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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Shaoxie

许绍燮 地震学专家 。 １９３２ 年 １月 １ 日
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 。 １９５１ — １９５６ 年在南京
大学 、北京大学学习 。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 。 从事核爆地震与天然地震监测工
程技术研究 。 研究地震事件的监测 、判别 。 创
建标准钟用铁木铜补偿摆 ，机械地震仪弹性铰
链连接器 ，５８１型电子微震仪 。 组建微震台网 ，
与他人合作创建北京电讯传输台网 。 创导地层
屈曲变形模式以解释地震的分布图像 ，提出缺
震 、等间距性 、地震发震时刻与日月星辰宇宙环
境有关等震兆 。 提出地震预报能力评分方法 。
主持编写地震活动性地震预报方法程式 、中国
地震震级标准 。 测定我国首次核爆当量 。成功
组建侦察国外核试验速报体系 。创建多种测定
核爆地震方法 。 提出的识别核爆的筛选方案 ，
被接受纳入国际条约 。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３项 ，三等级 １项 ，部委级与科技大会奖
多项 。 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对创新工作的一点体会

青少年朋友们 ，我已是一个年过 ７０ 的老
人 ，头发都白了 。 这么大年纪了 ，还能有几年时
间让我去创新呢 ？但是现在我还在继续钻研地
震预报的难题 。

大家公认“地震预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
国外有不少专家学者甚至在世界著名学术刊物

上发表文章 ，阐述地震不能预报 。 我国记者在
报道这种动向时用的标题是“几位科学家联合
撰文断言 ，地震根本无法预测”（１９９７年 ３ 月 １９
日枟科技日报枠） 。 虽然在外文原作中 ，并未见到
断言 、根本等词汇 ，但记者传达他们文章的精神
实质确实是很贴切的 。 面对这样一种大难题 ，
绝对需要真正的创新探索 ，更不能盼望指日可
待 。 作为一个老人 ，还能有什么信心 、什么力量
支撑他做这样的工作呢 ？

我是 １９ 岁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
所工作的 。初次来到神秘的科学殿堂 ，与当时
接触到的国内外专家相比 ，自己是一个白丁 ，不
知道能干点什么事 。开始我协助专家们进行地
磁场绝对值的测定 。在测定中需要用一盏小电
灯照射电流计 ，以精确读出电流计的偏转值 。
小灯用的是蓄电瓶直流电 。 蓄电瓶每次要搬到
山坡下的充电房充电 ，然后再搬回山坡上的观
测点 ，很是费劲 。 我请教师兄 ，小灯为什么不用
交流电呢 ？用蓄电瓶多麻烦 ！师兄说测地磁场
最怕电磁干扰 ，用电严格得很 。 我怕想不周全 ，
也不敢问专家 。 一次我不小心 ，搬蓄电池时给
打翻了 ，蓄电池中的硫酸流得满地板都是 ，弄得
我很是狼狈 。 这时我又想起了是否可用交流电
而不用蓄电瓶呢 ？ 我想若是电磁干扰 ，对地磁
场的频段来说 ，直流电比交流电更严重 ；而且观
测室房内不就是用的交流电的照明灯吗 ？ 于是
我找来了 ６ 伏变压器 ，将照射电流计的小灯改
用了交流电供电 。 经反复试验结果 ，地磁场测
定值并未有差异 。 这件事专家表扬了我 。 而我
也明白了 ，即使在科学殿堂中 ，什么事也是需要
认真想一想的 。

５０年代初 ，我国开始准备五年计划 ，需要
在全国铺设地震观测台站 。 建设地震台站的设
备中 ，需要精确的授时钟 。 当时美国对我国封
锁 ，不可能进口设备与原材料 ，各种经典的精密
时钟设计方案都无法实施 。 我根据时钟的温度
补偿摆原理 ，调查了当时市场中所可能找到的
仅有的一些材料的温度膨胀系数 ，发现铁 、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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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三种材料组合 ，还是有可能组成时钟的温度
补偿摆 。于是我们从废旧军用担架中找来了铁
管 ，从古老的红木衣架中找来了木质杆材 ，经过
反复的温控试验 ，适配成了铁 、木 、铜时钟温度
补偿摆 。据此制成的地震观测授时钟 ，授时精
度可优于 １ 秒 。 解决了当时一大难题 。

