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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荏苒,«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海洋地

质前沿»(以下简称“两刊”)迎来了新一届编辑委员

会成立.回首过去７年,我们砥砺前行、不断奋进,
两刊连续入选“科技核心期刊”行列,«海洋地质与第

四纪地质»第８次收录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是得益于老一代学术顾问殷切

的嘱托和提掖,二是与权威编委会的强力支持不可

或缺.

１　卓越的学术顾问

我们深切缅怀学术顾问、第五届编辑委员会主

任委员秦蕴珊院士.“«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在
推动事业的发展和学术交流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海洋地质学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它研究的空间尺度

必须把大陆和海洋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这就是

所谓的以海为主,海陆结合”.在«海洋地质与第四

纪地质»创刊３０周年暨第五届编委会成立大会上,
先生的褒奖以及给刊物定位指明方向的话语仍回响

在耳畔.作为在青岛、在我们身边居住的著名海洋

地质学家,给予我们的教诲和无私的帮助最多,先生

严于律己、学风严谨、提携后学,其高风亮节让人终

身不能忘怀.
同样为«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创刊３０周年

撰写“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文章的学术顾问汪

品先院士,“三十卷的«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就
像年轮一样,记录了中国海洋地质三十年的成长

史”;“后面三十年和过去的三十年不可能一样,因为

中国变了,世界变了,地球科学尤其是海洋科学变

了.无论我们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客观上我们面对

的是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中国必须在战略上部署

向深海科学进军.这是因为研究海底、尤其是深海

海底的科学,已经成为地球系统中的关键环节;认识

海底不同时间尺度的过程,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掷地有声的话语读来仍催人

奋进,先生不仅将同济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为我国

海洋从“绿色”迈向“深蓝”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且给予了刊物无私呵护与指导,经统计仅在«海洋

地质与第四纪地质»以第一作者及署名作者就发表

过十几篇文章,先生涉足深海的首篇文章“热带太平

洋L１００７ 深 海 柱 状 样 的 微 体 化 石 与 地 层 研 究”
(１９８１年第２期)就发表在本刊的创刊年份上.

还有为创刊号写“发刊词”,又续写“寄语:«海洋

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创刊３０周年”的学术顾问刘光

鼎院士,“«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作为我国海洋地

学界学术研究、交流、研讨的‘百花园’,我期望并寄

语:一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一份好的刊物应该

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无论是内容、风格、形式

都是这样;二要不断开拓创新、形成特色.目前我国

地学类期刊众多,竞争非常激烈,要想在竞争中保持

长足的发展,就必须办出自身的特色.同时,要遵循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持有各种学术观点

的地学精英提供发表观点和成果的机会;三要牢固

树立精品意识,实施品牌战略”.字里行间透射出老

一辈海洋地质学家的殷切希望和谆谆教诲,语重心

长,仍不失为当下办好刊物的锦囊妙计.
我们还要深切悼念２０１４年病故的中国科学院

与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张宗祜先生,作为中国著名

水文地质学家、工程地质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也
是我们第三、四、五届编委会的学术顾问,斯人虽去,
但留给后人的文章,刊载于«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

质»上的“中国黄土高原中几个剖面的岩性、地层分

析”(１９８３年第３期),“第四纪地质在水文地质与工

程地质工作中的意义”(１９８７年第４期),“中国第四

纪地质发展史”(１９９１年第２期),“元谋盆地晚新生

代地质研究新进展”(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现在读来仍

具有理论和实际的指导意义,有许多深邃的思想还

需要下工夫学习和理会.
在此万分感谢安芷生院士、李吉均院士、金翔龙

院士、金庆焕院士、陈吉余院士、王颖院士、丁仲礼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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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朱日祥院士等长期以来对本刊的关心与呵护,他
们或以第一作者或与学生合作,都有精彩的文章刊

发于«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并且成为高引论文

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得感谢历届学术顾问和编

委的悉心指导,感谢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和关爱.

