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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防灾 ,功耀震坛
——庆贺谢毓寿教授 80寿辰

《西北地震学报》编委会

今年 5月 10日是谢毓寿教授 80寿辰。 《西北地震学报》编委会向谢毓寿教授表示热烈的

祝贺 ,衷心地祝愿谢毓寿教授健康、长寿 ,继续为祖国的地震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毓寿教授早年就读于东吴大学理学院数理系 , 1938年夏在四川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借读

毕业。 先后在滇缅铁路工程局、云南大学、之江大学、河西中学及甘肃科学教育馆任技术员、助

教、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协助科学工作人员、教员及副总工程师等。由于谢毓寿教授潜心于科

研事业 ,于是在 1944年秋到中央地质调查所 ,在李善邦教授主持的地球物理研究室正式开始

从事地震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及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中国

地球物理学会第二、三届常务理事 ,中国地震学会第一届理事。

解放前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 ,工作条件很差 ,仅有一台自制机械记录式地震仪。 谢

毓寿教授除了完成日常的仪器维护、分析记录图、编制报告及进行国际资料交换外 ,晚间还要

在桐油灯下自习有关专业文献。 他勤奋地学习 ,为以后开展的各项工作打下了基础。

1950年 ,中央地质调查所地球物理研究室与原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及原北平研究院物

理研究所一部分组成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该所工作期间 ,谢毓寿教授多次承担了为

国家重点建设提供地震危险性的任务。 1952年 10月 8日 ,山西崞县发生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

破坏性地震 ,他亲赴灾区进行现场调查 ,带领考察队深入群众 ,一方面进行科普宣传 ,稳定人

心 ,同时全面展开对各种地震现象的调查研究工作 ,结合理论分析 ,探索地震的成因及规律 ;另

一方面用仅有的一台地震仪进行多点流动观测 ,找出了地震活动地区 ,估计余震正按一般规律

逐渐减弱 ,从而提出了在该地区不会再发生强震的意见 ,安定了人心 ,为国家和当地政府抗震

救灾、重建家园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此次地震考察工作的圆满完成 ,为以后的大震考察和震后

强余震趋势预测提供了经验 ,奠定了基础。通过考察 ,他撰写了《 1952年 10月 8日山西崞县的

地震》的论文在《地球物理学报》上发表。

以后在他领导的多次大地震现场考察及历史地震调查中 ,结合抗震救灾任务 ,对某些地震

区的地震活动有所了解 ,并提出了一些适合当地情况的提高建筑物抗震性能的建议。 在对

1954年山丹地震的考察中 ,他调查到大震的前一天晚上有前震发生以及一个月前震中区山中

有一日鸣响 6, 7次的现象。 这些现象对地震预报具有重要意义。 对该次地震的总结性的论文

《 1954年 2月 11日甘肃省山丹县的地震》在 1957年的《地球物理学报》上发表。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国家重点建设全面展开。在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领导

下 ,谢毓寿教授与其他同志一起 ,全面搜集史书、地方志、档案、诗文集等资料中有关地震的记

载 ,编成了《中国地震资料年表》 ,首次系统、完整地汇集了我国丰富的历史地震资料 ,为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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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和鉴定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 ,资料的质量和数量有很大差异。地震记载以破坏现

象为主 ,对严重影响建筑物抗震性能的结构、材料、施工及维护等情况很少叙述。中外建筑类型

不同 ,我国地震史料中常以塔、幢、牌坊、宫殿、庙宇等特有建筑的破坏描述为主 ,难以运用国外

通用的地震烈度表来评定烈度 ,给烈度评定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为此 ,谢教授组织力量 ,领

导并开展了重大工程建设场所、历史资料贫乏及过去曾发生过大地震的地区的地震调查工作。

此外 ,还系统地在全国各地进行了普查 ,以摸清各地区的主要建筑物的类型及其抗震性能。 在

汇集了丰富资料的基础上 ,编制了《新的中国地震烈度表》 ,并于 1957年在《地球物理学报》上

发表。 这是第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地震烈度表。该烈度表作为评定地震烈度的依据很快在全

