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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兰州地球物理观象台建台三十周年

杨 嘉 文

( 兰州观 象台 )
礴

1 9 5 7年 7 月 1 日兰州地球物理观象台建成投入工作
,

该台是当时我国参加国际地球物理

年的八台之一
,

迄今已有 30 年观测史
,

这是西北地震工作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兰州观象台的前身
,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建立的
,

一九五四年设在市区萃英门的兰州

地震台
。

当时只安装着大
、

小五一式机械记录地震仪
。

一九五五年未
,
我国地震工作的奠基

人李善邦教授陪同苏联著名地震学家基尔诺斯来兰州考察
,

亲自重新为兰州观象台选定了台

址 ( 即现在的刘家坪观象台 )
。

它曾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
,
一九六O 年始正式归属

于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分所
。

机构历经演变
,

现在它是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下属

的一个中心台
,

也是全国地震台网中的一个基准台
。

1 9 5 7年苏联专家萨瓦林斯基来观象台参

观
,
回国后

,

在苏联地球物理刊物上著文和发表照片介绍兰州观象台
。

从一九五八年起
,
兰州观象台就具备了较完善地震

、

地磁的观测设备
,

地震台安装着 S K

型中长周期地震仪
,

哈林区域地震仪及 5 13 型地震仪 , 地磁台有 57 型仿拉苛磁变 仪及阿斯 卡

尼亚地磁经纬仪
。

一九五八年十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曾指定兰州观象台是西北中心台
,

负责资料分析
,

编印西北地震报告
,

规定西安
、

包头
、

西宁屯银川
、

天水
、

武威
、

玉门等地

震台在业务上属于观象台管理
,

同时为刘家峡水库地震考察任务而设的一组区域地震台的记

录也交观象台分析
。

这样
,

当时它实际上已起着兰州地球物理所前身的作用
。

一九六O年兰

州地球物理分所就在观象台的基础上建立了地震研究室
。

自此
,
它就更进一步地担负了甘肃

以至西北地区的地震观测及研究工作
,

参加或组织了历次的地震考察任务
,

相继建立了数十

个临时或固定的地震台
,

如昌马
、

酒泉
、

天水
、

陕西
、

青海
、

新疆等地震台网
。

这些台网为

甘肃以至西北地区现今的地震观测台网奠定了基础
。

一九六六年邢台地震发生后
,

我国地震工作开始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

在地震预报

实践中
,

观象台也相应地增添了诸如地 电
、

倾斜等地震前兆观测项目
,

地震
、

地磁在坚持基

础观测
,

为科研提供服务的同时
,

更直接地纳入了地震预报的轨道
,

尤其是地震观测
,

在多

次强震速报中以其分析准确及时而受到称赞
。

近几年来
,

兰州观象台更新 了观测设备
。

测震 已成为 由七 套地 震仪 器联合组成的
,

`

可

监测强震
、

弱震
、

远震
、

近震的观测系统
,

担负着本省区 亚级以上
、

邻近省区 W级
、

国内 V

级
、

国外 W级
、

孤级 以上地震速报任务
。

一九七九年起被国家地震局列为国际资料交换台
。

它还是正在建设中的全国大震速报传输台网中的直传台站
。

地磁配有两套滋变仪和六套绝对

观测仪器
,

是最早参加国际资料交换台站之一
,

一九八二年被列入国际地磁台编目中
,

一九

八四年被授予银质
“ 国际地球观测百年纪念

”
章

。

新建的形变台配有 S S y’ 一 l 型 石 莱伸 缩

仪
、

F S Q浮子和水管仪以及石英
、

金属两个类型的水平地倾斜仪
。

其中伸缩仪及水管 仪 经

过一年的试记
,

均于一九八七年元月一 日 正式 投入工作
,

仪器 精 良
,

洞室条件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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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配有我国最新的 Z P一4 0型数字地电仪
、

Z D一 8型数字地电仪及高标准的裸体线悬 空测量

线路
,

观测稳定
,

可信度高
。

一九八O 年还增添了重力观测
。

一九八六年六月
,

中国数字化地震台网兰州数据采集系统投入试运转
。

该系统具有大动

态 ( 1 02 分贝以上 )
、

宽频带 ( 0
.

