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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与宁夏地震队联合举办的 ,’1 92 0年海原地震学术讨论会
”
于

1 9 7 9年 5月 4 日至 12 日在宁夏银川市召开
。

会议邀请了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

地质研

究所
、

物探大队
、

辽宁省地震局
、 ·

云南省地震局等十三个单位参加过海原大地震现场考察的

同志
。

国家地震局负责人丁 国瑜同志
、

地震出版社曹可珍同志及 《地震地质》 编辑部出席了

会议
。

到会代表及工作人员共北人
,

宁夏科委付主任
、

地震办公室主任张伯招同志参加了这

次会议
,

并在会议上讲了话
。

根据国家地震局出版计划的安排
,

由兰州地震研究所和宁夏地震队共同组织人员进行编

著的 《 19 2。年海原大地震专辑》 一书
,

预计文稿二十余万字
,

准备在 19 8 0年公开出版发行
,

作为海原地震六十周年 ( 花甲周年
一

) 的纪念
。

会议首先由进行编著工作的几位主要执笔人分

别介绍了编著情况及
“
专辑

”
的主要内容

,

所取了与会代表的意见
,

进行了学术讨论
。

J

有的代

表还带来了他们过去在海原考察过的资料和照片
。

会议约请外省代表围绕海原大震涉及到的

学术间题做了专题学术报告
。

会议自始至终贯彻了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呜
”
的方针

,

气氛十

分活跃
,

增进了学术交流
。

·
-

、

郭增建同志首先介绍了总结海原大地震的学术意义及编著
“
专辑

” 的实用价值
,

他说
,

19 2 0年海原 8
`
5级地震不但是我国也是世界大震之一 、 它所造成的破坏及伤亡在世界 上 是罕

见的
,
地震时所波及的范围远达数午公里

,

长期以来为国内科学者注视
,

至今仍常为国外学

者间津
。

海原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年
,

一

我国学者翁文氯
、

谢家荣
、

王烈
,

苏本如
、

易受楷
、

杨

瞥吾等六人赴现场进行了考察
,

并写有调查报告
,

从此我国才设置专门的机构收集
、

整理地

震资料
。

近六十年来先后曾多次组织人员赴现场进行过考察并在不同的学术刊物及报纸上发

表过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文章
。

1 9 5 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和兰州分所为开展地震预报组织

了民间取经队深入现场进行了调查访间
,

收集了大量的地震前后地下水变化
、

地声
、

动物异

常
、

地震活动性等有预报意义的资料
,

自此以后随着我国地震事业的发展
,

海原地震的资料

得到不断的充实提高
,

就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多达 80 余篇 ( 本 )
,

对海原地震进行系统

的分析研究总结
,

编著
“
专辑

”
的时机已经成熟

, 况且海原地震的发生距今已近六十年
,

亲

身经历了这次地震的人现已是七
、

八十岁高龄的老人
,

他们为数不多诚为可贵
,

有些地震现

象乘他们有生之年进行调查访问尚还有机
。 一

所以编著
“
专辑

,
是十分必要 的

。

他 接 着 说
,

.

1 9 2 0年海原地震发生在我国大陆内部
,

由于震级很大所以它的孕震体积及动力学特征势必涉

及到华北
、

西南
,

西北各个地区
,

总结它的发震构造背景
,

对
.

我国整个大陆的受力状态及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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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二期

的误差对 S
、

B
、

C参数本身而言都是允许的
。

7 3

三
、

结 论

1
.

在中强地震的孕育过程中
,

波速异常具有方向性效应
。 -

2
.

表征 丫 ;
不均

.

匀性程度的参数 S 在孕震前期数值较低
,

后期增大 ; S越大
,

波速异常在

各个方向上越不均匀
。

参数 S可作为波速异常予报地震的一项辅助指标
。

3
.

与偏差有关的参数 B
、

c 在孕震期
一

间也有友映
,

`

且 B 比C反映大
。

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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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应力场的分析弓 从 中可以得到启示
。

海原地震所揭示 的地震学问题包括 的学术内容
一

f 分广

泛
,

认真细致的进行全面总结将有助于促进地震学科的发展
,

加深我们对 8 级 以上大震的认

识
。 。

’

:
`

」 - .

…
认

在执笔同志分别对
“
专辑

”
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之后

,

会议代表敝开思想
、 ;
汤

所欲言的对如何更好地总结海原地震提 出了修改意见
,

并对有关学术性问题
.

进行了热烈地讨

论
。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徐煌坚同志因事未能出席会议特地寄来 了书面发言稿户
.

由

王挺梅同志宣读
,

对进行海原地震总结给于了热情 的鼓励与支持
。

此次邀请参加会议的外省代表
`

,
一

大多数是五+ 年代从事科研土作的老 同志
,

’

他们在地震

科研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具有一定的科学造诣
,

如此众多的科学家相聚在我西北地
`

区

进行海原地震总结
,

机会实为难得
,

为此应会议的要 求
,

丁国 瑜
、

郭 增 建
、

时振梁
、

强鉴

基
、

朱海 之
、

李玉龙
、

王挺梅
、

阐荣举
、

初洪科等九位同志在会议上做 了专题学术报告
,

受

到与会 同志的欢迎
。

最后
,

通过召开 ,’1 92 0年海原地震学术讨论会
” 的启发

,

与会 同志建议
:

在 1 9 8 。年适 当

时期
,

由国家地震局召集有关单位对全 国 8 级以上地震进行学术讨论
,

’

组织人 员进行总纺
。

(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