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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１１年第２期起，我刊推出“主编絮语”这个栏目，目的在于及时表达我刊的
办刊思想和办刊动态，推介重点文章，加强与读者、作者和各位编委的信息沟通和交流。

正如在本卷卷首语中指出的，文章质量是刊物的生命线。因此，如何提高发表在

我刊文章的质量，是本届编委会的第一要务和工作重点。编委会将通过多种途径，从

文章的各个方面努力提高每篇文章的内涵和科学与应用价值，并加大对重大方向、

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的关注力度，采取切实措施，扩大文章在国内和国际的影响力。

为此，我刊聘请了加拿大 ＭｃＭａｓｔｅｒ大学 ＬｅｓｌｅｙＭＥｇｄｅｎ博士作为我刊的国际副主
编，负责修改和撰写每篇文章的英文摘要。同时从本期开始，我刊每期重点推介３～５
篇文章，为读者提供重点导读信息，以便读者从目前众多的科技文献中，直接了解本

刊和重点文章的关注焦点，获取有学术参考价值的数据和信息，并希望借此提升刊物

和文章的学术影响力。本期重点推荐４篇文章。
“硫化物矿物中痕量元素的激光剥蚀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微区分析进展”

（作者：袁继海，詹秀春等，见Ｐ１２１～１３０）一文层次清晰，信息丰富。该文为读者了解硫
化物的特性与特征、该类矿物中痕量金属元素的分析意义，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技术（ＬＡ－ＩＣＰ－ＭＳ）在此类矿物微区分析中的优势，解决制约ＬＡ－ＩＣＰ－ＭＳ
技术发展中元素分馏、干扰校正、标准样品这三大难题的途径等方面，提供了翔实的数

据和分析评论。作者在仔细阅读文献的基础上，从中提取了有效信息，解析和归纳的水

平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例如，在引述Ｗａｔｌｉｎｇ等对于用ＬＡ－ＩＣＰ－ＭＳ法直接分
析硫化矿物的局限、缺点和适用方法时（见Ｐ１２３），所作陈述令人印象深刻，建议读者静
心阅读。

多接收器等离子体质谱和非传统稳定同位素测试技术近年发展很快，是目前

国际地学研究前沿之一，有效进行质量歧视效应校正是获取高精度同位素数据的关

键。作为三种质量歧视校正方法之一的双稀释剂法，由于不要求元素化学分离方法

的回收率达到１００％、且可以同时获得精确的元素含量，故而目前受到广泛关注。
“双稀释剂法在非传统稳定同位素测定中的应用———以钼同位素为例”（作者：李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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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祥坤等，见Ｐ１３８～１４３）一文，简要、清晰地分析了多接收器等离子体质谱和非传统
稳定同位素测试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详尽介绍了同位素双稀释剂法的原理和计算方

法。对于从事同位素双稀释剂法分析的人员和读者，提供了可以参照的计算流程。

如果作者能提供更多的应用实例，相信可为读者提供更多可供借鉴的有用信息。

受国家深部探测专项“南岭于都—赣县矿集区立体探测实验与深部成矿模式”

等课题资助，在以中国地质科学院陈毓川院士和王登红研究员为首的研究团队的共

同努力下，相关矿产成矿规律的研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本期刊出了该基金资助下

完成的研究成果之一———“江西广昌新安钼矿床地质特征及其铼 －锇测年”（作者：
曾载淋，陈毓川等，见 Ｐ１４４～１４９）。广昌新安钼矿是在武夷山西坡中段发现的斑岩
型钼矿床，借助于 Ｒｅ－Ｏｓ同位素定年，作者厘定了新安钼矿体中的辉钼矿成矿年
代，为区域成矿作用研究提供了年代依据。文章第一作者曾载淋荣获２０１０年度第１２
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

高山地区和极地对通过大气输送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ＰＯＰｓ）有冷凝作用，因而
是大气ＰＯＰｓ全球输送的汇。研究高山地区中的有机污染物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的
潜在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如何定量研究高山地区的污染程度日益引起人们的

注意。欧美一些学者在北美落基山脉、比利牛斯山等地区相继开展了不同介质中

ＰＯＰｓ的相关研究。我国长白山地区，作为寒冷地域中ＰＯＰｓ接收器和重要储库之一，
开展ＰＯＰｓ的研究无疑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长白山表层土壤中有机氯农药和多
氯联苯的海拔高度分布特征”（作者：万奎元，杨永亮等，见Ｐ１５０～１５４）一文，探讨了
土壤中机氯农药（ＯＣＰｓ）和多氯联苯（ＰＣＢｓ）的残留状况及其海拔梯度模式，初步显
示了高山冷凝捕集效应的影响。为开展高山地区冰雪和湖泊中的有机污染物对人类

的饮用水资源和农田供给水资源造成潜在的影响提供了基础数据。

我们希望，读者通过阅读以上４篇文章和本刊登载的其他文章，能获得真正有参
考价值的信息。如果您有任何意见和建议，欢迎来函、来电，我刊将及时反馈并采纳

合理可行的建议。我们相信，在共同的努力下，《岩矿测试》会办得越来越好。

主编：罗立强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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