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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内迁北碚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与中国西部科学院

侯　江

　　（重庆自然博物馆，重庆 ４００７００）

摘要：抗战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内迁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帮助其在纷乱的战时安定下来，开始相对稳定的

科研工作，主要在西部地区开展调查、从事科研。地调所的科研血脉得以传承，成为战时国内矿产资源调查研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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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抗战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为避战乱，向西撤

迁。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从南京撤退，１２月到长沙，１９３８
年７月从长沙内迁重庆，１９３８年秋到渝，并在滇、
桂两省设办事处，１９３９年春在北碚建成办公楼，开
始了战时相对稳定的科学工作，调查矿产、土壤、

古生物，倾注全力于西南资源的研究，成为战时国

内矿产资源调查研究中心。地调所能在纷乱的战

时安定下来，直接得益于中国西部科学院。在“中

国第一个名符其实的科研机构”继续研究工作，使

地质学这门中国近代率先兴起、成就最大的自然

科学的科研血脉得以传承，并与其他内迁北碚的

科研单位一起，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共同构成战时

内地科学之大观。

１　辗转数地搬迁，落脚北碚惠宇

北碚在重庆市区西北，地处江北、巴县、璧山、合

川４县（民国时期行政区划）交界，水陆通达，交通
便利，自然条件、地理条件优良。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战
发生，北碚划为迁建区，战区机关相继西迁，纷至沓

来，遍及八镇。有学校、研究机关、工厂和其他机关，

以学校和学术机关尤为众多。仅在中国西部科学院

旧址惠宇及其附近地区，就有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

所等多家单位。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中旬，国民政府命令各机关迁移。

地质调查所仓促奉令，全部动员，于１６号 ～１８号３
天内，将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

壤室的重要物件，昼夜赶工装箱，于１８日将２０２个
已装箱件运赴南京下关。南京旋告紧急，代所长黄

汲清组织地调所内迁武汉。长江航运吃紧，地调所

紧急装箱的 ２０２箱重要书刊积压下关码头难以启
运。黄汲清求助于时兼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

翁文灏找到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中国西部科学院

院长卢作孚商洽，使其迅速装船，１２月全部运抵长
沙。１９３８年７月，武汉告急，地调所再次搬迁，先落
脚在重庆市内，后因避免空袭，再度搬迁，最后落脚

北碚，书刊、仪器暂时存放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和其下

属机构兼善中学内。

地调所的内迁是奉１９３７年国民政府各机关迁
移命令行事，而黄汲清选择北碚，则完全出于卢作孚

与其胞弟———北碚行政长官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

验区区长卢子英的热情邀请。“回忆两年前各机关

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

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８
日黄汲清致卢作孚的信函中谈及此事。

对于地调所，卢作孚早有所见识和佩服，并一直

保持密切联系。１９３０年为筹建中国西部科学院而
进行的华东、华北以及东北的组团考察活动中，在参

观了地调所后他对丁文江说：“我们觉得南北走了



一圈，难得看出极有成绩的事业，地调所总算有成绩

了”。１９３１年１月２日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兼善中学
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就把中央研究院、静生生物调

查所、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美国芝加哥博物院、

瑞典博物院等学术研究机关列为其联络事业。

鉴于多年的交往与支持，卢作孚对他所敬重的

地调所倾力相助，借出西部科学院办公楼作地质调

查所办公场所，同时又在西部科学院院内借予地皮

新建办公大楼，１９３９年初速建办公楼，同年春建成。
磨片车间在靠江边的一排平房内。图书馆则建在距

北碚１ｋｍ的鱼塘湾。建筑新图书馆，是为图书仪器
安全起见，并因新建大厦（指办公楼）不敷应用，特

于北碚近郊青岗坡地方建一新楼，下层为图书陈列

及阅览室，上层为土壤研究室及古生物研究室，１９３９
年开建，１９４０年建成。１９３８年成立的昆明办事处因
滇越边界时局日紧，１９４０年１０月起取消并入北碚
总所，重要标本、图书、仪器和大部分工作人员迁碚，

