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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 2月 15日，农商部派翁文灏和谢家
荣“赴甘勘地震，采地质标本”。4月 15日，北洋政
府派出的由内务、教育、农商三部组成，以翁文灏
为团长的甘肃地震灾区调查团，搭京绥线火车从
北京出发，取道绥远（呼和浩特）、宁夏（银川），抵
达兰州，然后从兰州往东进入地震灾区从事地震
考察；团员除谢家荣外，还有由教育部派出的王
烈、杨警吾和由内务部派出的苏本如、易受楷。

此次考察历时约 4个月，调查团于 8月中
旬结束地震灾区考察返回兰州。这是中国有史
以来进行的第一次地震灾害及地质调查。

前些年，先有王仰之在《中国地质调查所
史》中写道，“他们从北京出发，乘车到归绥（现呼
和浩特），后改骑骡马前进，行程甚缓，从归绥向
西，经包头抵宁夏、银川，再西上贺兰山南行到兰
州。在考察阿干镇煤田后即分三路：谢家荣向西由
青海越过祁连山至玉门，王烈向南越秦岭达汉水，
翁文灏向东考察震中地区，经定西至会宁、隆德，
再北至海原、固原，再越六盘山抵平凉至镇远。”

后有李学通的《翁文灏年谱》如是提及：“调
查组经绥远、包头、隆兴长（五原）、银川到兰州。
在兰州稍驻，并往观阿干镇煤田后，调查组即分

三路：谢家荣向西由青海，越祁连山至玉门
油田，然后经肃、甘、凉三州而返；王烈南
行，越秦岭而达汉水；翁文灏则自半垣东
行，查察地震中心区域。”

按照上述说法，谢家荣没有参加此次
地震调查。但是，谢家荣在此次考察后发
表的《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及其他
各省之地震情形》中是这样记载的：“民国
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七时许，甘肃及其
他各省发生地震，颇为猛烈，其中尤以甘
肃为最。人口死亡者，据云有二十余万之

多，牲畜、房屋之损失不计其数，亦可谓亘古稀
有之奇灾矣。政府闻讯后，一方面急筹款项，以
备赈济，一面由内务、教育、农商三部同派委员
六人，驰赴被灾地点，实地调查，以明真相。余
膺农商部之命，因得随诸委员之后，躬与其事。
于十年四月十五号搭京绥车至绥远。乃由绥取
道宁夏，而达皋兰。继由皋兰而固原，而平凉，
复由平凉经天水而返兰州。震灾重要之地点，
几以遍览无遗矣。”

同时，他在 1924年发表的《甘肃北部地形
地质简说》如此记述他的此次甘肃之行：“民国
十年奉地质调查所之命，随同翁咏霓、王霖之诸
先生，调查甘肃地震区域。地震调查完后，余仍
留甘肃继续调查地质。计足迹所经，北自宁夏，
由中卫至于兰州，复自兰东行，历经会宁、静宁、
隆德、固原、平凉诸地震区域。以上为与翁先生
会同调查之地。平凉少住后，余复独行，经华亭、
秦安、通渭、狄道而返于兰州。复自兰州起程向
西，至西宁，入青海境，循大通河，横越祁连山，
经张掖、酒泉，出嘉峪关，抵于玉门。 ”这就充
分证明，谢家荣“向西由青海，越祁连山至玉门
油田”是考察完地震之后的事。

谢家荣 1921年考察海原地震
（兰州以东）和玉门石油、甘肃地质
（兰州以西和以北）路线（杜强依据
谢家荣有关文章中的行程叙述和
《旅甘日记》绘制）

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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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质资料馆藏谢家荣著《民
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原件
（左）、谢家荣手书的报告扉页（中）、
2014年馆藏珍贵地质资料仿真复制
本（右）

翁文灏、谢家荣测制的《甘肃
静宁县七里铺至土工寨地震山崩
略图》

在 191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以下简称地调
所）毕业的 18位学生中，谢家荣是第一个被派
往美国留学的。1920年 6月，谢家荣在威斯康
星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继而在美国从事各方
面的科学考察。

是年 12 月 16 日（农历庚申年十一月初
七），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时属甘肃省管
辖）突发 8.5级大地震。这次大地震不仅是我国
也是全球历史上最大的地震之一，全球有 96个
地震台记录到了这次地震，时称“环球大震”。这