国推广应用。与此同时 ,他还同其他同志一起 ,比较合理地提供了云南、四川、甘肃、陕西、宁夏、

内蒙古、山西、北京等省、市、自治区及一机部、二机部、七机部、冶金、铁路及水电等部分重点基

建项目的基本烈度及建筑场地小区域烈度划分图。经过几十年时间的考验 ,所提几十处烈度资

料无一处出现技术差错。此外 ,对一些地区进行了现场复查 ,修正了过去只凭历史记载提出的

烈度。例如 ,将太原市的烈度由Ⅸ 度降为Ⅶ 度 ,这不但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资金 ,同时还避免了

一些建设项目的不必要迁址。

1954年 ,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组织了“宏观地震调查及地震烈度鉴定方法训练

班” ,中央各部委派员参加 ,谢毓寿教授担任主讲。训练班结束时 ,湖北蒲圻及甘肃山丹先后发

生地震 ,大部分学员参加了现场调查 ,这些同志以后成为各单位这方面工作的业务骨干和负责

人。

在李善邦先生主持下 ,谢毓寿教授参与并领导了黄河流域第一批地震台网的建设。从选

址、基建、仪器设备加工配套到调干、培训等所有工作全部自行筹划 ,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完成。

结合实际工作 ,谢毓寿教授还撰写了《地震调查工作中有关烈度鉴定的一些问题》、《一些

有关地震对建筑物影响的问题》及《云南中东部的地震活动与表面断裂》等论文 ,先后在《地球

物理学报》上发表。其中《云南中东部的地震活动与表面断裂》一文是我国地震地质工作的早期

重要文献。在文章中谢教授首次提出了震中分布与地表断裂的一致性 ;等震线分布与断层走向

一致 ;强烈地震发生在南北向断裂中部及其与 N60°W～ S60°E向的两组断层的交接地带 ;地

震活动与新构造运动强烈的表面断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等观点。上述观点被以后发

现和观测到的大量事实所证实。

1954年在地球物理研究所内正式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工程地震研究室。谢毓寿教授负责该

研究室的工作 ,主要负责大震考察及全国重大工程建设地区的地震烈度小区域划分工作。通过

实际工作 ,不断积累经验。在方法上 ,从以宏观地震及工程水文地质资料为主 ,逐步过渡到与仪

器观测和理论分析相结合。 结合实际工作任务 ,谢毓寿教授还领导工程地震研究室开展了“工

程爆破的地震效应”的观测研究工作。结合隧洞开挖、矿山剥离和定向抛掷筑坝等爆破工程 ,研

究各种爆破产生的振动效应 ,以保证施工安全。 此项工作在国内是首创性的。在实际工作中 ,

他总结经验写出了《工业爆破的地震效应》一文 ,供施工单位参考。 该文后来在《地球物理学

报》上发表。针对上述研究 ,他还组织举办了训练班 ,为水电、冶金、铁道部和军事单位培养了一

批干部。同时 ,他还参加了制订第一次全国科学规划的讨论 ,执笔写了第二次规划的工程地震

部分 ,提出了建立工程地震独立研究机构的科学规划 ,经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和华北分院分别讨

论通过。

1962年 ,谢毓寿教授奉命在三年内在太原建立一个工程地震研究室。他白手起家 ,在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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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时间内就组建成了一支能独立工作的队伍 , 1964年就开始承担工作任务。他带队承担了西

北地区两项重大任务和西南三线建设地区区域台网的筹建及西昌地区钢铁基地的小区划等多

项任务。他还参加了组建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工作。

在基础差、经验少、底子薄的情况下 ,谢毓寿教授克服困难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 ,为我国

的工程地震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 17年时间内 ,他的足迹踏遍了除西藏外全国 29个省、市、

