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卷 第一期

我国早期地翠工作发展概况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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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地球科学
,

在我国发译较晚
,

到了清齐
,

北京京师大学 ( 即后来灼北京大学 ) 才设

有毕质学科
。

民国成立后南京 中央政府 ( 后迁北京 ) 实业部设立地质科
,
.

迁北京后
,

又创办

了地质讲习班
。 1 9 16年乃将中未实业部地成科扩大为地质调查所

,

井将讲习 珑归还 北京 大

学
,

继续地质教学任务 , 至此软我国现代地学教育和调查研究
,

才算正式开始
。

词查工作 J ;
:

始于调查正太镌路沿线的地质矿产
,

随后 及于吞南
、

川
、

黔等地
,

厉时两年
。

初步奠定了我

国地质调查的科学基础
。

据说
,

丁文江在英 国 学 地 质
,

回国时
,

英国同行绪他临别赠 言
:

t’ 中华人研究其他文理哲学
,

「

不致蒋人之后
,

对于搞地质这门科学
,

须穷山越岑
,

恐非文弱

书生所能
” ·

现在来看
, “ 世上无难事 , 只妥肯登攀

” ,

中华人还不是照样能行吗 ?
.

珍 i18 年广东南澳发丰木地震
,

前二年安徽腹地霍山也发生过地震
,

启发了我国年轻的地

学界不能忘记我国也直地震何顺
。

及1叩介年冬 : 酉北地区碎源大地震
,

死人廿万
,

震惊了全

国上下
。

地质调查所卜 责无旁贷
,

所长翁文砰亲自率队到地震
.

区调查年 这是我国地质学家第

二碑科学地进行地震调查
。

丛此卜 地质调查所的工作
,

址要兼顾拳国地震地质方面的问题
。

.

首先接触到的是我国地震话动与我国地质构造特征的关系间题
。

从历史记载
,

可以知道

我国是多地震的国氛 白夏代以来
,

有文字可姆的
,
.

大小地震不下三千余次
。

其发生地点
,

辱然与新生代构造运动有每切麟系
,

、

特料是摊着主要的断裂系统
,

』

地震密布成带
,
例如卜 汾

渭地攀
,

二

太行山
、

燕山断裂
,

滇东
、

滇西湖地断裂等等
,

都是地震活动带
。

综合起来
,

可以

子解找国地震分布的基本概况
。

这是最早渗述拳国堆震区域划分的文献气 曾在 1马2 2年 比利

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国呼粤质学会议寡谈卜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
。

1妙 ”年秋户日本关东大地震
,
毁灭了两全现代大城市一

东京和横滨的大半部
,

使欧关先

进国家
,

对地震灾害都有戒心
, 、

地震科学研究
,

乃 得在世界范围内
,

,

还渐开展起来
。

我国此

时训
`1

.

西炉霉
,

云南大理
,

甘肃古浪等地
,

也琴生灾准性地震
,

坏屋访人
。

地质调查所迫于

世纵
.

也筹备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我国地震
。

由于需要有一笔购置仪器的费用
,

直至 1” “ ”年才

实现
。

先在北京两山郊区
,

薄造鸳峰地震观测
·

台
,
_

又在地质调查所内设立地震研究室
。 、

这是

我国自办的第二个用现代仪器眼测的地震合
。 。 、

· `

上海是旧 电国帝国主琴者角逐的场所
,

早在沪南徐家手天冉熬堂
,

_

就有为海般进出航行

安拿服务的气象警报站
,

亦带有地震观溅
。

我月所建北京鹭峰他震合
。
最先购到的是德制维叭

尔小型机械记录地震议
,

垂直分向和水平分向各一套
。

由于没有经验
,

边学边安装
。

困难在
一

于百般设法不能使地震议架设平正
,

后来才知道
,

这种仪器的制作精度益 不很高
,

在水准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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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测得的
`

卜衡
,

币;能作 为际准
,

必须从反复实践中
,

才能得到真 d三的平衡
。

这一教训
.

