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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地质学院三十年成就与展望

张 悼 元

(一 )

成都地质学院创建于一九五六年
。

三十

年来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和严于治校的精神办

学
,

经过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
,

我院在教学
、

科研与学院 自身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

为祖国的地质教育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建院初期
,

学 院仅 有三 个系
、

四 个专

业
,

教师一百六十九人
,

是一所仅招收地质

勘探本科生的单科性工科院校
。

现在
,

学院

已发展为有十一个系
,

十四个专业
,

教师八

百四十人的一所以工为主
,

兼有理科
、

文科

和管理学科
,

招收博士
、

硕士研究生
、

本科

生和专科生的多层次
、

多科性地质学院
。

在

校学生也由建院初期的千余人发展到现在的

四千一百余人
,

函授生近千人
,

还接收了澳

大利亚
、

西 德
、

朝鲜等 国的留 学生与 进修

生
。

三十年来
,

学院已为国家培养了约一万

三千名本科生和研究生
,

还为全国地质行业

短期培训了专业技术
、

生产管理骨干近三千

名
。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成长为技术或管

理骨干
,

有的还担任了省局级的领导和技术

负责职务
。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
勤奋认真

,

踏卖肯干
, ,

说明学院在成长 中已逐 步形成

了勤奋
、

求实 的良好校风
。

六十年代初
,

学院积极开展了科学研究

工作
。

全国科学大会后
,

广大教师的科研积

极性更加高涨
,

先后完成了国家重点项 目和

省市科委攻关项 目二百六十三项
,

其它项 目

四百二十四项
,

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科学研

究成果
。

其中
:

获奖成果近二百项
,

有十五

项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

一项获国务院嘉奖
,

八十项获部省级重大科技成果奖
。

科学研究

锻炼了师资队伍
,

提高了他们的学术水平
,

科研成果又充实更新了教学内容
,

从而
,

提

提了教学质量
。

科学研究也促进了学科的建

设
。

我院在石油地质学领域内
,

对提高油气

采收率和储层地质学的研究
;
在工程地质学

领域内
,

对活动断层
,

高地应力区区域稳定

性研究
,

和斜坡岩土体变形破坏机制及地质

力学模式等岩体稳定研究 , 在放射性矿产地

质领域内
,

对我国东南部中生代花岗岩与铀

的成矿规律的研究
;
在岩石学领域内

,

对沉

积岩与沉积矿产
,

区域岩相古地理以及建立

西藏 中生代沉积与板块构造模式的研究
;
在

应用地球物理领域内
,

对石油物探
、

金属物

探数据处理研究及放射性物探仪器的研制
,

都是在国内有影响 的
、

水平 较高 的研 究成

果
,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
在矿床学

、

地质力学
、

古 生物学 及地层 学
、

矿物 物理

学
、

地球化学
、

应用数学等学科
、

专业领域

内
,

也有相当的潜 力和优势
。

经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批准
,

我院已有五个学科
、

专业有权

10
.

传统地层学的地层单位术语统一大

排行不区分术语的性质和类别
,

如界
、

系
、

统
、

阶群
、

组
、

段
、

带
。

现代地层学认为表示岩石地层单位的术

语用群
、

组
、

段 ;
表示生物地层单位的术语

用生物带 (组合带
、

顶 峰 带
、

延 限 带 ”
一

等 ) ; 表示年代地层单位的术语才用宇
、

界
、

系
、

统
、

阶和时间带
。

1 1
.

