迹保护和开发

方案进行探讨,以期为海原地震遗迹及相关地震遗

迹保护提供参考.

１　海原地震遗迹(宁夏段)现状

根据海原地震遗迹的主体,可以将海原地震遗迹

分为４类:断裂带、裂缝、地堑、滑坡Ｇ堰塞湖等遗迹,建
筑物遗迹和其他地震遗迹.海原地震遗迹和遗址景观

代表性的有１３处(图１、表１),目前,海原县在对唐家坡

田埂错动、哨马营古柳遗迹等１１处大地震留下来的自

然景观进行保护的同时,还广泛搜集整理与地震相关

的民间传说、“花儿”等民俗文化资料,为申报国家级地

震地质公园作准备.然而,海原地震遗址实物档案多

少年来损毁日益严重,如何保护这鲜活的历史印记,使
这些记录发挥功能,是给我们的紧迫使命.

表１　海原地震遗迹分布情况(宁夏段)

Table１　DistributionofHaiyuanearthquakerelics(Ningxiasection)
序号 名称 类型

１ 海原县干盐池唐家坡田埂错动遗迹 其他

２ 海原县干盐池解家庄地震地表破裂带遗迹 裂缝

３ 海原县干盐池城垣遗址 城池

４ 海原县西安州袁家窝民房遗址 民居

５ 海原县城关乡小山地震地表遗迹 地堑

６ 海原县李俊乡联合村海子遗迹 滑坡Ｇ堰塞湖

７ 海原县干盐池乡石卡沟地震最大水平位移遗迹 其他

８ 海原县高台乡刺儿沟探槽剖面 其他

９ 西吉县蒙宣乡党家岔堰塞湖遗迹 堰塞湖

１０ 固原县彭堡乡石碑塬塌山遗迹 滑坡

１．１　断裂带、裂缝、地堑遗迹

一般认为,海原地震的宏观震中位于海原县西

部的干盐池附近.据记载,地震形成的地裂缝较多,
长短深浅宽窄各异.９０多年来,不少地震裂缝已无

痕迹,经实地察看,目前仅菜园山,盐池古城地裂缝

依然可见.地堑遗迹现存的有小山地堑,有大量隆

挤形成的山包,断裂堑壕,呈东南—西北走向.地震

后,在地表出现明显的一条破裂带,呈西北—南东走

向,为６０°~７０°方向展布,南疏北密.西起固原硝口

经李俊堡、小南川、西安州、干盐池、靖远县边沟、李
家沟、甘肃邵家水,在红山峡以北穿过黄河至景泰县

兴泉堡,全长２２０km,西段(景泰段)长２５km,主要

由地震裂缝、陡坎、鼓包、山脊沟谷断错,地形形变规

模小,人为影响较小,目前清晰可见,是海原地震破

裂带保存最完好的区段,也是海原地震之后出现的

最大特殊地貌,对研究海原地震的震源特性,震害级

建筑物抗震性能具有重要科学价值,虽然目前局部

有了保护,但还需进一步在全段加强.

１．２　滑坡堰塞湖

海原地震造成了大量滑坡使山川改观,地下水

上升形成沟流,山体黄土滑向沟内倾斜堵塞河道形

成堰塞湖.历经百年还存在２９个堰塞湖,主要分布

于西吉县震湖乡、兴平乡、王明乡、马建乡及田坪乡

的山谷之中,其中以党家岔堰塞湖、苏堡堰塞湖、芦

子滩堰塞湖、夏大路堰塞湖最为典型,李俊海子滑坡

堰塞湖、西吉县堰塞湖较为著名.其中西吉震湖是

所有堰塞湖中最大的一个,２００３年被自治区批准为

自治区级湿地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７年申报为自治区级

海原县地震地质公园.

１．３　建筑物遗迹

地震发生后,损毁功能齐全的城池３座,海原县

城房屋建筑除一座钟楼和一口矮小的土坯拱窑外全

数削平,后被重建.目前留存下来的有部分修复的

城墙,部分城墙地震时坍塌处于重新修建时建筑的

部分痕迹明显;干盐池城为极震区所在地,地震断裂

带经这里东西延伸.震后干盐池已完全荒废,城墙

未修复仍保留着震后面貌;西安州古城当时全城被

毁,城池变为废墟,目前南城有居民居住耕种,北城

耕种,西安州城墙基本保留着震后的模样.

１．４　其他地震遗迹

唐家坡田埂错动遗迹,东西向的地震断层将南

北向的１３条田埂西旋错动５~７m,目前遗迹依旧

明显.哨马营的震柳被完好保存.

