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中国航空地球物理勘探技术领军人熊盛青
文 / 申文静

作者简介    申文静，记者，主要从事地质调查、矿产勘查与开发等领域新闻采访写作与编辑工作。

人物简介   熊盛青，我国航空地球物理勘探技术领军人，长期负责国家航空物

探领域的重大科研与工程项目，带领科研团队不断探索创新——填补了青藏高

原航磁空白，创建了我国第三代高分辨率综合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体系，打

破国外关键技术垄断，实现了我国航空物探技术装备从进口到国产的飞跃。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国家工程师奖、全国创新争先奖、李四光地质科学

奖、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 项、二等

奖 2 项，省部级科技奖 15 项，以及“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

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自然资源部高层次科技创

新人才第二梯队人员等奖励和荣誉。其所带团队“航空地球物理与遥感地质创

新团队”入选首批国家重点领域科技创新团队。

一个人能在青少年时代就找到终生奋斗的目

标，并立志择一业而终一生，是幸福的。熊盛青的

从业历程便是如此。

熊盛青，中国航空地球物理勘探技术领军人、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首席科学家、我国

第三代航空地球物理探测技术体系策划和主要创建

者。2024 年，他荣获“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在

人民大会堂受到表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师

领域的最高荣誉。

从业 40 多年来，他坚持在科研生产一线，带

领科研团队不断探索创新，取得了许多“从 0 到 1”

的颠覆性技术突破，实现了我国航空物探技术装备

从进口到国产的跨越。在科技创新路上，攀登不止

的他，以强烈的使命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不竭的

奋斗热情不断引领我国航空地球物理勘探技术从

一座高峰跃向另一座高峰。

逐梦地质    一以贯之

一直以来，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被认为

是人类探索极限和突破自我的象征之一。而能够目

睹珠峰雄伟壮丽景象的人并不多，熊盛青便是其中

之一。2020 年，带着团队自主研发的航空重力仪等

> 世界之巅    视觉中国 / 供

设备，乘坐“航空地质一号”执行珠峰高程测量任

务时，熊盛青近距离领略了珠峰的巍峨壮观。

“在惊叹大自然伟力之余，我深感自己身上使

命艰巨、责任重大。”满头银发、谦和儒雅中不乏

坚毅的他在分享那段难忘的飞行经历时，泛红的眼

眶难掩心中澎湃。

谈及地质梦缘起，熊盛青回忆道，“地质工作

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16 岁填报大

学志愿时，成都地质学院招生海报上毛主席的这段

话点燃了他的地质梦。自此，他飞越山海，奔赴星辰，

逐梦的脚步一刻未曾停歇。

1983 年，年仅 20 岁的熊盛青以优异成绩毕业，

后被分配到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工作。

从一名普通的野外技术队员到单位总工程师、首席

科学家，围绕航空地球物理勘探技术，他一干就是

41 年。

何为航空地球物理勘探？熊盛青用他很喜欢的

一个比喻向记者形象地解释说：“航空地球物理勘

探也被称为航空物探，它好比‘为大地做 CT’。

就是把专用物理探测仪器装载在飞机上，从空中探

测地球磁场、电磁场、重力场和放射性场等各种‘场’

的变化，研究地球的内部结构、寻找矿产资源，具

有宏观、快速、高效、经济、综合、绿色、不受地

面条件限制等特点。”

目前来看，从 1953 年开始，我国航空物探技

术大致经历了 3 个阶段：第一代是中低精度测量阶

段，第二代为高精度测量阶段，第三代为高分辨率

综合测量阶段。作为我国第三代航空地球物理探测

凌九重长空    探万里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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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方法先行，重点突破，急

需优先，软硬件研发统筹，勘查

系统先进性、配套性和实用性统

一，边研发边应用”的联合攻关

技术思路。

按照他所规划的蓝图，一支

跨学科跨行业的“航空地球物理

与遥感地质创新团队”应运而生。

在科技部与原国土资源部的支持

下，囊括了国内 25 家单位、51

个研究团队、近 500 名科研人员

的科研大军开始全力以赴、攻坚

克难。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在

前人研究基础上，经过持续 3 个

“五年规划”的科技攻关，熊盛

青带领团队系统性解决了航空地

球物理探测理论、技术与工程难

题，在国产化航空物探遥感仪器

及软件研发和应用上取得了一系

列重大创新成果——实现了航空

重力仪、航磁全轴梯度仪、航空

矢量磁力仪、时间域航空电磁仪、

>2020 年 5 月 6 日，“航空地质一号”视角下的珠峰

>2020 年 5 月 6 日，熊盛青在“航空地质一号”