叭来

了山皆少犯川
-

仪器
`

交装好后
,

试行观测
,

每月可以收录地震 1
、

余次
,

并按国际规定的格式
,

印发地衷

观测报告
,

与世界各地地震台交换
。

「

, . 一

我国幅员广大
,

地震到处都有
,

低级设备的地震台
,

记录不到远距离的地震
,

必须打人

观侧
、

才
’

能满足需要
。

便 认欧洲国家进 口最新的加利清一卫立薄照相记录地震 议
。

1 9 3 2年装

性完成后
、

观测结呆 良好
,

记录多而准确
,

鸳峰地震台遂一跃而成世异第
·

流地成观测台
。

经过数年 诌惨淡经行
,

一

切从尤到有
,

添置 了许多图 书仪器
,

方期以此为荃地
,

逐渐 厂
’

人研

允
,

小料 冲 3了年 七 七事变爆发
,

鸳峰地震台随之天
一

亡
。

可惜一番努力
,

尽了J东汤
.

卢沟桥战事扩大很快
,

不久北京沦陷
,

鹜峰地震台仪器也就在记录山东荷译大地震 !
l肠

便 “ 寿终正寝
” 。

汁自1 9 3 0年冬有记录以来
,

共收录地震为 2 4 7 2次
。

后来知道
,

敌人终于未

能 占领鹜峰
,

相持于温泉一带
,

鸳峰地震台由于建筑坚固
,

据说曾一度为游击战指挥所
。

地质凋查所
,

己于两年前迁于南京
。

这时
,

北极阁气象研究所也兼做地震观测
,

装有 红型维

欲尔和加利清一卫 立蒲地震议
。

不久
,

上海战事又起
,

敌机轰炸南京
,

政府西迁
。

当时举国
_

仁 卜
,

同仇敌汽
,

萃萃学子都怀着火热的心情
,

无不愿为国效劳
。

地震观测研究一时无法继

线
,

我和秦馨菱便决定
,

暂时做地球物理探矿工作
,

从南京出湖南
。

值国事 日非
,

南京失守
,

敌军仗入腹地
,

不久武汉三镇又相继沦陷
,

不得 己离开湖南
,

经桂
、

黔向西转移
。

至 19 3 9年

秋
,

辗转到达重庆
,

与从南京逃出的地质调查所人员汇合
。

这时重庆称为陪都
,

旋被敌机追

来
,

一轰再轰
,

可怜焦土
; 遂又急急忙忙疏散到乡间

,

溯嘉陵江而上
,

直至北磅才驻脚
。

1 9 4 1年珍珠港事变后
,

我国完全 与海外隔绝
,

国势 日促
,

探测工作也无法继续 卜去
,

我

乃决定重整 !日业
。

但要恢复地震研究
,

须有观测仪器
,

地质调查所是当时最穷的机关
,

从国

外进 口 仪器是完全不 可能的了
,

惟一的办法是 自制
。

早在鹜峰时
, 一

曾整形和设法改修过地成

仪的好些部件
,

自行制造地震仪未尝不可一试
。

但当时人心不定
,

不能提出完整图纸
,

十创一

家制造
,

惟有就力所能举
,

勉力设计一种最简单易作的水平向机械记录地震仪
,

坚持 自力更

生
,

点滴拼凑
,

逐件试作
。
19 4 3年夏

,

基本上制作完成
,

就在试行记录的时候
,

居然记录了

一九四三年六月廿
一

二 日清晨
,

发生于成都附近的地震
,

经过仔细检查
,

地震记录图还很像个

样
。

从而增强 了自制地震仪的信心
,

鼓励我们更好地继续进行恢复工作
。

19 4 5年 8 月
,

日本兵败投降
。
19 4 6年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旧址

,

八年战乱
,

百废待举
,

一时很难恢复
_

〔作
,

且喜北极阁山顶的巨型维歇尔地震仪
,

还呆在那里
,

同时也托人在北京

设法搜寻当年在鹭峰的仪器 ( 据说某教会学校曾收留了一些 )
,

果然找到一部分
。

遂将这些

残存的破旧部件
,

集中到地质调查所
,

设法进行修理
。 `

又看到九年前地质调查所撤退时
,

遗

留
一

「来的两个地下蓄油库
,

还可利用
,

经过修理
,

可作临时观测室升 以 安 置 地 震仪器
。

无

儿
,

国共 含作破裂
,

内战爆发
,

南京生活 日恶
,

物价一 日数变` 科学工作者救死唯恐不及
,

科学研究很难进展
,

地震仪器修理工作或断或续
,

直到1 9 4 8年后期
,

才部分地恢复 了观测
。

淮海战役后
,

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

南京荒乱
,

人人 自危
,

幸而几个月后
,

解放军渡江
,

南京

己换了人间
。

南京解放
,

科学
_

1
_

作者方得安心继续 工作
,

值得庆喜的是地震仪器照常运转
,

卡尝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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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天间断
,

殊属难得
。

秩序渐次恢复
,

至 1 9 5 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后
,

将地震
、

地磁等 固体
.

