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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论拱坳构造及其与地震的关系—
-

粤
以鄂西江汉地区为例

任 镇 寰
( 广东省地震局 )

李 安 然

( 国家地震局地震研 究所 )

摘 要

本文提出 了一个大陆新构造基本类型一拱 坳构造
。

时它的 构 造 特 征
、

性

质
、

应力作用状况 以 及与地震活动 的关 系进行 了初步论述
。
以 郑西江 汉地区发

育的拱坳构造为典型作 了较详细的%ll 析
。

白

之

引 言

地震活动的时空分布和其强弱程度是与一定的地质构造运动特征相一致的
。

因之人们才

提出用地质学的成就去研究地震预报问题
,

从而为国民经济服务
。

本文在研究了鄂西江汉地

区的地质构造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构造运动的类型一拱坳运动
,

来阐明这个地区的地震

活动特征
。

这种拱坳运动可能在国内其他地区也存在
。

因之
,

讨论其与地震活动的关系可能

有一定的代表性
。

公

二
、

拱坳构造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拱坳构造是在拱坳运动作用下
,

地壳作宽缓的拱隆或坳陷变形的一种构造 ( 图 1 )
。

它

的空间展布范围比较广阔
,

其纵横跨越地域常在百公里乃至数百公里 以上
。

它可划分为二种

主要构造形态类型
:
拱隆和坳陷

。

所谓拱隆
,

就是宽缓的背斜状构造
。

它有一定的轴向 ( 有

时轴向不太清楚 )
,

地形 ( 构造 ) 面 以轴为中心
,

向两翼和缓地倾斜
,

坡折很小
。

若地形面

上有沉积物
,

也相应地发生倾斜
。

代表倾斜面的地面主要是夷平面和阶地面
。

根据通常研究

夷平面
、

阶地面的方法
,

即可确定拱隆变形的时代
、

速度和幅度
。

所谓坳陷
,

是沉陷的宽缓的向斜状构造
。

同样
,

它也有一定的轴向 ( 有时轴向也不大清

楚 )
,

自轴向两翼
,

其沉陷是大体连续的
、

和缓的
。

它常与拱隆构造相连而作为统一构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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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

力场作用下的负向构造单元存在
。

根据沉积物的地层时代和厚度便可确定坳陷变形的时代和

幅度
。

拱隆和坳陷在形态分布上可 以相连
。

在拱坳构造中
,

也时有活动断裂构造存在
,

主要分布在它们的轴部 ( 顶部或底部 ) 或翼

部转折过渡部位
。

在某些构造条件下 ( 如上述部位原来老断裂比较多 )
,

甚至活动断裂还比

较发育
。

但是
,

这些活动断裂一般不是深大断裂
。

即使原来是
,

在新构造期中
,

活动深度也

比较浅
,

规模
、

范围大大缩小
。

根据构造

力学分析
,

拱坳构造在以垂直升降构造应

力为主要动力
,

同时伴以一定的水平挤压

应力作用下
,

在拱隆顶部和坳陷底部主要

受引张力的作用
,
发生张性正断层 , 在翼

部转折部位
,

则主要受张剪应力的作用
,

产生张剪性正断兼剪切平移断层
。

显然
,

这些引张
、

张剪应力是在拱坳运动 中导生

出来的次一级局部的构造应力 ( 图 1 )
。

同时
,

由于地壳是在广大领域的变形
,

因

重力作用
,

主要应力消耗于地壳垂直升降

中 l ) 2 )
,

部分能量要用于拱坳弯曲变形
,

而在断裂带大量集中
、

积聚的可能性 ( 条

件 ) 较少
。

所以
,

这就决定断裂活动强度
、

图 1 拱 坳构造应 力作用方式和破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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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是有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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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拱坳构造实例一鄂西拱隆与江汉坳陷构造分析

