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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以此文纪念１９５８年中国政府进行的首次地

震预报探索的考察６０周年,纪念在这次考察中首次

发现的著名的海原大断裂６０周年.

１９５６年(地震预报列入国家科学技术远景规划)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行地震工作的新起点是

在１９５２年.这个时期地震科学最大的进步是完成

了中国第一代地震烈度区划工作,为了完成这个工

作,对中国历史资料中地震部分进行了整理汇编,这
为早期的地震预报研究者打下很好的历史地震资料

的基础,对从宏观角度研究认知地震预报有了实例

与震例的经验.
而１９５６年的时间节点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即在

国务院制订的«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

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第３３项中:中国地震活动性

及其灾害防御的研究一节,提到:还需要开展地震规

律和地震预告方法的研究.这标志着地震预报首次

纳入中国的国家远景科学规划中.

１９５８年(中国首次进行地震预报探索的考察)

把这个远景规划付诸现实行动,以政府规模行

动进行地震预报研究的,则是从１９５８年首次进行的

国家地震预报考察为始的.

１９５８年是大跃进之年,同年８月,中科院地球

物理研究所地震研究室郭增建等人的“大跃进”思想

是提出要搞地震预报.这个要求得到了组织的认

可,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研究室遂筹备并开

展了这项地震科学考察工作,派出了由郭增建、蒋明

先、刘成吉、赵荣国、安昌强和王贵华等６人组成的

“地震预报考察队”又称“民间取经队”,到１９２０年发

生过８．５级大震的地方去考察,名义是向民间取地

震预报之经,实际是考察震前的宏观前兆现象.
这是继翁文灏等人之后,又一次对海原地震的

考察,但是与前人不同的是,这次为我国首次研究地

震预报背景下的考察,重点是１９２０年发生过８．５级

大震的西吉、海原和固原(简称西海固)地区地震前

兆的调查.调查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民间访问地震宏

观前兆、查阅县志等,调查内容为海原大地震前出现

的各种宏观前兆现象.
这支考察队翻山越岭、跨沟渡河,历时一个多

月,取得了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１９５８年考察后,
考察队６人在兰州观象台进行总结.郭增建执笔撰



写了考察报告«１９２０年甘肃大地震»,在总结报告中

概之为:①前震;②地震前地下水的变化;③地震前

的声音;④地震前的发光现象;⑤大震前动物的异常

现象;⑥地震前小孩的动态;⑦地震前的天气;⑧大

地震伴随的一些其他现象.我国民间所知道的宏观

前兆,在这次地震考察后基本上已经明确了.
«当代中国的地震事业»①一书对这次考察的评

价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组织了地震预报

考察队,赴西北近期发生过大地震的地区进行考察,
着重调查前兆现象.通过对１９２０年海原地震、１９５４
年山丹地震以及贺兰山地区地震的调查,分析研究

了大地震的地震活动、震中迁移、前震活动等,搜集

了有关地声、地光、地下水位的变化、动物异常以及

气象异常等多种宏观前兆现象.此次撰写的大地震

考察报告,成为中国地震预报的早期文献.”
而在文献[１]中,针对这次考察是这样评价的

“１９５８年９月中国科学院地震预报考察队赴西北地

震现场调查地震前兆现象,调查中虽然发现了一些

震前出现的宏观现象,但是很难肯定它们就是地震

前兆,即使是前兆,怎样在震前观测到也存在着很多

困难,此次地震预报考察是探索短期预报的第一次

重要的科学实践,其总结的前兆现象不仅在当时,而
且对以后地震预报工作也有重要科学价值”.

这次考察的科学价值是基本上建立了地震预报

的宏现前兆系列.也是从中国发生过地震的地方考

察地震宏观的前兆特点.而形成的考察报告也是傅

承义、郭增建等人在１９６６年前撰写稀有的地震预报

论文时,起了重要的实际考察资料的参考.如傅承

义有关地震预告的论文[２],及１９６４年郭增建根据

１９５８年地震预报考察时所收集的有关资料,发表了

我国第一篇用地下水预报地震的论文[３].
另外它在１９６６年中国政府启动地震预报研究

工作后,对寻找地震预报方法起了有效的引导作用.

１９５８年(海原地震破裂带的首次发现)

对１９２０年海原地震的首次考察是由翁文灏等

人于１９２１年４月进行的,但这次科学考察,重点是

在灾情调查方面.与此同时,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

JW霍尔(jWHall)、U克劳斯(UCloＧ
rmik)、E麦克考尔密克(EMcormik)等也曾到

震区调查,但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这次考察翁文灏

等人虽然在地震地质方面提出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

见解,但是没有发现著名的海原大断裂带.