地球鲍理研究与气象合并为地球物理研究所
,

从而开始了新生
。

解放后
,

科技人员心情舒畅
,

特别是听到地震科学研究也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时
,

尤

其令人鼓午
。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前
,

己有许多建设部门要求查明将来作为工矿建设基

地的地区
,

有无遭受地震破坏的危险
。

在这方面
,

我们毫无准备
。

从旧 中国遗留下来的地震

研究事业
,
如上所述

,

最早的是洋人办的徐家汇观象台
,

曾搜集过一些历史地震记载
,

但其

异的是为帝国主义者服务的
,

且用法文编写
,

遗误很多 , 我国自办的北极阁地震台己扼杀于摇

薄冬中
。

坚持下来的
,

惟有前地质调查所的一部分
,

人三名
,

.

台一个
,

如此而 已
。

中国科学
.

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地震研究室就是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成立的
,

由于 任 务 紧 急
,

责无旁

贷
,

亦惟有尽力承担起来
。

首丰我们需要用地震观测仪器
一
为

一

了临时应急
,

将前在北褚试制成功的水平摆
,

重新设

计
,

取名为
“ 5 1式地震仪 ,,

,
托厂家制造

。

拟制成以后
,

.

就在地震比较活动的地区
,

设台

观测
、 ,

以监视其在最近期间的活动情况
。

其次需要工作人员
,

遂又招来中学生
,

开办短期训

练班奋授予一般测震学知识和地震仪维护和管理方法
。

先后举办三期
,

陆续在兰州
、

青海
、

成都
、

尾明
、
西安

、

银川
、

包头
、

大同
、

太原
、

临汾以及长春等地建立临时地震台
,

进行长

期观测
。

,

第二
一

个五年计划一开始
,

各方面要枣对建设基地有无地震危险提供依据的日多
,

这不是

可从临时地震台短时间积累的记录资料所能推测的
,

必须参考其全部以往活动历史
,

才可能

比较正确地提出意见
。

我国历史地震资料
,

诚然很丰富
,

但未经全面的系统整理
,

都散见在

各种文献之中
,

有关书籍之多
,

汗牛充栋
,

非少数人所能为力的
。

中国科学院成立地震工作

委员会
,

召集有关方面共同努力
,

并以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为主
,
查 摘各 种 文献中的地震记

载协给予地球物理所负责分析地震情况
,

提出各地区的地震危险意见
。

因时间很急迫
, 须要

达搜查边提供
,

积两年 多的时间
,

查遍八午余种文献
,

从中摘录有关地震的记载凡一万五千

余条
,

包 含 自夏 代以来
, 几大小地震约一万次

,

汇编成 《 中国地震资料年表 >>, 刊作上下两

巨册
。

这一伟大成果
,

短时间内突击完成
,

在解放之前是不可思议的
。

. _

有了这部资料
,

我们便可进一步分析研究我国各地的地震危险性
。

首先将危害人民生命

财产的破坏地震记载挑选在一边
,

一般是地震愈大
,

记载愈多
。

例如清康熙年间
,

山东郑城

大地震
,

.

除史书上的综合报导外
,

尚有附近四百余县的县志
,

记载了当时受到地震的影响情
.

况
。

破坏性地震记载挑出后
,

经过综合分析
,

将记载分别归并到每个地震之下
,

尽可能理出

其主要参数 ( 即地震发生时间
,

地点和强度 )
,

然后再将整理的结果和近期仪器地震观测资

料合在一起
,

计自公元前 1 1 7 7年至公元 1 9 5 5年
,

可以测定主要参数的破坏性地震 ( 不包括大

余震净共有 1 1 80 次
,

编成大地震目录
,

即 《 中国地震目录 ( 第一集
.