在天生桥租一小楼，为第三办公处，计房屋六大间，

楼上为新生代研究室和宿舍，楼下为化学试验室。

此时虽远不及北京时期、南京时期那种良好的、

国内一流的办公环境，然而，从所设置的第一办公处

（惠宇）、第二办公处（鱼塘湾）和第三办公处（天生

桥）来看，在战时的状况下，还是有些规模的。

关于迁址，在秦馨菱的回忆中是这样叙述的：

“１９３８年又迁往重庆复兴观巷与四川省地质调查所
合署办公。１９３９年春又从重庆城内迁往北碚在惠
宇旁自建的新大楼内”。迁渝办公时间是 ８月 １８
日，详细地址是重庆小睴子复兴观巷５号。

地调所在北碚的时间为１９３８年７月 ～１９４６年
１月。在碚终止时间１月，应是根据国民政府公布
该所新组织条例时间１月２１日而来。
１９３８年１月，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地调所改隶

经济部，更名“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后来，为与河

南、湖南、两广等省相继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区别，

１９４１年夏开始使用“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名称。
地调所有正副所长各一人，分地质调查室、矿物

岩石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地质采矿研究室、测绘

室、土壤研究室、化验室、陈列馆、图书馆以及文书、

会计、庶务、人事等室（见杨家骆主编《北碚志稿》

（二）（１９４５年）“迁建志”，北培，１９８０年油印本）。
１９４６年春，由李善邦、熊毅、韩文蔚主持还都事

宜，在渝人员开始分批返还。“三十五年……四月

底各区工作先后完结……野外工作完成不久，政府

即明令迁都，所中图籍，均已装箱待运，所中同仁，亦

急欲东下”。６月，李春昱所长率文书人员来南京，
正式在南京办公。到９月初，除韩文蔚等数人仍留
在渝办理结束事项外，大部分人员先后到南京，图

书、仪器、标本、案卷等因交通运输困难，运到 ３５０
箱，约占全数的２／５。

对于此次内迁，代所长尹赞勋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
１４日地调所２５周年纪念会上的工作近况报告中这
样提到：“黄汲清先生受命于抗战之初，于艰苦之

中，领导同人继续工作，迄无间断，又将大批图书标

本仪器材料，一再迁运，而达后方较为安全之地带，

厥功甚伟。”的确，因之地调所才得以在国难严重时

期安身立命，不但老的机关还能维持，而且有不少新

的机关相继成立，２０年来地质界的心血得以保存，
科研工作的延续性得以保持，并继续发挥其在地质

科学上举足轻重的作用。

２　调查科研合作，交往联系密切

２．１　调查科研合作
地质调查所与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合作，在内迁

之前，多是由地调所主持、西部科学院派员参与，以

四川及其周边省区为主的西部地区的地质、石油等

自然状况和自然资源调查以及地质图的编制等科研

活动。内迁之后，则由西部科学院发起，邀请地调所

共同完成。

１９３１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尚未成立
之前，西部科学院即派员同北平地质调查所特派调

查员，在四川西部及西康东部调查地质。１９３１年地
调所到松潘等地调查地质的是谭锡畴、李春昱。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国民政府颇注意四川建设，曾
几度派专员来川考察。１９３５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
又派人来川调查石油，西部科学院特派地质研究所

主任常隆庆（兆麟）一同前往资中、自流井等处，作

详细观察，每处至少须逗留一二月。

在由地质调查所承担的中国本部地质图编制工

作中，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参与其中。成立

于１９３６年、由地调所所长翁文灏兼任主任、黄汲清
任副主任的中国地质图编篡委员会，计划在３年内
完成怀宁南昌幅、上海杭县幅、长安洛阳幅、长沙万

县幅、桂林湘潭幅、贵阳昆明幅和西宁酒泉幅等７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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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０万地质图幅，并命名２９幅以待将来编制，其
中的长沙万县幅由田奇王隽、谢家荣、西部科学院一

人组成，贵阳昆明幅由黄汲清、谭锡畴、李春昱、西部

科学院１人组成。又计划从速编制几个重要区域
１∶１００万地质图，其中成都巴县幅由黄汲清、谭锡畴、
李春昱负责，并加入西部科学院１人。此项计划由
于战争的影响延至抗战胜利后继续进行。

