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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泊盐湖晚更新世末期芒硝岩沉积
及其古气候意义

刘成林焦鹏程 陈永志 王弭力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所，北京100037

摘要罗布泊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东端，可能是世界最大的单体(干)盐湖。罗布泊从中更新世开始进入盐湖

演化阶段，直到晚更新肚末以钙芒硝沉积为主，进入全新世出现石盐沉积。一些钻孔揭示在L更新统顶部出现一

些芒硝岩薄层，对比研究，确认这些钻孔中的芒硝层属同一时期沉积产物。“c测年显示，芒硝层段年代从13．72一

16．92 ka，光释光测年结果为19．34一19．83 ka，这些与末次冰期最盛期的年代(14～22 ka)基本吻合，推断当时罗布

泊年均气温在一2一一3℃。至全新世早期，随着短期干冷气候结束，罗布泊转为咸水湖环境，自全新世中期以来，

转变为盐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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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 Pleistocene Mirabmte Deposition in the Lop Nur Sali耻Lake，

Xinjiang，and its Paleoclimate Implicatio璐

UU Chenglin JIAO Pengcheng CHEN Yongzhi WANG Mili

砌如蹴o，施M越肠D“ce5，傩i，螂e Ac口幽夥o，锄阮如aZ＆如nⅢ，&咖_lg lO0037

Abs饥Ict 11le I卵Nur Saline L丑I【e located in e龋tem Ta而m b鹊in of xinji跚g i8 probably the laEge8t sin百e saline lal【e in

tIle wodd．Fmm middle Pleistocene， Lop Nur kke evolved into a saIine lake environment and dauberite crystallized f而m

brine in the lake until tlle end of P1eistocene．In the【砷Nur I丑ke，halite crystallized only during Holocene．D—lling shows

tllat thin layers of mimbilite rock8 0ccur at the top of upper Pleistocene s妇ta． A compa^son of s咖a f如m d而lljng holes re-

veals that the mirabilite layers belong to t}le contempomneous sediments． |4C-datjng shows that the ages of mirabilite laye璐

黜fmm 13．72～16．92 ka，b心caIly consistent埘th the age(14—22 ka)of the 1ast m戤imum出cier activi哆．r111e autllors

infer that t11e annual average atmospheric tempemtIlre of Lop Nur area w聃一2～一3℃at that time．The follo诵ng conclu-

sion h船thus been drawn： the—obal cold event had impacts on chemical sedimentation of the saline lake；诵th the ending

of a short cold period，the I砷Nur Saline I丑ke changed into a saline water lake in eady Hollocene；since IIliddle Hol—

ocene，t11e lake h踮conven副into a salt lake诵th the depositi佣of lar伊amounts 0f halite．

Key words Lop Nur；saline laI【e；L丑te Pleistocene；Illirabilite mck；paleoclimate

罗布泊地区具有典型的大陆性干旱气候特征，

是我国最干旱的地区。该区还具有夏季高温，冬季

严寒，年温差和日温差大的特点，有气象资料以来的

多年年平均气温为11．6℃(据若羌气象站)。罗布

泊地区7月份地面温度可达70℃以上(李江风等，

1987)。由此可见，罗布泊地区现代气候属于干热

气候。

罗布?白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东端，盐湖沉积区面

积18056 km2(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2005)，可能是世界最大的第四纪盐湖。第四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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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现代盐湖冷相稳定性芒硝沉积与地区气候(据zhe呜等，20∞)

Table 1 鼬l娟。琳mp betw∞n modem cold stable ll-irabmte and regio的l cHmte(from Zhellg et a1．。2咖)

