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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质分析’!"""”国际会议看我国

地质分析的未来发展

王毅民 高玉淑 王晓红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矿测试技术研究所，北京）

摘 要 本文简单介绍了“地质分析!"""”（+,-./.01232’!"""）国际会议的概况、主要议题，并据此和相关文献评论

并介绍国际地质分析技术发展的主要倾向，同时分析了我国地质分析的现状和当前地学研究的需求；从而提出构

建我国现代地质分析技术新体系的设想，并就我国地质分析走向世界提出建议。

关键词 地球化学 分析技术 国际会议 评论

“地质分析”国际会议是目前唯一的一个定期召

开的地质与环境材料分析的国际范围的专业会议。

自&))"年在加拿大召开第一届会议（+,-./.01232
’)"）以来，已召开了#届（&))"，加拿大；&))#，英

国；&))*，美国；!"""，法国）。+,-./.01232’)"会议

主席+454647.00./894:3880,以“使地质材料分

析的国际合作走向新阶段”为题报道了首届会议

（7.00,;.04，&))&），使国际合作成为历届会议的宗

旨。在“+,-./.01232’)*”期间，“国际地质分析者协

会”（</;,=/.;3-/.0>22-?3.;3-/-@+,-./.012;2，简 称

<>+）宣告成立，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地质分析者的联

系与合作创造了条件（A./,，&))*）。

我国地质分析者越万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庞大

的地质分析队伍。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国际地质分析

技术的发展，积极参加有益的国际活动。在世纪之

交，第$&届国际地质大会（!"""年B月）和 ”+,-’
./.01232’!"""”（!"""年)月）相继召开，这对我国

地质工作及机构的战略调整是非常有益的。

&“地质分析!"""”国际会议概况

#$# 会议简介

“地质分析!"""”国际会议于!"""年B月!)
日至)月&日在法国洛林（C-==.3/,）召开。会议由

法国国家科学中心（9D:E）的岩石与地球化学研究

中心（9:F+）主办，有来自!$个国家的&""多位科

学家参加了会议，会议论文&!)篇，其中发达国家的

论文&&#篇，占BBG，发展中国家的论文只占&!G，

且大多在与日常分析技术相关的专题中（表&，表

!）。按 单 位 类 型 统 计：大 学 占#"G，研 究 单 位 占

%"G，地调机构占&"G。

表# 各专题讨论会议概况

%&’()# %*)+),-)./0+.12&+3&

专题 原位分析的标准物质 测定同位素的新技术 主量和痕量分析的新进展 激光取样的分析

召集人

H4A./,（美）H4A./,联合有限
公司
64I3,8,/J,?K（德）波斯坦地
学研究中心

H4C4L3=?K（法）<F+F，地球化
学与宇宙化学实验室
>4+.01（英）牛津大学地球
科学系

:473/;-/（英）爱丁堡大学
地质地球物理系
A4H-?KMN（德）马普研究所

I46?8-/-MOP（美）哈 佛 大
学地球与行星科学系
E49P,/,=1（英）地质调查所

主题
报告

H4A./,（美）H4A./,联合有限
公司
地质分析的标准物质

Q4>0J.=,8,（法）CER，S6:

<9F’6E精度和准确度的局
限

T4U-/.=8（法）F.M大学环境
与生物无机化学实验室
<9F’6E与地球化学信息

I46?8-/-MOP（美）哈佛大学
地球与行星科学系
C>’<9F’6E分析：元素与同
位素研究

报告／篇 B &! && &!

报展／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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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专门会议概况

"#$%&! "’&(&)*&+,-(&((.,/(

专门会议
连续流动和气体质谱的标准物质和
分析进展

支持环境研究的分析技术
用于地球化学研究的日常分析及标
准物质

召集人 !"!#$%&（加）皇后大学，地质与地质
工程系

’"()*+&,（法）-+.大学环境与生物
无机化学实验室

/"0+&12*+*（法）岩石与地球化学中
心

主题发言
连续流动3同位素质谱选择标准的策
略

痕量金属物质的生物地球化学相关
技术

用40-3567和40-387进行地质样
品主量和痕量元素的日常分析

报展／篇 9 :; <<

01! 会议主要议题

会议分=个专题讨论和>个专门会议。

（:）专题讨论：!原位分析的标准物质（:<篇）；

"测定同位素的新技术（<>篇）；#主量和痕量分析

的新进展（<?篇）；$激光取样的分析（:@篇）。

（<）专门会议：!连续流动和气体质谱的标准物

质和分析进展（:A篇）；"支持环境研究的分析技术

（:9篇）；#用于地球化学研究的日常分析及标准物

质（<>篇）。

< 当前国际地质分析技术发展的主要

倾向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来自五大洲的<>个国家，

主要为西方发达国家，也有;个发展中国家（虽然人

数较少），特别是几乎包括了国土面积较大的所有地

质大国。从参会单位、人员和论文内容看，会议基本

反映了国际地质分析技术的水平和发展趋势。当前

地质分析发展的主要倾向可概括为：!微区原位分

析已成为地质分析的重要发展方向；"同位素分析

已成为地质与环境分析的新热点；#快速高效的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40-3567）、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40-387）将成为整体分析（主、次、痕量元