１９３９年和１９４０年，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受
地质调查所委托，进行四川各地的盐水化验。

１９４２年２月，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常隆
庆等与中央地质调查所李善邦、秦馨菱等，再次探测

攀枝花铁矿。后由常隆庆主笔完成《攀枝花磁铁矿

探测调查》。

１９４３年，中国西部科学院联络中央地质调查所
等１０余家科研机构在北碚文星湾惠宇筹建中国西
部科学博物馆（即中国西部博物馆）。

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的早期地质调查研究成

果，为后来该地区的地质科研工作打下基础。无疑，

文章被引用可以证明其学术价值，地调所研究人员

的论著中引用到了这些成果。如，１９３３年４月中国
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著《中国西部

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第一号，重庆南川间地质

志》被地调所章鸿钊所著《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

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

一文引用，并被王钰著《关于半河系》参考。常隆庆

１９３７年著《宁属七县（现西昌地区）地质矿产》（四
川省建设厅出版的四川资源调查报告之一）被地调

所李春昱的《四川运动及其在中国之分布》一文引

用。１９３３年８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
的常隆庆、罗正远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丛刊第一卷，第二号，四川嘉陵江三峡地质志》被地

调所王朝钧、关佐蜀、靳毓贵、李耀曾执笔的《北碚

地质志》引用，并被李春昱《雅安期与江北期砾石层

之生成》参考。

２．２　卢作孚对地调所的帮助
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对于抗战内迁北碚

的地调所以及其他一些科研机构，给予了许多实际

的帮助。除迁来之初的提供房舍安顿、提供地皮建

房，到迁来后保证正常运转的具体事项，可从１９４０
年黄汲清与卢作孚的往来信函中略见一斑。

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８日黄汲清就大明染织厂停供惠
宇各机关电力一事向卢作孚致函，恳请卢作孚劝告

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设法维持惠宇各机关用电：

作孚先生大鉴：

在渝两次趋谒，未获晤面，至怅惘。

兹有一事欲为先生陈述者：爰北碚敝所办公室

及惠宇各机关所用电力，一向由大明染织厂供给，至

为便利。乃自本月一日起，该厂即实行停止供电，所

持理由为奉命增加生产，电力不足，该厂并嘱惠宇各

机关及敝所向北碚公共电厂接洽用电，以为补救之

计。各机关闻讯之下，深感诧异，乃由工业试验所顾

所长毓蠳及清向该厂交涉，请其继续供电。当与该

厂主持人查、谢二君商讨良久，卒不得要领。清等以

北碚各种建设事业或由先生所提倡，或为先生所主

持，而大明染织厂之组织亦由先生担任董事长，故谨

代表敝所及惠宇各机关呼吁于先生之前。

查惠宇各机关所需电力每月不过一百二十度，

为量甚微，而需用则甚迫切。除夜间电灯外，西部科

学院及中央工业实验所均需要电力以供化学分析之

用，今若停止供电，其影响所及必甚重大。回忆两年

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

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时至今

日惠宇一带已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外人且有北碚为

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今者吾人所需之自来水既

被大明厂停供于前，必需之少数电力又被停供于后，

科学中心势必将瓦解。先生向来热心科学事业，自

不忍此种现象之发生，况西部科学院为先生所手创，

更不忍使其正常工作有停顿之虞。

至大明厂方面所持理由为电力不足，而按之实

际则并不如是。查该厂内装安电灯不下数百，工人

宿舍内电灯亦不下数十，均彻夜照耀，辉煌灿烂不关

闭，若电力果感不足，何以不节省浪费。近闻该厂与

江苏医学院定约，自本月份起供给该院制药用电每

月二百余度，而以该厂员工赴该院免费诊病为交换

条件，此益证该厂电力充裕，乃厚于江苏医学院而薄

于惠宇各机关，其故殊不解也。至北碚公共电力厂

电力甚微，供给北碚市面已感不敷，且近来北碚新兴

事业甚多，如兼善公寓，如亚洲饭店等，均赖公共电

力厂供电，是其供给市面用电已应接不暇，自无余力

供给惠宇各机关，而惠宇各机关之用电除仰给于大

明染织厂外，别无办法。

为此敬恳先生设法维持，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

续供电，则公私感激无涯矣。专此。

敬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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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祺！