期，强烈的喜马拉雅运动，导致塔里木盆地西部抬

升，东部相对沉降，统一的塔里木盆地逐渐解体，罗

布泊成为塔里木盆地的最终汇水区。早更新世时

期，罗布泊基本为咸水环境；中更新世时期以来，罗

布泊大湖开始分隔解体，罗布泊北部转变为盐湖环

境，化学沉积以钙芒硝为主(刘成林等，1999)，同

时，出现富钾卤水大规模成矿(王弭力等，1996，

1998，2001)，南部仍为咸水湖环境；全新世，北部的

罗北凹地等逐渐转变干盐湖，南部则从咸水环境变

为盐湖环境，最后于1972年完全干涸。

罗布泊盐湖水化学类型为硫酸盐型，盐类矿物

以钙芒硝为主，其沉积量巨大(刘成林等，2007)。

钙芒硝包裹体均一温度分析(刘成林等，2006)显

示，罗布泊盐湖钙芒硝沉积时水温40～75℃，推算

夏季平均气温20～35℃，属于于热气候条件。但

是，在钙芒硝沉积末期，出现了芒硝沉积，芒硝属于

较典型的冷相矿物。芒硝岩的沉积说明罗布泊地区

在晚更新世末期出现过明显的短期降温事件，这种

短期气候突变可能是全球性气候事件变化所致。

1盐类矿物气候指示意义讨论

利用盐类矿物进行盐湖气候环境的研究，首先

利用盐类矿物中的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袁见齐等

(1991)，研究石盐包裹体均一温度，指出一些类型

包裹体均一温度代表了沉积时期石盐结晶温度。

Roberts等(1995)研究美国死谷(Death Valley)石盐

包裹体，其均一温度可以较好代表了石盐结晶时期

的古水温。可见，盐类矿物包裹体均一温度可以代

表沉积时期的古水温。然而，研究显示石盐包裹体

均一温度受较多因素影响(Roedder，1984)，例如，石

盐重结晶，或溶解并再沉淀，包裹体在受热或受力破

裂时产生永久性拉张等。因此，应用盐矿物包裹体

均一温度分析古湖水温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其次，

由于盐类矿物自身就是干冷或干热气候条件下从盐

湖沉积的化学产物，不同的盐湖水化学系统，在相同

气候条件下沉积出不同盐类矿物组合，同一水化学

系统，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可沉积出不同组合的盐类

矿物。因此，可以将反映不同古温度变化的盐类矿

物组合作为恢复占气候环境的灵敏而有效的标志

(郑绵平等，1998；zheng et a1．，2000)。综合分析

现代盐湖沉积，将盐类沉积矿物划分为3种类型：冷

相盐类矿物；暖相盐类矿物；广温相盐类矿物。对于

硫酸盐型卤水来说，冷相矿物，最有代表性的矿物是

芒硝；暖相矿物的代表性矿物是无水芒硝、钙芒硝、

硬石膏，白钠镁矾等；广温矿物有石膏、杂卤石等

(zheng et a1．，2000)。根据现有观察资料，天然卤

水盐湖沉积虽然随着一年四季和昼夜大气温度和蒸

发量变化而变化，但是，湖底形成的矿物要比卤水表

面沉积的矿物稳定，即在卤水湖表面结晶的浮晶，随

昼夜气温变化而形成“瞬变盐类矿物”，而当浮晶下

沉到湖底卤层时，易转化为季节均温平衡的稳定性

底卤盐类矿物(zheng et a1．，2000)。表1显示，在

年均气温一7～一3℃气候条件下，硫酸盐型卤水沉

积出稳定芒硝层，而在0～2℃条件下形成不稳定芒

硝层(zheng et a1．，2000)。西藏洞错Dz01剖面底

部纯芒硝层(97一104 cm段)，年龄8720—8410a，气

候环境处于干旱寒冷时期，根据上述资料，推测当时

年平均气温在一3～一7℃，至少比现代的年均气温

(一0．4℃)还低2．6～6．6℃(魏乐军等，2000)。由

上讨论可见，一些盐类矿物本身也可以是古水温及

古气温的较好指示标志。

2芒硝沉积特征

在罗布泊盐湖钾盐调查中，我们在铁矿湾、铁南

凹地，罗西洼地及耳北凹地等10个钻孑L岩心及剖面

中发现了芒硝岩层或含芒硝地层(中国地质科学院

矿产资源研究所，2005)(图l，图2，图3，图4)，单

层芒硝岩层或含芒硝层厚度从O．5～4．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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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黼囡黝～陆囡黔圈麟岫如
图1 罗布泊地质图及遇芒硝的钻孔分布位置

Fig．1 Distribution of mirabilite in the IDp Nur Salt Lake

N2．上新统；Q2+3n“冲．上更新统化学沉积和湖积；Q2+3蕊一中一上更新统化学沉积；Q2+3‘一中一上更新统湖积；Q4。一全新统湖积；

Q。矾一全新统化学沉积；Q。讲一全新统冲积物

N2．PIioc朋e 8商es；Q2+3 c^¨一Middle-Upper Plei8tocene chenlical aIld lacustrine deposit；Q2+3凸一Middle·Upper Pleistocene chelllical dep∞it；

