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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 4 日至 8 月 14 日
,

有幸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十届 国际地质大会
,

代表们

荣幸地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著名地质学家的报告
,

在设施一流的国际

贸易中心 参加了大会的学术活动
,

展示了 自己的成果
,

与各国地质学家一起切磋 当今地球科

学热点和未来地质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
,

感受颇深
。

由中国地质学会
、

中国地质矿产部联合 12 个部委主办并得到多方支持的这次国际地质

界盛会
,

规模空前
,

共收到论文摘要 8 31 0 篇
,

有 1 01 个国家和地区 的 6 1 76 人参加
,

组织了会

前
、

会间和会后的地质旅行路线 79 条
,

举办了占地面积达 7 0 0 Om
”
的大型科技展览会

“ G E o
-

E x P o ” ,

各项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
。

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
,

报到时即领到一包汇集有数千篇

论文摘要和大会 日程安排的资料
。

每天一早
,

代表们跨进国贸中心的玻璃大门
,

即可得到一

份英文小报
,

上面提供当天各种活动的准确信息和临时变更情况
。

为保证次日活动能按时有

条不紊的进行
,

大会还为中方召集人就近提供住宿
。

电脑的使用大大提高了会议运转效率
。

数百 名学生志愿 者担负着场内外各类事务和技术服务
,

保证了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
。

笔者所

遇到的美
、

俄
、

瑞典和波兰代表都称赞大会出色的组织工作
。

三十届国际地质大会的各项活动围绕一个主题一大陆地质进行
。

地质学家讨论的重点

是与大陆地质相关的地球动力学
、

深部地质
、

能源
、

矿产以及环境保护
、

地质减灾和与人类生

存和发展有关的其他 问题
。

资源和地球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两个首要条件
。

大会进程

表明
,

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幅员大而矿产丰富的国家
,

仍然十分重视找矿
,

并潜心研究与找矿

有关的新理论
、

新方法和新技术
,

如中国
、

俄罗斯
、

南非
、

澳大利亚等
。

但在多数西方发达 国

家
,

地质学者已将注意力从矿产资源的可供性转向地球环境保护
。

当代地质科学正处 于从
“

找矿型
”

拓宽到
“

社会型
”

的历 史性转变时期
。

各国地质学者已经认识到
,

地质工作任重道远

的任务是研究深部和表层地质环境系统
,

大气与外层空间系统
, “

保护绿色的地球是 人类永

恒的事业
” 。

尽管世界地质事业暂时处于低谷
,

但是三十届 国际地质大会上所展现 的 各国地质学者

对热点问题和地学研究注人的巨大热情
、

预示着我们的事业将再度辉煌
。

几十场同时进行的

专题和学科讨论会上人头攒动
,

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 展讲会上气氛轻松 自由
,

学者们畅所欲

言
,

热烈讨论
,

交换名片
,

论文和纪念品 ;有 24 个国家和地区
、

】79 个组织参加的 G E O E X P o

科技展览 会上五光十色
,

从珍贵的矿石标本
,

精美的地质图件到最新型的彩色电脑成图系统

玲琅满 目
、

应有尽有
。

本届大会吸 引了其它 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达 2 6 4 0 人
,

其中俄罗斯和 日本

代表较多
。

俄国代表有的来 自遥远的北极圈
,

有的个人自筹经费
,

热情很高旧 本代表中包括

不少年青研究生
,

他 (她 )们彬彬有礼
,

展讲时十分认真
,

一丝不苟
。

美国尼 布拉斯加一林肯大

学的贝利
·

魏格利教授不远万里坐着轮椅来参加会议
,

使人非常感动
。

代表中间还有一 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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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
“

海外兵 团
”

.

都是从大陆出国留学的学子
,

或在读学位
,

或已参加工作
,

他们说一 日 流利

的英语
,

对地学发展动向了解
,

在学术界的能量不能低估
。

我国地学界三千多名代表都很珍

视 这次机会
。

地矿 系统的各省厅
、

局
、

科研院
、

所
,

地质院校租用 了 G E o E x P o 的展位
,

精印

了小册子
.