黄汲清　顿首
五月十八日

对于５月１８日黄汲清信中所反映的事情，卢作
孚及时作了调查并作建议找卢子英帮助。１９４０年５
月２７日卢作孚复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五月十八日惠书奉悉。“大明”奉令增加生产，

收回厂外供电，以致无法再供惠宇用电，殊为遗憾。

科学研究与增加生产极应同时并重，以应抗战需要。

惠宇所需电力已另商北碚区署设法停一部分市场用

电，挪以救济惠宇之各事业，请先生就近洽商子英帮

助。至该厂内部用灯，亦应节省，已提起厂中注意。

至与江苏医学院定约供电一节，据厂中负责人言，系

该院少数用电设备供装厂中，而以优待职工诊病为

答谢，对该院内部用灯并未供给，等语。特并复闻。

敬祝

健康！

弟　卢作孚
五月廿七日

黄汲清为开展科研工作，曾向时任交通部常务

次长卢作孚函索资料，如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等，

卢作孚皆及时安排搜集，尽力帮助查找，在交通部重

庆的案卷表册中没有的，又电告昆明叙昆及滇缅两

铁路工程局代为查找。

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３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顷接本部路政司吴绍曾君函称“昨经济部地质

调查所金耀华君来司交下钧座介绍函一件，敬悉一

是。地质调查所函索之资料，前已着手搜集，惟以需

要者甚为广泛复杂，而本部在渝所有之案卷表册等

项亦不完备，搜集颇感困难，是以迄未完峻，已将此

情面告金君，俟搜齐后，当即送达”等语。特此函

达，请烦察照。

并颂

时祺！

弟　卢作孚
二月廿三日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３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仁兄惠鉴：

顷展九月二十二日手书，敬悉一是。瞩寄川滇、

滇缅两路路线图一节，查该项路线图部中现无余存，

经已电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迳行检寄，希

届时查收为荷。专复。

即颂

公绥！

弟　卢作孚　拜启
十月三日

２．３　地调所对西部科学院的支持
我国西部幅员广阔，四川及其邻近地区，如云、

贵、陕、甘、西康各省，在西部占有重要地位，而富含

矿藏。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对于该区域的考

察与研究，责任重大，且必须依赖先进的学术机关的

指导与援助。

地调所对西部科学院就多有支持。１９３０年夏
在上海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实业部地调所

所长翁文灏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人黄炎培、南京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科

学家丁文江、秉志（农三）等都表示大力支持，为筹

备中的西部科学院交换标本、介绍人才。地调所在

西部科学院建立初期及以后亦进行过经济援助。西

部科学院下属的地质研究所，自１９３２年成立开始就
与地质调查所合作，接受其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援。

１９３０年入地调所的常隆庆 １９３２年离所，任西
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１９４９年地调所研究员
黄汲清受聘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在习见文献所载黄汲清简历中，找不到黄汲清

任职中国西部科学院的记录。近一、两年来，笔者接

触到一些原始档案，其间的些许记录载明了黄汲清

１９４９年８月任职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在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２日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

西部博物馆人员名册中记载：黄汲清，男，４６岁，四
川仁寿人，特约研究员，大学毕业，现任西南地质调

查所所长。

在此件中还不能断定黄汲清到底是中国西部科

学院的特约研究员，还是中国西部博物馆的特约研

究员。而在同年北碚行政管理处制重庆市人民政府

原政权人员简明登记表中则明确了黄汲清的身

份———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此件中载：黄

汲清，男，４６岁，技术人员，地主，四川仁寿人，留学
（理学博士），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１９４９年
８月任职，曾留学瑞士，得理学博士。

黄汲清，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特约研究员的身份，

在《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博物馆移交清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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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册》（共拾册）中再次得到印证。１９５０年３月“中
国西部科学院员工名册”中记载：特约研究员，黄汲

