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 1卷 第 2期
9 19 5年 6月

西北地震学报
NO R T HWE S E T R NS E S I MO LO G C I AL JO U R N AL

Vo
l

.

17
,

N o
.

2

J
u n

. ,
1 9 9 5

马不停磅
,

汗洒西北
’

— 纪念中国科学院西北地震考察队 30 年

张 杰 张 伶

( 国家地震局兰 州地震研究所
,

兰州 7 3 0 0 0 0)

1 前言

光阴似箭
,

30 年弹指一挥间
。

在那难忘的 1 9 6 5 年
,

西北边睡地 区三线建设正搞得热火

朝天
,

许多重要工程纷纷上马
,

国家急需提供有关地域的地震基本烈度预测意见以作 为抗震

设计的依据
。

在时间紧
、

任务重的情况下
,

中国科学院当即组建西北地震考察队完成上述艰

巨而光荣的任务
。

2 考察队建制

西北地震考察队是中国科学院组建的一个地震考察队
,

并 由地学部正式发了图章
。

这个

考察队主要由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
、

中国科

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和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以及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宁夏地震分

室组成
。

由于该队在西北地区执行任务
,

所以党的领导工作 由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党组负

责
。

考察队工作 由郭增 建同志全 面负责
,

副队长有
:

刘多械
、

王业昌
、

吴建民 (任党支部书

记 )
。

考察队领导小组成员
,

除上述正
、

负队长外
,

还有时振梁和周光同志
。

3 主要任务与成果

3
.

1 宁夏地 区地震考察研究

1 9 6 5 年 3 月中旬
,

考察队奉命对宁夏地区地震问题进行考察前准备工作
,

4 月初就赶赴

宁夏的黄河流经地区 (即银川平原和贺兰 山地区 )进行实地考察研究
。

具体考察区域范围
:

北

自石嘴山
,

南至中卫和靖远
,

西自巴音浩特
,

东至黄河以东地区
。

考察队争分夺秒
,

连续作战
,

对宁夏黄灌区的历史地震
、

地质构造
、

地 震频度等诸方面进

行了考察研究
,

经 3 个月的艰苦奋斗
,

顺利完成了主要考察研究任务 (剩余的地震烈度小区

划 问题来年继续完成 )
。

根据历史大震
、

地震地质
、

物探
、

频度等方面的考察研究结果和分析

意见
,

对宁夏诸建设地点提出以下初步烈度意见
:

(l )银川平 罗地 区 今后一
、

二百年内基本烈度可考虑 8 度
。

(2 )吴忠灵武地 区 基本烈度可定为 7度
。

本文根据原考察报告 (油印本 )并采访当时考察队负责人郭增建同志而写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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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青铜峡地区 基本烈度 为 7一 8度
。

(4) 中卫地区 基本烈度为 8度
。

5 ()石空地区 基本烈度为 8度
。

(6) 枣园 基本烈度为 8度
。

7) (汝箕沟
、

胡芦斯台和石炭井三地方 基本烈度为 7 度
。

( 8) 石嘴山地区 基本烈度暂定为 7一 8度
。

9 () 大武 口地区 基本烈度为 8度
。

工作期间
,

地震地质组还发现长城明显错动的现象
,

这是我国地学界首次发现的现代水

平运动指标
。

同时
,

历史地震考察组还发现 了银川小 志手抄本
,

这是我国地震预报史上关于

宏观前兆最系统最 明确的记载
。

另外
,

频度组把
“

地震越大
,

重复周期越长
”

的概念 用于烈度

评定
,

这也是国内较早考虑地震频度的实例
。

物探组除了对银川平原这一典型地堑进行 了深

部探测研究外
,

还对宁夏地区历史大地震的深部构造背景作了深入的探讨
。

考察队于 6 月底结束了在宁夏的阶段性工作
,

奉命返 回兰州
,

休整 10 天
,

又投入新的战

斗— 河西走廊酒钢地震烈度鉴定
。

3
.

2 酒泉地区地震考察研究

酒泉钢铁基地 (公司 )建设地区是我国重点建设地区之一
。

考察队 7 月初 出队
,

历时半

年
。

酒钢公司建设地区共分三处
.

