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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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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本刊作者

《地球学报》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扩大学

术影响，决定把1979年创刊以来的各期文章(包括

部分增刊)，制成PDF电子文档并通过网络自主发

布。由于种种原因，难以逐一联系所有作者并请赐

惠肯。如有作者不愿将其文章在网络上发布，请向

我编辑部声明。

联系方式电话：010j8327396，010-68992351

传真：010j8327396

电邮：dq】【b@hotmail．com；

diqiuxb@126．com

对因此给作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本刊由中国地质科学院主办，1979年创刊时的

刊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报》，1994年更名为《地

球学报——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报》，2001年定名为

《地球学报》。

《地球学报》编辑部敬启

二oo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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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杂志》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刘敦一研究员出版生日专刊

《美国科学杂志》(A胱，1眈几如Mm口Z旷&如，删)
近期出版了两辑专刊，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刘敦一研

究员70华诞祝寿，这是西方主流科学期刊第一次为

一名中国科学家出版生日专刊。

2007年是刘敦一研究员诞辰70周年暨从事地

质科学研究工作46周年。为表彰他从事地质科研

工作46周年来所做出的突出贡献，《美国科学杂

志》决定出版由海内外地质学家自发撰稿的纪念刘

敦一诞辰70周年专辑。由于投稿踊跃，专辑分为两

册，第一辑已刊印发行，第二辑正在印刷中。

正如专辑的编辑人Alfred Kmener教授在给北

京离子探针中心秘书王晨的信中所说：“这是西方

主流的地学杂志第一次为中国科学家出版纪念专

辑，我们都为之而感到骄傲”。

专辑前言指出：“刘敦一教授是中国地学界杰出

的领军人物，为同位素地质学奉献了其学术生涯的

46年心血”，赞扬他在北京建立的同位素地质实验室

及众多的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和地球化学技术方法，特

别强调了他所建立的北京离子探针中心“在短短的5

年时间里就跻身于世界最著名的地质年代学实验室

行列”，并称北京离子探针中心“是世界上运行最成功

的实验室之一”，“为中国科学仪器设备今后应该如何

运行树立了榜样。”从中还可看出由他领导的北京离

子探针中心在国际上已取得的地位。

前言充分肯定了由刘敦一研究员负责实施的“大

型科学装备远程共享示范研究一离子探针示范系统”

的成果，他“让二次离子探针资源共享”的理念得到了

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前言予他这样的评价：“总而言

之，是刘敦一教授将先进的同位素技术从国外引进到

中国，是他创建了世界级的同位素定年平台，帮助许

多同行解决关键性的颇有争议的地质学问题，从而极

大地促进国内外地质科学的发展。”

前言高度评价了刘敦一研究员在国际学术活动

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在促进中外合作、促使我国

地学界走向世界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最后，还对刘

敦一研究员兢兢业业、富于创新、不达目标，决不放

弃的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专刊前言由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孙枢院士、中

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董树文研究员、国际著名构造地

质学家德国Maillz大学的Alfred Kroener教授和国际

著名法籍华裔地球化学家江博明教授等共同撰写。

刘敦一研究员是北京离子探针中心主任，兼中

国国际地球科学计划(IGcP)全国委员会主任。自

1979年赴澳大利亚进修回国后，一直竭力推进我国

同位素地质学科的发展和进步。曾被授予“国家级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称号，2007年荣获“李四

光地质科学奖”。曾任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

(1993年．1997年)、中国质谱学会理事长(1996年-

2000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副主席(IuGs，1996

年之000年)、国际地科联提名委员会委员(1996年一

2000年)、第三十届国际地质大会(北京1996年)顾

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北京离子探针中心供稿)

