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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咏深先生早期学术活动简介

奄

金咏深先生是我国现代地震学事业开拓者之一
,

他的早期学术活动不为今人所知
。

今年

七月欣逢南京地震台建台五十周年
,

在编写南京地震台志时
,

才略知一二
。

一九三二年七月

正是由金咏深先生完成大型维歇尔仪器的安装
,

使南京北极阁地震台正式投入观测的
。

现根

据史料记载
,

将有关金先生的事迹介绍如下
:

_

金咏深 ( Y in 一 S e n
K i gn ) 江苏武 进 人

,

一九二九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
,

获理学士

学位
。

一九三 O 年二月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任测候员
,

业著有

论文
“
论 民国以来之中国地震

” ,

载于一九三六年 《 气象杂志 》 第十二卷第十期
。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 日金先生被气象研究所派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震研究所专习地震
,

业和先期到达的北京鹜峰地震台的李善邦先生同随日本著名地震学家金村明 恒 教 授 做研究

生
。 “

九一八事变
” 以后

,

李
、

金二位先生被召回国
。

日本地震 学会会志对此事有较详细记

载
。

“
来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从事研究的中国留学生之一南京气象台地震观测员金咏深氏因

所订购的 W i e o h e r t 地震仪已经运到南京
,

其台长命他早 日回国
,

以便开展观测
。

金氏本拟

于九月份即回国
,

因松泽武雄博士即将自海外回日本
,

等待与松泽会面而迟迟未能成行
。

金

已于十月七 日 ( 1 9 3 1年一笔者注 ) 与松泽会面
,

乃于当夜从东京出发
,

途经神户及上海回南

京
。

… …另一位研究生是北平地质调查所鹜峰地震观测所的李善邦氏
,

由于 自六月中旬因种

r

母

丫
-

性都要究研
。

七
、

综合预报 综合预报看来是需要坚持的 ( 当然如能找到单一的预报手段能预报地震

更好 )
。

在这方面有直观预报
、

概率预报和模式预报
。

八
、

表里结合 近年来
,

国内某些大震发生的地质标志与已往的不同
,

于是人们就寄希

望于深部构造
,

这方面的工作当然 需要 开展
,

但是深部手段难于实施
,

且精度不高
,

不具

体
,

这 也 是 它 的 局 限 性

。

因 之 地 表 地 质 指 标 的 研 究 不 能 放 弃

,

应 放 开 思 想 找 新 指 标

。

九

、

学 科 浸 透 地 震 预 报 是 极 其 复 杂 的

,

涉 及 的 学 科 很 多

。

各 学 科 深 入 研 究 是 必 要 的

,

但 互 相 排 斥 也 不 对

,

应 当 密 切 合 作

,

例 如 地 球 物 理 工 作 者 和 地 质 工 作 者 的 合 作 就 很 必 要

。

这

一 点 搞 综 合 预 报 的 同 志 深 有 感 受

。

十

、

其 他 问 题 地 震 预 报 工 作 是 我 们 的 主 攻 方 向

,

减 震

、

抗 震

、

地 震 社 会 学 以 及 同 国 民

经 济 效 益 有 关 间 题

,

如 滑 坡 预 报

、

矿 井 坍 塌

、

管 道 拐 折

、

水 质 与 健 康 等 方 面 问 题 的 研 究

,

也

不 可 忽 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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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事 情 国 内 促 他 回去
,

已 于 十 月 十 五 日 从 东 京 出 发

,

经 天 律 回 北 平

。

两 人 曾 一 同 在 地 震 学 教

研 室 研 究 地 震 学 与 地 震 测 量 学

。 ”