２　帅才辈出的编委会

强有力的编辑委员会是办好刊物的基石.«海
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自创刊始就组建了以院士和

学科带头人为主的编辑委员会,我国著名的地质教

育家和海洋地质前辈、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首任所

长业治铮院士出任第一届编委会主任,朱夏、刘光鼎

院士是重要的组成人员.尤其是第四届编委会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打破了部门、系统的界线,广泛汇集了

我国海洋地质、第四纪地质的院士及地学界的精英

们,更引以自豪的是富有活力的编委会成员不断有

晋升院士的喜讯传来,帅才辈出令人欣慰.
以２０１１ 年 ８ 月组建的第五 届 编 委 会 为 例,

２０１３年郭正堂研究员晋升中国科学院院士,虽身兼

多职,模范地履行着刊物的审稿任务,并以第二作者

的身份在«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发表“西峰地区

晚第四纪红土稀土元素的初步分析”(２０００年第２
期)、“渤海湾海陆交互相的磁性地层学”(２００６年第

１期)、“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中国耕作土壤有机碳的动态

变化”(２００６年第６期)等论文.

２０１５年,编委会荣幸有两位成员晋升院士,他
们分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家彪研究员和中国科学

院院士陈发虎教授.据统计,李家彪院士自２００２年

第１期在«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以第二作者发表

“国际大洋中脊第三个十年科学计划介绍(２０１４—

２０２３)”,至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的“西南印度洋脊５０５°E
火山喷发高地是热点与洋中脊相互作用的产物

吗?”,刊载的署名文章共有８篇之多,也是大陆边缘

及海底构造论文的编委会主审成员,认真负责的工

作精神令人敬佩.陈发虎院士同样在«海洋地质与

第四纪地质»(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以第二作者发表６篇

论文,其中“西北干旱区全新世气候变化的湖泊有机

质碳同位素记录———以石羊河流域三角城为例”
(２０００年第４期),“九州台古土壤S１记录的末次间

冰期东亚夏季风变化”(２００６年第２期),“新生代特

提斯海演化过程及其内陆干旱化效应研究进展”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论文具有较高的引文率.另外,他
还作为执行主编在«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２０１３
年第４期组织出版“干旱区环境变化专辑”,气候、环

境变化与人类活动、泥炭、湖泊沉积与记录、内陆干

旱化、风沙过程与黄土沉积专栏的论文集中反映了

干旱区环境变化的特点与规律,虽事务繁多,百忙中

参加编委会换届会议并提出改进建议,积极模范地

履行着编委的职责.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他还当选发展中

国家科学院院士.

２０１７年５月,编委会成员李乃胜研究员光荣当

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他的当选是我国海洋科

技领域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的新突破,也是迄今山

东省的首位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
作为第二、三作者在«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撰写

“冲绳海槽北段的重磁场特征及地质意义”(１９９８年

第４期)、“西菲律宾海中央断裂带地貌学研究”
(１９９９年第１期)、西南太平洋劳海盆地质学研究进

展”(２０１０年１期)等数篇文章,还将«中国边缘海地

质地球物理特征及演化»、«崂山地质与古冰川研究»
部分论著,委托学生专门送来馈赠与两刊编辑部.

除此之外,其他编委会成员也均是行业的佼佼

者和学科带头人,汇聚了一批杰青、百人计划、长江

学者等知名科学家.翦知湣教授作为首席科学家多

次完成IODP航次任务;高抒教授出任华东师范大

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铁刚研究员

出任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石学法研究

员作为首席科学家的中俄首次北极联合科考(２０１６
年８月)以及乘坐“蛟龙号”深潜器首次沿南海海山

剖面自下而上进行取样作业和系统观察;张训华研

究员领衔的大陆架科学钻探(CSDP)项目荣获“２０１６
年度中国海洋十大科技进展”;刘健研究员荣获山东

省“泰山学者”称号,等等.为我国的海洋地质科学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编委会成员们身体力行、献计献

策,对海洋地质两刊办出特色也功不可没.在此,为
他们无私的全力支持与真诚的奉献深表谢意.

３　特色为刊物立足之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两刊立足国家需求,结合

中国实际,追随我国海洋地质事业发展的步伐,迎着

国际海洋地球科学发展的大潮,以揭示中国海的地

质历史和演化规律为己任,致力于发表各种原创性

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努力打造海底基础地质、资
源地质、环境地质和灾害地质,以及中国海陆大范围

的区域性对比学术交流的科学平台.若刊物办的还

称得上具有特色的话,这就是我们所遵循的办刊准

则,也是我们不断砥砺奋进的立足之本.回溯３８年

来刊物发展历史,如同年轮一样,忠实记录了中国海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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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地质的成长史,有学者说“要搞海洋地质,必看«海
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虽话说得有些大,但正如秦

蕴珊院士曾经说过的“在推动事业的发展和学术交

流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１)首发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论文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８日,国土资源部姜大明部长在

我国南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现场宣布我国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这标志着我国天然气

水合物研究与开发达到了一个新的国际水平.可以

说«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是最早报道南海天然气

水合物研究成果的刊物,１９９８年第４期首篇刊载了

姚伯初的“南海北部陆缘天然气水合物初探”(高引

文量)文章,后来发表了赵省民的“天然气水合物研

究的新进展”(１９９９年第４期)等论文.

