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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古浪大震六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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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2 7年 5 月 23 日发生的古浪 8 级大震距今已有 60 年了
。

这是继 1 9 2 0年海原 8
.

5级 大震之

后在甘肃发生的又一次震惊世界的 8级大震
。

这次地震与海原大地震仅相隔 6年半的时间
,

两个地震的极震区仅相距 10 0余公里
,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

在这么短的距离上连续发生 两 次

特大地震
,

这在我国地震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

这次地震后无任何专业性的考察
,

仅在当时报纸上
,

非专业刊物

上和当地县志上有一点记载
,

直到解放后才对这次大地震进行了一些考察
。

1 9 5 2一 1 9 5 3年
,

水利单位为修建黄羊峡水库对古浪大震进行了第一次考察
。

1 9 5 4年周光
、

刘秉俊二同志在考

察了山丹 7
.

3级地震后曾赴震区进行了短暂的考察
。

通过这些考察
,

发现了呈北 70
“

西 方 向

展布于黄羊河
、

杂木河间的古浪大震地震断裂带
,

断裂带长约 15 公里
。

1 9 7 4年原兰州地震大

队地震地质队张生源等再次深入震区进行了考察
,

1 9 7 8一 1 9 7 9年原兰州地震大队中长期预报

队滕瑞增
、

吕田保
、

贾运鸿等对古浪大震进行了详细考察
,

业有许多新的发现
。

1 9 8 5年刘百

旎
、

周俊喜等对古浪大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室内分析和部分野外研究工作
,

对于地震断层的

认识有了较大进展
。

1 9 7 9年秦保燕在 《 一九二 O年海原大地震 》 一书的附录中对古浪大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

介绍
,

指出这次地震前震源区曾有 2 62 年的地震活动平静时间
,

震前的前震活动比较 发 育
,

在前震中最明显 的是发生在大震前约 50 分钟的一次 5
.

5级地震
。

古浪大震前气 象 反常
,

河西

地区有刮大黑风的现象
,

另外还发现有动物异常现象
,

震前几秒钟听到地声
。

地震前 1一 2

个月
,

在通往古浪大震震中区的两条地质构造带上皆有中强地震发生
,

其中 1 92 7年 3 月 16 日

哈拉湖 6 级地震发生于北西西向祁连山构造带西端
, 1 9 2 7年 4月永靖地震发生在北北西向古

浪河断裂带的东南端
。

这两次地震如果沿各自所在的构造线迁移
,

便会交汇在古浪附近
。

古

浪大震后的余震也沿着这两条构造线迁移
。

关于此次地震的外因触发条件
, 1 9 7 6年郭增建等

研究认为主要是地磁
, 1 9 2 7年正是地磁活动的高潮年份

。

以上这些考察与研究结果为以后的地震预报研究和地震成因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

回顾古浪大震也使我们得到一些启示
:

1
.

古浪大震时
,

甘肃古浪
、

武威一带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
,

这次大地震给震 区人民带来

了巨大灾难
,

回顾古浪大震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实现地震预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

在今天
,

实

现地震预报更是关系到保卫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

保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事
,

是一项严

肃而艰巨的任务
。

2
.

由于时隔已久
,

加之当时无任何专业性考察以及人们对地震前兆毫无认识
,

因此关于古

浪大震的前兆异常记载极少
,

但经调查和访向仍发现了震前的一些异常现象
。

古浪大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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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期 杨嘉文
:
纪念兰州地球物理观象台建台三十周年

少

声

士

测配有我国最新的P Z一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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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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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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