归 国 前 夕
,

他 们 还 同 金 村 明 恒 教 授

、

松 泽 武 雄 博 士 以 及 同 窗 好 友 合 影 留 念 ( 见 封底
。

前 排 自 左 至 右 岸 上 冬 彦

、

金 咏 深

、

松 泽 武 雄

、

李 善 邦

、

金 村 明 恒

、

福 富 孝 治

。

后 排 自 左 至 右

河 角 广

、

小 平 孝 雄

、

铃 木 武 夫

、

波 江 野 清 藏

、

石 木 已 四 雄

、

那 须 信 治 )
。

金 先 生 于 一 九 三 一 年 十 月 十 九 回 到 南 京 气 象 研 究 所

,

次 日 即 开 始 安 装 大 型 维 歇 尔 地 震 仪

,

气 象 所 研 究 员 许 应 期 先 生 临 时 襄 助

,

一 九 三 二 年 三 月 完 成 安 装 ( 见 封底 )
,

随 后 请 北 京 鸳 峰

台 李 善 邦 先 生 来 南 京 校 核

,

当 月 就 记 录 地 震 十 二 次

,

业 与 鹜 峰

、

佘 山 两 台 记 录 相 比 较

,

证 明

仪 器 性 能 良 好

。

从 一 九 三 二 年 七 月 起

,

北 极 阁 地 震 台 出 版
《 地 震 季 报 》 ,

同 世 界 上 四 十 五 个 地 震 机 构 和

台 站 进 行 交 换

,

其 中 包 括 美 国 U S C G S
、

日 本 .SJ A
、

法 国
S t r a s b ur g 以 及 15 5等

。

至 一 九 三 六

年 六 月 止

,

共 出 版
《 地 震 季 报 》 四 卷 十 六 期

。

年 终 还 绘 制 出 本 年 度 所 记 地 震 震 中 分 布

图 附 于 季 报 之 中

。

季 报 对 我 国 境 内 强 震 记 录 资 料 记 载 甚 详

,

例 如 第 一 卷 第 二 期 刊 载 了 一 九 三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甘 肃 昌 马 大 地 震 的 记 录 资 料

。

我 们 利 用 其 中 体 波 振 幅 数 据

,

算 出 震 级 如

下

: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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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和 中 国 地 震 目 录 给 出 的 震 级 M =
,

1
l

,
二 ,

~

艺

恰 好 吻 合

,

这 也 可 以 说 是 对 我 国 评 定 的 历 史 震

级 的 一 个 佐 证

。

“
七

·

七 事 变

”
以 后

,

金 咏 深 偕 其 夫 人 陈 俊 玉 离 开 南 京 西 迁

,

途 中 曾 滞 留 武 汉

,

以 后 即

杳 无 音 讯

。

一 九 八 一 年 秦 馨 菱 先 生 对 金 先 生 的 下 落 进 行 了 多 方 查 寻

,

在 他 给 南 京 台 的 通 讯 手 稿 之 五

中 写 道

: “
南 京 气 象 学 院 的 陈 学 溶 工 程 师 说

:

金 咏 深 以 后 脱 离 了 中 央 研 究 院 气 象 研 究 所 而 到

中 央 航 空 公 司 或 中 国 航 空 公 司 作 气 象 工 作
… … ,

陈 学 溶 业 说 金 咏 深 已 于 一 九 四 四 年 一 一 九

四 五 年 间 病 死 了

。 ”

金 咏 深 先 生 虽 然 早 已 离 开 人 世
,

但 他 主 编 的 四 卷 十 六 期
《 地 震 季 报 》 是 内 容 丰 富 的 历 史

遗 产
,

其 中 尤 以 国 内 强 震 的 详 细 记 载

,

为 我 们 研 究 历 史 地 震 和 评 价 历 史 震 级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仪

器 记 录 材 料

。

金 先 生 暂 短 的 学 术 活 动

,

为 开 拓 我 国 现 代 地 震 学 研 究 事 业 做 出 了 重 要 贡 献

,

也 展 示 出 他

是 一 位 有 才 华 的 学 者

。

在 南 京 地 震 台 建 台 五 十 周 年 之 际

,

借 此 机 会 撰 文

,

以 示 对 金 咏 深 先 生 的 崇 敬 纪 念

。

( 南 京地 双 台 唐 兆华
、

方 家 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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