清，男，４６岁，四川仁寿人，１９４９年８月到职，大学毕
业，现奉派主持筹备西南地质调查所。

附注：黄汲清（１９０４～１９９５），四川省仁寿县人。
构造地质、大地构造、地层学和石油地质学家。１９２８
年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获理学士学位。１９３２年７
月赴瑞士伯尔尼大学留学，次年入浓霞台大学地质

系，１９３５年获理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央地质调查所
简任技正，兼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教授，中国地质

科学院研究员。１９４８年３月中央研究院数理组院
士。１９５５年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１９４９年
８月任职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另附：黄汲清姓名变更。黄汲清，原名德淦。

１９３７年，在《地质论评》第２卷第３期中有一姓名启
事：“黄汲清启事，鄙人现在只有一个名字，黄汲清，

德淦一名，久已废弃不用，深望朋友们不要再把它复

活起来。”

３　内迁西部腹地，意义作用巨大

在１９２８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
前的近１０年时间里，中国出现了一个科学文化繁荣
时期。西部内地的科学发展史，在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
代，与中国的近现代科学发展史相吻合，经历了前期

科学引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宣传之后

“科学”观念的确立，到现代科学的重大发展。而在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因战争原因，全国科研普遍受挫，
西部内地却因祸得福，独树一帜。国家为了保存科

技文化力量和方便行使科技文化管理职能，迁建大

批科学、文化、教育等机构到西部内地，这一举措，使

得这个地区的科学文化教育异常兴盛起来。

３．１　内迁，改变了中国科技的空间分布
科学发展的时空分布受历史、文化、政治、经济、

自然等因素影响。抗战即是一个显著的因政治原因

而改变了近现代中国科技的时空分布的典型案例。

抗战时期，中国的科技格局发生变化，科技中心发生

了转移。重庆、昆明、成都等地成为中国科技的战时

主要分布区，而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陪都，政府各部

门、中央各主要科研机关、重点大专院校等纷纷聚集

于此，从而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科技力量最密集的

城市和科技中心。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迁碚期间，一

批中央研究机构因同地调所一样，在中国西部科学

院的直接帮助下先后内迁北碚。分布在中国西部科

学院惠宇的有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国立中央研

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１９４４年分开，植
物所在金刚碑）、中国科学社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

究所，与惠宇紧邻的杜家街分布有国立中央研究院

物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工

业试验所等，其他院所如在水井湾的国立中央研究

院气象研究所、状元碑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后峰岩的

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天生桥的农林部中央农业试验

所、苏医村的热带病研究所、新村８号的中国预防医
学研究所、北温泉的陆军制药研究所以及在北碚的

中国哲学研究所和中央航空委员会油料研究所等，

“时至今日惠宇一带已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外人且

有北碚为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抗战胜利后，虽

然大部分科研机关、高等院校回迁原地，但对我国科

学技术的空间分布的影响仍然存在。

３．２　内迁，又一次科学的本土化过程
卢作孚早年主动走出去、请进来，有意识地推行

科学本土化，是一种文化自觉，其最终目标是为当地

现实的经济文化服务。抗战时期，科研机构避祸而

来，为适应当时所处环境的变化而把研究对象集中

在西部地区，并从纯粹理论研究转向更多地服务于

当地的实用研究，自然而然地进行了科学的本土化。

这些科研院所内迁后不但倾力于本职工作，并积极

参与到地方经济文化的建设中，如受北碚管理局委

托编修北碚志，就有多家单位参与，他们是国立中央

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国地

理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国民政府主

计处统计局等。

作为国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地调所在人才储

备、科研力量、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方面在国内堪

称一流。地调所到碚研究人员，使内地拥有一批宝

贵的高级研究人才。科学家群体在忧思国家民族的

命运之时，以一种务实的姿态，坚守书斋，积极作为，

除进行本身的研究工作以外，一些还直接加入到当

地的研究机关、高校以及工厂等，领衔或参与当地地

质等研究工作。如：王炳章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曾在四
川地质调查所工作；俞建章１９３６年回国后任职于中
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侯德封