 万方数据



第4期 刘志宏等：东北地区拉布达林盆地的构造特征及早白垩世变形序列 433

乌尔逊一贝尔凹陷的地质特征及油气成藏规律[J]．吉林大学学

报(地球科学版)，36(4)：527—534．

刘志宏，任延广，李春柏，柳行军，张宏，万传彪．200r7．海拉尔盆地

乌尔逊一贝尔凹陷的构造特征及其对油气成藏的影响[J]．大地

构造与成矿学，3l(2)：151～156．

柳行军，刘志宏，冯永玖，任延广，李春柏．2006．海拉尔盆地乌尔逊

凹陷构造特征及变形序列[J]．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36

(2)：215—220．

徐贵忠，边千韬，王艺芬．1998．额尔古纳造山带构造演化与成矿作

用[J]．地质科学，33(1)：84～92．

张玉明，张青林，王明君，杨木壮．2006．松辽盆地十屋断陷反转构

造样式及其油气勘探意义[J]．地球学报，27(2)：15I～156．

COPPER M A，WIIIJAMS G D，DE GRACIANSKY P C，MURPHY R W，

NEEDHAM T，DE PAOR D，姗NEI正Y R，7r0DD S P，TURNER J

P，刀EGLER P A．．1989．Inve惜i蚰tectonic8-a disc鹏si∞．In：

C∞per M A＆willia∞C D(eds)。InveMion 1ktorIics[M]．【on．

don：Geological societ)r Special PIIblication，44：335—347．

GAO Yuqi∞，LIu“，PENG xi舯lei，QU x咖，Ma Rui，z肿Zh肌ping．
2007． ChaL∞teri$tics 0f nuid inclusio珊in bwer Cretaceous carbon．

ate veins in Ihe klbudalin b鹊in，northe龄tem IIlner Mongolia，China

锄d their 8i驴ificance[J]．ceological Bulletin of cllina，26(7)：

849～856(in Chinese诵t}l Endish ab8tract)．

U Perlg咖，GA0胁，GUAN Ye，U QiusheIlg．2007．附e0嘲印etic咖一
stmints蛳the collision 0f SiberiaIl and N0nh China bkks．with a di8一

cu∞ion∞the tect砌c面画n of tIIe tlltrahigll——Prl‰ure脒咖10r-

出sm in tlle sIdu—D出e regi叽[J]．Acta GeoscierItica siIlica，28

(3)：234—252(in Cllinese with E时i8h abstⅢt)．

UU H肌西un，UU zllihong，FENC Yon{；jiu，REN YangIl帅g，U ChIllI—

bai． 2006． Stmctural ch啪cteristics姐d def0瑚ation seqIIence of

uⅨun s89 in Hail∽r b鹅in，china[J]．Joumal 0f Jilin unive件ity

(Eanh science Editi仰)，36(2)：215～220(in chinese wi也Eng．

1iBh abst“lct)．

咖ZIlilloIlg，m’N Y扑gllaIlg，U Chur蜥，UU H卸商岫l，ZHANG

HoIIg，WAN ChualIbi∞．200r7．S叽ctural胁邮锄d their imp粒ts

on hydrocmbon accumuladon of U力‘un-Beier depre蝎i伽in Hail瞅

b船in[J]．G∞tectoIlica et Met罩lll昭enia，3l(2)：151～156(in

Chinese witIl Engli8h a1)st瑚Ict)．

删Z}lih∞g，WAN ChuaIlbi舯，REN YallgIl锄g，U Ch叽bai，Z姒NC
H0ng，LIU H吼西un．2006．Geologic ch椭cteristic8粕d l删of hy-

drocarbon卵c哪ulation of UⅨun-Beier depr∞sion in Haiher ha8in

[J]．Joumal of Jilin urIiversity(Eanh science Edition)，36(4)：

527～534(in Clline跎w汕Engli8h abstmct)．

Mm认s． 1993． Geo眦try明d kine嘶tics evol血伽0f i舢i帆[J]．
从PG BuIIetin．77(7)：1159一1191．

Mrn从S．1990．F肌lt—pmp89ation foldB：Geomehy，l【inemtic e砌u6伽，

and hydroca曲lon tr印s[J]．AAPG Buuetin，74(6)：921～945．

SHAW J H．HOOK S C。SITOHANG E P．1997．Extensional f如h b锄d

fblding粕d synrift dep08ition：a ex棚ple f而m the cen嘲Sumatra h-

8in，Indonesia[J]．AAPG Bulletin，8l(3)：367～379．

SUPPE J，CHOU CT，HOOK S C．1992．Rate offolding and白IIltiIIg de-

te珊ined fmm伊叭h stmta．In：McClay K R(eds)，11lmst Te姗
ics[M]．New York：ch蛐pm锄＆Hm。105～121．