素）日常应用的主要手段。

!10 原位微区分析

以电子探针（68-5）和各类电镜（768、B68、

568）为主的电子微束技术发展较早，已相当成熟。

但这类技术主要用来分析微区中的主、次量元素。

;A%9A年代发展起来的以扫描核探针（7C8），同步

辐射D射线探针（7EDE8）和二次离子探针质谱

（7487）为主的微区痕量分析技术已使微区原位分

析成为一个包括主、次、痕量元素和同位素在内的完

整体系（王毅民等，<AAA）。近年来，激光熔蚀40-3
87（F5340-387）作为一种新的微区痕量分析技术

迅速 崛 起。由 于 其 造 价 和 运 行 费 用 远 较7C8、

7EDE8和7487低廉，是一种典型的实验室型仪

器，特别是在包括全部稀土元素（E66）和贵金属在

内的痕量元素分析方面远优于7C8和7EDE8，而

且还可进行同位素测量，因此大受人们欢迎。目前，

这些技术的主要任务是定量分析准确度的提高。标

准物质的研制与使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因而

成为这次会议的第一大议题，这是这类技术接近成

熟的标志。因此，微区原位分析已成为地质分析的

重要发展方向&。

!1! 同位素分析新技术

长期以来，除地质年代学中所常用的少数同位

素外，地质分析大量是用于元素分析，元素含量数据

为许多地球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地学研究

的深入与发展。元素分析技术虽已成熟，但对于环

境研究、地质成因及演化研究、元素含量的指示意义

已不突出，由于同位素分馏造成的元素中同位素比

变化，而成为环境变化与成因研究的灵敏指示，特别

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古环境再造研究这样的前沿地

学课题中尤其重要，因而各种同位素分析的新技术

成为当今地质分析技术发展的新热点。本次会议的

这一新导向与>:届国际地质大会的精神是相一致

的：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地学研究

的中心任务。

!12 快速高效的整体分析手段

自<A世纪GA%@A年代以来，仪器分析方法成

为地质分析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快速的多元素同时

分析技术最受人青睐。@A年代是以D射线荧光

（DEH）和 中 子 活 化 分 析（C55）为 主；;A年 代 是

DEH和40-3567为主；9A年代是以DEH和40-3
87为主（-)II$，:99@）。随着40-3567对主、次元

素测定精度的提高，它与DEH相比，在对各类样品

的适应性和包括全部E66在内的痕量元素测定等

方面，已具有更大优势。因此，认为40-3567（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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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和包括全部!""在内的痕量元素）和#$%&’(（包

括全部!""在内的痕量、超痕量元素及同位素）相

配合更能适应未来地质与环境样品日常分析的需

求，而成为整体分析技术的主导手段（$)*+,-)-./
)01，2334）。

5 构建我国现代地质分析技术新体系

!"# 我国地质分析的近况

我国地质分析经63年的发展已具有相当大的

规模。至73年代有各级、各类地质实验室833余

个，从业人员过万人（高梅芳等，4776）；在仪器设备

和技术方法上，有些实验室也已接近国际上73年代

的水平。63年来，地质分析为我国的地质事业做出

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白云鄂博稀土、铬铁矿，攀技

花钒钛磁铁矿和富铁、铜、镍、铂及贵金属等矿产的

大会战（资源评价及矿物学研究）中发挥了重大作

用，尤其是在93!:3年代的全国化探扫面中作出了

令世人注目的成果，同时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23世纪73年代以来，国际地学的研究领域和

