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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好 《 甘肃省志
·

地震志 》 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

慈

喻

补

新中国的诞生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新的里程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我国政治
、

经

济形势稳定
,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

因之
“
盛世修志

”
的事

就提到日程
。

编好新方志是一项有益当代
,

慧及子孙
,

造福人民的千秋大业
,

是时代赋予我

们的光荣责任
。

1
.

发扬祖国文化遗产
,

充实专业志的科学内容

中华民族 源远 流长
,

历 史 悠久
。

在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中
,

珍藏着丰富的文化遗

产
。

查阅历史文献
,

有关地震事件的记载史不绝书
,

屡见不鲜
,

大约在公元前 1 8 3 1年就有了

文字记载
,

至今已有近四千年的历史
。

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无以伦比的
。

我国东汉时期张衡

发明的
“
侯风地动仪

”
更是久负盛名

,

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

《 隆德县志 》
、

《 银川小志 》

等多种历史资料中对地震前地下水
、

气象
、

地声
、

地光
、

动物异常等各种地震前兆现象进行

了精辟的总结
,

这在科学技术落后的古代
,

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

但是也要看到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的局限
,

对地震这种自然现象的认识受到时代的束缚
,

人民抵

御能力很低
,

在巨大的地震灾害面前束手无策
,

从而归宿于天命
,

加以唯心的解说 , 而封建

统治阶级则利用地震现象大力宣染迷信
,

麻痹人民斗志
,

从而达到维护其封建统治的目的
。

所以在编修新方志时
,

要用新的观点
、

新的方法
、

新的材料对历史资料进行剖析
,

要继承和

发扬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

取其精华
,

剔去槽粕
,

充实地震志的科学内容
。

我 国古人对地震的记载散见于各类史书
、

碑文
、

家谱
、

邸报杂志之中
,

新中国成立 以后
,

为

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和地震科学研究 的需要
,

曾分别于 1 9 5 5年和 1 9 7 8 年 进 行 过

两次大规模的地 震 历 史 资 料 的 收 录汇编工作
,

并分别出版 《 中国地震资料年表 》 和 《 中

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 》 ,

可以说对我国历史地震少有遗漏
。

但是近年来随着全国性新编地方

志高潮的兴起
,

又发掘出一批新的地震资料
,

所以在编纂地震志时要注意拾遗补缺的工作
,

只有这样才能编纂出一部完整的
、

系统的
、

具有科学内容的专业志
。

2
.

地震志要客观地反映地震科学事业的发展

地震研究成为一门科学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
。

虽然我国有着悠久的
、

丰富的地成史料
,

但在 旧中国
,

地震科学十分落后
,

直到解放前夕
,

我国仅有一个地震台
,

三名 地 震 专 业人

员
,

建国后人民政府对科学技术工作十分重视
,

地震事业迅速发展
,

特别是 1 9 6 6年河北邢台

发生 6
.

8级和 7
.

2级地震 以后
,

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地震高潮期
,

接踵而来的地震给人民生命

财产带来极大的损失
,

造成严重社会的问题
,

党中央
,

周总理对地震事业十分关怀
,

地震事

业大大发展
,

地震专业队伍迅速壮大
,

专群结合
、

土洋结合进行地震预报
。

云南龙陵地展和

辽宁海城地 震的 成功 预报大 大提高了我国在世界上的科学威望
,

但地震预报的难度毕竞很

高
,

多次漏报
、

错报地震曾一度在社会上引起了
“
地震荒

” ,

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生活和生产

活动的正常进行
。

特别是唐山地震的漏报
,
给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巨大的

损失
,

成为我国地震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惨痛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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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地震专业志
,
要贯通近 四千年地震发展历史

,

但是我国地震事业的大发展也只有三

十余年的历史
。

短短的三十余年
,

我国地震科学从无到有
,
从小变大

,
发展到今天全国各地

有了地震专业机构
,

科技人员发展到上万名
,

我国地震科学水平达到世界领先地位
,

可 以说

是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但这三十余年我国地震工作的兴衰起伏
,

地震预报的成功失误
,

抗

震救灾的经验教训
,
地震造成的社会效应

,

凡此种种
,

都经历了一段复杂的过程
,

作为地震专

业志 本着
“
详今略古” 的原则

, “
存真求实

”
地把这段历史真实记录下来

,

将有益于总结

经验吸取教训
,
为后人继往开来作为借鉴

。

3
.

体现地区特点
,

编好甘肃省地震志

甘肃省地震志是甘肃省地方志的组成部分
,

所以编修甘肃省地震志
,

既要体现专业的特

点
,

又要反映地方特色
。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
,

但地震的分布在我国各地有着极大的差异
,

甘肃省地处南北地震带的中北段
,
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

,

地质构造复杂
,

地震活动频繁
,
是

我国主要强震活动区之一
。

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破坏性大地震
,
如

: 1 6 5 4年天水 8级大震
、

1 9 2。年海原 8
.

5级大震
、

1 9 2 7年古浪 8 级大震
,
曾给甘肃人民带来极为惨痛的灾难

,
甘 肃也

是我国开展地震工作最早的地区之一
。

1 9 5 4年山丹发生 7 去级大震
,
这是我国解放以后在人

口比较集中的城市发生的第一个大地震
,

从而引起中央政府重视
,

组 织了 大批 的科 学工作

者进行考察
。

山丹地震时值我国第一个五年经济规划计划时期
,

兰州地区作为我国规划中的

石油化工
、

机械制造
、

有色金属基地
,

在国家颁布的 1 56 项重点工程项目中
,
有兰州炼油厂

、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
、

兰州石油机器厂
、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等众多 的重点项目在本区投资兴

建
,

为适应重点工程项 目建设的抗震要求
,

配合编制我国第一代烈度 区划图
,

监 测 地 震活

动
,

于 1 9 5 4年在兰州等地设置了我国解放后第一批地震台
,

从此甘肃地区的地震工作开展了

起来
。

1 9 5 8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所成立
,

这是全国最早的三个地震专业机构之一
,

曾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承担着西北广大地区的地震监测和科研工作
,
直到 1 97 ()年全国各地建立

地震专业机构
,

兰州地震大队成立
,

以后改名为甘肃省地震局
。

至今
,

甘肃省的地震事业经历

了一段复杂的演化过程
,

六十年代后期我国进入地震活动高潮期
,

在我国的西南
、

华北发生

了一连串的大地震
,

但是甘肃地区地震活动十分平静
,

显示了地震活动的地区特色
。

现在甘

肃地区的地震又有开始活动的趋势
,

启示人们予以关注
,

加强地震观测
、

探侧地震预报
,

提高

科研水平是我省地震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

地方志丰富的地震资料的记载
,

为我们提供了探索

本省区地震活动规律的依据
。

甘肃省位于我国的腹地
,

有着宏伟的开发远景
。

建国后我省的地震 科 技 工 作者
,

曾为
“
三线

”
工程的内迁和国防工程

、

水利工程
、

交通干线的建设
,

进行了大量的地震烈度鉴定

工作
,

对甘肃省区的农村民房进行了详细的抗震结构考察
,

并提出了房屋抗震加固措施
,

在

科学研究方面
,

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

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促进甘肃经济的发展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
。

总结经验救训
,

真实地反映历史
,

编好甘肃省地震志
,

为我 国 四 化 建设服

务
。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刘庆民 刘多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