必

鄂西高原与江汉平原是拱隆与拗陷相连
,

拱拗构造形迹表现 比较清楚的地区
。

鄂西高原的老构造是以各种各样的褶皱构造非常发育为特色的
。

但是
,

进入新构造期以

后
,

都卷入拱坳构造的行列了
,

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较典型的拱隆构造
。

据谢 家 荣 〔 8 〕
、

巴尔

搏〔 4 〕 。

沈玉昌〔 5 〕、

扬怀仁〔 6 〕 、

叶汇〔 7 〕 、

李坪〔 8 〕以及作者〔 9 〕 8 ) 等的研究
,

鄂西 高 原上

主要发育鄂西期 ( 晚第三纪初 ? ) 15 0 0米左右
,

山原期 ( 上新世末或第四纪初 ) 1 0 0 0米左右

二期夷平面
。

这两期夷平面都 以三峡段为中心
,

向东西两侧和缓的倾斜
,

组成宽缓的背斜状

构造形态
。

如山原期夷平面在三峡段为 10 0’0 米
,

向西极平缓下降
,

至重庆 降 为 50 。一 6 00 米

( 重庆歌乐 山背斜脊顶的夷平面 )
。

向东倾伏稍快一些
,
降至宜昌以 东 依 次 为 7 00 米 ( 南

沱 )
、

6 0,0 米 (平善坝 )凡 5 0D米 ( 南津关 ) 以至 2 00 米 (宜昌 )
。

横切高原的长江河谷两岸的阶地形变规律更清楚地显示出这一构造形态特征
。

在宜昌至

万县间三峡河谷段发育着 10级阶地
,

它们的分布均是连续的
,

没有发现显著的差 异错 断 变

形
。

在奉节
、

巫 山一带相对高度最大
,

往东往西均逐渐降低
,

清晰地呈一宽缓的拱形背斜状

1 ) 李四光
,

接见 “ 三西” 地震队代表 的讲话
,

19 7 0
.

2 ) 李四光
,

关于地震地质 工作的几点意见 , 1 9 7 0
.

3 ) 鄂西
、

豫西
、

湘西 地震区 划协作队 ( 以下 简称三酉队 )
,

湘西
、

邵西 , 豫 酉地屏区划和丹江
, 三峡地区 断裂研究

,J’ 结 , 1 9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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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
。

但还是东边倾伏稍快一些
,

说明东部变形稍大于西部
,

是一个不很对称 的拱 形 背斜

( 图 2 )
。

如第一级阶地在宜 昌为 10 米
,

向西至巫山
、

奉节升至印米
,

再往西则下降
,

至万

县为 35 米左右
,

到重庆则只有 2 0余米了
。

第二级阶地在宜 昌为 15 一20 米
,

至奉节升为 70 一80

米
,

往西至重庆降为 4合一 50 米
。

第五级阶地在宜昌为 1 00 米左右
,

在奉节最高
,

达 1 36 米
,

至

重庆降至 10 0米左右
。

其余各级阶地高程分布详见图 2
。

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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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江三峡阶地位相及江汉平原第四纪坳陷底部

地形剖面 图 ( 横切拱坳构造 )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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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平原是一个较好的坳陷构造
。

它从白蟹纪开始就是一个负向构造单元了
。

但第四纪

前
,

它的沉积范围
、

厚度都远远超过第四纪 ( 其间也有过沉积间断 )
,

构造线也不同于第四

纪 ,
主要为北西向或近东西向 1 ) “ ) 3 )