次地震的极震区面积达 2万多平方公里，造成
了极其重大的破坏和生命财产损失，据当时统
计，这次地震中死亡的人数高达 23.4117万人。

地震发生后不久，谢家荣于 1921年 1月底
前后从美国留学归来。

2020年 12月 16日是海原大地震 100周年
纪念日，可以说，中国具有科学意义的地震研究
肇始于此次地震———翁文灏、谢家荣等进行的
海原地震调查是中国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地震
科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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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是谢家荣奉派留学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后归来的第一年。
这一年，24岁的谢家荣做了在中国地质界影响深远的三件事：随翁文灏等人赴

甘肃进行中国第一次地震考察，其后撰写了中国第一份地震考察报告；进行中国第一
次石油地质调查，之后撰写了中国第一篇石油地质考察报告《甘肃玉门石油报告》；和
袁复礼一道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并起草了中国地质学会章程。

今年是谢家荣留学美国归来 100周年，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

十月十四号（星期五）自上赤金（堡）至石油泉

六时起，延至八时始成行。所经为戈壁地，逐
渐上坡，行约六十余里，始抵石油泉。其处在石油
河旁，大路行于河滨之高岸上。至是乃下坡。坡急，
骆驼载物不能行。遂卸下行李，由脚夫肩下，甚费
气力。此间石油泉之处（稍高）搭有石子之窑房二
间，为挖油人所居，其中污秽万分，居挖油者三人。
稍上有一老君庙，乃今年六月间新盖者，只一屋，
甚清洁，余遂居焉。惟门户不密，稍有风。因距窑房
远，担水煮饭亦甚不便。余至后即至石油泉，照相
一张。餐后复出，采石数块，时已天黑矣。

昨晚未曾睡熟，故今日甚困。是晚绘图作记
后即睡。

中国乡人自己居处极不讲究，惟神佛之居处
每甚洁净。此间人不过二三，而即有一清洁之庙。虽
然余正赖有此尔，否则，伏居窑屋，其景况可想也。

十月十五号（星期六）驻石油泉

六时许起，晨餐毕，候至九时始行。带苦力
二，各策马行，溯沟而上。因考察较详，故行甚
迟。比返已下午二时许。饮茶少许，复出，顺沟下
行五里许而返。石油河水势尚大，过河不能。跨
越两旁，除红色层外，俱为冲积层，往往甚厚，而
成绝壁。途中遇有挖金者数人，卜居于绝壁下，
亦无房屋，询之，系新自山南（距此约十里许）下
迁此者。山南有窑屋一二间，亦为挖金者所居。
此间一带，人烟稀少，荒凉极矣。

河谷之内多砾石，行颇不便。间有载土稍厚
处，则有植物，其草类，牲口皆不食，惟骆驼食
之。矮木则用作柴火。

余所雇脚夫，每每言归，而一人则竟于途中
私自逸去，乡人之不可理喻，可恶极矣。又余预
先告彼等，广带粮草，而彼等丝毫未备，至是遂
以无食为辞，其愚而刁亦甚矣。

赤金堡油户饬人送草料一车，于昨晚十一
时许，与玉门县班上同至，然只敷一日之用，故
明日又须赴白杨河拉草料。

十月十六号（星期日）驻（石）油泉

六时许起，延至九时始出。先在附近量一基

线，约二里许长，听差帮忙，乃开始交点。一时许
午餐。下午复测，将石油河一带测毕。是晚计算
高度。

十月十七号（星期一）驻（石）油泉

六时许起，八时许出。策马沿高坡南行，拟
至南山之麓，一观究竟。所经路尚平，惟多深谷
横亘。谷面皆系绝壁，不能上下，往往须绕道以
越之。如是之谷，凡过四五，费力之极。初过一极
深之谷，几不得路，幸有放羊者赶骡适至，遂随
之行约十余（里），皆山僻小径，非专过其地者不
得路，万一失道，则壁立之深谷即不得过。小径
旁往往见小石堆，盖探路者用以为标识者也。及
至与南山之麓相近处，路愈艰险，谷愈多，乃登
一高山。是处望南山及附近地形甚亲切，摄影数
张而返。返时已六点矣。是日所往极艰险，行路
亦多，遂觉疲甚矣。

是日晨起，微雪，温度约在零度左右。

十月十八号（星期二）自（石）油泉至惠回堡

六时许起，雪甚密，温度在零度左右。拼挡
行李，又装石油数瓶，十时许始成行。时雪已止，
惟天微阴。行约二十余里，至白杨河，至陈姓家
打尖。下午复行，五时许抵惠回堡。寓顺昌客栈，
房屋尚佳。是晚绘图作记。