２　可借监的国内大震遗迹保护现状及主要

措施

２．１　唐山地震遗迹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凌晨唐山发生７．８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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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经国务院批准,共有七处地震遗址被永久保

存.其中原唐山钢铁公司俱乐部和唐柏路食品公式

仓库遗址已被拆除,现存五处.

２００８年建成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保留了唐

山机车车辆厂铸钢车间遗迹.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在纪念

公园内建成唐山地震博物馆,２０１１年对社会开放,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地震主题展馆.

其他四处遗迹:唐山十中三处错缝被修建钢棚

和围栏维护起来,新建单层 U 型平面观测机构,此
处遗址有进行地震观测研究,完全封闭,保护完好.
吉祥路和唐柏路牛马库院内树行错动遗迹保存较

好,树木错动明显,目前在一处私家庄园院内,完全

封闭.河北理工大学原图书馆楼震后出现多种破坏

现象,科研价值极高,后被学校修葺加固,是一个较

好的地震纪念场所.唐山陶瓷厂办公楼建筑结构坚

固,工艺考究,地震损害较小,有待维护.

２．２　北川地震遗址博物馆

展示了崩塌、堰塞湖、滑坡、塌陷、地裂缝、陡坡

滑移、砂土液化、地面沉降等地质破坏形态;地震及

次生灾害对建筑物结构的损毁;地震、地质灾害蔓延

和救灾过程中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场地,如总书记、总
理视察处,抗震救灾指挥部,大面积山体滑坡掩埋的

学校、幼儿园、医院等地被永久地保留下来.作为博

物馆,它记录了自然带给人类的灾难也记载了死亡

与生命,既有科学价值,又有精神价值.

２．３　九二一地震教育园区

园区由受灾的台湾台中县雾峰乡中学操场改建

而成,因车笼埔断层通过,地震造成操场部分隆起.
园区包括车笼埔断层保存馆,毁坏教室、操场保存,
地震体验馆,影像馆等纪念性场馆.断层保存馆展

示了地震时地层错动情形,学校操场上的地表错动

及断层活动的剖面.影像馆收集了九二一地震的图

像及影像资料.
遗迹保护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完整保存,更在于

充分的利用,探索挖掘其科研、教育意义,为工程抗

震设计提供经验,揭示地震规律和特点,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

３　海原地震遗迹的价值

地震遗迹为我们提供了地球变迁的证据和资

料,为研究地球,发现地震灾变的特点,防灾减灾提

供了科学依据.地震遗迹不仅可以用于防震减灾科

学研究,对于广大民众还有十分积极的防震减灾教

育作用.海原大地震遗址及海原地震活动带遗迹是

海原人民 永远的伤痛,但又是海原人民的宝贵财

富.对于地震活动及构造运动科学研究、防震减灾、
科学普及、旅游开发等方面来说,是一份十分难得的

珍贵资源.

３．１　科学研究及教学价值

海原地震遗迹中有大幅度的地震断裂带水平及

垂直方向位移、有堰塞湖、滑坡、地裂缝、错断、震柳

及古城遗址等大量地震遗迹信息.这些丰富且完整

的遗迹保留了地震对地表事物的破坏特征,遗迹实

物也为地球物理、防震减灾、灾害学、地质学等理论

研究和教学实践提供了鲜活的实例,有极其珍贵的

科研教学价值.

３．２　美学观赏价值

西吉震湖、串珠状堰塞湖保存完整,近年来人们

的环保意识不断加强,同时党家岔湿地保护区的成

立,这里生态环境极大地被改善.湿地周围芦苇飘

摇,山体环抱,人为干扰较小,大量水生植物繁殖生

长,半干旱草原植被茂盛,各种鸟类及国家保护动物

不断增多.在生态恶化的黄土高原上,能有这样一

方湖泊沼泽、大量浮游生物、鸟儿鱼类及动植物资

源,不失为一种独特秀美的景象.

３．３　科普宣传价值

海原地震遗迹包含了各种破坏形态遗迹地震活

动对地表的影响程度.以保存完好的真实实物为基

础,让人们切实直接体验地震感受并宣传学习地震

知识和自救常识,是普及地震知识和提高防震减灾

意识的活教材.

４　地震遗迹保护建设性讨论方案

我国一直以来十分重视地震遗址的保护,«中华

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国家依

法保护典型地震遗址、遗迹”,因此保护好地震遗迹

遗址就是保存地球演变的历史,同时也是保存人类

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但是目前在保护地震遗迹

遗址时存在一些问题,针对海原大地震,我们对地震

遗迹保护理念和保护方案做进一步的讨论.