２０００年以来,天然气水合物逐渐成为研究热

点,«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参与并在２００３年第４
期全面报道了在青岛召开的“未来海底新能源———
天然气水合物国际研讨会(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刊物

陆续登载了方银霞等的“海底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

的特征分析”(２００１年第１期)、陈多福等的“珠江口

和琼东南盆地天然气水合物形成和稳定分布的地球

化学边界条件及其分布”(２００１年第４期)、马在田

院士的“海洋天然气水合物的地震识别方法研究”
(２００２年第１期)、蒋少涌等的“海洋浅表层沉积物

和孔隙水的天然气水合物地球化学异常识别标志”
(２００３年第１期)、姚伯初的“南海天然气水合物的

形成和分布”(２００５年第２期)文章,以及以张光学

等为代表的南海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成果,较有影

响的论文有张光学等的“南海天然气水合物的成矿

远景”(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王宏斌等的“南海陆坡天然

气水合物成藏的构造环境”(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等、张

光学等的“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地震检测技术及其应

用”(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等.同时,伴随“天然气水合物

实验室”在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的建立,还刊登了业

渝光等的“海洋天然气水合物模拟实验技术”(２００３
年第１期)、刘昌岭和业渝光的“海洋天然气水合物

生成机制的实验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赵洪伟等

的“多孔介质中水合物阻抗探测技术”(２００５年第１
期)、业渝光等的“天然气水合物超声和时域反射联

合探测技术”(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等论文,以及栾锡武

等“天然气水合物的上界面———硫酸盐还原－甲烷

厌氧氧化界面”(２００９年第２期)、陆红锋等的“南海

东北部硫酸盐还原－甲烷厌氧氧化界面———海底强

烈甲烷渗溢的记录”(２０１２年第１期)、魏合龙等的

“天然气水合物系统的环境效应”(２０１６年 第１期)

等文章,为创建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系统理论和科学

制定与指导试采实施方案提供了理论与技术支撑.
南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以后,２０１７年

第５期«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出版专辑及时报道

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果.
(２)冲绳海槽研究成为亮点

继１９８０年５月中美首次长江口联合调查后,当
年８月“东方号”船首赴冲绳海槽执行地质部的“东
海东部至琉球群岛外沿海域的海洋地质概查”任务,
翌年８月又进行了第二航次的地质调查.这些调查

研究的成果首次系统地揭示了冲绳海槽的地质与地

球物理特征.同时,以业治铮院士经典的“冲绳海槽

晚更新世—全新世沉积物的初步研究”论文刊载于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１９８３年第２期始,一批关

于冲绳海槽的新认知、新观点和新概念的论文陆续

在本刊登载,达到了当时制定的“为东海陆架海洋权

益和石油勘探工作,系统积累必要的地形地质资料”
的目的,也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吸引相关高

质量论文落座本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１９８０年代登载的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秦蕴珊院

士的“冲绳海槽海底中新世化石的发现及其地层意

义”(１９８２年第１期)、眭良仁的“冲绳海槽的几个沉

积特征”(１９８１年第１期)、金性春的“冲绳海槽异常

地幔与地壳性质的初步分析”(１９８４年第３期)、刘
昭蜀的“冲绳海槽热流值的分析及其地质解释”
(１９８４年第１期)、潘志良与石斯器的“冲绳海槽沉

积物及其沉积作用的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期)、陈冠

球与罗曼云的“冲绳海槽海底沉积物中矿物组合及

其分布特征的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期)、张明书的“冲
绳海槽沉积物分类和层序划分的初步意见”(１９８６
年第２期)、以及许薇龄的“东海的构造运动及演化”
(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等.

