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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自然灾害史考

罗 威

北海主要的自然灾害有台风、旱灾和虫害。

由于北海三面环海，没有高山和防护林带，因此常有台风侵袭。台风多在

每年八月九月问出现，来势迅猛，风力达八至十级，也有十二级以上的。一九

五四年 it61 三十日，曾出现一一次五十年来罕见的十二级台风，风力维持在三

个小时左右，致使灾害较大，刮毁部分民房、庄稼，死伤百余人。一九六二年

八月十一日又出现一次十一级台风，由于事前作好防风准备，仅吹倒一些树木、

庄稼和屋瓦。

解放前，台风对北海的威胁更大。据史料所载，在解放前的历代中，北海

受风灾为害比较大的是九八三、一六三六、一八九七、一九○六、一九二一这

五年。

公元九八三年(宋太平兴国八年)九月，台风拔木，廉州北海一带坏廨宇民

舍一千零八十七区(间)。(《宋史·五行志》)

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六月六日，台风大作，这次大风，风声所过，势

如雷吼，树木被拔起，房屋倒塌，风势从上午七时至下午八时还没有停息。同

时，大雨倾盆如海，连下数目。一般老年人都说，这是几百年来没有过的灾异。

(《合浦县志》)

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十二级以上的台风大作，北

海仅涠洲一处即沉船百余艘，死亡数百人。(注：据《琼山县志》载：“光绪二

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飓风大作，三日始息。海水暴涨高数丈，海口大街水深数

尺，港中大小船均被打坏，铺户民房亦多倒塌，沿海村庄尤甚。”)

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旧历八月初三日，十二级以上台风侵袭北海。



这场台风从初三日的申时猛刮到初四日的寅时始息。由于这场台风来势猛，维

持时间长，“圮墙倒屋，撞人流畜，屋无完瓦，树无立根，巨舟飞上田，门扇刮

里许，沉船溺人无算”，死尸浮满沙滩，棺材卖空了还不够埋葬，多数尸体只好

用草蓆殓埋，哀声震海。(注：据《合浦县志·卷六·杂志》记载：“廉(北)多

飓风，清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飓风忽起，入夜愈大，潮高数丈，沉舟溺

人无算。有火自东来，随风飞熠褶，树木皆焦，民家倾圮，田禾尽没，不堪寓

目，诚巨灾也。”)

一九二一年旧历九月十九日，北海受到十二级台风的猛烈袭击，渔船损失

很严重，以地角村来说，因避风不及，泊在地角村前的二百零三艘大艇，被台

风摧毁的达二百艘。

北海受地震为害，据史料记载(查《元史·五行志》《雷州府志》)：以元朝

至正十六年(公元一三五六年)六月为最早。地震时间维持最长的是一六○五年

(明朝万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发生的著名的“琼山地震”波及的北海地震，

这次地震反复延至十月二十日始定。震级十级。琼山郡城内“死者数千人”“官

民房舍，倒塌殆尽。”合浦、北海均受影响，损失稍微。

一九三六年阳历四月一日上午九时三十一分，灵山县大地震，震级九级，

北海也为波及，震时“地鸣如鼓，震荡如在舟中”，震得房屋来回晃动，有些墙

垣被震裂，幸为时仅三四分钟，灾害还不大。

解放后，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九日、一九六九

年七月二十六日，北海也曾发生地震，但灾害不大。这几次地震的前几次比较

轻微，仅一九六九年七月这一次稍强(震中在广东阳江，震级八级强)。但在北

海，“很多人感觉摇晃，吊灯摇摆，柜内器皿互碰，窗户发响”而已。

其次是旱灾。北海土壤多为沙土层，渗透性很强，虽滂沱大雨，仍无洪涝

现象，故有“三日无雨成旱灾”之旧说。此外，还有蝗虫、马虫、卷叶虫等危

害水稻和其他农作物。

北海在解放前后都曾下过冰雹。霜冻威胁也较大。



另外，一九七一年秋，在涠洲岛西角大队山仔村边和百代寮大队澫仔路边

(两地相隔约五公里)，同时出现地裂，裂痕宽半米多，深不见底；长度，此丽

地则不同：山仔的裂长三、四百米，澫仔的裂长仅几十米。地裂之前有没有予

兆?据曾在北海市咸田派出所工作的张文雄同志(涠洲人)介绍，有予兆，先有雷

响(特别响)，山仔村边的一条大栖加利树被雷火烧焦。此次地裂，北京地质学

院曾派人前往涠洲作过调查。

涠洲岛于一九七一年秋发生地裂后的一个多月，在水仙庙村边发生一次山

塌。塌方长约八十余米，高约四五十米，平均厚度不到二十米，压毁房屋三栋，

压死十人，伤十多人。据市人民防空委员会办公室傅德周同志介绍，那天晚上

他正和值班民兵一起在被压毁的房屋内住，当晚只听到有点抄沙声响，大家都

不介意，各自回房睡觉了。突然发生山塌，他赶快起床，却被塌方的空气浪潮

推靠房内近窗的墙边，这块墙没有被推倒，所以他幸免于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