) 》
。

其中所有地震
,

都
.

-

一标明了主要参数
,

虽准确度还有不同
,

但若将各次地震的地理位置 及其强度绘制在地图

上
,

人们对 于我国危险地震的活动情况
,

也就有了一点具体概念
。

另一方面
,

我们又将全部历史地震记载按地方分编
,

以县为单位分别归并到全国二千余

县的名 「, 将每一个县属所有的地震记载
,

包括近代仪器观测和实际调查访问资料
,

不论其

为本县发生或夕i来影响
,

都按时间顺序排在一起
。

然后
,

分析各条记载所讲的地震情况
,

结

合水地区的具体条件
,

综合起来
,

一

提出地震危险的参考意见
。

最后亦汇编为分县地震 。录
,

即 《 中国地震 日录 ( 第二集 ) 》
。

若将 目录中
,

各县所提示的地震危险意见
,

标绘在全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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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
,

结合上述
,

从第一集数据绘放的危险地震分布情况
,

加以调理并整
,

顺强弱分别划出
来
,

人们便能看到我国地震危险地区分布的基本轮廓言这也就是我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制

定全国规划时
,

所须要参考的资料
。

”
· `

一

厂
、

一
, 、 ,

地震目录编制
一
:弃

,
一

今后还挤陆续补充
。

规在 已 有 了比较完善的全国地震资料
,

我们

便有条件开展
`

我国地震问题的研究
。

这
卜

时
,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地震研究室业务扩大
,

人

员亦已遂渐增加
,

随及开展 了我国地震活动特征的研究
,

包括空间湘时间分布特征石
`

户

我国地震的主要活动区 ; 不在世界两地震带内
,

真活动有它自已的特征 ; 从已有资料的
总结来着

,

各地区的活动情况
,

很不相同
,

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士作也还很少
。

这一时期
,

’

我
’

国与国外的交往
,

只有苏联
,

及一些东欧国家
,

先后来了二些地赓岌地质科学土作者
, `

一

哀据
其本国情况

,

总结了一些经验
。

我们曾试用其设想
,

结合我国地震
顾

条件
,

研究了我国地
震区域划分问题

,

并将结果试编了一幅留西冠震危险区域划分图
一 , 作为现阶段 临时参 考之

用
。

事实上
,

这个图
一

与从上途地震有录第一集和第三集直接编制的
,

没有多大区别
,

、

只是在

资料少的她区
,

添了一迪推测的绪果而已
; 最不能令大满意的是

,

图上向样也没有时询概念
、

随着研究间题日益深入
,

我们感到许多基础工作
,

必须迎头赶上占我们现在只是掌握了

部分历史地震资料
,

虽然说很丰富
,

但存在着间题 ` 厉史资料最大缺憾是无论在地区分布上
和时问分布上

,

都很不均匀
。

譬如说时间
,

虽有三千多年的记载
,

但在前面二千年
,

地震记载

很少
,

地方记载情况亦各地不同丫在东部交化发展睦早的地区多
,

西部边远的地区则很少
。

时

空分布如此不齐整的地震资料
,

显然不可能从中得出在殉形式的活动规律
。

过去的缺失 已无

法补救
,

今后 的资料必须是累积条件一律的
,

:

从现在始
, 一就须急起直追

。

首先是测震技术的

现代化
。

第一步是规划全国地震观测台网
。

根据地震区域划分图所示
,

为了有效地 长期监视各地
震区的危险地震活动

,
_

约须有 15至2。个装备如瓣
鹭峰那样的墓本观测台

,

其次是在地震比

较浩动的地透
,

以当地基本台为中心
,

设立送域地震观测台
一

网扩
·

配置玩代化高灵 敏度 地
`

震

仪
。

此外
,

为研究地区地震活动特证
,

还须备有以三个以上的观测台组成并配 以灵敏度根高

的轻便地震仪的临时地震考察队
。

首先在北京白家瞳建造新台
。

我们的现代仪器地震观测
,

- . 占 ,

还是基础很差
,

形势不允许我们慢慢地自行设计试制
,

必须迎头赶
_

釜二
。

当时中苏合作澡系尚
好
,

来了仪器专家基尔诺斯和峪袜
,

并带来他们 自已设计的仪器
,

,

在北京台试角
。

从而
,

决̀

定基本台采用基尔式地震仪
,

区域台采用哈林式地震仪
,

这些都是电流计照相记录的精密仪
器

,

随 即商定用他们的图纸
,

托厂蒙仿制
。

不久
,

陆续在长春
、

审京
、

上砰 广州
、

昆明
、

拉

萨
、 一

封嗽 西安
、

包头
`

太原等地设立基本台十余处
; 又套黄河刘家峡

、

长江三峡工地以及

北京地区试办区域地震台网
,

拟肯定其性能后
,

推广及于西冬靡各地霉频 繁 地琢 同

时
,

也筹备建立地震考察队
。

青年地震科学工作者大胆地试用苏术维吉克摆
,

引入 电子放大

技术
,

成功地制成万倍级
,

高灵敏度地震仪
,

为考察队装备使用
。

19 G2年广东新车江出现水

库地震
,

我们派出 专门考察队
,

前往研究该地区的地震活动特征
。

这是我国第一次派出现代

装备的地震考察队
。 一 ` , ) 一 “

’ `

’

六十年代一开妹
.

国家遭受
.

百然灾害
,

加上国际间题
,

经
牡

有些暂时困哗
,

也影响到

科学研究的进展石 不料 `” 6 6年春
,

在河北省人烟稠密帅平原邢台地区
,

发生大地震
,

损伤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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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这里约在七百多年前
,

发生过类似的地震
,

祖先只留下记录
,

末 曾有预防的办法
,

举国
_

七下都希望地震科学工作者
,

对地震预防和预报问题作出贡献
。

为适应时代的要求
,

设立国

家地震局
,

统一领导全国地震工作
,

以地震预报为总课题
,

扩大地震研究
,

大规模敷设观测

台网
,

大力开展食钟煎笋啊究乡尹娜衅芭界
几 ’

妙冬
革命兴娜

·

的干扰破坏下
,

’

将学术界升抛大深渊
,

一

七场浩箭石直至 1盯 6年
,

`

以华主席

粉碎了
:

四人邦
” ,

才得拔乱反正
,

然 已元气大伤
,

百废待举
。

崔并彪
、 “ 四人帮

”

为首的党中央
,

一举

十年混乱
,

革命的损失
,

无法估量
,

、

尽管如此
,

由于同志们的奋斗也还取得一些成绩
,

约可概括如次
。

`
( 1 ) 研究队伍扩大

,

人员激增
,

地震科学知识得到广泛宣传
,

深入到群众中去
, 区域

地震观测台网
,

普遍得到发展
,

论台数己超过二百
。

虽然按新的标准
,

还须调整提纯
,

但与

解放初期相比
,

不可以道里计卑
。

“ 一
L .

( 2 ) 坚苦地维持连续性工作
,

如大地震 目录的续编和补充修正 ;地震危险区域划分图的

腾魂窄裂
, 丰要基本台`

二

无容讳言…, 有些是坠落子 , 的观测记录
,

以及大地震调查等工作
,

俘有裤冰掉们不时不有新的成果发表
。
_ ` ’

-

_

“ )
_

自行设计制造的地震识
,

各种类型都有发展
,

型号增多
,

灵敏度提高
,

有了长足进

;

护
。

沁
`

丫
一

少
-

一
·

.

1 - 一 `

卜
.

- `

!
、

一

( 4
、

)地震予报值葱铆赞赏 、 予报不易
,

是谁果性大难题
,
还须做很麦工作

,

但我们采用与

群众密切合作的正确方针
,

成效卓著斌 19了5年海城地震的予报成功
,

就是其突出的例子
。

`

但

我们对于予报方法及其理论
,
,

’

尚末能突破
,

凡前兆反应不典型的地震
, ,

.

还不能预报
。

19 76 年

斑山
;

地震 、
`

遭受才良大损朱
,

就是因为没有前震
,
其他前兆反应亦不典型而失败了

。

失败乃成

必之母
,

我们垂不因此而气馁
,

鹅踏实实向前努力
,
地震予报终有成功的“ 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