４．１　地震遗迹保护理念及保护存在问题

地震遗址遗迹保护要做到突出重点,遵循最大

兼容,最小干预,保持原状,原地保护的原则,协调解

决好保护和利用,保护和城市经济建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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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遗址保护工作起步较晚,保理念和方法

都有所欠缺,目前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１)对地震遗址遗迹的价值认识不够,宣传教

育力度不够.地震遗址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被灾后重

建或乡村建设所吞没.我们意识到地震遗迹的价值

所在,要做的就是大力宣传其重大价值以及保护它

的重要意义,引起政府和群众的重视.
(２)理论研究较匮乏.我国遗址保护的研究整

体上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目前地震遗址

的保护工作许多都沿用一般遗址的保护理论和方

法,忽视了地震遗址遗迹的特殊性,纪念性和废墟审

美属性等.比如唐山地震遗址公园整齐的纪念碑和

镌刻的逝者姓名,地震遗址遗迹原貌无存,表现和传

达不出大自然的破坏力,感受不到震后的残破感、废
墟感,无从唤起人们对英勇抗震的回忆,对美好生命

珍惜的警示.因此,须加强地震遗址遗迹保护的理论

研究,探寻适宜的利用模式,做到系统、有效的保护.
(３)保护和管理资金短缺.地震遗址遗迹虽然

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却也因为资金问题没得到有

效的保护,时下国际上展的“黑色旅游”正是这些地

震遗址遗迹得以保护与利用的良好契机,权衡好保

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做到有效保护、合理开发利

用,避免开发过度造成对遗址遗迹的建设性破坏.
(４)部门之间缺乏长期统一有效的合作.长期

以来,地震遗迹保护被认为是地震部门的事情,关起

门来与他人无关,地震遗迹的保护规划与城市规划

建设部门之间沟通协调较少,人员之间缺乏交流,城
市建设给遗迹保护带来的是叠压性破坏,城镇的改

造威胁着遗迹的存在.
(５)除了以上的几点问题外,地震遗址遗迹保

护中尚存在一些保护规划缺失,法律体系不健全,人
才短缺保护资金匮乏等问题,也需加以重视并逐步

改善.

４．２　地震遗迹保护初步建议性讨论

地震遗迹保护方法可分为现状保护、展示保护.
从保护内容与功能上又可分为:地震发生地破坏建

筑物遗迹保护,次生灾害遗迹,纪念设施,服务设施.
(１)断裂带、地堑遗迹保护方案建议

断裂带与断裂层研究及教育震后现况的活教

材,对地震之后的断层进行保护,使其将断裂带与断

裂层展示在参观者的面前.针对保持原状的原则,
本应对断裂带要原封不动地保护,但是由于日常严

寒酷暑风吹雨打,如不加任何处理遗址遗迹终会失

去原貌,遭到破坏,所以对断裂带基本有两种处理方

法,一种将重点保护地带完全引入室内,其上建筑保

护壳.该方法在我国已有应用,如台湾的地震教育

园区的“车笼埔断层”.另一种半室内设计,与外部

较为契合地衔接.如在景泰三塘建立地震博物馆

时,可建议在局部采用第一种设计方案,.而在一些

其他重点非典型震后断裂带、裂缝可以采用第二种

处理方法.
(２)滑坡Ｇ堰塞湖遗迹保护方案建议

在重点有必要进行保护的滑坡体,建议滑坡体

底部设排水沟,采用“抗滑桩”、“挡墙”治理滑坡,可
借鉴于一些高陡牵引边坡治理的实例[５].另外对堰

塞湖设置水坝及导流渠道保护湖堤,防止雨季堰塞

湖遭到侵蚀冲刷等等措施

(３)建筑物遗迹保护方案建议

海原地震对建筑物的破坏极为严重,外加年代

久远,所剩无几.如果建筑物实景具有观摩、艺术和

研究等价值,建议进行部分加固保留并保护.
若是基于博物馆、生态保护区的旅游参观性质,

保护设施应包括围栏,栈道,观景台等设施.
(４)其他地震遗迹保护方案建议

田埂错动遗迹易遭到风化冲刷变形破坏,建议

上部修建保护棚,哨马营震柳周围设置栅栏围护,每
个保护点设遗迹介绍牌.

总之,海原地震遗迹包含了多种地震遗迹,更是

在地球表面留下了一条保存完好的断裂带,这对于

反映断裂带的活动状况及断裂带活动带来的破坏性

具有重要的科研、教育等价值.对地震遗迹的保护,
应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对遗迹本身的干预,真正做到

维持原状.还需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以及

通过生态旅游等开发性保护的措施,才能使得保护

长久,持续及时得以开展.
感谢本文得到郭安宁研究员的帮助以及对文内

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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