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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北研究所自1961年10月正式成立，已经走过了她27年的发展历程。

27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着一条艰难曲折髓创业、奋斗、发展的道路。

生动而丰富的历史事实，从来都是人类吸取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譬。写《所志》的目的，就是通过系统，准确、全面的历史资料反映我所

发展的轨迹，从中找出经验教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以资对今后的工作起到借鉴作用。为

此，《所志》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尊重历史，尊重事实，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党的科技路线、方针、政策，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翔实的史料，记载下我所职-V．27年来坚韧不拔、奋勇前进的重要活动

和历史业绩，科学地反映科研成果在铁路和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激发全所职工的斗

志，继承创业精神，奋发图强，立志改革，使西北所右’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

《所志》能编写方法，是以科研为主线，纵不断线，横不漏项，基本上以时间为序。《所

志》共分14篇，各篇分别记述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过程、主要成就、成果，基本上独立

成篇，以适应不同读者阅读和使用《志》中的有关材料。

《志》，既不是进行议论和评述的论文或著作，也不是现有文件的简单抄录或编纂，而

是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科学地处理和组织，使之能全面、系统、准确地、合乎客观规律地反

映我所的发展过程和现状，成为一部生动、感人，理想，有用的《所志》。在这方面，所各

级领导、编委、退离休老同志和有关同志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协作，提供了大量的书面和

口碑资料。查阅了建所以来的档案、资料、记录、笔记。但由于诸多原因，材料仍嫌不足。

主要是建所以后长时期里文档管理机构不健全， “文革芦中又焚毁散失了不少，致使文档资

料严重残缺，加之编写人员水平有限，时间又紧迫，不但各方面情况难以囊括罄尽，既使编

入的内容也深感粗浅，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均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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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综 述

第一章现状概述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北研究所是1961年10月由铁道部西安坍方科学技术研究所、格尔木

高原铁路科学技术研究所和铁道部第一设计院科研所部分力量合并组建而成的。所址座落在

兰州市，在西安和格尔木分设研究站。 ，

西北研究所是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设在西北地区、以地质路基与灾害防治为重点专业的、

主要针对西北地区并面向全国的特殊、重大和理论性科学技术问题的一个研究机构。她诞生

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成长中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p，1977年以后始走上健康发展的征

程。由于铁路发展形势的需要，上级的领导和关怀，全所职工的艰苦奋斗，西北研究所已成

为—个拥有389名职工，1905万元固定资产，房屋建筑面积34290平方米，专业基本配套，技

术手段比较齐全的岩土工程方面的综合研究机构。设有滑坡，冻土、沙漠、裂土，黄土与地

基基础五个研究室，先后建立了水土与岩矿分析中心实验室，高精度、多功能低温试验室，

滑坡专业试验室，量测技术试验室，试制加工车间等。在海拔5000公尺的青藏高原风火山地

区建立了我国目前唯一一座高海拔多年冻土定位观测站，修筑了厚层地下冰地段路基、桥

涵，房屋等多处实体试验工程。装备了进口TOP--MC型车载水平钻机，具有静动加荷系统

的多功能DTC一24型通用三轴仪，D／MAX—AB型全自动X射线衍射仪，低温三轴仪，直

剪／残剪仪，扫描电子显微镜，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多功能地基参数试验车等大型精密仪

器设备，全所仪器设备价值951万元，其中单价6000元以上168台件，价值766万元，初步形

成了一个试验技术力量比较雄厚、能较好地承担所专业需要的技术试验系统。

情报资料已与全国120多个单位建立了情报协作关系，初步形成全国情报网络。为各研

究专业搜集整理情报资料上万件，翻译外国著作，论文，资料200余万字，现库藏中外图书

11003册(外文2884册)，中外期刊990种，4234册(外文340种，2433册)，内部资料8360

件，逐步实现用计算机检索文献资料。

组织机构设有为科研服务的科研管理、技术后勤以及行政、政工等管理部门，全所有17

个科室(队、站)，8个党支部，有党员121名。

27年来，造就了一支素质较好、力量较雄厚的综合性科技队伍。全所职工389人，其中

科技人员196人，占职工总数50％，其中研究员、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高级职称27人，

工程师、助理研究员等中级职称63人，助理工程师以下初级职称106人，高中初比例为

1：2·3：4j工人148人，占职工总数38％，管理干部45人，占职工总数12％。

27年来，开设研究专题119个(参加协作专题、项目未计)，平均研究周期2·6年，在

全国23个省区建立过120余个研究试验工点，取得科研成果105项，其中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

