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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见初倪君已逝  科研报国心未泯 
——记著名构造物理与构造地质学家马瑾院士 

 

 

2019 年 2月 20日，国家重大研发项目‚地震亚失稳阶段识

别的实验、理论与野外观测研究‛实施方案通过科技部专家组论

证，成功立项。这标志着力求通过野外观测、实验和理论研究明

确断层亚失稳阶段的特征和标志、积极探索地震预测领域新理论

新方法的颇具前景的重大研发项目如期启动。 

6 个月前，2018 年 8 月 9 日晚，‚亚失稳‛模型的提出者马

瑾院士，在主持完该项目申立研讨会后，突感不适，送医后不幸

逝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才见初倪君已逝，科研报国心未泯。地震科学研究是她一生

战斗的最后阵地，‚亚失稳‛研究是她科研许国的最后见证。 

 

家国情怀—— 

‚只要对国家，对老百姓有用处的就去做。‛ 

 

1934 年 11 月 27 日，马瑾出生于江苏如皋一个重视教育的

大家庭。人杰地灵的如皋，孕育了马瑾的聪慧秀丽，浓厚的家学

渊源培养了马瑾的独立坚韧。 

‚大陆漂移‛学说和‚沧海桑田‛的传说在她心中埋下了探

索地球科学奥秘的种子。1952 年，新中国建立伊始，毛主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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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发矿业‛，在全国掀起了找矿热潮，形成了全民为地质的

氛围。 

年轻的马瑾在面对人生道路的抉择时，以‚我愿意从事艰苦

的地质工作‛的信念，考入北京地质学院，从此与地学结下不解

之缘。 

大学阶段，马瑾如饥似渴地学习各方面专业知识，其独立坚

韧、吃苦耐劳的性格与野外地质工作的艰苦卓绝浑然天成。以优

异的成绩毕业之后，她进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矢志科

学、惟求许身报国。 

1958-1962 年，马瑾被国家派往前苏联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

所攻读研究生，由于表现出色，曾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在‚共和

国十年大庆‛上发言，她的导师主动向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写推

荐信。归国后，初出茅庐的马瑾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

立即投身于热火朝天的四川石油会战中，她对‚岩性组合决定构

造变形组合特征‛的认识，在油气构造探寻研究中发挥了重要指

导作用。 

1966 年，邢台地震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党

中央提出要加强地震队伍建设，号召科学家们‚行动起来，到现

场去，到实践中去，逐步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周总理要求我们多兵种联合作战，就是觉得你懂点‘地’，

你就应该来想这个问题。‛回忆起当年，马瑾常常这样说。 

怀着这样质朴的想法，她以知识分子勇立潮头的信念，立即

将工作重点转到地震领域。在随后的岁月里，先后开展地震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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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力场的实验研究，领导建立构造物理与高温高压岩石力学实

验室，全面开展地震构造物理学研究。2003 年组建中国地震研

究领域第一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六十余载孜孜以求，始终活跃在防震减灾科研一线。 

马瑾有 64 年的党龄，她一贯秉承‚爱国报国、民主科学‛

精神，当选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出谋划策。2018

年 7 月 13 日，在最后一次参加支部党日活动时，会议记录本上

留下了她这样的发言：‚只要对国家，对老百姓有用处的就去做。

地震科学研究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做的每一点工作，取得的每一

个进步，获得的每一个发现，都是对地震科学的贡献……‛ 

 

自主创新—— 

‚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自主研发和自由探索，是我们实验

室立室之本。‛ 

 

六十年代初，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与苏联有

较大差距。从苏联归国后，马瑾面临着技术资料缺乏、实验设备

缺乏，岩石物理实验学从理论到技术发展缓慢等问题。 

在这种艰苦和简陋的情况下，马瑾坚持‚不等不靠、自力更

生‛的观点。她说：‚我们先想办法在实验室做实验、找规律，

来帮助我们理解野外的事。没有实验条件，我们就借设备做实验‛。 

她结合所学的国际前沿科学知识，带领团队以勤俭节约、艰

苦奋斗、只争朝夕的精神，扎扎实实努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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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难关，在国内率先筹建了相似材料和光弹实验室。随着岩石物

理研究工作的深入，实验室在利用模拟实验系统研究褶曲和断层

的形成条件、形成机制及应力场方面均取得了初步成果。 

1974 年后，针对地震脆性破裂的特点，马瑾与同事们开始

组建岩石力学实验室，其阶段性成果‚岩石破裂与地震‛获得了

1978 年全国科技大会奖。岩石力学实验室建成后，又逐步扩充

为功能更加齐全的构造物理实验室。扩充后的实验室包括构造变

形物理场、高温高压岩石力学、高温高压岩石物理三大部分，1988

年被批准为国家地震局‚构造物理开放实验室‛。历经数十载的

坚持与积累，2003 年，建成了我国地震研究领域第一个国家级

实验室：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近年来，实验室在国内国

际产生了重要影响，团队自主研发的构造变形物理场实验观测系

统、高温高压岩石摩擦实验装置、岩石高速摩擦实验机等成为领

域内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设备，产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成果，