传统地层学的理论概念片面强调沉

积作用的纵 向堆积过程
,

导致千层糕概念的

地层学
。

现代地层学的理论概念兼顾纵向堆积过

程和侧向堆积过程
,

而把后者放在较重要的

位置
。

(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 所 )



授予博士学位
,

有十四个专业
、

学科有权授

予硕士学 位
,

有三 个学科接收国 内访问学

者
。

近几年来
,

为了能承担重大科研项 目
,

促进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

进一步提高学术水

平
,

学院先后建立了沉积地质矿产
、

深部地

质一地球物理
、

非金属矿物原料
、

应用地球

物理等四个科学研究所和一批独立的科学研

究室
,

并加强了学术梯队的建设
,

每年承担

的重大项目在百项以上
,

在全国性 (国外 )

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科学专著
,

译著有百篇左右
。

在长期的教学
、

科研实践中
、

我院已初

步建成了一支政 治素质 较好
,

学术 水平 较

高
,

教学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
。

在这支队伍

中
,

既有一批 长期从 事地质 教育与科学研

究
,

在学术上造诣较深的各专业
、

学科学术

带头人
,

更有一大批在教学
、

科研中已取得

一定成就的中青年骨干教师
。

随着新生力量

的补充
,

我院师资队伍的素质与结构得到新

的改善
。

在学院的各项基础性建设方面
,

三十年

来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

初步建成了一批比

较系统和完善的
,

主要用于教学
、

科研的实

验室体系
,

包括某些用先进仪器设备装备的

重点实验室和一个岩矿分析测试 中心
。

学院

图书馆已有图书六十余万册
,

中
、

外文期刊

二千余种
,

收藏各类地质资料近三万份
。

地

质博物馆收藏和展出的标本
、

模型达二万五

千余件
。

建成了校舍十八万平方米和两个野

外实习基地
。

这 些
,

都为 我院 顺利完 成教

学
、

科研任务
,

提供了基础条件
。

(二 )

自党的十二 大把教育 列为 战略 重点和

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贯彻以

来
,

我国的教育事业开始进入了一个空前繁

荣的新时期
,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教育提

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

为使我院的教育工作

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 “
七五

”

期 间
,

我 院

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
:

坚持
“

三个面向
”

和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
,

全面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教育
、

科技体制改

革的《决定》 ,

围绕多出人才
、

出好人才和多

出成果的总 目标
,

加速改 革步 伐
,

加强 专

业
、

学科与师资队伍建设
,

努力提高教育质

量
、

学术水平和办学效益
,

为在本世纪末
,

把我院建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教学研究型的综

合性地 质科技 高等学府 创造条 件
。

为此
,

“
七五

”
期间

,

我们要逐步实现以下目标
:

1
.

在人才培养方面
,

根 据全国 地质行

业对多学科
、

多层次
、

多规格人才的需求情

况和地矿部 《地质教育
“
七五

”

计划和到二

0 0 0 年发展规划纲要》 的要求
,

继续调整

好学院的专业设置和科类结构
,

有计划地增

设一些国民经济建设和地质行业所急需的地

质类学科和应用理科
、

应用文科
、

管理学科

及新兴边缘学科专业
,

使面向全国统一招生

的专业数 (按原教育部颁布的 《专业 目录》 )

达到二十个左右
。

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国民

经济建设对地质专门人才的需求
,

到一九九

O 年
,

各类全 日制在校生的规模达到五千六

百人
,

其中
:

博士
、

硕士研究生和专科生的

比例分别争取达到声数的 10 %和 20 %左右
。

加强
“

实事求是
、

开拓进取
、

严于治学
、

勇

于创新
”
的校风和学风建设

。

2
.

在重点专业和重点 学科建 设方面
,

学院要在加强现有的石油地质与勘探
、

工程

地质
、

放射性地质与勘探
,

岩石学 (含沉积

学 )
、

应用地球物理等五个博士授权 专 业
、

学科建设中
,

充分发挥其在提高教育质量与

学术水平中的带头作用
,

同时
,

再择优扶持

一批教学
、

科研成果显著
,

师资力量较强
,

已基本形成学术梯队
,

能够解决地质基础理

论的专业
、

学科为学院的重点专业
、

重点学

科
。

在今后几年内
,

争取在矿床学
、

古生物

学及地层学
、

地球化学
、

地质力学
、

水文地

质学
、

矿物物理学等专业
、

学科中
,

再建成

一批博士授权点
,

全院各主要专业
、

学科都



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
。

在教育质量
、

学术水

平及培养人才的 规格 层次 方面
,

重点 学科

(专业 )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

3
.