项，获全国科学大会奖2项，获部，省科学大会奖、科技进步奖、科技成果奖15项。这些科

一1一



研成果有的属于国内首创，具有国内先进水平，并在国际上也有较高的评价和影响，有的已

列入部、院有关设计规范，相当部分成果直接用于铁路新线建设、旧线改造及匡防、水电，

煤炭、冶金和城市建设中，促进了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78年以后，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有了较大发展，先后与13个国家

进行了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接待了68名外国专家、’学者来所访问和学术交流，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并发表交流论文报告34篇。

1985年以后进行乖1技体制改革，进一步贯彻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改变

了长期以来由上级下达研究任务，改变拨款制度，取消科技三项费，实行课题技术合同与

基金合同制，逐年减少事业费拨款直至减完。为适应这一改革需要，在机制上由单一荆研型

向科研开发经营型转轨，组建了西北土木工程勘测设计所，立足铁路，面向社会，承担岩土 ·j

工程勘测设计与自然灾害监测报警设计安装任务。筹办多种经营，开展多方面技术服务，逐

步向科研——成果推广——中试生产一条龙转化。1987年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增收47．6万元，

纵向合同题74．3Y／元，右事业费逐年减少的情况下，保证了全所科研生产工作越正常运转并有

所积累。现全所职工正进行深化改革，向1990年经费自立、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目标奋进。

第二章发展历程

西北研究所27年的发展历程，可概括分为创建与发展(1961N 1966)，文化大革命

(1967,'--'1976)，恢复整顿和蓬勃发展(1977,---1984)，科技体制改革(1985．'-'1987)四个 一

时规。由于她是由铁道部西安坍方科学技术研究所、格尔木高原铁跷科学技术研究所和铁道

部第一设计院科研所部分力量合并组建而成的，所以首先对西北所的前身进行简述。

西安坍方科学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坍方所)的建立 一

建国以后，随着山区铁路的恢复和新建，路基崩坍滑坡、泥石流等病害大量出现，严重

影响着铁路的正常运行，铁道部(以下简称部)于1951年成立了宝兰铁路坍方流泥研究小

组，1956年成立宝成宝天坍方研究站，但远远不能满足客观需要。1959年部3145号文决定

在西安成立坍方科学技术研究所，由基建总局领导，委托西安铁路局(以下简称西安局)

代管并负责筹建，研究业务受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铁研院)指导。所的方向

任务主要是针对山区路基病害，研究坍方滑坡发生原因与发展规律，开展路基及建筑物

滑坡、沉陷整治措施、稳定性分析与赶质勘探方法等研究。西安局派白林为付所长，并

调去部分人员开始筹建。部将兰州铁路辰坍方研究站全部人员、设备划归坍方所作为该

所建所的基础。西安局于1959年12月20日正式成立坍方所并以1766号文报部。由唐山、
’

北京铁道学院和长春、北京，成都地质学院陆续分配大学华业生21名，成都铁路学校分 +

配中专华业生15名，加上路内第一、二设计院等单位调来部分人员，到1961年未职工达84

人，其中技术人员35人(工程师3人，技术员8人，实习生29人)，工人38人，管理干部11

人。组织机构设有路基研究室，下属崩坍滑坡组、新技术组、成昆组、鹰厦组。勘探队，下属
“

钻探和电探组。观测组，综合试验组，所长办公室和情报资料组。根据部科研项目p山岳地

区路基坍方滑坡的研究p协作分工，重点承担宝成铁路西坡滑坡规律研究和鹰厦线K 163滑

坡工点的研究，同时对宝天、宝成、鹰厦、外福等线的崩坍滑坡路基病害进行了大量的踏

勘、调查和初步试验研究，取得了相当的实地资料，先后提出普查和专题研究报告8篇，在

产晷’



观测方法、土压力盒埋设等方面取得初步经验和成果。

格尔木高原铁路科学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高原所)的建立

高原所的建立是为适应青藏铁路(青海西宁一西藏拉萨)修建的需要。1959年部在格
尔木成立青藏铁路工程局，与铁道兵共同修建青藏铁路。该线必须通过的Go公里盐湖、盐溃

土地带和5eo公里的高海拔多年冻土地带是修建中的两大技术难关。为此，1959年12月，铁

道部第一设计院(以下简称一院)，铁兵8510部队和青藏铁路t程局(以下简称青藏局)