Q2+3‘一Middle-Upper Pleistocene lacustrine deposit；Q4 2一Holoce鹏lacumine dep∞“；Q4咖一Holoce耻chemicaI dep∞it；

Q4 d．Holocene anuvial dep08it

罗布泊盐湖沉积地层中的芒硝特征是，无色透

明，多呈中一粗晶结构，他形和半自形一自形，短柱状

及粒状等。其鉴定特征很明显，当岩心暴露地表大气

下，无色透明的芒硝晶体很快在表面脱水出现白色粉

末。芒硝以单矿物岩和次要成分两种形式产出，例

如，芒硝岩、含芒硝石膏岩、含芒硝的钙芒硝岩。

晚更新世末以来罗布泊盐湖沉积的地层层序

是：下部为含粉砂钙芒硝岩；中部出现两个芒硝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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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 深度
岩性柱 岩 性 描 述

时代 ／m

Q4 ＼ 含石膏的石盐粉砂，石盐含量30‰石膏lO％，粉砂60％
0＼ 含砂的石盐质石膏，石膏含量40‰石盐30％，砂约30％

。3708±1201a 81 弋＼ 含粘土的石膏，石膏含量约85％，粘土约1甄
’5930±1351a a2 —M2· 、＼含粘十粉砂的石膏．石膏的95％，粘十蹴
【6920±160)a a3 -4

心钝：鞴释嘉酶薯譬笋鳓客挚融镢膏质粘十；M1‘

·6 心＼＼ 含芒硝的粘十质钙芋硝，钙芒硝为40‰芒硝20％．粘+40％

＼＼＼粘仁质石膏，石膏含量约70‰粘土约30％

·8 ＼＼含粉细砂钙芒硝，钙芒硝约87％，粉细砂13％
＼含芒硝钙芒硝的粘土，芒硝含量约s‰钙芒硝5％，粘土90％

．10 含石膏粘土，夹含粘土石膏或石膏质粉砂细砂薄层

．12 ／ 灰白色石膏，石膏含量100％
／

含粘土钙芒硝，钙芒硝含量约95％

．14 ～ 含石膏的钙芒硝，钙芒硝含量约90‰石膏lO％

含粘二卜粉砂钙芒硝，中部出现薄层状的含钙芒硝粘土
． 16 ／ 灰绿色粘土质钙芒硝，钙芒硝含量60‰粘土40％

(348柏±21lO)a a4

-18 灰色含粉细砂的钙芒硝，钙芒硝含量70 9扣80％，粉细砂20％～30％

灰黑色钙芒硝，钙芒硝90‰含少量粉砂、石膏等，共l蚴
Q3 ．20

暗灰色含粉砂粘l：的钙芒硝，钙芒硝含量90％，其他10％
．22

含粉砂钙芒硝的粘土，发生碎裂岩化，钙芒硝20％，粉砂约10‰粘土70％

，24

．26
灰绿色中细砂质石膏，局部为含石膏粉砂粘土

．28

．30

暗灰色含石膏粉砂的粘土。石膏含量ls％

(86740±507啪如 ?32

．34

灰绿色含石膏粉砂的粘土及含石膏的粘土，
-36

石膏含量5％～24％

·38

．40

固础’田群囤腓目羔k日黼回紫回绪㈣
图2罗布泊罗西洼地zKD0017孔岩性柱状图

№．2 Column盯section of sedimentary rocks fmm DrilI Hole ZKD0017 in Luoxi Houow，the Lop Nur Salt Lal【e

a1·样品深度2．3—2．4 m，c“定年；a2一深度3．1—3．2 m，c”；a3一深度4．O一4．1 m，c14定年；a4一深度17．20 m，光释光测年；a5一深度31．90

m光释光测年。C14定年由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碳一14年代实验室分析；光释光测年由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光释光

实验室分析。M1一第1芒硝层；M2一第2芒硝层

al一14C-datiIlg，昭mpling deptlI 2．3～2．4 m；a2—14C—d撕lIg，剐nple depm 3．1～3．2 m；a3·14C—datiIIg，咖印le depm4．O_4．1 m；

a．一OsL(optjcally Btimuhted luIIlinescence)datiIIg，s砌ple depth 17．20 m；a5·OSL d“llg，s啪ple deptIl 31．90 m．14c—datin铲ⅡIe髓ured

by 14C-datiIIg kbomtory，I璐6tute of Geok影，China EaIthquake AdmiIlistmti帆．OSL d撕n学啪晒ured by OSL IJ0b。咖，I鹏ⅡtIlte of