,

也以褶皱构造为主
。

所以把它与第四纪的 构 造划

分开来
,

视为老构造的一部分
,

而只把第四纪的坳陷构造视为新构造
。

第四纪坳陷中心在通海口一带
,
最厚沉积为 2 10 米左右

,
往东往西渐次变薄

,

沉 积 等厚

线大体为北东向
。

从地貌上来看
,

平原西部山原期夷平面由宜昌相对高度 2 00 米
,

往 东 至土

门娅
、

雅雀岭一带 l 20’ 米
,

至沙市已倾伏于平原之下
。

阶地分布方面
,

宜昌附近的中更 新 世

高阶地在玛璃河下游经董市
、

松滋至江 口 一线以东虽然突然消失
,

可能在中更新世末有过一

次断褶 ( 幅度不大 )
,

但由晚更新世沉积物组成的第一
、

二级阶地的低阶地却是连续的
,

一

直至江 口才倾没于平原之下
。

到了平原东侧
,

地貌形态与其西侧相对应
,

在 城 陵 矶
、

黄 盖

湖
、

汉川 一带
,

山原期夷平面第一
、

二级阶地又重新出露于平原之上
,

由埋藏 状 态 逐 渐升

高
,

整个平原组成一个较好的宽缓的向斜状坳陷 ( 图 2 )
。

如前所述
,

拱坳构造中时有断裂发育
,

鄂西拱隆与江汉坳陷也不例外
。

业且
,

它的活动

断裂的分布
、

力学性质和特征与前面 的理论分析大体相符
。

它主要分布在构造的顶部
、

底部

和翼部的转折部位 ( 图 3 )
。

鄂西拱隆顶部的活动断裂主要有仙女山断裂
、

黔 江 一 恩 施断

裂
、

咸丰断裂
,

此外
,

还有新华断裂
、

九湾溪断裂等
。

江汉坳陷底部的断裂主要有通海 口断

公

1 ) 地质部第四物探大队
,

江汉平原 1 9 5 9一 1 9 6 6年上半年地履工作成果 报告
,

19 6 6
.

2 ) 地质部第五普查勘探大队综合研究 队构造组
,

邵中坳 陷构造特征初步报告
,

1 9 6 4

8 ) 地质部第五普查勘探大队综合研究队构造组
, 江潜 凹陷构造特征

,
19 6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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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裂
,

此外还有潜江断裂
一

、

河阳断裂等 1 )
。

鄂西拱隆与江汉坳陷过渡转折部位有远 安 断裂
,

江汉坳陷东翼过渡转折部位有洪湖断裂
。

这些断裂规模一般均不大
,

切割深度比较浅
,

沿断

裂带缺乏大量深部岩浆物质分布
,

与区域性的布格重力异常梯度带在方向上亦不一致
,

只是

部分断裂在航磁上可显示出次一级的磁场线形变化带 “ )
。

可见它们具有地壳浅层 断 裂的一

般特点
。

象远安断裂这样一条处子拱坳边缘部位的重要构造
,

尽管表现出一定的活动性
,

但

对现代地壳运动控制作用却很不显著
,

尤其在南段
,

其西侧的黄陵背斜隆起不受其限制
,

不断

向东扩大〔 1。〕 ,

服从拱隆发展的规律
。

这就是断裂切割不深的一个明显例子
。

在新 构 造期
,

这些断裂断距也比较小
,

以至阶地
、

夷平面
、

第四纪沉积物均没有因它们的存在而发生显著

的断裂变形
。

作为衡量断裂活动深度重要标志的震源深度也浅
,

一般只在 10 公里范围内
。

哪 西江 汉 地 区 活动 构造 .
.

, O 叨 60 翻O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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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郑 西
、

江 汉地 区活动构造 图

1
.

鄂西拱隆
,
亚江汉坳 陷

,
1

.

鄂西期夷平面 2
.

山原期夷平面 3
,

第 四系等厚线 ( 虚线为推测部分
,

数字 表 示 第四

系厚度
,

小黑点表示钻孔位置 ) 4
.

第四 纪活动断裂 5
.

第四纪无显著 活动 的断裂 6
.

坳 陷边界线 7
.

玄武 岩 8
.

温泉

9
.

地屡 M s = 6 一 5
.

5 1 0
.

地灌 M s 二 3 一 4
.

9级 1 1
.

地震 M s 二 2 一 2
.