获得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和好评。 

马瑾常常提到：‚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自主研发和自由探

索，是我们实验室立室之本‛。纵观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建设之路，马瑾始终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的灵魂在于创新，科学

技术不可能直接拿来，即使有的一时可以从国外引进，但如果我

们不能进行有效的学习、消化和新的创造，最终还是会受制于人。

唯有自己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将事业发展的

命运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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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心笃志---- 

‚地震科研比较枯燥，一切趣味都在学习、思考和探索中。

或许内心是轰轰烈烈的，但表面却是平静如水。‛ 

 

潜心研究是马瑾的精神画像。 

地震科学研究艰苦卓绝，需要研究者甘坐‚冷板凳‛，肯下

‚数十年磨一剑‛的苦功夫。六十余载，马瑾从不盲目追逐热点，

始终对地震机理和预测进行孜孜不怠的探索。她常常用自己的人

生感悟勉励年轻科研人员：‚地震科研比较枯燥，一切趣味都在

学习、思考和探索中。或许内心是轰轰烈烈的，但表面却是平静

如水。‛ 

马瑾认为：‚地震孕育和发生的过程是累积应力并快速释放

的力学过程，所以我们从力学本质来寻找证据，也许会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2011 年，在实验研究和数值模拟的基础上，她首次提出了

‚预测预报地震关键在于抓住地震前‘亚失稳’阶段应力状态的

特点‛。在随后的工作中，她带领团队独立思辨、认真求证，将

该观点丰富完善。她对团队成员说：‚科学研究好比画虎与画狗。

‚亚失稳‛研究好比是画虎，见到虎的人比较少，可参考的资料

也少，但是你画出来的就有新意；选择已经研究很成熟的那些方

向，就好比是画狗，狗大家都见过，都很熟悉，你在前人基础上

可以使工作更加深入，但是更要格外小心，因为你的一点错误都

会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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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积极向国内外同行介绍‚亚失稳‛研究，组织学术交流讨

论。在实验室研究中取得了一定成果之后，她又探索将‚亚失稳‛

研究从实验室推向野外，推动以‚亚失稳‛理论为基础的地震预

测研究。2019 年 2 月 20 日，国家重大研发项目‚地震亚失稳阶

段识别的实验、理论与野外观测研究‛成功立项。若马瑾院士尚

在人间，看到这一幕，一定会露出欣喜的笑容。 

她常说：‚我们这些搞研究的，什么也没丢，却找了一辈子。‛ 

 

敢于担当---- 

‚我们先做起来，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 

 

马瑾坚毅的性格使她始终具备敢为天下先的自信和勇气。年

轻时面向国家需求勇挑重担，改革开放后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矢志不渝，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寻新路径，在防震

减灾事业中担当作为。 

1986 年，在马瑾的推动下，岩石力学和工程学会高温高压

岩石力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她任副主任委员；1987 年中国地震

学会构造物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她任主任委员。从此中国构造物

理学有了自己的专业学术机构。八十年代马瑾力邀国际著名学者

来华，主办或促成了多次构造物理学术会议。其中，国内最早的

一些学术活动，如 1985年第一届构造物理学术讨论会，1986年

第一届高温高压岩石力学学术讨论会，1988 年国内第一次‚构

造物理国际讨论会‛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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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起，马瑾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设了国内第一门

构造物理学课程。1987 年，在长期教学讲义的基础上，系统撰

写了国内第一本构造物理学教材——《构造物理学概论》，填补

了这方面的空白。马瑾也成为中国首批大地构造物理学博士生导

师，现已桃李满天下。 

马瑾对地震预测预报问题非常关注，在上世纪 90 年代即已

系统开展首都圈地震地质环境与地震灾害研究，提出共轭剪切模

型和间震期与地震期的交替活动模型。 

近些年来，所提出的‚亚失稳‛理论更是为我国地震预测研

究从经验统计向物理预测指明了一条可能的科学途径、观测重点

及努力方向。自上世纪 80年代地震孕育的非线性理论提出之后，

国内外地震预测领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是亚临界现象，‚亚失稳‛

的提出，使我们关于地震发生的关注点从‚可能震‛向‚必然震‛

跨进了一步。 

 