№dm学e0109)r 8nd Envi姗l眦Il诅l Geolo蹦(I胍)，CAGs．Ml-fi璐t IIIirabiHte hyer；M2-second nlirabilite layer

含芒硝岩(组)，编号为M。(第l芒硝层)和M：(第2

芒硝层)；上部为石膏、粉砂、粘土岩等；地表为粉砂

石盐壳(干盐湖相)。以罗西洼地zKD0017孔(图

2)含芒硝地层为例，下部为含粘土石膏岩和粉砂钙

芒硝岩等；中部为芒硝层段，芒硝含量20％一40％，

岩性为含芒硝粘土的钙芒硝岩、含粘土的芒硝质石

膏岩和芒硝质石膏岩；上部为含粘土粉砂的石膏岩；

近地表为含粉砂石盐壳(干盐湖相)。由图2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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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 深度

时代 ／m
岩性柱 岩 性 描 述

褐灰色含石盐的石膏砂，石盐呈细粒胶结物态；石膏细晶，含量lO％～加％
Q4

‘‘J⋯·
1

／
卜部0．3m为白色砂质石膏，石膏70％：下部褐灰色砂岩

／
褐灰色含石膏砂，中粗砂80％～90％；石膏中细晶，松散潮湿

a ·19．83l【a，
／

褐灰色含芒硝砂，芒硝10％，中细品；中细砂70％，粗砂20％

M：{
L ＼

粉红色含砂石膏的芒硝，芒硝80％，细砂10％，石膏10％

-3 ＼ 灰色砂质石膏芒硝；芒硝中粗晶，呈薄层状，石膏中细晶
Q3 J]1]l

I]1]1]

4。00 深灰色钙芒硝质碳酸盐岩，条带状，碎屑构造，钙芒硝约30％

固瑟盛’
E]搿

田黛
田舻

囤勰目勰Ⅲ培
回编删衄燃。。蛐

图3罗布泊铁南凹地zKD0012孑L岩性综合柱状图(a一光释光测年，由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

地质研究所环境地质开放实验室完成；M：-第2芒硝层)

Fg．3 C0lumn盯secti彻of sedimentary rocks from蹦U H01e zKD0012 in Tienan HoU0w，the kp Nllr Salt IJake

(OSL dating me鹪ured by OSL L丑boratory of IHE，CAGS；M2一舱cond mimbilite layer)

地层 深度 岩性柱 岩 性 描 述
时代 ／m

×··+++

×··+十+ ＼
白色含杂卤石砂的石盐’石盐细微晶，约66％，杂卤石约10％’盐壳孔隙发育

一l
＼

浅褐色含杂卤石的砂质石盐，松散，石盐含量60％，中租砂含量30％

a一19．34ka 厶厶●●● 褐色石膏质砂，石膏30％，砂70％，松散，含水

一2 ]厶⋯一一 浅灰绿色含钙芒硝石膏的粉砂粘土，块状
Q4

●L L Z一 褐色、浅灰绿色含粉砂石膏，石膏含量77％，由上往下增加

—3 f
＼

l 灰一浅灰绿色芒硝岩，芒硝为细晶，自形一半自形，含量约95％，
M2／ =====

岩层松散，富含水
-4

I ／
暗灰色含粉砂钙芒硝，块状，致密，局部见2～5哪晶洞孔隙

Q3 一5 ·]]]
／ 灰白色含细砂钙芒硝岩，钙芒硝微细晶，含量85％

5．80
·]]] ／ 灰色含钙芒硝砾行砂岩，钙芒硝20％，砾石30％，巾粗砂50％

3-4．5 ]o o··‘

目瑟甚’圃群固黜忙日勰m忙田嚣韫饴
日黼田影圆翁(㈣圆飘-

图4罗布泊铁南凹地zKD0011孔岩性综合柱状图(a一光释光测年，由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

研究所环境地质开放实验室完成；M：一第2芒硝层)

Fg．4 Columnar section of sedimentary rocks fbm DriH H01e zKD001 l in Tien8n Hollow，the I由p Nur Salt Lake

(0SL dating m哪ured by 0SL Lok惝七0ry of IHE，CAGS．M2一second mi阳bilite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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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 深度
时代 ／m