执行珠峰高程航空重力和遥感测量任务

全数字航空伽马能仪等关键仪器

组成的全系列、先进实用的航空

物探技术装备的自主研制和工程

化应用，填补了多项国内理论、

技术和装备空白，打破了国外技

术封锁和垄断，实现了我国航空

物探技术装备从进口到国产的飞

跃，仪器性能指标整体达国际先

进水平，成为国家地质调查的重

要装备。

他坦言：“我国航空物探从

受制于人到‘国产化’为主角，

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前人的贡献、

行业的支持，以及团队的协作。”

求真务实   笃行致远

作为深地深海探测国家战略

科技领域中对地探测高新技术，

技术体系策划和主要创建者，熊盛青参与了第二代、

领衔了第三代，又在规划着第四代。

一个单位、一项工作，一干就是数十年。有人

说他“一根筋”，但他坦言“搞科研一定要有恒心，

要心无旁骛专注一件事，并持续优化。”

自主创新   打破垄断

作为现代化高科技手段，航空物探技术已成为

各国科技实力比拼的热点。中国航空物探事业起步

于 20 世纪 50 年代，通过前人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

力，已经从中低精度测量发展到了高精度测量，但

在高分辨率综合测量技术上仍然被远远甩在后面。

“被几个发达国家掌控的关键装备和核心技术

成为制约我国航空物探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卡脖子’

问题。”数十年的研发过程中，熊盛青深切地感受

到关键装备和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

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自主创新。

2006 年，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航空物探人铭

记的时间。这一年，“发展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

术”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虽然寥寥数字，但意义深远，

令人振奋。

对此，熊盛青回忆道：“当时我们确定的目标

是，希望能够通过两到三个五年规划的时间，自行

研制相关的仪器设备和软件，实现航空物探装备在

磁、电磁、重力和伽玛能谱 4 个方面的国产化。”

也是在那一年，我国将“航空地球物理勘查

技术系统”列为“十一五”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

计划中的重大项目，熊盛青成为该项目的首席专

家和总体专家组组长。

经过反复研究，他提出了自主研制我国航空地

球物理技术装备的总体技术方案，并确定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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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可以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回顾往昔，几十年来，依据航空物探异常，进

而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矿床，熊盛青带领团队完成的基

于全国磁测资料的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摸清了全国铁矿

资源“家底”，为找矿勘查部署和找矿勘查实践发挥

了重要作用。

新时代以来，我国能源资源供需环境和安全环

境正发生着重大变化，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要

性越发凸显。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启动的新一

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围绕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

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提出了新的要求。

虽已满载荣誉，而熊盛青并没有停下突破自我

和追逐梦想的脚步。“面对新的需求，我们还要不断

研发新装备、新技术。”

