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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念 海原 大 震 六 十 周 年

本刊编辑部
.

一九二 O 年十二月十六 日
,

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生 了震惊 中外的海原 8
.

5级 大 震
,

至今己

经六十年 了
。

六十年来
,

海原大震在我国地震学史上 一直占有着重要地位
,

它与我 国现代地

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

今适逢六十花甲
,

我们纪念它
,

不是没有意义的
。

一
、

我国现代地震科学的发展
,

是从海原大震开始的
。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

是世界上地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
。

但是
,

由于历代封

建统治者不重视科学
,

世界上最早的东汉张衡地动仪早已失转
。

一九二 O 年海原地震以前
,

地震在我国仅作为一种灾异记载于各种史书和地方志上
,

而且多是灾情和破坏程度的描述
,

致使如此之大的海原地震
,

震后二十七天才知道震中是在海原 一带
。

海原 8
.

5 级大震为近代

世界最大地震之一
,

波及范 围非常之大
。

据史料记载
,

,’J 匕京 电灯摇动
,

令人头晕 目弦
” ,

连上海亦觉地动
。

极震区在今宁夏海原一带
,

破坏范围包括宁夏
、

甘肃
、

陕西全 省 以 及 青

海
、

山西
、

河南的部分地区
。

强 烈的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失
,

使二十余万人丧

生
。

鉴于此次地震很大
,

灾情惨重
,

而且当时又正处于 1 9 1 9年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
,

我国现

代科学进入缓慢发展的初始阶段
,

海原大震引起各界的重视
,

促使国民党当局派 出地质学家

翁文浩
、

谢家荣
、

王烈等人于次年四月赴震区进行实地考察研究
,

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

地震科学考察
。

考察绘制的
“ 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 日陇秦直晋等省地震 图

” ,

为我国第一张

等震线图
。

对此
,

周总理曾给予了一定评价
。

翁文浩
、

谢家荣等根据我 国历史地震
,

研究并

划分了我 国地震区和地震带
。

1 9 2 9年在比利时召开的万国地质学会上
,

翁文浩代表中国宣读

了我 国第一篇
“
地质与地震之关系

”
的论文

,

开创了我国地震地质工作
。

此后
,

在我国科学工作者的力促下
,

伪中央地质调查所正式负责国内地震的调查研究
,

同时
,

经李善邦教授积极筹划
,

于海原地震后十年
,

在北京鹜山诞生了我国第一个地震观测

台站
。

从此
,

我国有了 自己的地震记录
。

正如付承义教授所说
: “

用现代科学方法来观测地

震
,

在中国可 以说是从 1 9 2 0年海原地震开始的
” 。

解放以后
,

我 国地震科学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1 9 5 8 年 开 始 探索地震预报
、

1 9 6 6年邢台地震以后
,

进入了以地震预报为中心
,

带动各方面工作大发展的阶段
。

这期间
,

围绕海原地震作了大量观测
、

考察
、

研究工作
。

在此基础上
,

于 1 9 7 9年五月
,

召开了 “
海原

地震科学讨论会
” ,

来自全国十三个省区的地震工作者参加了这次盛会
。

为纪念海原大震六

·
本文系马怡 良同志撰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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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
,

地震 出版社已 出版了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和宁夏地震局共同编著的 《 一九二

O 年海原大地震 》 一书
。

对我国 8 级以上大震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和全面 系 统 的 总

结
,

在我国还是首次
。

二
、

我国的地震预报事业
,

是从调查海原大震开始的
。

一九五八年
,

我 国地震科学工作者首先提出了向地震预报进军
。

当时付承义教授在兰州

曾公开向前来我国的苏联地震学者宣布了我们搞地震预报的决心
。

而这一进军的序幕正是从

考查西北海原等大地震揭开的
。

五八年
,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

派出地震工作者郭增

建
、

蒋明先
、

刘成吉
、

赵国荣
、

安 昌强
、

王贵美六位同志
,

组成
“
地震预报考察队

” ,

前往

海原等大震现场进行有关地震前兆现象的调查
。

这是继翁文浩等人之后
,

又一次较大规模的

考察
。

他们第一次了解到 1 9 2 0年海原大震时造成干盐池盐湖向北迁移一公里的巨大地壳形变

并勘察了由李俊堡至干盐池长 1 00 多公里的地震断裂带
,

还调查
、

总结 了大量
、

宝贵的 地 震

前兆现象
。

这些是
: 1

.

大震前的前震
; 2

.

大震前的地光
; 3

.

大震前的地声
; 4

.

大震前的地下

水变化 , 5
.

大震前的动物异常 , 6
.

大震前的气象异常
; 7

.

大震前的小孩动态
; 8

.

大震前伴随

的其它一些现象
。

之后
,

不少同志也对海原大震 的自然现象进行过考察
。

可 以说
,

地震前的

宏观前兆现象
,

就是从这次考察以后才基本明确的
。

目前我国很多书刊上引用的历史地震前

兆
、

宏观现象盖源于此
。

1 9 6 4年郭增建同志通过进一步研究总结
,

在地球物理学报发表了我

国地震前兆现象的首篇论文
“
地震发生前地下水位变化

” 。

通过考察海原地震总结出的上述

前兆现象
,

为 1 9 6 6年邢台地震后广泛开展预报工作提供了经验
,

特别是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

和所出现的前兆现象
,

更显示出它所具有的价值
。

海原大震过去六十年了
,

回顾海原大震以来我国地震科学的发展
,

联系海原大震在我国

地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

并由此展望未来
,

我们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一提
:

1
.

发挥西北地震工作之优势
,

形成具有我 国自己特色的地震科学
。

大西北是开展地震科

学研究工作的 良好场所
,

这里有本世纪以来最强烈的地震和显著的构造运动
,

地震活动独具

特征
。

多年来
,

广大地震工作者不畏艰苦
,

致力于西北地震事业
,

取得 了可喜的成果
,

为推

动地震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值得称颂的贡献
。

但是
,

我们所作的工作与如此丰富的研究课题相

比
,

还是不相称的
,

还有很多有研究价值的间题尚待研究认识
。

过去对海原大震虽然作了大

量工作
,

但仍是研究的初级阶段
。

海原大震发生在大陆内部
,

如何能积累起这样巨大的能量
,

它的能源从何而来
,

这正是世界地震学的难题
。

所以说
,

研究海原大震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

研

究这些大震
,

我们最具有优越性和权威性
,

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

2
.

加强地震观测和实验
,

从我国大地震的实际出发
,

创造新的理论
。

地震科学是一门观

测性很强的科学
。

一九六 O 年美国旧金山大震
,

正是从研究圣
·

安德列斯断层出发
,

实践与

理论相结合
,

创造出
“
弹性回跳

”
学说

。

在我国
,

不少同志都从实际出发
,

也提出了我国的

发震模式
。

而那些在人为假设前提下
,

进行计算所得到的一些不结合地球内部情况的东西
,

最终是不能解决间题的
。

3
.

地震科学已经发展到以突破地震预报为主要 目标的阶段
,

短临预报是具有头等意义的

课题
。

这就更要求我们搞好基础探测
,

进一步开展对历史大震的考察研究
。

台站 观 测 是 基

础
,

大震考察
、

历史地震资料的分析研究
,

同样也是基础
,

都是我们研究地震的源泉
。

回顾过去
,

展望未来
,

可以预料
,

在祖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

我国地震科学事业
,

必将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