04 一 1 0 0 0秒 )
,

以计算机软件控制数据采集
。

其性能 远 非

传统的地震仪器所能比拟
。

姗年来
,

兰州观象台为地震学
、

地球物理学和地震预报科研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料
,

在

地震科学宝库中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

现任兰州地震研究所所长郭增建同志早在一九五八年

担任观象台台长时
,

就提出了地震预报的设想
,

著文讲授
,

组织研究
,

堪称我国最早提出地

震预报业为之长期奋进的科学家之一
。

更有不少在观象台工作过的同志
,

己成为我国地震工

作骨干
,
他们的工作和贡献也为观象台增添了风采

。

还值的记述的是
,

建台册年来曾进行了三次对外合作观测项目
。

1 9 5 9年 7 一 10 月
,

中苏合

作观测重力固体潮
,

苏方专家是
:
道布洛浩道夫

、

别里考夫
。

1 9 8 0年 3 月一 1 9 8 1年 5 月
,

中

比固体潮对比观测合作项目
,

比利时参加过工作的是
: 比利时皇家天文台梅尔基奥尔教授

、

范隆贝克博土
、

布瓦特万先生
。

1 9 8 3年 9 月一 1 9 8 6年 6 月中美合作建设中国数字化地震台网

兰州台
,

美方参加人员是
:
美国地质测量调查局阿柏柯克地震实验室彼得逊教授

,

电子工程

师克拉克先生
、

蒂尔格纳先生
、

布里泽尔先生
。

还有来 自苏联
、

美国
、

新西兰
、

西德
、

奥地

利
、

加拿大
、

日本等国 21 名专家学者曾先后来台参观或指导工作
。

这些国际交流活动
,

对观

象台的建设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

过去的册年是前进发展的拼年
。

展望未来
,

任重路远
。

向世界第一流水平的 观 测 台 奋

进
,

为地震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

这就是今后前进的方向
。

多

( 上接第83 页 )

实及以后发生的许多地震的事实都说明
,

地震是有前兆的
,

是可以被观测到的
。

3
.

古浪大震前前震发育的事实为 以后的地震预报提供了一条依据
。

但是为什么古浪大震

前有明显的前震 活动
,

而距其仅 1 00 余公里的海原大震前又没有明显 的前震活动呢 ? 类 似 的

现象在华北及其他地区也有出现
。

对于有明显前震活动的地震
,

例如古浪大震
、

邢台地震和

海城地震等
,

它们的发震构造与孕育模式有何相似之处呢 ?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课题
。

近来西北地区连续发生 了几次 5 级以上的地震
,

这是否预示着在西北地区新的地震高潮

可能即将到来
,

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

因此当前必须要加强对地震的临测预报工作
。

地震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自然现象
,

地震发生于地闹之内部
,

所处的构造部位各有差异
,

应

力状态也不一致
。

就前兆而论
,

其异常类型涉及到许多学科和技术领域
,

而前兆的反映更是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
从而震前观测到的前兆是复杂的

、

多种多样的
,

因而实现地震预报的

任务是极其艰 巨的
。

尽管如此
,

我们在地震预报的研究中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

现在已经

由单纯观测地震前兆的感性认识阶段进入了研究前兆机理的理性认识阶段
。

近几年我们在各

个领域中的理论研究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
,

这是地震预报研

究再次腾飞的基础
,

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

我 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
,

从研究工作方面考虑
,

这给了我们更多的实践机会
。

只要坚持实践
,

深入进行实验和理论方面的研究
,

我国的地震

预报工作必将取得新的突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