自治区。

1960年广东省河源县新丰江水库蓄水后 ,库坝区连续发生地震 ,威胁着水库和大坝的安

全。这一情况在我国首次出现 ,当时国外文献中也只有美国米德湖博尔德水坝一例 ,且以情况

报导为主 ,并无深入研究的结果 ,因此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 谢毓寿教授带领研究人员前往现

场 ,全面开展研究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记录了上万次地震 ,圈定了地震活动区范围 ,探讨

了水库地震的发震机制和发展趋势 ,提出了供加固大坝参考的地震烈度 ,并提出了确保水库安

全的方案。此次对新丰江水库地震的研究为我国水库地震的研究建立了基地 ,奠定了基础。该

项科研成果在国际大坝会议上受到国外同行的高度评价 , 1986年荣获国家地震局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

除了进行大量的科研工作之外 ,谢毓寿教授还著有《工程地震》、《地震与抗震》等著作 ,发

表论文数 10篇。 受地震出版社之约 ,编著有《地震烈度》一书及《 1900～ 1980年中国 M≥ 4. 7

地震的均一震级目录》。该目录考虑了原始资料的连续性和震级标度的均一性 ,充分应用了国

内外的地震资料 ,总结了震级标度的经验 ,选定古登堡 1945年的公式和古登堡 -里克特 1956

年的公式为面波和体波震级的标准 ,对震级进行了统一标度 ,汇集了自有仪器记录以来发生在

我国境内震级达 4. 7以上的地震。

1977年谢毓寿教授主持了《汉语主题词表》中地球物理学部分的编制 ,该书获国家地震局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78年他承担了《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工作 ,任总编室主任。 该书共分 5卷 ,从 1983

年起由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谢毓寿教授主要分工负责建国以来一卷的编辑工作。在编辑过

程中全面使用国内能搜集到的材料 ,并利用专家来访和出国访向的机会和其它渠道广泛搜集

国外的重要资料。并征求有经验和有专长的同志的意见 ,结合实际提出了关于仪器参数的修订

方法。此外 ,还参考了欧州、苏联等国家类似的工作中采用的方法 ,利用国际交流的机会与埃佛

登、龙尼茨等国际知名学者广泛交流意见。 对震源位置和发震时刻的确定扩大了资料来源 ,搜

集和补充了各地区域台网的数据 ,以中国当时采用的测定震级的方法为标准确定震级 ,同时求

出了国内外各资料中心所定震级与它的关系 ,作为换算的依据。该书为国内地震预报和地震危

险性评估工作提供了完整、可靠的基础资料 , 1987年获中国图书奖 , 1989年获国家地震局科学

技术进步一等奖。

在完成《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的基础上 ,谢毓寿教授还指导了研究生 ,以烈度衰减规律

为判据编制了全国地震活动区的区划图 ,在《地震译丛》、《国际地震动态》、《中国地震》及《地震

学报》等刊物上撰文介绍苏联编制历史强地震目录的方法 ,国内外历史地震研究情况及我国历

史地震研究状况和方向。其中的《闽粤海外的历史地震活动》一文不仅对中国大陆地震研究有

意义 ,而且对海域地震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谢毓寿教授知识面广 ,治学严谨 ,掌握资料丰富 ,外语水平高 ,参加了多次接待国外学者的

工作 ,担任翻译 ,有时一天要承担 4个大报告的口译工作。他还培养了阿尔巴尼亚、朝鲜及越南

专家 ,并指导编制了河内烈度小区划图。 1957年他参加了国际地球物理年西太平洋地区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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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参加了“物理仪器代表团”出国访问 ,借此机会他分别深入了解日本地震学及工程地震

学科研情况 ,并与日本专家建立了联系。在访问墨西哥时 ,做了两次有关历史地震的报告 ,博得

了墨方专家的好评 ,促进了墨西哥历史地震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

1958年谢毓寿教授访问苏联 ,他除了了解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地震及工程地震工作外 ,重