联合报请铁道部要求成立高原铁路科学技术研究所，部科委于1960年1月23日召开一院、铁

兵、青藏局，铁研院，唐山，北京，兰州铁道学院座谈会，会上决定成立高原所，直属部领

导，本着青藏线谁施工谁代管的原则，确定由青藏局代管。青藏局派施工技术处处长李光恒

兼代所长，一院派青藏铁路总体设计负责人庄心丹兼付所长，由青藏局、一院派调干部，工人

20多名，边建所、边工作。二季度，北京，唐山，兰州铁道学院及长春地质学院派来几十名

实习的师生，和中科院高山积雪冻土筹备处(即以后的冰川冻土研究所)共同组成高原冻土

考察队对高原冻土和盐湖进行普查、踏勘，先后在风火山厚层地下冰地段和盐湖地区修筑了

数处试验路基和简易高原气象观测站，开始进行现场试验观测。

1960年4月，部在格尔木召开科研现场会议，确定高原所的方向任务是-盐湖、盐渍

土地区的工程地质及铁路路基、站房建筑物的设计、施工研究，多年冻土地区铁路建筑及地

质水文和铁路沿线特殊气傧的研究。1960年8月，青藏局撤销改为办事处，部2264号文将高

原所改由一院代管。1961年安排研究专题11项，其中盐湖6项，冻土5项。职工32人。机构

设技术室和所长办公室，技术室负责盐湖、冻土，水文、电探，钻探，试验，资料等工作，

所长办公室负责人事，劳资、财务，材料，生活等工作。由于职工和技术力量严重不足，有

些专题没有完成或未能进行。

第一节创业与发展(1961～1966年)

西北研究所应运而生。

分散的科研机构和技术力量越来越不能适应铁路发展的需要，部予1961年8月22日和9

月12日分别以815号和2L94号文通知将西安坍方所，格尔木高原所和一院科研所部分力量合

并组建西北研究所。铁研院副院长岳志坚率工作组于9月Z5日来兰州会同一院和坍方、高原

两所开会，28日宣布西北研究所正式成立，所址设兰州，暂在铁路第五子弟小学四楼450平方

米的房屋内科研、办公，住宿。宝鸡(不久即改在西安)、格尔木分设研究站。由白超然、

白林，孙玉璞、张树森、段秋生五人组成筹建组，负责西北所的组建工作。岳志坚付院长明

确提出所的性质任务。西北研究所是全路科研机构的组成部分，是第三线的铁道科研基地之

一。基本任务是解决西北地区特殊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以地质路基为重点，作为全路的

研究中心，同时兼顾当地区其他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据此，在组织机构上设置了崩坍

滑坡，黄土沙漠，高原铁路、给水排水四个研究室和所办公室、情报资料室等(附组织机构

表)。全所共有资产52万元，职32151人，其中技术人员82人，党政管理干部20人，工人49

人。当时分布是西安84人，格尔木40人，兰州27人。12月16日部任命自超然兼所长，白林任

付所长，组建了党团支部和工会组织。

组织机构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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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鍪 粪 探 探 耋 囊 霍 囊 曩囊 凳 釜 。

探 探
翥 黍 雾 翼 舞

厂·下—T] 室室室室

建所创业艰难。

当时，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p八字方针，压缩 。啼

基建投资，精简城镇人口。在这样的形势下建所，资金，人员等困难是可以想像的。组建

所首先需要调整三所人员，但省上尚未承认西北所在兰州市的建制，故户粮关系、工资基金

都解决不了，不得不到处借粮吃饭，借钱发工资，住房更是紧张，不少同志都是白天在办公

桌上画图整资料，晚上在办公桌上睡觉，有同志风趣地说“为一块床板而奋斗p。就是在这

样的艰苦条件下，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国家科委广州科技会议精神指导和鼓舞下，全所职

工精神振奋，艰苦创业，建所后第一年(1962年)就选列了11个专题(滑坡4个，黄土沙漠 一‘

8个，盐湖，冻土2个，给排水2个)，背着行装，奔赴宝成、宝天、鹰厦线、青藏高原，

腾格里沙漠等地展开了各项研究工作。学习贯彻《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

(草案)》，搞五定(方向，任务、人员，设备、制度)，编报1963--1972年科研规划大纲，
”

加强科研管理，建立科研正常秩序，制订了《科研工作计划管理试行办法》、野外勘测津

贴、出差、考勤、物资设备管理等多项规章制度。成立了由9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委