延伸阅读

《旅甘日记》之玉门石油泉考察
姻谢家荣

谢家荣 1921 年 10 月 14日至 18 日在石油泉考察的日记，记
录了中国第一次石油地质考察活动的艰辛。

在玉门考察完石油地质后，谢家荣向东经
嘉峪关、张掖、山丹、永昌、凉州、天祝、永登，一
路考察地质，于 11月 19日抵达兰州，结束了此
次长达 7个多月的甘肃之行。

1922年 5月，谢家荣在湖南《实业杂志》
（第 54号）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石油地质
考察报告———《甘肃玉门石油报告》；同时，还在
《农商公报》（第 8卷第 10期）发表了《调查甘肃
地质矿产纪略》。

他在报告中详细记述了玉门石油产地的地
理位置、环境与自然条件，简要论述了现代石油
地质理论的基本问题，即研究石油地质的 5个
要素：1.“细审其地层中有无自有机物体变化而
成之地层”；2.“细查其地有无”“砂层、砾层及富
于罅隙之白云质石灰岩，最易吸收油液”的石油
“储蓄之所”；3.“砂、砾等含油之地层，须位置于
致密岩石之间，则油液方不易渗透”；4.“若地层
成水平层，则油液、瓦斯散布各处，不克会聚，必
须此项地层褶皱而成背斜层”“则油液始能因压
力而聚于其顶部”，“故调查石油地质之最要素，
即勘定地质构造有无此项背斜层，并其面积之大
小，与夫倾角之急缓，等等”；5.“研究其地质岩层

变质之浅深，地形之经过，皆与勘探石油有莫大
关系，故自石油地质原理发明后，石油工业不啻
一新纪元。盖从前探油，盲人瞎马，无标识之可
寻，往往虚费金钱，毫无所得，今则凡辟一新油
田，须经无数地质家之考察，然后从事施工。”

报告详细描述了产油地点的地层与地质构
造，依据上述石油地质理论，谢家荣指出玉门石
油尚有探采价值，其理由如下：“（一）石油泉附
近地质构造，确为一背斜层。（二）地质系统中富
于松质砂岩，厚者达数米突，足能蕴蓄油量。
（三）松质砂岩之上下，时有致密质红色页岩，亦
颇足以阻止油液之渗透。”

谢家荣的《甘肃玉门石油报告》对石油地质
理论的精辟论述以及对玉门石油的评价，开创
了我国石油地质调查的先河，不仅唤起了人们
对玉门石油的重视，还特别提请当局重视石油
矿产：“晚近各种实业逐渐发展，飞机、汽车、
煤油机等，皆需油日多。其将长恃外国之供给
耶，则不特利权外溢，而外国亦将有自顾不暇
之一日，倘一旦来源断绝，则其影响于吾国前
途者，宁非浅鲜，故深望当局对于石油矿深加
注意也。”

谢家荣《旅甘日记》的记载截止于 1921 年
11月 21日，记为“购买杂物，拼挡行李”，及至
回到北京应该是 11月底了。

回京后不久，谢家荣和地调所同事袁复礼
商量成立学术团体事宜。彼时，在我国老一辈地
质学家的辛勤耕耘下，地质科学走在了中国科
学事业的最前列，担当了现代科学学科在中国
本土化的先锋，但中国地质学家却还没有自己
的学术团体。

为了增进地质学家们的联系，便于彼此间
以及与国外同行间进行学术交流，1921 年 12
月，谢家荣留美归来第一年内做的另外一件
大事，便是和袁复礼一道倡议成立中国地质
学会。
《桃李满天下———纪念袁复礼教授百年诞

辰》对此有相关记载：“据袁复礼回忆，1921年
12月谢家荣首先与他谈起成立地质学会之事。
于是他俩向翁文灏建议，得到翁的支持，并委托
他二人草拟学会章程。”“据袁复礼回忆：‘为了
加强国内地质工作者之间的联系，为了与外国

的地质学会进行学术交流和交换刊物，我和谢
家荣于 1921年冬提议成立地质学会，当时我和
谢都是地质调查所技师，丁文江任所长，翁文灏
任副所长，于是丁、翁委托我和谢担任筹备工
作，用英文起草《中国地质学会章程》，起草后由
葛利普教授修改，交翁文灏译成中文。’”

谢家荣和袁复礼提议成立中国地质学会一
个月后，1922年 1月 27日，中国地质学会筹备
会议即在北京举行。是年 2月 3日，这个在中国
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团体在北京正式成立，并
通过了由谢家荣、袁复礼起草经葛利普修改的
《中国地质学会章程》。谢家荣当选为中国地质
学会的第一任书记（秘书长）。此后，谢家荣还与
章鸿钊、杨钟健、葛利普一起设计了中国地质学
会的会徽。