学科方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73年代末，我国地质

机构已做了重大调整，这些都必将深刻影响我国地

质分析机构与技术的发展。当前我国地质分析的现

状已难以适应地学发展和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新需

求，主要问题是："队伍庞大、层次太多、结构不合

理、必须尽快进行调整；#设备落后、技术及知识陈

旧、工作效率低、亦急需更新。

!"$ 我国地质分析的未来发展

54届#;$的宗旨是地质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

展服务；“;.<)-)0=>+>’2333”会议的主要倾向已如

前述，这些也必将是我国地质分析未来发展的主要

方向。特别是我国经济结构和科技体制也都在进行

重大改革，可以预见，这对我国地质分析的影响将是

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因此，我们提出尽快构建我国

地质分析新体系的设想。

（4）观念的转变：即从单纯为地质找矿服务转向

资源与环境并重，更强调为改善和保护人类的生存

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支持环境研究的测

试技术将是今后地质分析的重要任务。

（2）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大批以全社会为服务

对象、以市场为导向的具有不同特色的商业性实验

室将会出现，而具有明显地域和专业特色的少数大

型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实验室也将在竞争中诞生。

（5）专业领域的调整：单纯的无机元素整体分析

难以适应当代和未来地学发展的新需求，微区原位

分析、同位素分析、元素形态分析、有机和生化分析

将是综合研究型地质分析实验室所不可缺少的（王

毅民等，2333），即使是传统的整体元素分析也需创

建新的分析系统。高效的多元素同时分析技术、现

场分析和“绿色”分析技术将得到发展。

（8）综合性研究小组的建立：综合地利用现代分

析技术去解决某些相关的地学与环境问题，具有广

泛的社会需求，同时也是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必然。

解决问题是其宗旨，这需要对地学需求和多种现代

分析技术的能力和发展均有较深的了解，更需要具

有不同专业知识的科技人员的合作，否则，难以提

出、也无力去解决综合性的地学问题。这将是地质

分析发展中很活跃，很有潜力的发展方向。

8 结语

撰写本文是想评价国际地质分析的发展，更期

望中国的地质分析加速走向世界，这里仅提出一些

切入点。

（4）地质标准物质研制与应用的国际合作：鉴

于地质材料的复杂性，其分析结果的评价更强烈地

依赖标准物质。在世界经济、贸易和科技加速走向

一体化的今天，国际对比及仲裁日益频繁，标准物质

的国际认可和影响越发重要（高玉淑等，2333）。中

国研制的地质标准物质（$!’）已被53多个国家使

用（鄢明才等，4776），可以说中国的地质标准物质已

走向世界。但由于这些$!’基本上是我国自行研

制的，被世人了解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我们提出中

国研制标准物质也要走向世界。“八五”期间，我国

邀请了4:个国外实验室和包括台湾大学在内的48
个国内实验室合作研制了2个大洋多金属结核和2
个深海沉积物标准物质，开创了研制标准物质走向

国际合作的先河（王毅民等，477:）；“九五”期间，又

由俄罗斯参加采样，合作研制了5个海山富钴锰结

壳标准物质，为我国地质标准物质研制的国际合作

做了新的尝试。

（2）积极参加“;.<?%@”计划的有关活动：“;.<
?%@”是#A;组织的国际地球化学分析实验室的

熟练度测试计划的简称，是一个实验室检验自己日

常分析水平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已被大学、研究机构

和商业实验室广泛使用。自“;.<)-)0=>+>’78”以来，

“;.<?%@”已进行了:轮，参加的实验室已有:3多

个，而我国仅有一个实验室参加。现在这一活动又

扩大到微探针实验室，称为“;.<&%@&’#B”（%<//>，

477:；#C;&;#@，4776；%<//>，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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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主席、“&’()*+,-+.-)/’0)1’2
**’.”主编34543(**)博士访华期间，就“&’(236”的

成果 与 成 就 进 行 了 专 门 讲 座（邵 济 新 等，!""7）。

!"""年7!月，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召开的“地质调查

分析测试技术研讨会”上，又向与会者作了介绍。这

一有意义的国际活动引起了我国地质分析者的广泛

注意。今年第7"轮的“&’(236”用样品将由本文作

者（作为$%&会员）提供，这将有力推动我国地质分

析实验室参加这一国际活动。

（8）关 注“&’(+,+19):)’!""8”和“&’(+,+19):)
’!"";”：“地质分析”国际会议已将成为地质分析者

的国际盛会，是反映地质分析未来走向的窗口，应密

切注视与积极参与。第7、!、8届地质分析国际会议

分别由加拿大地质调查所（&<=）、英国地质调查所

（>&<）和美国地质调查所（?<&<）组织，而第@届将

由芬兰地质调查所（&<A）承办。

我国虽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地质分析队伍，经

@"年的发展也已有深厚基础，但当前正处在改制与

转型的重要时期，我们认为，为了加强我国地质分析

领 域 的 国 际 交 流 ，我 国 应 该 争 办“&’(+,+19):)
’!"";”国际会议，这对于当前我国地质分析队伍的

结构调整和技术的未来发展将是十分有益的。经过

;年调整，我国的地质分析将会以新的面貌迎接国

际同行。

地质分析是现代地学，尤其是地球化学、岩石

学、矿物学和环境与生态地质学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加强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将有力地促进我国

现代地学的发展。

致谢：感谢英国开放大学34543(**)博士在京

的演讲和提供的资料，也感谢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

心邵济新研究员和《岩矿测试》副主编陈幼平对本文

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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