在大量研究和实践基础上，对于新一轮找矿突

破战略行动面临的新问题和新要求，熊盛青提出了航

空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支撑战略性矿产找矿突破的思

路，即以先进的成矿系统理论为指导，研究有效的技

术方法或方法组合，以解决找矿勘查部署和隐伏成矿

地质体精准定位问题为主要目标，加快实现国产化仪

器和软件平台的实用化，研制更高灵敏度的仪器和高

效的低飞行高度—高分辨率综合探测方法、有效的信

息增强和弱信息提取技术、智能化的多源信息联合反

演与地质 - 地球物理建模方法，发展以无人机集群、

超高分辨率和智能化为特色的新一代技术，以及空—

地—井地球物理协同勘查技术。

沿着这个思路，熊盛青领衔制定了中国地质调

查局“星空地海井探测观测监测技术体系建设方案”，

作为技术专家组长指导全局“三测”技术体系建设，

支撑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现代化；同时，作为自然资

源部专家指导组副组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查技术方

法组组长，指导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对此，他成竹于胸，胜券在握。

承前启后   矢志不渝

“科研对我来说既是一个艰辛、也是一个享受

>2023 年 9 月，熊盛青（中）与技术团队安装青藏高原航空重磁探测器

航空物探技术被视为现代化地质调查的“空军”，发

挥着“战略侦察”“精准打击”作用，是国家优先支

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早在 20 世纪末，经过几代人努力，我国几乎实

现了陆域航磁勘查全覆盖。但青藏高原中西部的 110

多万平方千米，约占陆域国土面积 1/9 的广阔区域，

由于层峦叠嶂、高寒低压，航空探测存在飞机作业难、

精准定位难、航磁仪器正常运行难等障碍，仍是未知

的处女地。

在熊盛青眼里，科技创新一定要瞄准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国家急需什么，我们就攻关什么。”

为了尽快填补这“唯一”的空白，当时 30 岁出

头的熊盛青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反复研究，针对特殊

复杂环境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克服重重困难实施野外

作业。最终，解决了长期制约高原航空勘查的关键技

>2023 年 9 月，熊盛青（右）在野外测量岩石物性

术难题，获取了青藏高原中西部高精度航磁数据，

填补了我国陆域航磁最后一块空白区，实现了我国

陆域航磁全覆盖，获得青藏高原地质构造方面的许

多新发现和新认识。其中，青藏高原中西部油气、

金属矿产和地热资源远景评价成果，有力地支持了

青藏高原的找矿突破。

技术研发中，熊盛青追求先进性与实用性的平

衡统一，他强调，科技创新必须“落地”。他用木

桶效应的原理进一步向记者阐释，“如果整体技术

指标上不去，不能转化成应用，单一技术指标就算

是国际领先，实际意义也不大。”

“以需求和实用为导向，对于新技术新方法开

发我们采取边研发、边应用、边完善的模式。”据

他介绍，近 20 年来，高分辨率综合航空地球物理勘

查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找矿成效，

有力支撑了上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实施。

“大冶铁矿深部富铁矿、山东齐河富铁矿、新

疆东天山铜镍矿、秦岭华阳川地区铀矿……”谈起航

空物探技术助力找矿突破的故事，熊盛青如数家珍。

此外，他带领团队攻克复杂地形下高精度数据

采集与精细处理关键技术，解决了隐伏目标快速识

别与定位探测难题，形成的全地域、多尺度、高精

度的航空综合勘查技术体系已整体在地质矿产、海

洋地质调查、测绘等领域全面推广应用，研发的“地

学探针”软件已成为行业通用软件……

深耕找矿   科技报国

当前，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对战略性矿

产找矿提出了新要求，明确要“实施新一轮找矿突

破战略行动”。

“航空物探的探测效率是地面方法的 10 ~ 100

倍甚至更高，成本仅为地面方法的 1/10 左右，可以

大大减少地面物探和钻探工作。”熊盛青用一串数

据证明，作为重要且高效的找矿勘查方法，航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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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调查局等省部级人才工程。

在他的办公室里，除了一叠又一叠

文件和学术报告外，墙上悬挂的一幅硕大

的地图格外引人注目。这是由他主编出版

的中国及毗邻海区航磁系列图之一《中国

及毗邻海区航磁 ΔT 场化极上延拓 20 km

等值线平面图》。该系列图是我国首次陆

海统编、种类最多、精度最高的大区域航

磁系列图之一，是我国航空物探数十年成

果的集成，已居于国际领先地位。作为国

家“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出版物，这个系

列图已经成为找矿勘查部署、透视地球内

部结构、研究成矿成藏孕灾地质规律等所

需的重要区域地球物理基础资料。

熊盛青计划，这个系列图今后要每

10 年编一次，要能涵盖最新的海陆航磁

资料。“这一版由我主编，下一版就交给

年轻人了。”面对这幅代表我国航磁测量

工作程度和编图技术水平的地图，他语重

心长地说。此前，他已经和团队制作并完

成《中国陆域磁性基底深度图》《中国陆

域断裂及岩浆岩分布图》《中国陆域区域

构造图》和《中国陆域磁性铁矿产资源潜

力预测图》。

熊盛青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博士，

不到 35 岁成为单位总工程师，43 岁起

担任国家“863 计划”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57 岁担任珠峰航空重力和遥感测量项目