１９９０年代至２０００年代初的主要论文有:翟世

奎的“冲绳海槽北部稀土元素沉积地球化学研究”
(１９９６年第２期)、孟宪伟的“冲绳海槽中段沉积地

球化学分区及其物源指示意义”(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刘保华与徐世浙的“冲绳海槽沉降和热演化模式初

探”(１９９８年第１期)、李乃胜的“冲绳海槽北段的重

磁场特征及地质意义”(１９９８年第４期)、周祖翼的

“冲绳海槽—弧后背景下大陆张裂的最高阶段”
(２００１年第１期)、杨文达的“冲绳海槽轴线地质特

征”(２００１年第２期)、吴自银的“冲绳海槽弧后扩张

证据及关键问题探讨”(２００２年第２期)、以及李军

与高抒的“冲绳海槽南部 A２３孔浊流沉积层的粒度

特征”(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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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以来,引文率较高的论文有:王舒畋的

“东海的新构造与新构造运动”(２０１０年第４期)、吴
自银的“中更新世以来长江口至冲绳海槽高分辨率

地震地层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以及朱爱美与

石学法的“８８ka以来冲绳海槽北部物源及沉积通

量演化”(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等.
(３)南海研究热度不减

自刊物创刊始,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南

海地质调查与研究成果,论文内容涉及地形地貌、区
域地质、构造与沉积等,早期代表性文章有:何廉声

的“南海新生代岩石圈板块的演化和沉积分布的某

些特征”(１９８２年第１期)、姚伯初和何廉声的“南海

北部大陆边缘上的声纳浮标测量(一)———沉积物的

速度结构分布”(１９８３年第４期)、何廉声和姚伯初

的“南海北部大陆边缘上的声纳浮标测量(二)———
陆缘地壳结构构造”(１９８３年第４期)及何廉声的

“南海的形成演化与油气资源”(１９８８年第２期),冯
文科与鲍才旺的“南海地形地貌特征”(１９８２年第４
期),姚伯初的“南海北部大陆边缘下的异常上地幔”
(１９８５年第２期)、“南海北部陆缘东部中生代沉积

的地震反射特征”(１９９５年第１期)、“南海海盆新生

代的构造演化史”(１９９６年第２期)、“南海北部陆缘

的地壳结构及构造意义”(１９９８年第２期)、“南海西

南海盆的岩石圈张裂模式探讨”(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等.以及阎贫的“东沙群岛海域的折射地震探测”
(１９９６年第４期)、张训华与徐世浙的“南海海盆形

成演化模式初探”(１９９７年第２期)、金庆焕院士的

“南沙海域区域地质构造”(２０００年第１期)等等.
随着１９９９年２月首席科学家汪品先院士领导

的 ODP１８４航次首次在南海实施,南海从侧重基础

性海洋地质研究和油气资源调查评价转入了深海过

程的理论研究,«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自此开辟

了“IODP快讯”,以便及时报道大洋钻探的航次信

息,还专门设置了“古海洋”专栏,并与同济大学海洋

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陆续刊载了南海深海钻

探的最新研究成果,还在２０１２年由翦知湣教授作为

执行主编组织出版了涉及南海及深海的“古海洋学

与沉积学”专辑,２０１５年王汝建教授作为执行主编

组织出版了“极地古海洋学与沉积学”专辑等.按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期间刊载的被引频次较高的主要论

文有:王成善的“古海洋溶解氧与缺氧和富氧问题研

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魏国彦的“南海东北部末次冰

期—全新世古海洋学”(１９９９年第３期)、黄宝琦与

翦知湣的“南海东北部晚第四纪古生产力变化”
(２０００年第２期)、贾国东的“南海南部约３０ka来沉

积有机质的生物输入特征”(２００１年第１期)、陆钧

的“南海深海表层沉积硅藻的分布”(２００１年第２
期)、刘传联的“南海南部第四纪表层海水古生产力

变化的钙质超微化石证据”(２００１年第４期)、彦佳

新与周蒂的“南海北部陆缘区中特提斯构造演化研

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杨小强的“南海南部 NS９３Ｇ５
孔沉积物磁化率特征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记录”
(２００２ 年 第 １ 期)、房 殿 勇 与 王 汝 建 的 “南 海

ODP１１４８站深海相渐新统硅质成岩作用”(２００２年

第２期)、韦刚健的“南海碎屑沉积物化学组成的气

候记录”(２００３年第３期)、张玉兰的“南海深海柱状

沉积物中孢粉和藻类研究及古环境意义”(２００３年

第１期)、罗运力与孙湘君的“南海北部周边地区倒

数第二次冰期———末次间冰期植被演化”(２００３年

第１期)、陈芳与李学杰的“南海西部表层沉积物钙

质浮游生物分布与碳酸盐溶解”(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黄威与翦知湣的“南海北部 ODP１１４４站颜色反射

