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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省七月二十八日(9月 9日)省城风雨颇大，
至二十九日又甚，三十日始息……浙东之绍兴
府均同时被风，绍属之诸暨、上虞、嵊县均因
山水骤涨，据报有冲淹田亩之处……南岸海
塘，山阴县属宋家溇土塘冲刷二十余丈……
（宁波）七月二十七日（9月8日）起连日飓风狂
雨，至二十九日始息，兵民房屋均有坍坏，沿
海田亩咸潮灌浸，棉花等项多已摇落。……定
海镇禀报，安邑被风情形较之鄞邑尤觉稍重。
洋汛战船亦有击碎伤损之处。现在查明具报。
其镇海、奉化、慈溪、象山等县亦陆续禀报，
风雨狂骤，海潮上涌，民田庐舍均有伤损。其
镇邑塘工据禀，虽有微损幸获保固……臣查，
此次浙省风潮，上游衢、严、处三府属并无被
风伤损之事。金华府属同时大雨叠沛，所属东
阳、义乌等县山水骤发，民田亦有冲淹，但未
被风伤损。台州府虽据该府亦报同时被风，其
势甚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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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准备 

*⽇本：
      各“藩”向德川幕府上报的灾害报告、《德川实纪》等史书，
以及幕府、各藩的公⽤⽇记，私⼈⽇记。除了部分⽇记外，
⼤部分史料收录于《⽇本灾异志》、《⽇本⽓象史料》、
《⽇本⾼潮史料》、《府县别·年别⾃然灾害表》以及20世纪
50—60年代，⽇本⽓象厅下辖的全国各县测候所编写的“灾异
志”等⽓象灾害汇编资料以及约70部公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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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  
         朝鲜的风暴记录主要来源于朝鲜王室史料《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
记》、《朝鲜の灾害》。



64本⽇本各地历史⽓候资料汇编

本研究收集的部分⽇⽂⽇记资料

        1930年代开始，⽓象厅主持的⽇本⽓候史料整
编⼯作已经完成了绝⼤多数⽇⽂⽓候史料的整理和
出版，其中⼀些资料已经实现了电⼦化，被制作为
EXCEL或PDF格式，⾮常便于利⽤。

地点 資料名
厚岸 国泰寺⽇鑑解読研究
江差町 関川平四郎⽇記
弘前市　 津軽藩庁国元⽇記　
⼋戸市 ⼋戸藩⽇記
⼋戸市 遠⼭家⽇記
三戸町 万⽇記
盛岡市 南部藩次席家⽼⽇記
⼭形市 宝憧寺⽇鑑
⼭形県川西町
鶴岡市 黒崎研堂庄内⽇誌
⽇光市 社家御番所⽇記
銚⼦市 ⽞蕃⽇記
東京都 津軽藩庁江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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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风记录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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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风判断标准

            研究时段内，中⽇朝韩地区虽然还未能从科学的⾓度认识台风，但是史料中保留着⼤量的风暴记
录（中⽇两国汉字简化前均作“颱⾵”，下同）。例如，⽇本的史料⼀般记录为“⾬风”、“岚”、“津
浪”、“汐”等。前两者是指暴风⾬，后两者是指海潮等潮位激变事件。此外，在⽇本的史料中， “野
分”⼀般指秋天的台风,如11世纪⽇本长篇⼩说《源⽒物语》。 

               中国史料中，对台风现象使⽤“飓”、“飓风”、“台（颱）”、“台（颱）风”、“颱”、“⼤风”、“风
痴”等词，其中“飓”字最被普遍使⽤，其最早出现在唐代《国史补》等⽂献中；“台（颱）”字直到明
天启五年（1625）档案中才出现。朝鲜李朝的正史《朝鲜王朝实录》中，对风灾的⽤词为“风”“风
⾬”、“⼤风”、“狂风”、“飓风”、“狂飓”等，基本上与明清时期中国的地⽅志记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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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根据历史记录定义1次台风 

         为保证频率序列的准确必须尽量
避免同⼀次台风的多次记录。根据Liu 
Kimbiu , Shen C , Louie K S. A 1000-year history of typhoon 
landfalls in Guangdong , southen China, reconstruction from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ary record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Geography,2001,91:45-60.确⽴的
历史台风次数判定标准，将相邻地点、
相同时间（两地受台风影响时间间隔不
超过2天）作为判断台风发⽣次数的2条
标准。可以将“风、⾬、潮”现象有较为
清晰的沿海活动或由海向陆活动路线作
为第3条标准。根据以上对台风现象记录
的最终判定结果，可以在CHGIS中复原
研究时段内本区台风活动造成的风、
⾬、潮现象时空序列，如果其在时间上
具备“⽇”精度上的连续性且在空间上有
明显的⾃南向北活动趋势，则作为1次台
风。对于回退台风这⼀较为特殊的现象
⽬前尚⽆法从序列中分辨出来。 
         



五   结果与分析

    

1644-1911AD研究区内的⼊境台风总数分布

1644-1911AD研究区内的⼊境台风年代际频率与冷/暖波动

         我们获得了中国华南（粤桂琼闵）、华东
（苏浙沪）、⼭东、表⽇本、⾥⽇本和朝鲜半岛
1644-1911AD的年际⼊境台风频率序列，其中⽇本
序列为1600-2010AD。通过交叉⼩波和功率谱分析
获得的曲线，我们可以获得以下⼏点认识： 

1） 研究时段内，⽇本与华东地区的⼊境台风次数
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反相位关系； 
2） 研究对象普遍存在着4a与22a周期性的波动，
这与EL-Nino和太阳⿊⼦的波动准周期存在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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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2015年⽇本各地区台风序列 

六  17世纪以来的⽇本台风频率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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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台风事件的路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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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设中的“东亚历史台风GIS”



 

1. 1650s-1900s ； 

2. sst ；

3.   
 

4.  我们发现中国道光时期和⽇本⽂政-天保时期都是⼀个涝灾多发的阶段，
台风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