团队精神---- 

‚科研就应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马瑾自 1978 年以来,培养博士后、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近 40

名，这些学生大都成为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 

她鼓励创新思维和学术争鸣，努力创建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

不止一次聊起当年国内地学界的‚九大学派‛百家争鸣的盛况。

她强调科学研究要有多学科有机融合，常说‚构造物理实验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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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搞地质的、搞地球物理的、搞机械的、搞电子的。科研就应

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马瑾尊重每一名团队成员，努力建设一个人格上人人平等、

工作上各尽所能、学术上鼓励争鸣的研究集体，尽力为年轻人创

造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她善于调动全室人员，尤其是年轻人的积

极性，并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他们。80 年代初，实验室邀请了澳

大利亚著名学者 M.S.Patterson 来访，共做了十多个专题报告，

马瑾自己现场翻译。会后让年轻人每人整理１—２篇，复印成《高

温高压岩石力学实验》发给大家。这个小册子对提高整个实验室

人员的业务水平起到了很大作用。 

她正派的学风、诲人不倦的治学态度及甘当人梯的精神受到

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构造物理实验室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始

终后继有人，得益于她在青年人才培养方面的突出贡献。马瑾对

于研究生培养有着独到的见解，因材施教是其鲜明特点；常常鼓

励学生要‚敢于探索未知‛，学生选题方向极为广泛，却又都紧

密围绕学科的发展和需求。团队里大家不仅学术上相互提携，生

活上也相互关心，在马瑾的带领下充满了朝气与活力。 

 

人格魅力---- 

‚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何少求。‛ 

 

‚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何少求。‛这是马瑾办公室桌

上的随笔抄录，也是其一生人格的写照。作为一名科学家，她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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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秉持立德为先、诚信为本，她乐观豁达，淡泊名利，严于利己，

宽厚待人。 

她自幼养成了独立坚韧的性格，几十年如一日保持着自律和

勤奋。每天 7点左右就到办公室开始工作，午休二十分钟，关心

国家大事，浏览报纸杂志，然后继续工作。无论年轻时还是八十

高龄，一直坚持自己绘图、写报告、做幻灯片，从不请人代劳。 

马瑾身为著名科学家，仍保持着谦虚专注的态度。无论是平

时的学术报告，还是课题评审，她总是早早去会议室，坐在第一

排，边听边记非常专注。每个报告结束后，她都会提出中肯的问

题或建议。有时报告安排冲突而没能亲临会场，她都找来报告的

文字稿仔细研究消化，谦虚地像个学生。 

马瑾一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每次在食堂打饭她都要师傅

少打一些，如果打多了，会分给别人，从来都是‚光盘行动‛的

践行者，不浪费一粒粮食。有时食物不小心掉在桌子上，也照样

夹起来吃掉。衣着向来朴素。即便是参加重要活动，也只穿一件

有 20 多年历史，需临时把垫肩缝回原位的夹克。 

马瑾关爱每一个学生，视如家人。爱生如子是所有弟子的共

识，每逢过年过节总是要自掏腰包请大家聚餐，多年来将所里自

己的住房免费给有需要的学生居住，每次去外地出差都想着给大

家带小礼物。同事、学生遇到困难，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业

上的，她都会第一时间予以帮助，却又似润物无声的春雨。她和

每个学生都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母亲和孩子般的亲密情感。 

生活中的马瑾朴素、平和。她喜欢新鲜事物，她交友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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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保持着运动习惯，她有一颗善于发现美的心。她喜欢与年轻人

在一起工作，与‚80 后‛在一起时，她总时笑声不断，常说‚我

也是 80后呢‛。她童心未泯，热爱自然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有着

徐霞客‚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的求索情怀。在她的眼

睛里，世间尽是美好与新鲜：大自然是美的，一朵小花、一颗小

草、一粒石子，一抹彩虹，甚至一片落叶，都能使她露出欣喜的

笑容；人也是美的，她善于发现别人的闪光点，那真诚的赞许，

总能鼓舞你前行。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六十四年党龄，六十二年潜心研究，马瑾的一生是坚守初心、

科学报国的一生，是追求卓越、不断创新的一生，更是担当大义、

超越自我的一生。岗位上，她始终牢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在

地震预测预报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奉献了智慧和力量；

团队里，她潜心培养，引领科技攻关，人才辈出、硕果累累；生

活中，她善养浩然正气，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言为士则、行为

世范。她用自己对党和国家的深厚感情，对地球科学和地震事业

的热爱和执着书写了精彩人生，是我们永远值得学习和景仰的榜

样。 

展望前路，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手上，新时代的奋进

者将从榜样的身上汲取前行的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地

震科技事业取得更多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