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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地震研究所和甘肃省地震学会联合召开大震

对 策 学 术 讨 论 会

本刊讯 1 9 8 3年 6 月 13 日至 18 日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和甘肃省地震学会在兰州

联合召开大震对策学术讨论会
。

来自西北五省区和四川
、

云南
、

贵州
、

天津
、

江苏
、

山东各

省地震局
、

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
、

分析预报中心
、

有关大专院校
、

设计院以及甘肃省各地

区地震办公室等 50 余单位的 1 1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

会上交流了三十余篇论文
。

关于大 震 对

策问题
,

过去虽有论述
,

也仅仅是散见在各类文章之中
,

组织专门性的学术会议
,

在我国还

是第一次
。

代表们结合我国近年来历次大震
,

回顾了大震对策方面的经验和问题
,

并就预报

对策
、

次生灾害对策
、

抗震对策
、

群防对策
、

通讯对策
、

生活对策
、

救灾对策
、

治安对策
、

医疗对策
、

重建家园对策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

同时达以 《 兰州地区大震对策问题 》 为题组

织了专题讨论
。

代表们指出
,

大震对策的研究涉及到了地震学
、

地质学
、

地 震 工程 学
、

医

学
、

社会学
、

统计学
、

经济学以及科学管理等多种学科
,

对减轻震害
,

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

和人 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有着直接的联系
,

所讨论的十项主要内容是可行的
。

这次大震对策学

术讨论会的召开是适时的
,

它对开展我 国地震工作的新局面有一定的意义
。

会议决定将会上

宣读的论文编辑出版一个专集
。

( 本刊编辑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