员自超然，副主任委员白林，学术秘书任龙章(兼)。成立了由11人组成的所务委员会，主任

委员自超然，副主任委员白林。建立了学术会议和所务会议制度，各项工作逐步走上轨道。

当时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三个l一是省承认西北所在兰州的建制问题，此问题不解决，

一切涉及地方上的工作都难以进行，二是基地建设问题，三是人员调整问题。三所合并后虽

有80多名技术人员，但有些专业不对口，有些不适宜搞科研工作，真正适合搞科研的技术人

员尤其是技术骨干却严重不足，因此，人员进出的任务显得迫切而突出。1962年5月李泮明

付院长带工作组来西北所，到省汇报解决了所在省的建制问题。基地建设困难重重，新建基 ，、

地缺乏资金，调拨旧房经联系几个单位均未谈成，直到1964年部1905号文才批准西北所基地

建设计划任务书，建筑面积10050平方米，总投资284万元(其中土建140万元，设备144万 压

元)，当年10月破土动工。为加快建设速度，成立以副所长李嘉、办公室副主任候书阁为
’

正、副组长的基建组，除坚持正常科研的人员外，全所职工不分干部工人，男女老少都半天 一

或全天地参加工地劳动，拆迁房屋，清理场地，搬运材料，挖基运土、合泥砌墙，打磨门

窗、磨水磨石地板等凡能干的活都积极去干，使工程迅速进展。1965年10月，两幢4480平方

米家属住宅楼建成，1966年元月，科研办公试验楼5407平方米和食堂、锅炉房，变电所等附

属房屋竣工，西北所由铁五小迁进基地新楼。宝成线西坡滑坡试验站及包兰线沙坡头沙漠试验

站也于1965年相继竣工并开始工作。试验设备的购置问题，所抽调中心实验室及有关研究室

的人员到各工程地质、岩土工程研究所访问调研．然后结合我所具体情况，编制成套设备基

建计划，并组织力量对离心震动及沙风洞试验室进行设计及联系加工，到1967年中心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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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试验设施基本建成，离心、震动及沙风洞试验室因受“文革芦影响，而只停留在完成设计

阶段。

党群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1963年5月24日成立首届党总支委员会，受一院党委领导，

书记赵树军。8月成立工会委员会，主席刘德录(兼)，同月成立共青团总支委员会，书记

潘用礼(兼)。

在技术人员配备上，部，院和一院都十分关怀，先后从路内调进技术干部、工人三十余

名，分配大专华业生20余名，同时精简支农和调出部分人员，对现有科技人员加强在职培

训。到1966年，职工总数为181名，其中技术人员112名，占职工总数62％，工人38名，占

21％，管理干部31名，占17％。组织机构日臻完善，1964年成立了科研计划室，原属所办的

器材组，总务组改为所直属室。各科室领导干部基本配齐，各专业都具有一定技术骨干。

在科研工作方面，崩坍滑坡研究在宝成、鹰厦、外福等线参加地质调查、勘探、分析试

验和处理坍滑病害。1965年下楼出院，组织50多人参加宝成线K115滑坡会战，1966年开始

参加成昆、贵昆、襄渝等西南三线铁路会战，滑坡室主任徐邦栋被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技

术委员会邀请为线路路基委员会委员。通过大量的调研和实践、研究，在滑坡发生发展规律

认识上进一步提高，逐步形成用工程地质条件和力学检算方法判别滑坡性质与稳定性评价的

方法。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成昆、贵昆防治滑坡的新技术，如“挖孔抗滑桩的设计计算公式"，