海原８．５级地震破裂带首次发现是在１９５８年

的这次考察,当时考察队重点调查的是西海固地区,
从固原走到海原进行地震前兆调查时,郭增建和王

贵美在这里发现了１９２０年海原地震地裂缝带.这

是一条由李俊堡南至干盐池的地震断裂带.这一断

裂带穿山越谷,不受任何地形影响,按一定的方向延

伸,其整体走向约为北西向,长约１００km.另外他

们首次发现了干盐池湖泊在地震时向北迁移的这一

巨大地壳形变现象[４].

图１　１９５８年拍摄于宁夏海原县,郭增建时任

考察队的负责人(右二)

当海原大断裂带被发现后,海原大地震和海原

活动断裂带引起了中外科学家的极大兴趣.由于地

处西北特殊植被地区,大地震造成的断裂、滑塌、地
裂缝、鼓包凹陷等地表形变遗迹,历经几十年沧桑仍

保留完好.全球地震学家共同认为海原大断裂是一

部活的地震活断层研究的教科书,是地震遗迹博物

馆,先后有日本、美国、原苏联、加拿大、泰国等多国

专家来到这里从事地震考察和观摩.

１９７８年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

年１０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宣告了科学春天的到

来,针对海原大地震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首先的一个行动是在１９７９年,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

局研究所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队在银川召开了

“１９２０年海原地震学术讨论会”,对这次地震的有关

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５].更重要的是针对先前国家

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等地震部门到震区考察结

果,编写出版了专著«１９２０年海原大地震»一书[４].
这是对海原大地震研究的首部专著,全书在郭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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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下完成.
大量有关海原地震的研究文献在各类刊物上发

表.«西北地震学报»(１９７９年创刊)也在１９８０年立

即发表了«纪念海原大震６０周年»一文,在文中提到

“发挥西北地震工作的优势,形成具有我国自己特色

的地震科学,大西北开展地震科学研究的良好场

所”.而海原大地震作为西北地震科学家研究的重

要科学战场,占有地域优势的西北学者在«西北地震

学报»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论文[６Ｇ３６].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海原活动断裂带项目的研

究列入国家地质所和宁夏地震局的研究专项.专家

历时４年,在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由邓起

东院士作为指导人完成并出版了«海原活动断裂带»
专著[３７].该书是国家地震局组织的中国活断层研

究专辑之一,是对海原活动断裂带研究工作的一个

全面的总结.而在其他期刊,有关海原地震的研究

文献也大量出现[３８Ｇ６３].

１９２０年海原大地震成为中国地震科学的两个

起点,第一个起点是翁文灏等人在１９２１的考察开创

了地震以现代科学考察的先驱,第二个起点是１９５８
年以郭增建等人率领的考察队在这里开始了中国地

震预报的探索,海原成为中国地震预报的发祥地.

１９０６年美国旧金山大震后,研究者从圣安德列

斯断层出发,创建了“弹性回跳”学说.而海原大地

震发生在大陆内部,如何能积累这样巨大的能量?
它的能源从何而来? 这是世界地震学的难题,而造

成巨大地震灾害的正是８级地震,中国是一个板内

８级大地震多发的区域,因而可以这样设想,由于地

震是一个观测和理论相结合的经验推演的学科,针
对特大地震的成因的探明及达到预报的突破,将来

很可能是在中国首先实现的.
我国地震预报的历程以１９５８年海原地震考察

为起点,距今已经整６０年了.虽然地震预报至今

依然是未解的世界性难题,但是对于１９２１年首次

海原地震考察以及６０年前的１９２０年海原８．５级

地震考察为我国地震事业里程碑的起点的纪念,不
仅是我们得到了科学的财富,更重要是我们得到了

精神的 财 富,它 鼓 励 着 我 们 面 对 这 世 界 性 的 难

题———地震预报,孜孜不倦地一代又一代地努力探

索下去.
最后,谨以此文纪念对海原大地震研究作出卓

越贡献的两名地震学家,他俩都是本刊学术指导委

员会的委员:

郭增建(１９３１—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国进行

地震预报的探索是从他率队进行的海原地震考察开

始的,在这次考察中他首次发现了著名的海原大断

裂,并指导出版了第一本海原大地震的专著«１９２０
年海原大地震»(１９８０).

邓起东(１９３８—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最早完整

系统地研究了海原活动断裂带全部的活动属性,代
表论著是«海原活动断裂带»(１９９０).

两位地震学家一生情系海原大地震,在其最后

生命的倒计时,都心系海原大地震和地震事业[６４Ｇ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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