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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慨况罔

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R()级犬地震灾害

震中位于北纬，1(1。．东垃10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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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甬祥院长、方新副书记等中国科学院院局覆分院领导

于6月3日哒问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完所

失踪职工家属和被因学生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成都接见中国科擎院部分

抗震救竞先进个人代表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与水利部部长陈雷在绵阳会商

中国科学院宽带无线监控系统丑用于唐家山堰塞湖排险

一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阴和俊视察即将飞往灾区的-P国科学院遥感飞机装机现场



中国科学院高技术局组织宽带无线

应急通信设备运抵炙区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

研究所救援队冒着余震危险架设

宽带无线应急通信系统基站

中国科学院救援队在唐牢山堰塞湖

远程无线税额监控．董安装宽带无线

应急通信系统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救援队在

安装宽带无线应急通信系统基站

中国科学院计算挂术研究所救援队

在安装卫星通信设备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救援队

在青莲镇通口河宽带无线视频

监控点赶装太阳能装置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专家在

地震灾区调查蚊虫滋生地

灾区工作人员在使用中国科学院提供

的c3 41杀蚊荆进行虫媒消杀工作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专家在现场

勘测滑坡相关敷据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专家对桑枣

tP学生进行集体辅导

中国科学院生态中，o专家时灾民安置

点的用水情况进行现场调查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建害与环境

研究所专謇赴竞区调查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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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为民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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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是我国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心和最高学术机构，成

立于1949年11月1日。全院现有数．、理、化、天、地、生等现

代科学研究机构80多个，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全院在职科学技术人员和在读学生3万多人。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JlI汶JlI发生里氏8．0级大

地震以后，路甬祥院长当即要求迅速成立中国科学院抗震救灾领

导小组。随后，领导小组紧急部署，全院在做好成都分院系统的

自救和互救工作的同时，利用中国科学院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知

识投入抗震救灾战斗。1领导小组连夜列出和分析中国科学院的技

术装备和条件：众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和高技术人才，遥感飞

机、无人驾驶飞机、区域宽带无线移动通信技术、自动化机器

人、高效率地震滑坡动态电子监测指挥系统，灾后民众心理干预

疏导等多方面的科研积累，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服务和支

撑，并决定领导同志和办公室人员日夜轮流值班，24小时不问断

指挥、协调。几天内，经请示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组织全院

40多个研究所、215名科技专家和职工携带抗震救灾技术设备等

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

5月17日上午，院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检

查前段工作，部署全院下一阶段的抗震救灾任务。路甬祥院长出

席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会后，他立即赶赴成都慰问受灾职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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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和学生j当了解到成都分院41名受困人员中35人获救、5人

遇难、．1人失踪，28万平方米房屋受损，仪器破坏损失2000万

元的情况后，他批准拨出救灾款840万元，用于治疗受伤人员和

妥善安排群众生活。同时，路甬祥院长指示尽全力搜救失踪人

员，抓紧治疗受伤人员，做好遇难家属的安抚工作，并进一步发

挥全院在人才、知识积累和科学装置等方面的优势，开展对灾情

的分析判读，对防治次生灾害和灾区恢复重建提出积极的咨询建

议。中国科学院抗震救灾领导小组随即在成都召开了全院抗震救

灾视频会议，紧急选派近百名专家参与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

专家委员会和科技部、水利部、农业部等相关部委的抗震救灾专

家组，不少专家还担任了正副组长，一方面为国家和部委领导抗

震救灾科学决策服务，另一方面进行灾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分

析与评价，、为科学制定灾区重建规划服务。．中国科学院动员全院

职工，．包括退休职工，开展献爱心活动，全院总计向灾区捐款

4318：万元，特别是组成前线领导小组，，落实路甬祥院长“科技救

灾一的要求。．． 一．．
，

， ，_-

i、5月14日凌晨，中国科学院‘‘奖状?’B1、B2型航空遥感飞

机飞抵四川地震灾区。’机上装有光学相机、数码相机和雷达，分

辨率为j．0．5米广也就是说地面上半米大小的物体，在空中可以一

览无余。且不受云雾的影响，能够白天黑夜不问断作业。两架飞

机共飞行40多架次、200多个飞行小时，对重灾区全范围、多密

度覆盖。最长日飞行时间长达13小时44分。科研人员连续作战，

数据采集一传输一解译一研究判断，环环相扣，以最快的速度绘

制出第一幅灾情图，标示大量滑坡、．。泥石流、堰塞湖等潜在次生

灾害，预评估出主要受灾体数量及直接损失，迅速提交给国务院

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四川省政府及有关部委，为做好抗震灾工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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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重建提供了科学依据。一 ，

5月16日，宽带无线通信网率先在北川开通，并与卫星连

通，5’月25日在青川开通，5月30日在唐家山堰塞湖开通，该专

网还接人中南海。该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系统，在正常情况下2小

时可完成一个区域内的设备建设，可覆盖500平方公里救援范

围，在地震灾区基础通信设施被破坏，通信中断的情况下，快速

布设，为抗震救灾提供了有效的通信服务。这不但解决了应急通

信问题，领导同志还可以通过该网实时监测水情变化，进行科学

决策。人们从电视上看到的排除唐家山堰塞湖险情的画面，就是

由它完成的，。它对排除唐家山堰塞湖的险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院心理专家援救团队奔赴北川，成为第二支进入灾

区的心理救助团；联合中国心理学会组织125名专家，为5万人

进行了心理救助；与四川省科技厅组成专家组奔赴绵阳、安县对

灾民和学生进行心理援助；还培训研究生志愿者，编印科普资

料，利用电视台、网络、报刊等媒体，分析灾民心理，提出有针

对性地开展心理干预的建议等。这些措施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此外，中国科学院为灾区捐赠水质综合检测和预警水质在线

生物安全预警系统，家庭、村镇洁净水处理设备和污水处理设备

及环保厕所，安全高效杀菌和灭病毒净水消毒剂，并紧急调配高

效环保灭蚊药、灭鼠药，派出专家指导灾区群众杀灭传播传染病

的蚊子和老鼠，为控制震后疫情的发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抗震救灾斗争中，中国科学院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经中国科学院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中国

科学院成都分院(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等8个集体被授予

“中国科学院抗震救灾先进领导集体”荣誉称号；“汶川地震灾害

遥感监测与灾情评估工作组”等11个团队或部门被授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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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抗震救灾先进科技刚队”荣誉称号；张侃等54位同志被

授于“IfT周科学院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其中．中同科

学院I二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所K封松林，荣获“全同抗震

救灾模范”荣誉称号。

我们编写m版《创新为民的丰碑 一中同科学院抗震救灾英

模志》，为英模树碑立传．其目的就是响应党中央、园务院的号-

召．弘扬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精神，让科技抗震救灾的事迹和精

神．流芳永远!

V

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院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2009年8月28日于北京
幻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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