9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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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断裂构造力学性质方面
,

上述断裂有一个共同特点
,

即在新构造期基本上都表现为

张性或张剪性
。

其地质标志很清楚
,

主要表现在结构组合形式上为地堑地垒式
,

反映出以拉

伸作用为主的张性应力环境
。

仙女山断裂
、

远安断裂及其东侧的荆门断裂
、

钟祥断裂等的地

堑地垒组合系列就是例子 ( 图 4 )
。

黔江断裂
、

咸丰断裂地质结构也与之类同 “ ) 4 )
。

江汉

坳陷中几条断裂发育的地 区第四纪沉积厚度相对较大 ( 图 3 )
,

推测可能是拉张性小型地堑

卜

1 ) 石油工业部江汉石 油勘探处
,

江汉平原及其周缘 1 9 6 2年度区域构造专题研究小结
,

1 9 6 3
.

2 ) 国家计委地质局 航空物探大 队90 9队
,

长江三峡地 区航空磁测结果报告
,

19 74
.

8 ) 中南地震大队 “ 三 西” 地震工作队
,

湘西
、

鄂西
、

豫西地震区划和丹 江
、

三峡地区断裂研究小结
,

19 71
.

4 ) 刘钡旺等
,

1 8 5 6年湖北咸丰县大路坝地震考察
,

湖北省地属工作经验汇编
,

19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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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邵西拱隆顶部 (东部 )皿
.

拱坳转折过渡部位 (北端 1 )
.

江汉坳陷 (北缘 )

A 双 Z一前展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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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

此外
,

在各断裂带常可见到断层角砾

岩 ( 有的胶结程度还相当差
,
如仙女山断裂

北段之窿洞坡剖面所见 )
,

或者第四纪阶梯

状正断层 ( 如九湾溪东侧的狮子崖古山麓堆

积体中的断层— 九湾溪断层
,

垂直断距达

10 米
,

水平断距数米
,

张性略兼扭性 1 ) 2 ) )
,

或者由张性正断活动形成不 对 称 河 谷 ( 图

5 ) ,
串珠状洪积扇 ( 如远安断裂北段重阳

坪
、

马 良坪等地所见 ) 以及断层上盘宽谷地

貌 ( 如黔江断裂大路坝地区 2 ) ) 等等反 映

张性断裂活动的地质标志
。

臼

图 5 远安断裂带上白云寺处地质%,1 面

T幻一中三迭嘉陵江灰岩 K: L一上 白奎统罗镜滩砾岩

T l一 T ,一阶地及级数 ( 注意阶地只在断层上升盘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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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以上认识还可 以从仪器观测的微观数据得到进一步佐证
。

王威中利用 1 9 7。一 19 7 4年 33 个

小震的 6 0个初动符号
,

求得北纬 3 0
0

一 3 2
。 、

东经 1 1 0
“

3 0” 一 1 22 “
3 0

产

范围内 ( 即 鄂 西江 汉地

区 ) 的小震迭加震源机制解 ( 表 1 )
,

表明发震断层面 ( 节面 B ) 为 右 旋 走 滑 ( 剪 切 ) 性

质
,

具正断层分量
。

同时
,

发生在拱坳转折部位的几个较大地震震源机制解也与区域小震迭

加震源机制结果几近一致 ( 表 2 )
。

鄂西江汉地区多合小皿盗加贬源机制解 表 1

,

名 称 口口口口

((( A ))) ( B )))

主压应力轴

( P )

主张应力轴

( T )

错动方 向轴

X A

错动方 向轴

2 1
0

3 6。

向向角角走倾倾仰

1 )夏其 发等
,

邵西天阳坪
、

仙女 山
、

九湾溪诸断裂组合关 系与成生条件的探讨
,

19 77
.

