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n 卷 第 2 期 西 北 地 震 学 报 V
o l

.

1 1
,

N o
.

2

1 9 8 9年 6 月 N O R T HW E S T E R N S E I SM O L O G I C A L J O U R N A L J
u 灯 e ,

1 9 8 9

纪念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

高 由 禧

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从 1 9 5 9年成立到现在已经 3 0周年了
,

她经过了童年
、

少年时期
,

成长

为一个青年
。

她经过了一段生气勃勃的发展过程
,

但也遭遇了一段不短的坎坷时光
,

虽然现

在还不能茁壮成长
,
但已达到独立发展 自己的成熟时期

。

兰州地球物理观象台是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建所基础
,

也是兰州地震研究所和兰州高

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建所基础
。

在 1 9 5 6年我国科技发展 12 年远景计划中就把建立兰州地球物

理观象台列为计划任务之一
。

观象台的主要任务是监测地震和地磁的 活 动 情 况
。

1 9 5 8年 5

月
,

北京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
、

副所长卫一清等
,

为了更好地结合生产实际需要提出

在西北地区寻找科研任务
,
准备筹建研究机ha “ 高由禧

、

汤 “ 和
}垂巫冲

到 西 北

了解情况并到酒泉地区调查建立研究单位的可能性
` ,

同年 6 月
,

北京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
、

副所长卫一清也来到兰州
,

向张仲良省委

书记
、

邓宝珊省长及兰州分院刘允中院长
、

董杰书记汇报他们在西北开展工作的设想
。

在他

们的促进下
,

准备在西北开展人工降水
、

人工融冰化雪
、

人工消雹等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

省

上领导表示愿意大力支持并急迫希望能在兰建立北京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分支研究机构
。

当时

赵九章
、

卫一清答应了省上的要求
,

并立即着手组织青海
、

甘肃综合科学考察队 ( 青廿考察

队 )
,

其中包括了治沙队和冰雪队
。

在甘肃省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

经一个月的筹备工作
,

组

织了祁连山冰雪考察队 ( 包含 7 个小分队 )
,

主要调查祁连山地区冰雪资源分布情况
,
为开

发河西地区寻找水雪资源
。

当时北京地球物理研究所参加了三个分队
,

朱岗昆负责珠龙关队

( 七队 )
,

高由禧 ( 二 队 ) 参加野马山
、

党河南山冰川考察和融冰化雪试验
,

汤 愁 苍 参 加

( 一队 ) 在托来河进行的冰川气候考察
。

7 月 1 日全队人员到达酒泉南山
“ 七一

”
冰川

,

经

过三个多月的考察
,

总结出祁连山现代冰川分布及其储水量 的情况
。

祁连山冰雪资源考察刚

刚结束
,

总结还没开始
,

科学院下令由朱岗昆负责建立镜铁山珠龙关冰雪观测站
,

高由禧负

责建立野马山老虎沟冰雪观测实验站
,

业要求当年10 月份建成并开始观测
。

1 9 5 8年 10 月北京地球物理研究所下文在兰州建立兰州地球物理研究室
,

付承 义 任 室 主

任
,

高由禧任副室主任
,

主要任务是照管观象台
,

协助在兰成立地球物理专科学校
,

积极筹

备并参加冰雪队的融冰化雪实验
;
同时作为北京所在兰搞人工降水

、

人工消雹的工作站
。

兰

州分院领导认为一定要在 10 月份建成研究室
,

虽然当时条件有限
,

仅有几个工作人员
,

几间

房屋
,
但研究室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在 10 月份宣告成立了

。

西北分院院部成立了一个改变西北

干早面貌工作组
,

地球物理研究室又承担了这一任务中的融冰化雪任务
。

改变西北干早面貌

包括
: 1 ) 治理沙漠 , 2 ) 南水北调 ; 3 ) 由北京地球物理研究所承担开拓 水 源

,

节 约 用

水
,
用人工降水方法增加冰雪资源

,
另一方面融化冰雪解决河西的用水等研究工作

。

同时在

河西绿洲地区由张宝荃
、

徐淑英等搞气候调查和抑制水面蒸发
。

在这一年中
,

顾震潮
、

叶笃

正亲自带领人工降水队在定西干早地区用飞机搞人工降水
,

并到祁连山用地面烧碘化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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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人工降雪
。