率揭示的千年尺度气候波动”(２００３年第３期)、余
克服的“永暑礁西南礁镯生物地貌与沉积环境”
(２００３年第４期)、姚伯初的“南海南部海域新生代

万安运动的构造意义及其油气资源效应”(２００４年

第１期)、刘海龄的“南海前新生代基底与东特提斯

构造域”(２００４年第１期)、李丽与汪品先的“大洋

“生物泵”———海洋浮游植物生物标志物”(２００４年

第４期)、张汉泉与吴庐山的“南海南部海域构造地

貌”(２００５年第１期)、邱燕的“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

陆坡区有利成藏组合带”(２００５年第１期)、万玲与

姚伯初的“南海西部海域新生代地质构造”(２００５年

第２期)、陈道华与蒋少涌的“西沙海槽表层沉积物

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地质意义”(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王
建桥的“南海 ODP１１４６站位烃类气体地球化学特

征及其意义”(２００５年第３期)、金海燕与翦知湣的

“赤道西太平洋暖池中更新世过渡期的古海洋变化”
(２００６年第２期)、徐行的“南海西沙海槽地区的海

底热流测量”(２００６年第４期)、陈芳与苏新的“南海

东沙海域末次冰期最盛期以来的沉积特征”(２００６
年第６期)、吴国瑄与王汝建的“南海北部海相中生

界发育的微体化石证据”(２００７年第１期)、谢文彦

的“琼东南盆地断裂构造与成因机制”(２００７年第１
期)、叶芳与刘志飞的“南海北部中更新世０７８~
１０Ma期间的陆源碎屑粒度记录”(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时小军与余克服的“南海周边中全新世以来的

海平面变化研究进展”(２００７年第５期)、何家雄的

“莺歌海盆地泥底辟发育演化与天然气及CO２ 运聚

成藏规律”(２００８年第１期)、邵磊的“南海北部渐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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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以来的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意义”(２００８
年第２期)、杨克红与初凤友的“南海北部冷泉碳酸

盐岩层状结构及其地质意义”(２００８年第５期)、孙
运宝与吴时国的“南海北部白云大型海底滑坡的几

何形态与变形特征”(２００８年第６期)、栾锡武的“南
海构造演化模式:综合作用下的被动扩张”(２００９年

第２期)、陈芳与苏新的“南海北部陆坡神狐海域晚

中新世以来沉积物中生物组分变化及意义”(２００９
年第２期)、汪品先的“深海沉积与地球系统”(２００９
年第４期)、袁圣强与吴时国的“南海北部陆坡深水

区沉积物输送模式探讨”(２０１０年第４期)、邬黛黛

与吴能友的“南海北部东沙海域水合物区浅表层沉

积物的地球化学特征”(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石学法的

“南海新生代岩浆活动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构造意

义”(２０１１年第２期)、李三忠的“南海的盆地群与盆

地动力学”(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近年来,本刊在“沉积与环境”、“地球化学与地

球物理”、“古海洋与年代地质”栏目刊载的南海及深

海大洋的论文数量不断增加,如:２０１７年第１期以

特稿形式刊载了张国良等“大洋地幔化学组成不均

一性成因研究回顾与展望”等５篇涉及西太平洋深

海大洋的研究论文,２０１７年第２期在“地球化学与

地球物理”栏目集中刊发了詹文欢等“南沙地块南薇

隆起区的地震反射特征和结构单元划分”等６篇南

海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论文.２０１７、２０１８两年,本
刊还相继组织出版了两期南海专辑,由詹文欢研究