岩性柱 岩 性 描 述

x··+++

＼灰褐色含杂卤石的砂质石盐，石盐为微细晶，含量50％·中粗砂含量约占40％
Q． - l

‘● ● ●

×·+++
褐色、褐灰色含石盐(风成)砂。符盐为微细晶，含量约25％，中细砂(风成)

约占75％，块状构造，构软潮湿，局部以石盐为主并含杂卤石
+ ● ● ●

／褐色芒硝岩，芒硝为中粗晶，部分巨晶，含量近100％2 =一
嗨一 灰白一灰绿色含粉砂粘土芒硝岩，芒硝80％，粉砂粘土约20％

。、一3

+·]]] 灰白一浅绿灰色含石盐的砂质钙芒硝，钙芒硝50％；石盆10％，砂40％

Q， 。4

M-{
／上部为褐色细砂，下部为褐色芒硝砂，芒硝含量30％；中细砂70％

·LL]]]
／浅褐色含粉砂的石膏钙芒硝，钙芒硝中粗晶占50％，粉砂20％，石膏30％

]···

一 5 ＼褐色含钙芒硝的砂岩，钙芒硝，细微晶，含量lo％，细粉砂30％，中粗砂60％

灰褐色石膏砂岩，石膏，它形，约40％；中粗砂60％，磨园度好，成分复杂
5．80

固硗簋’田群囤瓣钯目勰m协圃嚣蕊；钯
日黼口擀回翁㈣k)回臻。

图5罗布泊铁南凹地zKD0005孔岩性综合柱状图(M．．第1芒硝层；M：一第2芒硝层)

Fg．5 Colu咖ar section of sedimentary rocks from D—ll Hole ZKD0005 in TieIm Hollow，tlle I砷Nur Salt Lake

(M1—6rst IniEabilite 1ayer；M2-second mirabiliIe layer)

见，在该孔主芒硝层(M：)以下l m处出现少量芒硝

沉积(M．)，铁南凹地zKD0005钻孔也出现类似情

况，在主芒硝层(M：)以下1．3～1．6 m出现芒硝质

砂岩(M。)。总之，铁南凹地的zKD0004、zKD0005、

ZKDoOl l、ZKDool2和罗西洼地zKD0017等钻孑L地

层岩性垂向上的变化相吻合，显示钙芒硝沉积之后，

同时出现芒硝沉积；在芒硝层之上，地层岩性多为石

膏岩及膏质粉砂岩，再向上变为粉砂石盐岩，常见杂

卤石，个别钻孑L见无水芒硝。

3芒硝岩层的年代

地层岩性对比分析表明，上述芒硝岩层都同时

出现于钙芒硝沉积末期，地层时代上属于晚更新世

末期，应该属同一气候事件的产物。

罗西洼地zKDcl017孔(图2)，在含芒硝的地层

内连续测定了3个。4c年龄样品，年代分别为13．72

ka(深度2．3～2．4 m)，15．93 ka(深度3．1～3．2 m)

和16．92 ka(深度4．0—4．1 m)。同一钻孔，17．2 m

深度，粉细砂岩的光释光年龄(34840±2110)a；31．9

m深度粉细砂岩测得光释光年龄(86740±5cr70)a。

开展光释光测年，铁南凹地zKD0011孔(图3)

芒硝层顶界上约0．3 m(深度2．4—2．6 m)的石膏

层内粉细砂岩，获得年龄为19．34 ka；zKD0012孔

(图4)芒硝层顶界上(深度1．9～2．0 m)，含石膏砂

沉积物(岩)，测年结果为19．88 ka。此两个年代数

据相近，因两钻孔位于同一盆地，且相距不远，结果

吻合，说明数据可靠性较高。

上述两种方法获得的年代分析结果虽然有差

异，但都与末次冰期最盛期的年代14～22 ka

(Dreimanis et a1．，1973；Peterson et a1．，1979)吻

合；与Cui等(2004)提出中国北方晚更新时期有两

次寒冷期(年代26 ka和23～13 ka)的第二期年代

相当；也接近天山末次冰盛期地貌的终碛年代

19019～23080 a(Yi et a1．，1998)。因此，推断这些

芒硝岩层应是全球变冷气候事件在亚洲大陆腹地盐

湖沉积中的响应。按照表l数据推测，当时罗布泊

地区年均古气温为(一2．5～一3．0)℃±。如果按

14c年龄推测，这个寒冷气候在罗布泊地区的持续时

间可能有3 ka左右。

由图2还可看出，芒硝与钙芒硝出现共生，这种

冷相矿物与暖相矿物共生的现象似乎很矛盾，这可

能是古气候由干热向干冷转换速度太快所至。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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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地区属大陆性气候，具有夏季高温、冬季严寒、日