suPPER J．1983．Geometry锄d kinematic8 0f￡重ult·b觚d foldilIg[J]．A．

merican JⅫmal 0f Science．283：684～721．

聊LUAMS GD，POWELL CM，COOPERMA．1989．Geo啪try and ki-

nematics 0f inv嘲ion tectonics．In：C00per M A＆Williar璐G D

(eds)，Inve玛ion Tectonjcs[M]．London：Geological society sp∞ial

PlIblic砒ion，(44)：3—15．

xU Cuizll∞g，BIAN Qianta0，wANG Y如n． 1998．‰onic evolution

and metauiz砒ion of the E理舢na orogenic beh[J]．chinese Joumal of

Geology(fomerly，Scientia Geologic8 Sinica)，33(1)：84～92

(in chine辩widl En西ish abstract)．

ZHANG Yuming，zHANG Qin幽n，Wang Min商un，YANG MuzIlu强g．

2006． 11le Reverse 8tⅢctural style8 in the Shiwu m depression，

Sondi柚b舾in，arId their oil and g鹊explomtion 8i删fic粕ce[J]．
Acta Ge08cientica SiIlica。27(2)：151—156．

·毫￡砖￡-SE砖蔓曲蔓越芒·S￡·毫￡·毫￡-昱芒·昱芒·昱￡-S￡-S￡．sE·S￡dEd￡·最E·宣￡·昱￡·S蔓·SE·S￡·宣Ed￡·S￡·SE·S￡·S芒．s￡·毫￡·SE·S芒d芒·宣E-童Ed￡d芒·蛊E．毫Ed￡．毫E．s￡d￡d￡

勘误表

对本刊2008年(第29卷)第3期勘误如下：

页码 位置 误 正

261 倒数第19行(左) 基地 极地

26l 倒数第18行(左) 研究院 研究员

262 第19行(左) 高蜂期 高峰期

262 第23行(左) 第一幅l／5 的第一幅1／50

262 倒数第5行(右) 地学 地学界

由于工作疏忽，造成以上纰漏，特向读者致歉!

《地球学报》编辑部

 万方数据



516 地球学报 2008年

JING Enchun，FEI Jin， ZHANG Xiaohe， HAN ShuaIlgping， XU

Willl【un．1994．A study of the experime曲0n 80il water nIl】【metll一

0ds[J]．Be日吨：seismolo画c Publishing House，53～60(in chi·

nese)．

KINZELBACH W，AESCHBACH W，ALBERICH C，et a1．2002．A

Survey of Methods for Gmundwater Recha。ge in Add and Semi—arid

叫乒on8[R]．Early w锄ing粕d A8Be88ment Report series，uNEP／

DEWA／RS．02—2．United Nations En、，imnment PmgramIne，Nai—

mbi，Kenya．

U B∞gIlo，GONG Yu蚰8hi，zUO Qi肌g．2000．ne dy眦mic model of

舯il water in croplauld and its印plication[M]．Beijing：Science

Pmss，40～56(in Chinese)．

SHEN Zhenrong，ZHANG Yvfang，YANG Shi】【iu，JING Ench吼，

wANG“n，Yu Fuliang。Lu Qiong，HE Yingping，u YuaII”蝈n，

U LirIgyao． 1992．W砒er resources scientific experiment and m一

8earch—atmospheric， sud'ace， soil and犁伽nd w8ter imeractio峭

[M]．Beijing：chinaScience and 7rechnology Pre∞，314—319(iII

Chi∞se)．

WANG Bin鹊uo，JIN Menggui，WANG Wenfeng，YANG Lei．2006．

Applic砒ion of Cllloride Ion Tracer Metllod in Esti脚tion of Vertical

I以ltration Recharge of Groundwg【er in Hebei Plain[J]． Dfain孵
and IITigation。(3)：16—20(in chinese wiIh Engli8h abgtmct)．

WANG zhengyou．2003．Study帆MechaIIism of聪删Recha唱e[J]．
Hydmlogy，23(3)：34—36(in Chine∞witII Endi8h abstmct)．