员作为特邀主编的２０１７年第６期,汇总了南海构造

演化方面的重要成果,由吴时国研究员作为特邀主

编的２０１８年第６期,集中报道了南海碳酸盐台地的

最新研究进展.２０１９年第１期,刊载有汪品先院士

撰写的“大洋钻探与中国海洋地质”,相信伴随南海

大洋钻探的陆续完成,“地球科学、尤其是海洋科学

变了”,我国进军海洋的步伐已迈入“深蓝”.
(４)陆上第四纪研究的高引论文

我国特有的黄土高原、干旱与半干旱区、东亚季

风区域环境,往往与大陆东部及南部的辽阔海洋一

起构成了气候演替的有机体,开展海陆大范围的区

域性对比研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是刊物打造

这一学术交流科学平台为之努力的目标.尽管陆上

第四纪研究发文量较少,但也不乏一批具有高引论

文.按引文量的高低排序,如:李吉均的“青藏高原

的地貌演化与亚洲季风”(１９９９年第１期)、孙千里

与周杰的“岱海沉积物粒度特征及其古环境意义”
(２００１年第１期)、鹿化煜的“前处理步骤与方法对

风成红粘土粒度测量的影响”(２００２年第３期)、李

徐生和杨达源的“镇江下蜀黄土粒度特征及其成因

初探”(２００１年第１期)、鸟居雅之与方小敏的“黄土

－古土壤磁化率述评”(１９９９年第３期)、“环境磁学

某些研究进展评述”(２０００年第２期)、许清海与肖

举乐的“孢粉资料定量重建全新世以来岱海盆地的

古气候”(２００３年第４期)、李小强与安芷生的“全新

世黄土高原塬区植被特征”(２００３年第３期)、吴敬

禄的“兴措湖沉积物有机碳及其同位素记录揭示的

近代气候与环境”(２０００年第２期)、张振克的“近

２０００年来云南洱海沉积记录的气候变化”(２００１年

第２期)、强小科与安芷生的“佳县红粘土堆积序列

频率磁化率的古气候意义”(２００３年第３期)、韩永

明与曹军骥的“环境中的黑碳及其全球生物地球化

学循环”(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王国安与韩家懋的“C３
植物碳同位素在旱季和雨季中的变化”(２００１年第４
期)、邓成龙与朱日祥的“黄土高原全新世风成沉积

的岩石磁学性质及其古气候意义”(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曹军骥与张小曳的“晚新生代风尘沉积的稀土

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古气候意义”(２００１年第１
期)、孙继敏与丁仲礼的“再论萨拉乌苏组的地层划

分及其沉积环境”(１９９６年第１期)、熊尚发与丁仲

礼的“末次冰期中国黄土古气候记录与高纬冰心及

热带海洋记录对比”(１９９８年第１期)、等等.

４　再创辉煌正此时

回首两刊近４０年的历史,取得了不少成绩和荣

誉,两刊已然成为我国海洋地质工作中的宝贵资产

和财富.展望未来,海洋地质工作又迎来蓬勃发展

的新时期,紧跟国家从近海走向深海、大洋的步伐,
做好海洋地质成果的快速出版和传播,是两刊的科

学使命和时代担当.薪火相传,新一届编委会的成

立,让我们接过荣誉和责任,再次共同努力,去创造

新的辉煌.
(１)优秀的学术期刊,编委会是关键.
从两刊的历史和经验可以看出,学术期刊的发

展,编委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一个高水平的编委会,
就不可能办出高水平的期刊.两刊第六届编委会成

立,既有深孚众望的院士,更有年轻的专家学者,荟
萃了我国当下众多著名高校、科研院所的优秀人才.
两刊一定要充分依靠编委,密切联系和协调机制,在
优秀论文的组稿、把关方面,充分发挥好编委的学术

专长,从而进一步提高两刊的出版质量、扩大两刊的

学术影响力.
(２)开放办刊,融入海洋地质科研生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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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是作者和读者的桥梁,是学术传播和交流

的最佳平台.编辑部要成为两刊发展的纽带,继续

秉承开放办刊的成功经验,紧密跟踪重点单位、重大

项目的研究进展,密切与编委、作者和读者的联系,
学科编辑要上会(学术会议)、下室(重点实验室)、走
出去,与广大科研人员密切互动,对最新地调科研成

果及时报道,为广大读者主动做好文献服务,在海洋

地质科研生态中实现两刊的健康发展.
(３)在地球系统科学的转型中引领创新.
我国的海洋地质工作进展迅速,正处在一个转

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汪品先院士曾经谈到:“中国对

于１９—２０世纪的地学革命愧无贡献,那是由于历史

的原因;地球系统科学将是新世纪地学革命的突破

口,如果中国还无贡献,那就只能是我们主观的原

因,地学界同仁难辞其咎.”在此学科发展的背景下,
两刊需要强化创新意识,敏锐发掘和忠实记录海洋

地质学向地球系统科学的转变过程,成为助推学科

发展的有生力量.
最后,作为两刊的主编,将努力履行职责义务,

同各位编委一起,共同提升两刊的学术水准,为办好

两刊做出更大贡献!

２０１９年１月于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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