即镜铁 山
、

嘉峪关和西沟
。

由于地点分散
,

跨越不同构造

带
,

所 以工作量很大
,

地震地质工作更是困难重重
。

在盛夏的戈壁滩上
,

干燥炎热
,

闷得人透

不过气来
,

但考察队 员们仍然 冒着酷署
,

汗流 i夹背
,

步履维艰地坚持野外作业
。

此 次考察采

取的是多学科联合作战的方法
。

工作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踏踏实实
,

各兵种战绩卓著
。

历史大地震考察组
:

除对已考察过的酒泉及其邻区的 1 9 3 2 年昌马地震
、

1 7 8 5 年惠回堡

地震
、

1 6 0 9 年红崖一清水堡地震及 180 年秋表氏地震的震中位置
、

震中烈度和波及情况作

补遗性考察外
,

重点是对酒钢公司厂区和西沟镜铁山矿区进行 了认真细致的考察研究并提

交 了
’ `

酒泉及其邻区地震宏观考察与研究报告
” 。

地震地质组
:

主要任务是考察和研究厂区和矿区地震发生的地质条件以及祁连山西部

各次历 史大震发生的地质背景
。

他们在前人大量工作的基础上
,

分析了区内地震和地质的特

征
,

选择重点地段进行了地质和地貌测量
,

着重考察研究了中新生代褶皱和断层的最新活动

情况
。

该组共完成地质和地貌剖面 66 条
,

全长 2 50 k m
。

为论证区内地震危险性与地质构造

的关系
,

还分别编制了百 万分之一的《酒泉地区大地构造略 图》
、

《酒泉地区新构造略 图 》和

《酒泉地区构造应力分析 图》
,

同时也按时提交了
“

酒泉地区地震地质考察报告
” 。

地震观测与分析处理组
:

主要通过弱震的观测研究来了解区内现代地震活动性
。

该组于

当年 6一 10 月间先后在酒泉地区建立了一组 (共 12 个 )区域地震台网以观测区内发生的小

地震
,

进而分析其活动规律
,

这就从微观上 为确定区内地震基本烈度提供了依据
。

该组深入

工作现场
.

在嘉峪关就地及时分析处理了观测数据并提交 了
“

酒泉地区地震观测的分析处理

与研究结果
”

的工作报告
。

地壳物理组
:

主要研究厂区和矿区以及有关地区地下深处的发震构造
。

该组先后到玉门

石油矿务局
、

地质部酒泉水文大队
、

甘肃物探大队等有关单位收集和查阅物探报告和综合研

究报告 27 份
,

复制和描绘图件 1 63 张
。

值得指 出的是
,

他们在野外首次开展了大地 电磁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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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

并揭示 了嘉峪关断层的深部状况
,

他们于年底提交了
“

用大地 电磁测深法研究嘉峪关

地区深部构造的某些结果
“

的专题报告
。

震源物理组
:

主要探讨和研 究区内发生地震的可能性
、

地震时极震区原生断裂和变形对

建筑物的影响以及未来地震的最大强度
。

该组根据国内大量实际资料和参考国内外许多学

者的工作成果
,

进一步讨论了震级与地表断层长度之间的关系并用于构造分段来求震级
,

另

外
,

还讨论了构造运动速度与岩石耐剪强度之间的关系
,

构造运动速度与震源体积之间的关

系
,

同时也对 比研究了计算地震能量的经验公式与理论公式
,

按时提交了
“

地震时极震 区所

产生的断裂和变形
” 、 “

用发震构造显示的构造规模来估计地震的最大强度
”
和

“

由构造运动

的速度梯度与地震强度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嘉峪关地区的地震危险性
” 3 份专题研究报告

。

场地烈度划分组
:

在基本烈度的基础上
,

采用人工地震法为镜铁山地区更详细地划分了

小区域烈度
,

并提交 了
“

嘉峪关镜铁山矿区场地烈度意见书
” 。

考察队结束野外工作后
,

全 队集中于兰州认真进行 了学术论证和综合分析研究
,

如期提

交了《酒钢建设地区 (含嘉峪关
、

西沟
、

镜铁 山 )地震烈度意见书 》
。

具体意见如下
:

( l) 嘉峪关厂区 地震基本烈度定为 7 度比较合适
。

但鉴于该区嘉峪关断层仍有新的构

造活动
,

为了确保工程的安全
,

建议厂区主要建筑物和横跨断层的管道宜加强抗震措施
。

(2 )西沟地区 地震基本烈度定为 8 度
。

(3 )镜铁山矿区 基本烈度为 7度强
。

.3 3 天水 。 62 工程基本烈度考察

天水 06 2 工程区 (即李子园地 区 )地震基本烈度考察任务是应七机部三线建设的要求
,

通过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于 1 9 6 5 年 9 月下达的
。

由于任务紧迫
,

在酒泉地 区尚未完成考

察任务 的情况下
,

抽调部分人马迅速组队于当月下旬赶赴工程地 区进行考察研究
。

考察队先后以李子园麻沿河
、

罗家堡及天水地区为中心开展了考察工作
。

在短短的一个

月时间 内
,

共调查居 民点 8 。 多个
,

完成约 l
,

8 00 k m
“

的野外地质考察
,

10 月下旬结束调查

工作
,

n 月份在兰州进行 了室内分析研究
,

经过深入细致的讨论
,

提交 了《天水地震地质考

察 队工作报告 》
,

并以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 ( 6 5) 科兰球字第 28 0 号文将
“

天水任

务地区地震基本烈度意见
”

报中国科学院
、

地学部并国家科委七局
。

具体意见是
:

天水 06 2 工程地 区的地震基本烈度初步作 8一 9 度考虑是合理的
,

并建议在建厂时
,

重

要厂房按 9 度考虑
,

而一般厂房则可按 8 度考虑
。

鉴于本地区覆盖层较薄
,

因此最好将重要

厂房建在基岩或地基条件较好 的基础上
。

(由于天水地 区历史大地震频繁而又强烈
,

地质构

造颇为复杂
,

而当时考察要求紧迫
,

时间短
,

人力也不足
,

考察队为确保工程既要安全又要节

省国家资金
,

决定于 1 9 6 6 年初对该区再次进行大型考察
。

全队考察工作于来年 5 月底结束
,

并提交了《天水李子园地区地震烈度意见书 》
,

认为该区在近一至二百年 内的地震基本烈度

为 7 度
。

)

.3 4 新疆博格多山地震考察

1 9 6 5 年 n 月 13 日北京时间 1 2 时 35 分 53 秒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博格多山区发生了一

次强烈地震 ( M ~ 6
.

6 )
。

地震发生后
,

对酒钢任务刚刚总结完的考察队奉命立即赶往地震现

场投入新的战斗
。

当时
.

正处严冬季节的地震区
,

气温很低
,

十分寒冷
,

到处都是冰天雪地
。

但考察队员们

个个精神抖擞
,

情绪高涨
,

争分夺秒地奔波在大街小巷和山区村庄进行认真调查走访
。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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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以宏观地 震调查为主
,

在 3 周时间内
,

调查了乌鲁木齐市天 山分区
、

莎依 巴克 区
、

新区 (乌

市西北铁路工程局基地 )和其它受地震波及地 区的房屋建筑类型
、

土质条件
、

地下水位以及

地震引起的人员伤亡
、

建筑破坏
、

地表裂缝等情况
。

调查区域面积在 1
,

0 00 k m
Z

以上
,

走访居

民点 6 0 多处
,

并绘制 了等震线图
。

另外还根据这次地震震源深度相对较深以及中国历史上

6
.

6 级地震后很少有更大地震再次发生的统计事实
,

最后向自治 区汇报时认为该地震后面

不会再有强烈地震发生
。

这是我国首次回答地震趋势问题的实例
。

同时
,

考察队对乌市这样

一座人 口稠密的大城市发生强烈地震后造成的建筑物破坏进行了验证性考究
,

即检验了一

下城市建筑对建国以来出台的抗震规范功能的适应程度
。

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
。

为了便于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作参考
,

考察队将现场调查得到的原始资料分别按行政

区和烈度区整理出来
。

4 结语

在祖国伟大的三线建设时期
,

中国科学院西北地震考察队的确是一支思想作风过硬
,

工

作认真负责
,

踏踏实实
,

竞竞业业
,

不怕苦不怕累而又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

他们在这不平凡的

1 9 6 5 年
,

尽管没有机会安安稳稳在大城市里好好休息一下
,

但始终都精神饱满
,

毫无怨言
。

由于任务重
,

时间紧
,

几乎是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
,

有时甚至同时开辟两个战场
。

一年之 内

连续为大西北地 区完成 4 项大型野外考察任务
,

这在地学考察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

而且他

们当时所提出的烈度意见至今还没有被大自然的表现所推翻
。

中国科学院西北地震考察队战斗的 19 6 5 年虽然 已时过 30 年了
,

但他们优 良的思想作

风
,

顽强的拼搏精神
,

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卓越的工作成就都值得我们当今地震战线上每一位

同志很好学习并继续发扬光大
。

愿将来会涌现 出更多个这样的战斗集体
,

为早 日攻克地震预

报难关做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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