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５年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后任所
长，兼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杨钟健曾在重庆大学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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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任教；李春昱曾兼职于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１９３８
年离开地调所，出任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黄汲清兼

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教授；方俊１９４３年在中国地理
研究所工作；金开英１９３８年随同沁园燃料研究室一
同转到重庆动力油料厂。２０２箱图书馆、陈列馆、各
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运往北碚，

充实了基础设施和研究材料。即使抗战胜利后回迁

原地，但移赠房舍、部分标本等仍然继续发挥作用。

中央地质调查所第一办公楼（现中国西部科学院旧

址内的地质大楼）１９４６年移交给中国西部博物馆。
另外，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

所在碚的房舍也移交给中国西部博物馆。

３．３　内迁，形成西部内地科研文化高潮
卢作孚１９３０年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开创

之初，即为西部内地的一面科学领军旗帜。后因经

费等原因，生物、农林、地质研究所相继停办，到抗战

时仅存理化研究所。然而，卢作孚对科学的热情并

未削减。卢作孚“向来热心科学事业”（黄汲清），在

纷乱的时局里，为知识群体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用中国西部科学院这块物质平台，搭建起内迁科研

机构的避风港，使内迁机构研究工作的连贯性得到

保障，传承了科学文化的精、气、神。在国土沦陷的

危难之时，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研究机构，在大后方坚

持科研工作，进行“科学救国”。意虽不在改造当地

相对落后的科学文化状况，而实际上先进的科学思

维、方法、人才、体制等，带动和提升了西部地区科学

文化的进步，出现空前的繁荣。中国大部分顶级科

研机构内迁重庆、北碚，形成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

地质、生物、农林、工矿、医药、地理、物理、心理等等。

内迁给迁入区的科研活动补充了新鲜血液，改善了

迁入地区的科研条件，加强了科研力量，改变了科学

技术在全国分布不均衡的局面，相对平衡了中国的

科技分布。内迁科研机构的学术进程，与卢作孚一

直以来在当地所探寻的现代化、科学化的过程相一

致，成为抗战时期以北碚为代表的西部内地近现代

科学文化发展的主线，所从事的工作实践、科学发现

和技术发明，使内地认识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知识体

系变得丰富起来。外来的先进文化繁荣了当地科研

文化状况，呈现出全新的局面，形成了西部历史上不

可多得的科研文化高潮。

４　结　语

抗战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科研院所的内迁，

是一次“科学内迁”，是中国的自然科学事业、尤其

是内地科学研究事业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发展阶

段。科研机构、科技人员、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纷

纷转移至大后方，使战争的损失尽量减少，为在大后

方继续科研工作及为战后科研工作的开展，保存了

必要的物质条件，民族科学的血脉得到保存。中国

西部科学院的无私援助，又为其增加了可靠的物质

保障，通过西部科学院的联线携手以及各科研院所

的共同努力，各种科研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和充分利

用，既改善了内地科研基础条件，又促进了区域内科

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开放共享。全国各科研机构云

集大后方，形成内地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内迁科研

院所之间更为密切地合作交流，并且与当地社会经

济建设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更为广泛，在内地形

成互为补充、相互结合的科技平台，改善了中国科技

资源分布的格局。内迁院所在原有的科研基础上，

根据战时需要，调整研究重心于应用科学，注重实地

科学调查，获得大量西部地区第一手资料和标本，充

实了该地区的学科研究。内迁给内地提供了强大的

智力支撑，带动了内地科研实力的提升，推动了战时

大后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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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华东地区地质实验工作交流研讨会在江苏扬州召开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４日～２６日，一年一度的华东地区地质实验工作交流研讨会在风光旖旎的历史文化名城
扬州召开，来自华东地区的九家地质实验单位３０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周康
民副院长主持。与会代表就各自单位近年来在地质实验领域的分析测试及科研取得的成绩、为社会提供技

术服务取得的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充分交流，并就目前地质实验测试行业管理存在的问题和今后

的工作思路进行了深入探讨。

（曹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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