多 ) 刘国昌等
,

长江三峡坝区的区域稳定性, 19 7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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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江汉地区 ( 拱坳构造过渡部位 )
`

几个地展嫂源机制解 表 2

震中位置 地震断层面 错动方向
地震时间 地点 资料来派

东经 北纬

震级

( M s )倾向
}

倾角
错动性质

走向 倾角

`任 J住一勺勺乙行了自匕东东东
ó̀̀ó卜ó J.,JJJJ

.

彝

互9 6 9
.

1
.

2

1 9 7 3
.

1 0
.

1 0

1 9 8 1
.

7
.

5

1 1 1
0

2 4 ,

11 2
.

1 9 ,

11 1
0

3 8 ,

3 1
0

2 9
,

3 0
0

5 9
,

3 0
0

5 4 ,

保康 马良

荆 门

当阳峡 口

4 7

3
.

9

3
.

8

走向

3 0 3
。

3 3 9
。

3 5 5
。

2 9 2
“

3 3 3
0

18 5
0

6
。

仰角 16
。

15
。

正 断 层

走滑具正断层分蛋

剪切为主

“ 三西” 队

王威中

李蓉川韩 晓光

/

喃:
斜

I/

钦
叩裂

睡

王静瑶对 1 9 7 9年 5月 22 日称 归 5
.

1级

地震孕震区 ( 黄陵背斜以西
,

青峰断裂以

南
,

巫山以东
,

五峰以北约 1 5 0 x 1 5 0平方

公里范围 ) 的小震采取平滑初动的方法
,

求得小震统计机制解
,
表明位于拱隆顶部

的仙女山断裂带为引张区 ( 初动向下
,

图
.

6 )
。

仙女山断裂的地形测量资料也得到类

似的结果 i ) 2 )
。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三

峡勘测大队地震地质队在仙女山断裂北端

周坪设有形变观测站
。

该站北 西 方 向 距

1 9 7 9年株 归 5
.

1级地震震中 45 公里
,

其跨

断层短水准观测资料反映
,

仙 女 山断 裂

( 北北西走向 ) 上盘 ( 西盘 ) 在临震前一

个月大幅度急速下沉
,

下沉速率为 1 9 7 8年

的三倍
,

说明该断层为张性正断活动
。

而

短基线观测值 1 9 7 9年比 1 97 8年伸长了 名即

( 已经过一系列误差改正处理 )
,

亦表明

仙女山断裂在扩张
。

周坪昌

。
下沉水准点

卜 . 叫卜 。 习 <准路 主坛

一 月彩月长波
十 压缩淑

图 6 种归 5
.

1级地震震源应力场与仙女 山断

裂垂直形 变的关 系 ( 据王静埃 )

F 19
.

6 F o e u s s t r e s s f i e l d o
f t il e

Z i g u i

M = 5
.

1 e a r t h q u a k e a n d i t s r e l a t i o n

t o t h e v e r t i e a l s t r a i n o f t h e

X 1a n n u s il a n f a u l t
.

奄 还值得指出的是
,

上述活动断裂中有一部份断裂 ( 主要是鄂西拱隆构造中 ) 走向与拱坳

构造轴向 ( 北东 ) 不一致
,

为北北西向
,

作者认为
,

这是因为在新构造 ( 拱 坳 ) 运 动 中 利

用
、

牵就了该区原有构造线比较接近的断裂业加以改造的结果
,

而一些与拱坳轴向偏离角度

较大的断裂
,

如天 阳坪断裂
、

雾渡河断裂
、

渔洋关断裂等
,

在新构造活动期活动性就很小
,

这

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对拱坳构造力学分析是比较合乎客观实际 的
。

四
、

拱坳构造活动与地震的关系

由前面几节的分析
,

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和推论
:
拱坳构造是地壳一种宽 缓 的 塑 性变

1 ) 杨 云发
,

柿归 5
.

1级地震前仙女 山断裂北端的形变 活动
,

湖北省地震工作经脸汇 编
,

19 81
,

分 ) 宾廷林等
,

从地壳形变探讨1 9 7 9年 5 月种归 5
.