国外用 01 年开展起来的人工影响天气的工作
,
我们在数月内就全部上马

,

初步

弄清了祁连山冰雪资源分布情况
,
验证了人工融冰化雪的方法及效果

。

1 9 5 9年 5 月
,

在兰州分院的促进下
,

在原兰州地球物理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科学

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兰州分所
,

由付承义任所长
,

白彦博任副所长
,

张荣珍任办公室主任
,

高

由禧任所业务顾间
。

当时分所的主要 任务是
: 1 ) 由郭增建

、

张诚 等 负责观 象台 观 测

地震
、

地磁活动
,

同时开展区域烈度和震源机制研究
,
并首次提出了研究地震 预 报 问 题

,

2 ) 代管地球物理专科学校 ( 后改为甘肃科技大学 )
,

由王振声
、

王耀文等任教 ; 3 ) 由朱

岗昆负责搞大规模融冰化雪实验
。

还组织人员参加北京地球物理研究所在兰的人工降水
、

人

工消雹试验
。

这一年申
,

刊印了融冰化雪文集 ; 总结了融冰化雪的理论依据及大规模开展人

工融冰化雪的方法
、

经验和经济效益 ; 同时总结了很有应用前景的人造冰河调节用水的一个

方法 ; 提出了土炮消雹的可能物理机制 ; 在固体地球物理方面考察了陕
〔

甘宁青某些地震以及

南水北调地区的 地 震 情 况
,

另外还提出了某些地 区的地震烈度
,

为这些地区的工程建设提

供了科学依据
。

1 9 6 2年同冰川
,

冻土研究所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云雾物理冰川冻土研究所
。

同年又分开建

立中国科学“ 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 冰 , , ,冻土研究所
,

并正式任命高由“ 和
{巫夔}

为 副 所

长
,

张荣 珍 兼 任 总支书记
。

当时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任务是
:
固体地球物理部分主要进

行地震烈度和震源机制的研究
。

气象部分主要进行土炮人工降水及消雹实验与可能影响机制

的研究
,

同时开展地形云的宏观特征及降水物理的观测
,

还开展了西北干早气象 ( 甘肃东部

地区春季降水的研究 ) 和青藏高原的天气气候 ( 着重青藏高原地面天气图 分 析方法 ) 的研

究
。

在土炮影响雾的可能机制研究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观测
,

并分别写成专著 ; 在地形宏

观特征及降水物理方面提出了山区地形云的发展特点及其与降水的关系
,

也写成 了 专 门著

作 ; 在春季降水研究上
,

首次提出了前期降水对后期的降水有重要影响的观点 ; 在高原气象

研究上提出了几种值得注意的地面天气图分析方法 ; 固体地球物理研究方面通过承担为昌马

水库坝区提供烈度的任务
,

使固体地球物理研究得到很大支持和发展
。

1 9 6 4年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初步建成
,

设有天气动力研 究 室 ( 由高 由禧
、

陈 汝 器 负

责 )
、

云雾物理研究室 ( 由杨颂禧
、

赵剑平负责 )
、

大气探测仪器研究室 ( 由郭昌明负责 )

和地震研究室 ( 由郭增建负责 )
。

并开始集中大部分人力开展对干热 风 的特 征
、

形成
、

预

报
、

防御等较为全面的研究
,

在云物理研究方面也集中力量开展了地形云降水的物理条件及

可能的经济效益的研究
,

天气动力方面还有一部分力量接受了国防任务
,

开展了高云和地面

风速的预报研究
,
并且又承担了提供酒钢地区地震烈度的任务

。

在固体地球物理研究方面
,

由于邢台地震的发生使地震研究工作发展十分迅速
,

人员从

1 00 多人发展到 40 0多人
,

从地震的现场考察到和地震有关的现象 ( 如地 电
、

生物现象
、

气象

现象等 ) 以及地震预报方面都开展 了相当全面的研究
。

1 9 7。年在原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的荃

础上
,

与国家测绘局西安测量大队
、

地质部西北地震地质队等合并组成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

大队
,

人员一度达到 1 4 0 0多人
。

1 9 7 3年中国科学院考虑到多学科综合的特点
,

又重新收回或建立许多研究单位
,
把原兰

州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大气部分从地震大队中分离出来
,

1 9 7 4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

( 下转 第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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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
,

奋勇前进

一一纪念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

研究所成立30周年

本刊编辑部

三十年前
,

也就是 1 9 5 9年
,

中国第二个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研

究所诞生了
。

在当时人们称其为管天管地的研究所
。

三十年过去了
,

这个研究所虽然在机构

体制上有些变化 ( 今天一部分成为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
,

仍属中国科学院 , 另一部分合

并了地质和测量方面成为兰州地震研究所
,

属国家地震局 )
,

但她的远大目标未变
,

仍是管

天管地
,

她的成果在不断增加
,
她的新生力量与合作力量在不断成长

。

在回顾往昔的时候
,

我们对该所己故的同志们表示怀念
,

他们为祖国的地球物理事业作

出了贡献
。

在这三十年中
,

除气象和地震两大学科在分路获得硕果的同时
,

这两门学科的杂交也不

断取得进展
。

例如
,
在气压变化对地震的触发作用

,

地温与第二年降雨量
,

节气与地震发生

日期
,

长期冷暖气候与地震活动高低巡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新创性研究
。

另外
,
对气象和地震

都有关的太阳和月亮的某些问题也有一定研究
,

如用 10
.

7 o m 电磁通量与太阳黑子活动指数的

研究
、

日月引潮力谐波中的九天成份以及太阳活动中的九天成份等的研究
。

除了以上杂交和共性研究外
,

现在地震科学除与地质学
、

地球化学和大地测量学等结合

外
,

又 已开始借鉴气象学 中的方法论
,

例如气象学中讨论的棍沌学说
。

灾害性天气形成的动

态结构也已开始为地震学所借鉴
。

今天
,

中国的地球物理事业正在蓬勃发展
, 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今日的衍分机构以及调

往他地的同志们除了重点研究气象和地震外
,

还将在地气关系方面作出更多的研究
。

现在的地震科学范围相当广
,

地震预报问题又相当难
。

祝愿从各方面向这个困难问题进

军的同志们
,

携手业进
,

继往开来
,

取得更大成绩
。

( 上接第 2 页 )

气物理研究所 ( 由吴金功
、

白彦博
、

高由禧负责 ) 和兰州地震研究所
。

总之
,

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是逐渐成长起来的
。

1 9 5 9年该所仅有一个固体地球物理研究

室和一个气体地球物理研究室
, 1 9 6 3年已建成有天气动力研究室

、

云雾物理研究室
、

大气探

测仪器研究室和地震地磁研究室的地球物理研究所
。

由建所初期只能参加一些科研任务
,

到

1 9 6 4年能初步独立地承担国家或科学院下达的科研任务
,

至今已能把提出的科研任务转变成

为国家任务
,

业承担和完成它
。

虽然现在已分开为两个研究所
,

但目标是共同的
。

希望两个

研究所的同志们能创造出更好的协作环境
,

共同把大气科学和地震科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