WU Jimin，ZHENG Jianqing，GA0 Zhengxia，TANG Ruiliang． 1999．

M0del EstiII埘ion of Sub-coemcient 0f Recharge by Rain僦lIflfiltIa—

tion[J]．Joumal 0f Hohai ullive增ity，27(6)：7～11(in chin啪

wiIh English abstL”t)．

XU Kun．2004． Allalysis吼k舢邮hip B咖een the Precipitation＆

Gmundwater Replenishment[J]．Groundwlrter，26(4)：272～274

(in Chine鸵wilh English abstL船t)．

ZHOU Min，JIN Men髂ui，WEI xiuqin，ZHU Zhongd∞．2002．Analy-

sis of Precipitation Rech嘲e using 0b∞Ⅳed Data of Lysimeter[J]．

Ceolo舀cal Science and Technolo盯I山兀IIation，2l(1)：37—40
(in Chine8e wim Engli8h abgtmct)．

砖￡越“S￡·SE础踟S瞰缄瞰缄￡砖“S￡．S￡．SE．SEdE．S蹦“S踟ShS蔓．S“ShS缄hS瞰缄缄￡砖瞰￡·旺·S芒-S芒·S芒·宣￡·蛊芒-轰E-宣￡-宣E·S芒dE一芒d￡一￡．毫￡

中国资源环境科学钻柴达木开钻

2008年4月27日，“中国柴达木盆地资源环境

科学钻探工程”开工典礼在青海格尔木市达布逊湖

区举行。这是青藏高原以资源和环境科学为目标的

第一钻，对研究青藏高原的隆升、盐湖矿产资源及成

因、古气候、古环境变化，保护戈壁脆弱的生态环境

和柴达木盆地循环经济的发展都将提供准确的科学

依据，同时，还将给国内外有关科学界合作研究全球

变化搭建又一科学平台。

中国柴达木盆地资源环境科学钻探是中国地质

调查局资助的科学工程，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

源研究所承担。探井命名为“盐参一号”，选址在格

尔木市达布逊盐湖区，井深1200米，是科学钻探第

一阶段工程。

青藏高原隆升及其环境效应，已成为当今国内

外研究热点之一。项目首席科学家郑绵f院士介绍

说，位居高原北部的柴达木盆地达布逊盐湖区(三

湖区)，是已知晚新生代以来青藏高原沉积厚度最

大、最连续的湖相地层，拥有更高精度的干湿、冷暖、

地质构造和成矿事件等环境变化记录，而成为我国

研究古环境变化得天独厚的优势地区。在柴达木盆

地实施资源环境科学钻探工程，对于重建三湖区古

环境，探索地下生物圈、水圈地球化学循环特征等，

均具有重要的科学理论和实际意义。

据介绍，该项目是我国继苏北东海和松辽科学

钻探之后，又一个重要的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工程将

建立三湖区上新世至第四纪高精度沉积层序和年

表，其精度将达到百年级；重建三湖区古环境，精细

刻画青藏高原晚新生代隆升过程和机制；揭示晚新

生代以来大气环境的演替过程，西风与东亚季风的

演替过与分异；建立高原第一晚新生代沉积成矿地

球化学标型剖面，建立高原挽近成矿作用体系，阐明

前陆盆地在陆陆碰撞后成矿规律、发展咸水湖油气

成藏和陆相成钾理论；揭示盐湖——咸水湖地下生

物圈、水圈地化循环特征。此工程的成功实现，可取

得高原隆升、古季风演替与成烃成矿效应有宏观影

响的成果，形成一支有国际竞争力的资源环境科技

团队，有望使我国在高原挽近成矿、成藏与湖泊——

盐湖古环境研究领域走到世界的前列。

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张洪涛说，

中国柴达木盆地资源环境科学钻探工程是开启青藏

高原古环境科学的一把金钥匙，是一项国家级重大

地学科技工程，具有集青藏高原独特区域演化、高原

湖区巨厚湖相沉积、钾盐油气资源形成机制于一体

的综合研究项目，是青藏高原以资源和环境为科学

目标的历史第一钻，具有深远的科学意义和重大的

现实影响。

(中国地质科学院盐湖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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