1级地震机制
,

湖 北省地展工作经 验汇编
, 1 9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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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未能导致岩石块体大规模的瞬间破裂
。

虽然它也有断裂构造
,

有时甚至还不少
,

但是
,

它们的规模一般不会很大
,

活动能量不会太高
。

从断裂活动导致地震发生这 一 观 点 出发
,

可以推知拱坳构造的地震活动性也不会很强
。

业且
,

地震的分布应当大体符合活动断裂分布

规律
,

即主要分布在拱坳构造轴部和拱坳转

折部位
。

鄂西拱隆与江汉坳陷的地震活动特征正

符合上述认识
。

它的特征是
:
地震强度弱

,

频度低
,

震源浅
,

多为单发型
。

查阅区域丙
2 0 0 0多年来历史记载和 20 多年来地震仪器观

测记录表明
,

最强地震未越过 5
.

5级
, ,

烈度未

超过 7 度
,

震源深度一般在 10 公里左右范围

内 ( 表 3 )
。

地震的前
、

余震很少
,

大多数

为单发型
。

从地震的分布来看
,

主要在仙女

山断裂和远安断裂附近
。

鄂西江汉地区 1 ,引一 19 81 年 M s》 3 级

地震部分震源深度简表 表 3

雪{
” “ ” ”

必
震 中地点

震级
( M s )

备 注

19 6 1
.

1 9 6匀
.

19 7 1
.

19 72
.

19 7 9
.

8 8

1
.

2

6
.

1 7

3 1 3

6
.

2 2

据宏观资料计算

6 {19 8 1
.

7 5 据宏观资料计算

””“ .卜ù且ú一弓左
ù,̀,
魂Onó卜

户
f歌压一8卜fs以“

r巴别、气̀、舀一

矛ù一名

前面 已指出
,

这两条断裂是本区新构造期活动较显著
,

规模稍大的断裂
,

其构造位置恰

恰是拱隆顶部和拱坳转折部位 ( 图 3 )
。

此外
,

西部的黔江断裂带和东部的洪湖断裂带附近

也有一些地震分布
,

它们的构造位置也是属于拱隆顶部和拱坳转折部位
。

至于江汉平原的地

震活动则更弱
, 5级 以上的地震几乎没有

,
3 级左右的地震也很少见

,

这可能与那里可供继

承性活动的规模较大的老断裂较少
,
新构造活动差异性小

,

加之上部沉积物负 载 的 压 抑作

用
,

岩石破裂更难有关
。

由上所述
,

可以认为
,

拱坳构造地区基本上属于地震活动相对弱的地区
。

母

五
、

结 语

拱坳构造是大陆地壳新构造的一个基本类型
。

它是在以垂直升降构造应力为主
,

同时伴

有一定的水平挤压应力作用下
,

地壳作宽缓的拱坳变形的一种构造
。

其空间展布范围广阔
,

有一定的轴向
,

可划分为拱隆和坳陷两个主要构造形态
。

拱坳构造中也有活动 断 裂 构 造发

育
,

主要分布在它们的轴部或翼部转折
、

过渡部位
。

这些断裂一般不是深大断裂
,

主要为张 套
性正断层或张剪性正断兼剪切平移断层

。

它们的力学性质及其分布规律也充分反映 了拱坳构

造的应力作用状况
。

拱坳构造在我国东部分布可能相当广泛
,

而在鄂西江汉地区发育最为典型
。

根据作者初

步工作和现有资料分析
,

这类构造在我 国东部特别是东南部分布可能相当 广 泛
,

如 湘 西湘

中
、

豫西 (郑州 以南 )
、

南岭
、

赣东赣中
、

贵州高原等等
。

甚至于大兴安岭地区也可能存在上

述构造
。

由于拱坳构造运动中的能量主要消耗于大范围的地壳垂直升降和拱坳变形中
,

故断裂上

应变能集中聚积的条件较差
,

其活动强度
、

规模有限
,

直接影响到地震活动性
。

使地震活动

强度弱
、

频度低
、

震源浅
,

多为单发型
。

因此
,

拱坳构造地区地震活动性相对较弱
。

拱坳构造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它是大陆地壳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深入研究它
,