“垂直钻孔群排除地下水稳定滑坡p、“沉井抗滑挡墙p等均获得成功。对青藏高原多年冻

土地区和盐湖地区进行了普查、踏勘，在对盐湖和风火山试验路基和气象站进行观测的同

时，逐步开展了多年冻土地区和盐湖，盐渍土地区修筑路基和建筑物的研究。黄土研究进行

了基本性质及路堑边坡设计理论的研究和黄土深沟高填路堤稳定性的研究。对南北同蒲，石

太，陇海、咸铜、天兰等线进行了实地调查，取得大量资料，通过试验分析，提出按时代成

因分类，确定黄土物理力学性质、路堑边坡断面和结构形式、坡面防护及几种稳定性检算方

法的比较等研究报告。沙漠研究，予1963年在包兰线迎水桥建立铁路防沙试验站(后迁沙坡

头)，在沙坡头一带进行风沙流移动规律观测和工程防沙措施的试验研究，并对包兰、集

二，干武，兰新等铁路沿线进行沙害调查。先后提出“论沙漠路基断面形式p、“包兰线腾

格里沙漠草方格沙障譬及“风积沙填筑路基的密实度控制问题：，等研究成果及科研论文。

1962"--'1966年全所共取得科研成果28项。这段期间的大量工作是调研、普查、踏勘和试验研

究，结合现场工点处理实际问题，为设计和防治路基病害起到一定作用，为深入研究工作创

造了一定条件，一批年轻科技人员逐步成长起来。

第=节文化大革命——风波十春秋(1967～1976年)

正当基地初期建成，人员，设备和规章制度逐步健全配套，科研方向基本明确，全所职

工正热情满怀地全面展开科研工作之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6月开始了。各种

群众组织相继成立，外业职工提前收工回所参加运动。1967年5月12日，群众组织夺了所党

政大权，成立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吴桂荣，副主任李传珠，各级组织被冲垮，多数

干部靠边站，7月军管组进驻，10月第二次成立革命委员会(据说是第一次成立未经省批不

算)，6人组成，主任吴桂荣，副主任李传珠、徐振隆。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芦，清理

阶级队伍，．-斗批改⋯⋯，以大批判开路，把《科研14条》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

把试验室研究说成是“培养修正主义的‘象牙塔’力，把知识分子斥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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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臭老九≯，把领导干部定为“走资派芦等等。随即对几十名知识分子，予部，工

人进行揪斗，将十多名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关进地下室(牛棚)实行，专政簟，遭受

着精神上肉体上的摧残、折磨和凌辱，有3名职工被全家遣返农村，1名含冤走上绝路。接

着将干部职工轮流派往红古农场劳动改造。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左p倾思潮冲击下，

组织机构被打乱，研究室改为队，科室并为几大组，下设战斗组，组织机构如下表·已经建

革委会

广 组组 组
组

立起来的规章制度和科研秩序遭到破坏。1968年8月成立工代会，主任芏圣伦，12月工宣队

进驻。1969年8月开始整党，成立整党领导小组，组长张玉宝(军代表)、副组长吴桂荣，

4月份以后各支部陆续恢复建立，1971年1月16日选举产生第一届党委会，书记吴桂荣，副

书记张玉宝、徐振隆，下设冻土、治沙、路基、机关、服务队5个党支部。10月成立团支

部。1973年6月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主任刘庭育。组织机构将原路基一、二队、冻土队革

领小组分别改为滑坡、综合，冻土三个研究室。1974年8月李嘉等在院参加贯彻全国科技会

议后，李泮明副院长主持西北、西南、铁建三所科研方向任务分工座谈会，进一步明确我

所以特殊地质路基的筑路技术为中心，重点研究西北高原多年冻土、盐湖，黄土、沙漠等地

区的筑路技术，崩坍滑坡的防治技术以及地质勘探新技术等问题。1975年8月贯彻中央九号

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p，开始组织整顿，调整领导班子，4月26日部工作组

宣布调整西北所党政领导班子为。党委书记王进德，副书记李嘉，张福才，革委会主任王进

德，副主任李嘉、白林、王占吉、李传珠，11月阎树春补为革委会副主任，工作出现生机，

各项工作秩序在艰难地逐步恢复。但到1976年2月， “反击右倾翻案"的风云又重卷祖国大

地，省委派工作组进所推动“反击右倾翻案风黟运动，接着以省组42号文又将领导班子调了

过来，吴桂荣圃所仍任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李传珠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免王

进德、李嘉，阎树春党政职务，所里工作又陷入混乱之中，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真

正开始了大治的进程。 ．

尽管文化大革命的凄风惨雨使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工人倍受摧残、打击，并用各种各

样的枷锁束缚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使他们处在欲罢不忍的困境之中，但他们仍凭着坚实的信

念和一颗献身铁路科研事业的赤诚之心，忍辱负重，四处寻找和联系科研任务，利用和御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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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去开展科学研究。滑坡研究室除继续参加成昆、贵昆、褒渝线崩坍滑坡研

治外，相继参加了湘黔，枝柳、太焦等线的滑坡勘测、治理和技术咨询，主持协作单位分华

东，华北，中南、西南、西北五个组对区内主要线路进行滑坡分类、分布的普查工作。总结

过去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编写了《滑坡防治》总结，经1973年8月在兰州召开的“全国铁