在师资队伍建设 方面
,

建立一个群

体结构合理
,

有新陈代谢活力和持续发展潜

力的师资队伍是学校的根本大计
。

因此
,

在

今后几年内
,

我们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

进一步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
,

使基础好
,

富

有进取精神的中青年拔尖人才脱颖而出
,

培

养和造就新一批学术带头人
。

除了通常的在

职培训
、

脱产进修
、

在教学实践中提高等培

养方式外
,

自本年开始设立青年科技工作者

科研基金
,

为他们独立地承担科学研究创造

条件
。

争取在一九九 O 年前后
,

使目前骨干

教师年龄同步老化
、

基础课和某些专业课师

资紧缺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 全院教授
,

副

教授在师资队伍中的比例达到 30 %左右
;
形

成较为合理的梯队结构
。

4
.

在科学研究方面
,

要充 分发 挥现有

研究所
、

室的
“

主 力军
”
作用

,

继续发展在

国内已有影响的油气采收率
,

工程地质与水

文地质
、

放射性地质与勘探
、

沉积岩与沉积

矿产
、

地球物理勘探方法与技术
,

古脊推动

物及前寒武纪地质
,

矿物物理
.

数学地质
、

稀有贵金属与地球化学
、

地质力学等方面的

科学研究
,

大力 促进和 发展 跨专 业
、

跨学

科
、

包括跨部 门的综合研究
,

并结合重点学

科建设
,

再逐步建立一批能发挥我院专业特

色与优势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
、

室
。

加强与

生产
、

科研部门的横向联合
,

广泛开展各方

面的科技合作与交流
,

到一九九 O 年
,

学院

承担的科学研究任务
,

按所取得的研究经费

计算
,

要争取达到一九八五年的两倍
。

每个

研究中心和研究所
、

室都有相对稳定的研究

方向与科学研究基地
,

并在社会投标中有较

强的竞争能力
,

要通过发展科学研究
,

进一

步促进和加强重点学科建设
,

提高教学质量

与学术水平
。

5
.

在改善办学条件 方面
,

抓紧 新图书

馆等主楼群的建设
,

陆续修建教职工宿舍和

学生宿舍
。

并在校园环境与附属设施建设方

面
、

为师生 员工创造一个较为优良的工作
、

学习
、

生活条件
。

在
“

七五
”

期间要充实
、

更新和改造一

批实验室的仪器设备
,

引进几种大型测试仪

器
、

物探仪器和一台多终端的现代化中型计

算机
,

建成一批新的重点实验室和学院新的

电算中心
,

同时进一步加强现有的岩矿分析

狈吐试中心
、

图书馆
、

博物馆和电教 中心的建

设
,

使之做到与学院教育事业协调发展及有

关的各项需要相适应
。

6
.

在学院的教育体制 改革 方面
,

要集

中力量抓 好以转 变教育 思想
,

改革 数学内

容
、

教学方法
,

提高教育与人才质量为重点

的教学改革
。

抓好以完善院长负责制和推行

系主任负责制为中心的管理改革
,

坚持按照

后勤服务工作社会化 的方向开展后勤工作改

革
,

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
,

加强思想政

治工作
,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与管理制度
,

落

实岗位责任制
,

加强科学管理
,

改革现有的

招生
、

毕业分配和人才培养制度
,

抓好两个

文明建设
。

如果说经过三十年的建设与发展
,

成都

地质学院现已初具规模
,

教育质量与学术水

平 已接近国内同类院校先进水平的话
,

那么
,

今后的五年将是我院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与

学术水平
,

争取在某些方面赶超国内先进水

平
,

办出 自己的特色的历史转折时期
。

展望

未来
,

我们对学院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
。

希望历届校友和地质同行们
,

对我院的建设

与发展给予关心和支持
,

为创造学院更加美

好的未来和发展地质教育事业而共同奋斗
.

(成都地质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