必将充实陆壳构造地质学的内容
。

在实际应用中
,

对工程稳定性评价
,

特别是对地震地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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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地震区划
、

防震抗震工作部署都是
,

很重要的
,

从理论上提供了划分少震
、

弱震 区的一个

方面的重要依据
。

最后
,

必须指出
,

本文对拱坳构造的研究只是一个开端
,

把问题提出来
,

建立一个初步

概念
,

无论从理论本身或是工作地区都有待不断深入和扩大范围
,
不断充实完善

。

由于水平

有限
,

本文可能存在错误和缺点
,

敬请读者批评
、

指正
。

蚕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
,

王静瑶
、

王威中
、

李蓉川
、

严尊国等提供宝贵资料
,

丁原章
、

陈恩

民等对文章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

在此一并致谢
。

( 本文 1 9 8 3年 7 月 2 0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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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0

沉痛悼念张荣珍同志 巷

正当我国地震科学特别是地震预报科学处于攻坚阶段的时候
,

长期领导过西北地震工作

的张荣珍同志与我们永别了
。

他患的是脑血病
,

各方面同志甚为关怀
,

业积极为他医治
,

终

因抢救无效于 1 9 8 4年 8 月 19 日在北京去世
,

年仅57 岁
。

我们为他的早逝而十分沉痛
。

张荣珍同志出身贫苦
,

很小就参加了革命
。

在抗 日战争
、

解放 战争和抗美援朝中
,

他作

战勇敢
,

多次负伤
,

去世前脑中还有弹片未取出
。

他数次荣立战功
,

曾荣获三级解放勋章和

朝鲜二级独立 自由勋章
。

1 9 5 8年
,

张荣珍同志转业到科研战线
,

领导地震
、

气象和融冰化雪工作
。

在 1 9 6。年一 1 9 6 2

年 困难时期
,

他全身浮肿
,

仍与大家一起同甘苦渡过 困难
。

他是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
。

他领导全所人员艰苦创业
,

终

于使这个研究所 由弱到强
,

成为一个能完成国家任务的研究所
。

他重视知识份子
,

重视有真

才实学的人
,

常与科研人员
、

考察人员
、

台站人员和工人同志一起完全科研任务
。

有一次
,

他和考察队员乘坐的车在祁连山边的河中突然熄火
,

他第一个跳进冰冷的水中推车
。

1 9 6 5年

元旦
,

他不过年
,

放弃休息
,

和有关同志一起制订西北地震预报规划
,

科学院领导同志认为

他抓这个问题有远见
。

他还建议在这个规划 中要加上群众报震的内容
。

在文化大革命中
,

他坚持原则
,

维护党的利益
。

某些人强迫他承认 14 条是黑 14 条
,

他严

辞拒绝
。

后来他说
:

.’i 4条是党 中央政治局通过的
,

我是党员
,

我决不能说它是黑 14 条
” 。

19 7 0年西吉地震发生时
,

时值严冬
。

他亲临现场与中央地办张魁三同志一起指挥监视震

情和进行救灾工作
。

他顶住了
“
极左

” 思潮
,

带领科技人员对地震趋势作出了正确的估计
,

安定了人心
,

避免了大寒流带来的灾害
。

西北虽大
,

到处都有张荣珍同志的足迹和汗水
,

他为西北及我国的地震和气象工作作出

了重要贡献
。

我们怀念他
,

就是要学习他那平易近人
、

吃苦耐劳
、

艰苦创业
、

坚持原则的精神
。

我们一定要攻克地震预报关
,

研究最佳抗震方案和大震对策
,

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

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