点了解了塔吉克综合地震考察队的情况 ,并取得了维开克、示波器、多摆仪等图纸及重要部件

样品。回国以后他还翻译了介绍苏联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所与塔吉克加盟共和国科学院、塔吉

克综合地震考察队于 1955～ 1957年间研究工作主要结果的书刊—— 《地震活动性的详细研究

方法》。该书内容丰富 ,其中有些内容至今对地震预报仍有指导意义。例如 ,该书的作者指出了

震情参数的变化 (地震活动水平 A,重复曲线斜率ν和偏离度 R) ,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 b值曲

线的截距、斜率以及偏离 b值曲线的数据点的变化预报强震的重要意义。他们曾用较小地震求

出的 A,ν和 R随时间的变化来预报较强地震 ,还发现在三参数相乘之积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上 ,强震发生在曲线由最小值回升的过程中。在 该书 中作 者们 还提 出了用 短时 间内 地震 台网 观

测的 较小 地震 作出 的 b值曲线外推时间延长时更大地震的重复情况。 现 在我 国也 有学 者用 此

方 法推 断未来 强震 ,从而进行地震危险性分析。 他们 进一 步指 出 ,由于在强震的情况地震重复

率曲线 (即 b值曲线 )通常只向下弯 ,根据由较小地震建立起来的 A值、ν值 至少 可 以估 计强 震

的 最大 的可能 重复 性。 另外 还指 出 ,沿某些断裂地震活动度极不均匀 ,在弱震数目多的地方没

有发生强震 ,而在附近完全平静无震的背景上却发生了较强地震 ;小震活动有向更强地震发生

区移动的震例 ;在某些地区强震前几个月内小震活动水平较高 ,而只在紧邻这些大震前才出现

相对平静 ;强震前小震活动减弱的程度和相对平静的持续期在不同场合下是不相同的。在该 书

中 还指 出 ,在有的地区震情的有趣特点是双震 ,双震间的时间间隔在 1分钟至 24小时之间 ,有

的是同一震源 ,有的相距不远。 以上 这些由 中小 地震 预报 强震 的指 标 ,我国学者现今在地震预

报工作中仍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 在该 书中 还列 出了 许多 对场 地震动 和抗 震有 关的 观测 研

究 结果 。 其中 关于 震动 频率 与震 中距 离的 关系 以及 在不 同震 中距 离下纵 波与 横波 频率 的比 值

即 使在 近代文 献上 也很 少见 到。

谢 毓寿教 授还 带领 地球 物理 研究 所地 震组 翻译 出版 了 《地 震学 与测 震学 》一书 。 该 书成 为

我国 地震 工作 者的 基本 参考 书之 一。在 50年代 ,在我国对美国情报不灵的情况下 ,该书介绍了

美国学者 Hill , M. L.及 Dibblee, T. W.发现的由水系拐弯求断层平推错动的情况。 由于 当 时

在 我国 垂直运 动派 占优 势 ,该书介绍的内容直至 70年代才被我国学者用于实际工作中。

谢 毓寿 教授 在 介绍 国外 先进 的 研究 方法 和科 研 成果 方 面有 着 不 可磨 灭 的功 绩 ,对我国的

地震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谢 毓寿教 授从 事地 震科 研工 作 50余年 ,为我国地震科学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

了重要贡献。 他在 工程 地震 、水 库地 震 、历 史地 震及 宏观 地震 学等 多种领 域的 研究 中取 得了 重

要 的成 果。他 的那 种在 科研 中重 视理 论与实 际相 结合 ,以及最终力求真正在实际中应用的学术

风格是值得我国广大的地震工作者学习的。 值 谢毓 寿教 授 80寿辰之际 ,我们以“为 民 防灾 ,功

耀震坛”的赞 语向 他表 示敬 意 ,并衷心祝愿谢教授青松不老 ,健康长寿!

CON GRATULATE PROFESSOR XIE YUSHOU ON HIS 80TH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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