首席科学家，60 岁又担负起新一轮找矿

突破战略行动勘查技术方法组组长的重

任。工作中，他是为国奉献的科学家、

团队的“领头雁”、同事心中的“老大哥”，

但生活上他却一直对家人心存愧疚。

“现在，周末我会强制自己休息一天。

一方面是要为干事业保重身体；另一方面，

> 2024 年 1 月，熊盛青参加首届“国家工程师奖”颁奖典礼

我想抽出时间多陪伴家人，尤其是我夫人。这么多年她给我太多

支持，为我做出了很多牺牲。”熊盛青说。

即便青丝变华发，他对科研的热情丝毫不减。

“近期，我计划再去趟野外，在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研究

中有几处研究结果需要到野外去验证。”年满 60 岁的他因工作

需要延迟退休，继续坚守岗位。熊盛青的这句话犹如他的名字，

熊熊燃烧的激情、盛似青年的士气。科学研究，永远在路上。

【编后记】

2020 年第 1 期，本刊曾登载《惟创新者行稳致远——访中

国航空物探领军人熊盛青》一文，讲述了我国航空物探领域专

家熊盛青的科研之路，引发广泛关注。2024 年 1 月，熊盛青再

获殊荣——“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时隔 4 年，再一次登载

熊盛青的人物稿件，较之上一篇，本篇重点关注他最近的科研

工作及新的学术成果，呈现他以地质为志业，以科技报国为理

想，以审慎态度从事学术的科研人生，分享他工作之外的点点

滴滴，力求展现科学家的平凡与不凡。

作者单位 / 中国矿业报社

（本文编辑：张佳楠）

的过程，特别是当一个个难题被攻克时，那种喜悦感让我更加热爱我的

事业。”熊盛青这样描述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做地质工作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自然的美，特别是在飞机

上，能从另一个视角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心里感觉特别敞亮。”不止

是飞越珠峰的经历，从事地质事业特别是开展野外调查工作，让熊盛青

持续收获着宝贵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16 岁那年因毛主席一句话感召而

踏入地学之门，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深切认识到地质科学在现代社会中

的重要性，这是一门实用性非常强的学科，能以看得见的方式将平生所

学造福社会，也是新时代知识分子报效国家、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

志存高远，方能登高望远；脚踏实地，方能行稳致远。40 多年来，

熊盛青发扬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勇攀高峰、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把自己对科学的追求融入服务国家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先后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省部级

科技奖 15 项，以及“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全国

杰出专业技术人才、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全国创新争先奖、“国家卓

越工程师”称号等奖项和荣誉。

相较于个人取得的成就，他更看重团队的成长。

“要有使命感、科学的态度和奋斗的热情。”这是他的人生信条，

也是他给团队成员提出的明确要求。

从空中对大地做探测，数据如何采集并快速收录、仪器如何同步、

干扰如何排除、采集到的数据如何处理和解译……一系列工作都要求一

个庞大团队的高效协作。对于如何更好地协调团队工作，他有自己的一

套理念。

“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

不但要有过硬的技术本领，还要

能调动团队的积极性，把每个人

的专长和优势与团队的发展结合

起来，让每个人都能在合适的位

置上发挥最大的作用。”他明白，

要协调一个多学科组成的团队并

不容易。技术出身的他拿出科研

攻关中那股务实的劲头，“做事

先做人，什么事都先带头做起来。”

每天工作十余小时，有时甚

至忘记吃饭和休息，是他恪尽职

守、勤勉尽责的体现；办公室里

成摞摆放的资料与学术报告，是

他孜孜不倦、潜心钻研的证明；

“如果对要发展某项技术意见不

一致，互相辩论就好。”是他广

开言路、开明管理的表现；上高原、

进矿区，与野外一线项目队员同

吃同住，是他躬身力行、注重实

践的缩影……

他十分重视年轻人的成长，

不断压担子、交任务，使其在实

际工作中锻炼成长，以期在后续

的发展中，令团队更有战斗力和

竞争力。

优秀的学科带头人成就优秀

的科研创新团队。在他的带领下，

“航空地球物理与遥感地质创新

团队”入选首批国家重点领域科

技创新团队，并多次获得科技部、

自然资源部和原国土资源部的表

彰。该团队有 1 人入选“国家高

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

才，15 人先后入选自然资源部、> 熊盛青（中）与青年学者研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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