2022年 2月 3日是中国地质学会成立 100
周年纪念日，那时，我们应该记得最初动议其成
立的两位地质学家之一的谢家荣先生。
（本文作者系原国土资源部成都地质矿产

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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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中国第一次地震科学考察

在海原地震考察中，除实地调查外，调查团
还给震区各县知事发放“调查表式”，尽可能广
泛地搜集各种地震现象和地震灾情。他们的调
查不限于调查地震灾情，还特别注重科学研
究，正如谢家荣指出：“此行目的，不仅为普通
之调查，尤注意于科学之研究，故除调查震灾
状况，勘察山崩地裂诸现象外，复从事于地质
之考察，俾明此次震波之起源及其与地壳之关
系焉。”

此次考察结束后，谢家荣撰写了中国历史
上第一份地震科学考察报告———《民国九年十
二月甘肃地震报告》，呈交地调所；1922年他在
《地学杂志》上发表的《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甘肃及其他各省之地震情形》是这份考察报告
的节要。

这份报告和这篇文章是该调查团此次地震
科学考察最主要的成果。它是对海原大地震最
为详细和完整的记录，大量第一手资料直到今
天仍然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现存全国

地质资料馆，档号 7754。正文分为四部分：一、河
南修武博爱县地震资料；二、通论；三、各县地震
情形；四、甘肃地质概略及其与地震震中之关
系。前三部分为打印稿，第四部分为手稿。

这份报告详细记述了海原大地震的各种宏

观地震现象，包括地震发生时的气象、各地发震
的时间、地震发出的鸣声、余震情况、山崩、河道
拥塞及井泉涨缩、地面裂缝、人口死伤与房屋牲
畜的损失、建筑物损伤研究等，以及地震烈度的
分布（制作了地震烈度分布图）、甘肃 59个县每
个县地震情况的调查，还有甘肃之外的陕西、河
南、山西、直隶、山东、湖北、安徽、察哈尔及绥远
等各省此次地震的情况。报告还讨论了海原地
震的地质背景和成因。

正文之后，报告另附有 9个图版共 39张此
次调查现场拍摄的珍贵照片（其中 6张照片不
见，仅有照片名称）。它们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
海原大地震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报告中还附有谢家荣以及谢家荣与翁文灏
共同测制的图件：1920年 12月 16日《甘肃固原
县嵩艾里地震山崩略图》（谢家荣 1921年 6月
测，比例尺一万分之一）；1920年 12月 16日《甘
肃静宁县七里铺至土工寨地震山崩略图》（翁文
灏、谢家荣 1921年 6月测，比例尺一万分之
一）；1920年 12月 16日《甘肃会宁县青家驿五
里桥地震山崩略图》（翁文灏、谢家荣 1921年 6
月测，比例尺一万分之一）。

翁文灏、谢家荣等完成的这次海原地震调
查，是我国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地震的开端，奠
基了中国的地震科学。

撰写中国第一份地震科学考察报告

考察完海原地震后，谢家荣奉命继续留在
甘肃，考察地质。

在《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及其他各
省之地震情形》的引言中，谢家荣说，考察完地
震后“嗣余复奉部命，留甘肃测地质，遂于是年
八月由皋兰西至西宁，继乃越祁连山而北，经张
掖、肃州，出嘉峪关，而抵玉门，复由玉门循大道
返皋兰”。

关于玉门石油，从西晋时期司马彪的《博物
记》到晚清的历代史书中，都有过相关记载，但
它们都只是对其地理位置和大致性状有所描
述，却没有任何地质方面的介绍。谢家荣这次要

进行的正是石油地质勘查。
1921年 8月 18日，谢家荣从兰州出发，向

着玉门进发，一路考察地质，于 8月 26日下午
抵西宁，9 月 1 日过大通，9 月 18 日至俄博，9
月 28日抵高台，10月 2日到酒泉，10月 4日抵
嘉峪关，10月 9日到达玉门，于 10月 13日抵上
赤金堡，次日抵达石油泉。10月 15日至 17日，
谢家荣在石油泉考察石油地质 3天。这是我国
地质学家进行的最早的石油地质勘查活动。

谢家荣 1921年 10月 14日至 18日在石油
泉考察的日记，记录了中国第一次石油地质考
察活动的艰辛。

开展中国第一次石油地质调查

发表中国第一篇石油地质考察报告

倡议成立中国地质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