路滑坡防治经验交流及科研协作会议p上讨论后内部发行，1977年6月正式出版发行全国。

是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地论述滑坡防治问题的专著，倍受广大滑坡防治人员的欢迎。治沙

队在包兰线海渤湾进行乳化沥青配合植树和输沙的现场试验研究及在乌吉线进行打井造林试

验，初步取得效果。黄土在对同蒲、陇海、，包兰等线普查的基础上又对潼关联络线、梅七、阳

安、西延，西韩等线多处黄土工点进行路堤沉陷试验和长期观测，与一院合作进行黄土承载

力研究，编写出“黄土承载力表p纳入1975年《铁路桥涵设计规范》，并治理了一些病害工

点，如对陇海线K786．2路堤坍滑采用沙井——水平孔排除路堤内积水获得成功。青藏高原

冻土、盐湖主要进行各试验点的观测试验，1969年冰川冻土研究所、一院和西北所联合组

成冻土队，在普查．、修建数处试验对比场的同时，开展了冻土力学，热物理、冻土上限和路

基、桥涵、房屋等多方面试验研究。1971、1972年与冰川冻土所、一院合作全面总结十年来

的科研成果，编写了《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地区铁路勘测设计细则》及《细则附件》、《青藏铁

路察尔汗盐湖铁路修筑的研究》两大成果。1974年，国务院112号文件关于加快修筑青藏铁路

的指示下达后，中央成立“青藏铁路科研工作领导小组嚣，下设“盐湖冻土科研协作组舻，

成立协作组办公室，李嘉任协办主任。8月19日在兰州召开盐湖冻土科研协作会议，路内外36

个单位参加，确定研究计划为13个项目，55个专题，30个协作单位。西北所主持4个项目，

5个专题，参加协作5个项目，12个专题，任务十分繁重，冻土研究室全部力量和所技术，后

勤主要力量投入了青藏高原科研会战。1975年。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科研和施工人员逾

千人，风火山地区帐蓬林立，喻称“高原科学城对。在此期间共取得科研成果34项，同时作

了大量技术咨询服务工作。广大科研人员大多时间奔波在外业工地上，大量丰富的调研资料

和试验实践为进一步地深入研究铺垫了厚实的基础；在取得一批科研成果的同时，也使一批

中青年科技人员逐步成熟起来。在此期间，人员、设备都有较大发展。主要是1974年后为适

应青藏线科研会战，从大专院校、东北四个铁路局，建设兵团和复转军人、招工等进了大批

人凰，职工由1973年的182人增至1976年1}9351人，技术人员由94人增至178人，都将近1倍。

基建方面，动工修建所综合楼和低温试验室，家属住宅、格尔木科研试验楼共计7000余平方

米，1977，1978年先后竣工。仪器设备1976年拥有1276台件(100元以上)，价值221万元，其

中6000元以上大型设备74台件，价值92万元。可以设想，若没有“文革芦动乱的影响，这十

年将是所发展的“宝贵时期p，势将在人才、成果上获得更大丰收。

第三节拨乱反正整顿前进(1977"--'1984年)

粉碎“四人帮"，十年动乱结束。遵照上级部署，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整顿领

导班子，落实各项政策。首先，对文革期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错误揪斗、迫害的56名职工进

行平反，恢复名誉，销毁材料，安排工作，迁回被遣送回农村的3名职工和家属，对其子女

按城镇插队青年政策给予招工，补发了因冤假错案扣发和少发的工资津贴，退还或补偿了因

抄家造成的个人财产损失。

知识分子是西北所职工队伍的主体，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他们建设“四化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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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更是刻不容缓。1978--1984年，根据院安排，分四批晋升了工程师、助理研究员56

名i套级，晋升高级工程师和付研究员8名，．1984年技术人员179名，中级以上职称64名，?