温差和年温差很大的特点。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夏

季盐湖沉积钙芒硝，冬季出现芒硝沉积应该是正常

的，但是，一般情况下，芒硝在炎热的夏季将被完全

回溶进人湖水中，如果，夏天温度回升不上来，不足

以回溶芒硝，则芒硝可以被后来的沉积物埋藏而保

留下来，这样就产生了与钙芒硝共生的现象。

4结论与讨论

盐湖是气候变化的典型产物之一，是干旱一极

端干旱气候的标志，但是，盐湖化学沉积物能否作为

大气温度的指标，相关研究资料不多。盐类矿物的

沉淀是湖?白化学变化结果，气温或水温在其中显然

有重要影响。已有水．盐体系相图和观察资料显示，

盐湖中的硫酸盐型卤水在低温气候条件(年均气温

一3一一7℃)，出现芒硝析出，而当温度升高至25℃

以上，析出钙芒硝。青藏高原上的盐湖(包括柴达

木盆地)较多出现芒硝沉积，而位于高原以北、海拔

780 m的罗布泊盐湖较少出现芒硝沉积，这显然与

当地气温有关，即青藏高原属于高寒山区，而罗布泊

夏季气候炎热。罗布泊北部从中更新世开始进入盐

湖演化阶段，一直到晚更新世末，盐类矿物沉积以钙

芒硝为主。一些钻孔揭示，在钙芒硝地层上部或上

更新统顶部出现芒硝岩层。钻孔芒硝层段内及附

近14c与光释光年龄年代与末次冰期最盛期的年代

14—22 ka吻合，证实芒硝等盐类矿物可以作为古气

候变化的灵敏指示剂。这可能准确地记录了全球气

候变冷事件对罗布泊盐湖化学沉积产生了影响，显

示出罗布泊古气温从钙芒硝沉积时期的干热气候

“瞬间”转变为干冷。此外，在主芒硝层(M：)沉积

之前，已有少量芒硝沉积(属不稳定芒硝层)，可能

说明在该区气候明显降温之前，有一次强度较小、时

间更短的降温“预演”。钻孔岩心资料还显示，芒硝

沉积之后(全新世早期)，盐湖似乎就被淡化稀释为

咸水湖，可能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淡化事件(王弭力

等，2001)，其沉积物为石膏和细碎屑，可能与气温

上升导致大量冰雪融化有关；到全新世中期，沉积环

境又变为盐湖，主要为石盐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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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卢耀如院士荣获河北省院士特殊贡献奖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在河北省院士联谊会第

五次会员大会暨产学研合作会议上，荣获“河北省

院士特殊贡献奖”二等奖，并获五万元奖金。

河北省院士联谊会第五次会员大会暨产学研合

作会议于2008年7月21日一24日在北戴河召开，

百余位两院院士参加了会议。此次获“河北省院士

特殊贡献奖”二等奖院士共9位(一等奖空缺)，中

共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为获奖者颁奖。

为表彰奖励为河北省做出突出贡献的两院院

士，2002年河北省决定设立“河北省院士特殊贡献

奖”，此前已表彰奖励过28位院士。今年，经河北

省院士特殊贡献奖评审委员会评审，省政府决定，授

予胡振寰等9位院士“河北省院士特殊贡献奖”二

等奖。

卢耀如院士是国内外著名的岩溶地质和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专家，负责及参与指导了一

系列水利水电、铁道、矿山及城市建设工程地质勘测

研究。早在1956年就为解决河北省怀来县官厅水

库的岩溶渗漏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科

学合理的建议，为大坝及京津安全，以及河北省水资

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做出r突出的贡献。卢耀如

院士现兼任石家庄经济学院(原河北地质学院)名

誉院长，建立了国土资源部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

开放实验室(依托石家庄经济学院，已纳入河北省

重点实验室管理序列)，为研究生培养和学校科技

骨干培养做出厂积极贡献。河北省院士联谊会是根

据卢院士等倡议而建立的，自成立八年来，“两院”

院上为河北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做出的

重要贡献，得到了省领导的肯定。

卢耀如院士还在这次大会上继续当选为河北省

院士联谊会副会长。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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