５０ 年代后期 ，我研制了采用电子器件放大
的微震仪 。 因为采用了电子器件放大 ，地震仪
的灵敏度非常高 ，不用交流电 ，而且是可见记
录 ，优点太多了 。 开始时大家都有点不放心 ，怎
么美 、苏发达国家还没有应用 ，我国创制的仪器
真的能用吗 ？ 组织上请来了苏联专家组 ，带来
了他们的传统仪器 ，经过观测对比 ，苏联专家认
可了我们的创新 。当时我有什么条件能做到这
一步呢 ？首先 ，我认真学习过南工陆钟祚教授
讲授的“真空管电路应用基础” 。陆教授的课讲
得一清二楚 ，如何分析 ，如何设计 。 根据机电类
比 ，地震仪可以类比为电路的一部分 。 用电子
器件放大记录地震与经典地震仪在理论上可以

等效 ，不成问题 。 其次 ，当时我们研究所正开始
承担卫星上天的任务 ，研究所进口了一些西方
较好的晶体管器件 ，我有幸从优中选优 ，挑出了
一些低噪音管 ，因之我才制成了灵敏度非常高
的微震仪 ，使当时苏联专家大为惊叹 。 １９６６ 年
邢台地震后 ，我们用了这种仪器 ，建成了北京电
信传输台网 ，跨越地区尺度达到四五百公里 ，实
现了北京地区可以准实时地速报地震 。 著名日
本地震专家河角广当时来参观时说 ：“日本还做
不到 。”

这些事例若仅从最终结果来看 ，好像创新
是很突然的 ，甚至可能会使有些不了解中间过
程的人感到有点神秘感 。 其实在真实的过程
中 ，认识也都是一点一点前进推移的 ，只是它总
是要求你掌握住全面的客观情况（在这一方面 ，

一点都马虎不得） ，利用了各种有利的条件 ，才
会收到好的结果 。

我对创新研究工作的体会是 ，年轻时的创
新很重要 。点点滴滴的创新 ，由小到大 ，由易到
难的创新 ，可以使我们日后面对更难的创新增
加信心 。 所以 ，青少年朋友们 ，不要轻视点点滴
滴的创新 ，这对你们都是一种实践的锻炼 ，都会
对你们今后更大的创新 ，增强信心 。 话再说回
来 ，即使最大的创新 ，它决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
是一点一点前进推移的 ，这样的进步 ，从事研究
的本人是感觉得到的 ，这也是他所以能长期坚
持 ，而自得其乐之所在 。

现在我再来说明我这样大年纪了 ，是什么
支持我去做有生之年难以预期成效的地震预报

大难题呢 ？第一是我前期的创新经历 ，使我确
信创新是可能的 。 第二是最大难题的创新也是
一点一点前进推移的 ，而每一点微小的前进 ，都
会使你振奋 ，使你欣慰 ，即使我有生之年看不到
什么重大的突破 ，但我在工作中点滴推移前进
对我仍然是愉快的 。

最后让我说一下 ，我为什么想到写这篇体
会 。 我想一个达到了目标的科学家的成功之路
经验体会的文章 ，你们一定看得很多了 。 当然
你们会从这类文章中获得有益的教育 。 我现在
钻研课题的成果 ，在我有生之年是难以预期 ，作
为从事这样一种难以预期成果工作的科技工作

者的心态 ，让你们有所了解 ，可能对你们今后也
是有用的 。

总之一句话 ，我的心态是 ，纵然我难以预期
我当前工作的成果 ，但我在工作中 ，在探索中仍
然是非常愉快的 。

（刊载于 枟绍兴籍院士风采枠 （２００２）第
４１９ ～ ４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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