占技术人员36％，较1976年的11％有较大改变o：重视了知识分子的入党要求，’‘1979—1‘987年

共发展党员27名，其中知识分子23名，工程师以上i穹名。在工作中充分信任和依靠知识分

子，使之有职有权。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i将配偶从农村转来城市或从其他城市调来共5l

户，招收插队和社会待业职工子女39人，调进和退休顶替26人，其中技术人员子女19人。在

历次工资调整中，都在规定范围内尽量考虑知识分子的问题，使生活上得到一定改善。

1977年5月，中央工作组进驻西北所，领导揭批“四人帮p，11月调整党政领导班子，

部任命高扬为党委书记，李嘉、阎树春为副书记，院任命李嘉、阎树春、王占吉为付所长，同

时撤销革命委员会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1978年1月23日部任命李嘉为所长，3月

恢复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嘉、副主任阎树春，学术秘书晏同珍(兼)。5月，将组织机构进

行了调整，如下表。12月召开第六届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11人，主席段秋

生。1979年5月召开第六届团代会选举新的团委会，书记赵坤印。12月部任命王朱贵为副所

长，1980年3月20日，党委成立纪律检查小组(筹备组)，贺林任组长，4月部任命候书阁

为副所长。1981年1月31日，高扬调走，李嘉代党委书记，5月9丑，部任命黄小铭为副所

长。8月，将滑坡、冻土、综合三个研究室调整为滑坡、冻土、黄土裂土、物探与量测技

术、沙漠化学防护五个研究室。1984年，根据中央企业整顿部署，首先调整领导班子，3‘月

14日，院工作组来所宣布行政领导班子为。所长黄小铭、副所长王朱贵、王恭先，佟治权，

原所长李嘉任顾问。5月10日，第九届工会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委员会13人，主席王继武。同

月召开第七届团代会选出新的委员会，书记尹长军。7月5日，召开第二届党代会，选举产生

新的党委会，5人组成，书记段文荣、副书记黄小铭，同时选举产生5人组成的纪律检查委

员会，书记党鸿勋。新的党政领导班子平均年龄46岁，技术干部占71％。在调整充实领导班

子过程中，4月分对组织机构作了调整，将科研科和所办公室合并为所长办公室，汽车队、

基建、人事从有关科室分离出来成为所直属科，队，以加强其职能作用。组织机构如下t

一． 自1977年开始，为尽快建立正常科研工作秩序，对各种规章制度逐步进行恢复、建立和

健全，先后对科研管理、成果管理，学术活动、行政、财务、物资设备i‘人事劳资，考勤奖

惩，劳保津贴j治安保卫等方面都制订了相应的制度：办法：细则、条例：198i年企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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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总结过去规章制度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又全面作了修订，新订和健全各项制度、办

法共32个，制定了科室职责范围和从所长到工人的岗位责任制。经院企业整顿验收工作组检

查，以954分的优秀成绩通过验收，基本做到各项工作有章可循，职责明确，工作秩序走向

正轨。 ，：， ：，二． ．

．。 在科研方面，粉碎“四人帮p以后，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广大科

技人员、干部、工人精神振奋，编制科研和事业发展规划，抓紧时间，奋力工作，以弥补十

年浩劫失去的时间。盐湖，冻土继续完成青藏线科研会战安排的任务，1978"'．'1979年先后提

出岩盐溶洞、冻土力学，热物理，上限、路基，桥梁等科研成果共13项，为西(宁)——格

j(尔木)段的设计施工，格(尔木)——拉(萨)段的设计提出急需的科技资料，具有较高的

水平。1981年建成了在国内比较先进的低温试验室。滑坡研究先后在云南大海哨滑坡，鹰

厦线K．365滑坡，宝天线葡萄园滑坡群等大型复杂的岩石滑坡工点进行地质力学方法在岩石

滑坡的应用研究，以及水平孔排水的研究。除此之外，还深入开展了滑带土强度，抗滑桩桩

周抗力图式、滑坡机理模型试验等项研究；特别是在《滑坡防治》成果的基础上，又增添了

十余年滑坡研究的新经验，提出了《滑坡的规律与防治》成果。在此期闯，开始建设滑坡专

用试验室。黄土方面，进行了地基承载力、原位测试，黄土地基加气矽化加固、黄土路堑、

路堤边坡稳定性检算图，黄土地区路基工作经验等研究，取得了多项成果。沙漠研究，在停

顿多年之后，于1979年又重新开始工作，先在拟建的青新线茫崖大乌斯地区建立风沙流及气

象观测站。1981年起，在包兰线及乌吉线进行乳化渣油配合植树造林固沙及输导沙的试验研

究。物探及量测技术研究方面，1978年开始进行地震仪测冻土上限及激光全息摄影技术在模

型试验中测外力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 ．

在科研管理上，1978年12月院计划会议决定新开专题和延续专题有重大修改者，必须报

计划任务书，并要求清理科研成果，从1980年起报成果鉴定计划。1980年4月，西北所报成

果鉴定计划38项。12月6—18日，院在兰州召开青藏铁路科技成果审查鉴定会，共鉴定通过

成果23项，其中西北所13项(一项系合作成果)，这是建所以来科研成果首次正式鉴定。

1977年至1984年，共取得成果38项。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科技外事活动逐步开展起