展出了科研
、

教学
、

生产方面的成果
,

令人信服地向外宾展示 了 中国地质之花的风

采
。

大会无疑起到了全世界地质学者互相交流
,

促进了解的作用
。

通过大会
,

向世界展现我

国改革开放的崭新面 貌和国家整体实力
。

再次证明 了我国具有举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的能

力
。

会后成功地组织 了 松 条路线的地质旅行
。

计 划中的 20 卷优秀论文的征集
、

编辑
、

出版

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

在世纪交替的时候我国成功地举办这样一次国际地学界的盛会
.

定将对国际地质科学的发展和历史性 演变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董树文副所长等一行 10 人参加 了大会
,

在七 个专题和学科讨论会

上宣读了八篇论文
,

并有三人参加展讲
,

展示 了我所近年来在大地构造
、

深部地质
、

岩石学
、

矿床学和 区域成矿学方面的成果
。

本所展出了中国东南中生代火山岩岩相构造图
,

参加 召集

了五场讨论会
。

会后
,

成功地组织了 T 3 2 4 号南京~ 雁荡山路线的地质旅行活动
,

被南京 日

报作为头版新闻报导
。

在会议期间
,

代表们热情高涨地参 与了大会的各项活动
,

每人的工作都排得很 紧
,

无暇

它顾
。

有的为筹备会后旅游东奔西跑
,

有的每天加班至深夜
。

作 为与会的有形成果
,

我所先后同美
、

德
、

俄罗斯等国及台湾地区草签了意向协议
。

8 月

11 日
,

董树文副所长参加了 中
、

俄在地科院举行的有关双边合作谈判
,

向俄方提出的合作项

目
“
东亚大陆边缘中生代火山作用

、

成矿作用和动力学
”

的建议
,

得到了俄方的认同
,

并列人

双方地矿部
、

委科技司长签署的意向协议书
。

我所参加三十届国际地质大会获得的成功
,

标

志我所地质科研工作将迈 出新的步伐
。

通过几天会议
,

笔者有如下感想
:

( l) 科学的灵魂在于创造
。

本届大会上各国地质学者
,

包括年青地质学者的成果
,

主题突

出
,

思路新颖
,

论据充足
,

确实给人以新鲜感
。

中国的地质具有 自身特点
,

某些学科也作出 了

理论上的贡献
。

可以期待
,

随着科研体制改革的深 人
,

科研人员的稳定和经费力度加大
,

我国

地质人员 的创造力将进一步得到发挥
,

地质科研工作将跃上新的台阶
。

( 2) 地质理论如 同其它科学理论一样
,

必须通过争鸣
,

通过否定的否定
,

才能进到高阶

段
。

在三十届 大会上
,

多数代表并不拘泥于 15 分钟的发言
,

他们 主动
“
出击

” ,

寻找机会共同

切磋学术问题
。

会议反映出一些
“

名家
”

也在不断改进 自己的某些理 论和概念
。

人们不能不

被会上求实的科学精神所感染
。

目前
,

要防止商业意识侵袭学术领域
,

弘扬真正的科学精神

乃是当务之急
。

( 3) 科学理论的发展还有赖于技术和方法的进步
。

本届大会反映在成果展示手段上的技

术飞跃给人以深刻印象
。

小至幻灯片
、

投影薄膜
,

大至整幅地质图
、

立体物探 图
,

普遍采用了

电脑彩色成图系统技术
。

新方法显示了巨大优越性
。

我 国实力不够的单位在这方面 尚有很

大差距
。

(们本届 大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
,

但中方许多代表存在着语言障碍
。

这在很 大程度 上影

响了科技信息的双向交流
。

看来这是一个必须克服的
,

既老又新的难题
。

(戚建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