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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科史研究是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研读学科史会让我们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认识更加
深入。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编著的《中国地球物理学学科史》不仅可以全面了解地球物理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进
程，增强对学科的性质、历史定位、社会文化价值以及作用模式的认识，了解其发展规律或趋势，而
且对于科技工作者开拓科研视野、增强创新能力、把握学科发展趋势、建设创新文化，都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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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现设有8个研究室和1
个国家重点野外观测实验台站，主要面向中国防震减灾、国防建设和地学科技前沿，开展地球物理学
、地震学、地震灾害预测预防与工程应用、地震观测技术研发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内容涵盖地震震源物理与地震预测、地球内部结构探测、地球磁场研究、地震监测技术与地球物理探
测技术研发、主动探测技术与地球物理实验研究。
 IUGG中国委员会、IASPEI中国委员会、亚洲地震委员会和IASPEI强地面运动、地震灾害与地震危险
性委员会等国际学术组织的秘书处，以及中国地震学会、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等组织均
设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多位知名专家在国际学术组织担任了重要职位。
研究所还聘请了一批国外知名专家担任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
开放式的科研环境形成了良好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氛围并具有优越的国际合作条件。
 （二）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勘探中心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勘探中心成立于1955年，是从事地球深部、
浅部地球物理探测研究的科研机构。
该中心拥有从事深地震测深、陆地水域浅层人工地震勘探、地质雷达、电法、重、磁勘探等探测研究
工作的雄厚实力，是中国城市活动断层地球物理探测基地和国家人事部批准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前身为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
，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地震过程的观测、模拟和预测理论及方法研究，探索地震孕育、发生和发展规律
，促进地震科学的发展，为地震监测预报和防震减灾服务。
 （四）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前身是1951年5月创建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是以研究新构造运动和现今地质作用为主的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地震地
质、活动构造、深浅层结构、现今地球动力学、地震和火山的形成机理及其灾害的预测等，在国内外
地球科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五）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是中国地震局直属研究所，成立于1966
年，是中国地壳动力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以地壳动力学、地震前兆观测与研究、地震与地质灾害等
有关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为主要任务的综合性研究所。
 （六）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始建于1956年，主要开展空间大地测量与地壳形
变测量、地球重力与固体潮、航空遥感、精密测绘仪器、地震监测、地震区划、水库诱发地震、地震
工程和防灾减灾工程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同时应用数字技术、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
以及光、机、电技术，开发地壳形变、重力、测震等观测技术与仪器的综合性、多学科的社会公益型
基础科学研究机构。
 （七）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原名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
成立于1954年，是中国最早系统地开展地震工程及防护工程和岩土工程研究的研究所。
建所50多年来，成为中国地震工程研究领域的先驱，率先开展了强震观测、工程地震、结构抗震、震
害预测、地震模拟试验、抗震设计规范、工程振动测量等研究， （八）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 中
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是1966年邢台地震后组建的，是以大地测量手段为主，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地
震预测预报科学研究；板块运动、地壳运动学、地球动力学、GPS气象学研究；地壳形变监测、数据
处理及相关软件的开发和应用；监测仪器研制与检测。
 （九）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 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是承担中国西部地区地震形变监测和地震
预测研究的专业队伍，归属地震系统建制40年来，以精密水准测量、跨断层综合形变测量、重力测量
、GPS测量等为主要技术，长期从事地震监测预测、地震应急观测、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和科学考
察与试验等野外科技工作，为地震预报和科学研究采集丰富而可靠的地壳形变原始资料。
 三、地质系统 （一）中国地质科学院 1.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成立
于1956年4月，已发展成为世界上颇具影响的地球科学研究机构之一。
其专业研究机构设置有： 大陆动力学实验室：主要从事大陆板块边界壳一幔作用与动力学机制；碰撞
造山带的构造格架及深部地球物理探测；超高压变质带、超高压变质作用及俯冲折返动力学机制；大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地球物理学学科史>>

陆科学钻探与综合研究。
 岩石圈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大陆岩石圈深部结构探测与地球动力学研究；大陆变形带的精细结构与物
理过程；地球内层结构与相互作用。
 2.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原名为地质矿产部地
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1957年创建于北京，1969年迁至陕西蓝田县，1981年迁至河北省廊坊市
。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面向全国，担负着中国地学领域中勘查地球物理（物探）与勘查地球化
学（化探）两大新技术学科的研究开发及推动相关技术进步的任务。
经原国家科委批准，以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为依托单位，自1994年起组建国家现代地质勘查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于1998年4月通过原国家科委评估中心的验收。
该中心的建立，为推动以物化探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地质勘查技术进步，为科研成果迅速转化，发挥了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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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科史研究是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研读学科史会让我们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认识更加深入
。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编著的《中国地球物理学学科史》不仅可以全面了解地球物理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进
程，增强对学科的性质、历史定位、社会文化价值以及作用模式的认识，了解其发展规律或趋势，而
且对于科技工作者开拓科研视野、增强创新能力、把握学科发展趋势、建设创新文化，都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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