来，到1987年，先后参加了第三届，．第四属国际冻土会议，．第四届国际滑坡会议，第十一届

冒际土力学及地基基础会谬，胃际第四纪工程地厦会议’-_=国际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中美沙

漠讨论会，中日滑坡交流会等国际性学术活动，派人到加拿大、It本、澳大利亚，美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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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苏联等国作滑坡、冻土、沙漠等学术考察和学术交流。在此期伺，在国际会议上发表和

交流学术论文报告34篇，同时有13个国家2B个代表团68人次来所访词和学术交流。现在，西

北所在滑坡、冻土，沙漠、黄土，裂±各专业已井始走向世界，有的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

第四节科技体制改革('1985--1987年)

科技体制改革从八十年代初期就逐步探索试点。1981年，院开始经费予算改革，改变过

去“单位申报，院核定额、实报实销，节余自动注销p的供给制办法为“核定定额，经费包 ．

干，结余留用，分成归已，，促使加强核算，鼓励增收节支。8月，所制订实施《专题经济

核算试行办法》，建立专题费用本，组织社会技术服务。1982年10月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提

出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西北所开始进行科技横向开发，制汀增收提成和分 m

配办法，1983年开发净收入9万多元。1984年8月成立“改革领导小组妒，组长黄小铭．副

组长段文荣，下设改革办公室，·从此，改革正式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拉开了改革的序

幕。同年10月，所派工作组对格尔木研究站进行经济责任制承包调查，制订方案，1985年元

月由赵坤印与所签订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利润分成，亏损自

补p的承包办法，这是所第一个经济责任制承包。1985年开始，院实行专题技术合同制，取

消：科技三项费，按专题合同拨款，事业费按1984年实际支出水平削减40％。元月，所成立 一

“西北土木工程技术开发公司妒。8月5日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p，根

据院科技体制改革方案(草案)，结合所专业特点和几年来探索实践，制订并于4月l一8

日科以上党政干部会议上讨论通过了西北所“科研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草案)黟，方案的业
’

务指导思想是·“保证国家任务，适应市场需求，立足地路专业，扩大业务范围，加强技术

储备，重视人才培训’科研经营兼顾，大力促进开发p。目标是通过1—2年储备，1年巩

固，1年发展，8—4年后实现事业费基本自立。机制上逐步形成科研一开发一服务一管理

四位一体的运行系统，完成从单一科研型向科研开发经营型过渡，形成新型的具有独立科研

和开发能力的科研机构。为实现以上目标，确定实施以课题研究为主导，以技术开发为支柱，

以多种经营为补充的三位一体总体方针。当年列题21个，新开题8个，课题合同费104万元，

技术开发伸向路外和省外，全年开发12项。对汽车队，钻探队、中心实验室、车间、文整组

等单位实行经济责任制承包或半承包，扩大冷冻设备维修门市部的经营范围，并分别制定了

核算和提成分配办法，全年净增收37万多元，初见成效。 ，，

1987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进一步放活科研

机构，放活科技人员管理，逐步向科研机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向发展。3月，西北所

根据院工作会议和部领导讲话精神，结合所实际，制订了西北所“七五嚣期伺科技体制改革
’

方案，明确以部纵向任务为重点，横向开发研究为主体，适当安排一定比例的应用基础研究， 一

逐步形成课题研究——成果推广——技术开发服务一条龙的科研机制。为此，将专业分为主

要专业(滑坡、裂土，冻土，沙漠，黄土地基)和辅助专业(勘探、量测、房建，环保、科

情、制冷技术)两类，概括为“一一二二0p，即一个滑坡中心，一个裂土工程地质与路基

病害防治课题研究系列，组织与两个铁路局的联合及地基基础和环保两路开发，开展多种经

营等另散开发服务。按此布局，4月分成立滑坡防治中心，由滑坡研究室、物探量测室的物

探部分和开发办的钻探队组成，属西北所建制，副所长王恭先兼主任，徐邦栋、刘光代任技

术顾问，实行统一领导、分别核算、分级考核的管理办法。将黄土裂土研究室的黄土部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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