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努力办好学报 繁荣地震科研

一一第一次编委会侧 记—
《 西北地震学报 》 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二月十九 日至二月廿五 日在兰州召开

。

参加

会议的有来自西北五省 (区 )的全体编委和有关工作人员共 2 1人
。

会议听取了学报筹备

组关于筹备工作的汇报 ; 讨论了有关学报宗旨
,

出版业务及稿件审理等问题
。

与会同志认为
,

学报的创办
,

是西北五省 ( 区 ) 地震事业发展的需要
。

编委们就如何办好学报
,

进行了热烈地讨论
。

大家一致认为
,

学报的宗旨是贯彻
“
百

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方针

,

繁荣地震科研事业 ; 其作用不仅是及时反映西北地 区及有关

国内外地震科研成果
,

而且在活跃学术交流
,

鼓励探索新方向
,

集中力量向重点课题攻

关等方面发挥其积极的影响
。

郭增建同志在讨论中着重指出
,

办学报的一个重要任务就

是推动出成果出人材
,

要发现人材而不是埋没人材
。

特别是对台站和野外工作的成果应

给予高度的重视
。

地震科学是以观测为主的科学
,

应该把观测提高到应有的重要位置
。

编委王六桥同志说
,

西北幅员广大
,

地质构造复杂
,

是观察大自然的良好场所
,

这里有

火 山活动
,

有地热异常
,

有显著的构造运动现象
。

例如新疆某油田钻井套管在地震前就

扭弯了
,

这可能是震前断层蠕滑的结果
。

但我们对很多重要现象研究得不够
。

编委李永

善同志说
,

国外如美国
、

日本对活动断层抓得很细致
,

在观测上投入了很大的力量
。

而

我们在这方面就比较落后
。

应该对一些重要的现象组织考察
,

进一步落实
。

今后学报要

多刊载这方面的工作成果
。

总之
,

通过畅谈
,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
,

在地震工作中
,

观测

是基础
,

予报是中心
,

科研是关键
。

我们要通过学报
,

积极体现这一战略思想
。

而当前

就西北地震工作而言
,

最薄弱的环节是
“
基础

”
差

,

希望西北五省 ( 区 ) 地震业务主管

部门采取有力措施
,

把观测工作搞上去
,

以推动地震工作的全面发展
。

与会同志就西北五省 ( 区 ) 地震科研协作问题谈了一些意见
。

一致认为加强协作是

必然的趋势
。

一来地震活动并不依省划界
,

二来一个省的力量也较单薄
,

且西北地区地

壳结构相近
,

大地构造单元密切相关
,

地震活动的结构背景和成因等方面也 有 密 切 联

系
。

编委柏美祥同志提出
,

各省不要搞大而全
,

小而全
,

最好是专业化
,

形成 自己的特

色
。

如室内实验室
,

西北有一个中心实验室就行了
。

不一定每个省都要搞
。

有些野外大

规模考察和测量
,

可以组织力量打歼灭战
。

有的同志还建议
,

五省 ( 区 ) 的科技情报部

门可以协商如何分工协作的问题
。

五省 ( 区 ) 还可以共同举办业务学习班
,

首先培训和

提高在职的台站观测和野外调查人员 的业务水平
。

会议期间
,

大家还就如何认识西北地震活动的特点及有关科研思路等方面初步交换

了一些想法
。

并回顾了西北地震工作的历史
。

大家感到
。

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对西北地震



土作做了有益贡献的人
,

对曾经作出重要责献的老一代地震工作者
,

虽已去世
,

学报理

应追忆其生平及功绩
,

以兹纪念
。

展望将来
,

与会全体同志满怀信心
,

在党的领导下
,

在广大专群地震工作者的支持

下
,

一定能办好学报
。

最后
,

与会全体同志提出倡议
,
为迎接伟大祖国三十年大庆

,

向

党和人民汇报成绩
,

交流经验和成果
,

倡议在今年国庆节 以前
,

召开西北五省 ( 区 ) 第

一次地震科研学术讨论会
。

( 本刊编辑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