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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科学在板块构造理论和行星探测的

双重革命的推动下发展很快
。

80 年代的四大

探测技术 (空间技术
、

超深钻技术
、

深潜技术
, .

大陆岩石圈反射剖面技术 ) 已进入成熟和趋

向实用性发展阶段
,

而 卯 年代被公认的地质

科学前沿性探测技术 (海洋遥感卫星技术
、

地

震层析成象技术
、

地球数字地震台网技术
、

全

球定位系统技术 )又相继问世
。

它们共同构成

了当代地质科学向海
、

陆
、

空
、

深 (深部 ) 四个

空间域进行全面探测的技术体系
。

若再配合

先进的测试分析技术
、

信息和处理技术
、

模拟

实验技术等
,

这就 必将使地质科学推进到一

个崭新的时期
。

已经提出了
“

全球统一
” 、 “

地

球
、

行星统一
” 、 “

超越板块运动
”
… …等等新

的地质观
。

地质科学的作用也正由以找矿为

主而拓宽到为解决当代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重

大问题
。

面对现实
,

中国地质科学的研究水平
,

总

体上处于国际中等以上水平
,

与先进的国家

和地区
:

如美国
、

前苏联
、

西欧和 日本等相 比

较
,

差距较大
。

在发展过程中也是模仿多于创

新
,

综合多于升华
。

尤其在岩石圈的流变学
、

下地壳和上地 慢组成和变形
、

造山带的类型

和演化及前寒武纪矿床的分布规律
、

非造山

型花岗岩的演化
、

高级变质岩 区地质演化与

深成地质作用
、

生态地层学
、

磁性地层学
、

从

盆地整体沉积演化分析研究层控矿床的形成

规律和条件
、

沉积矿床的生物成矿作用
、

中
-

小构造 (含矿田构造 )变形的定量研究
、

同源

岩浆系列的形成和演化
、

矿物的构造效应
、

岩

石圈各层物质分异和演化… …等领域
,

中国

当前还是处于较落后的状态
。

当然
,

中国当今是有一些领域正与国际

同步或处于国际前列
,

如
:

界线层型剖面
、

古

生物门类研究
、

结构光性矿物学
、

层控矿床地

球化学及找矿
、

有机地球化学
、

活动构造
、

岩

溶地质
、

黄土及第四纪 自然环境演变
、

古脊椎

动物和人类起源与进化
,

以及韧性 剪切带与

推覆构造
、

动力成岩成矿作用
、

热液矿床的三

源成矿理论
、

碰撞造山带与陆块运动学
、

沉积

模式
、

沉积大地构造与盆地分析
、

工程地质力

学
、

人类活动的地质效应和灾害防治等等
。

有些学科和领域
,

在今后 5一 10 年内将

会与国际水平 同步
,

并有可能取得具中国特

色的突破性进展
,

如
:

地壳
、

地慢和软流圈的

非均一性及其时代
,

大陆下部地壳的成分
、

成

因和演化
,

不同构造单元的元素丰度及赋存

规律
,

非平衡过程热力学
,

流体一岩石相互作

用
,

超薄的全球沉积地层
,

层序地层学与海平

面变化
,

非层状岩石的地层划分
,

事件地层

学
,

构造作用的物理学和化学
,

地壳中的热流

和热构造
,

热液活动和岩浆房
,

农业地球化

学
,

矿床深部预测的科学基础
,

矿物材料
、

工

艺矿物学和矿物物理基础研 究
,

矿物成因的

地质背景等等
。

现代矿床学随着技术的发展
、

实践的积

累和认识深化
,

不仅在其理论领域 内已有不

断深入 (甚至引起质变 )
,

在体系方面也已展

开相应的变革
,

在方法上也开始强调了四个

统一性 (成矿地质背景与矿床演化
,

成矿时空

与矿床成因
,

矿产的质和量
,

科研和生产的效

果与经济效果的统一性 )
。

应将矿床 (体 )视为

活的
、

运动的
、

与外界联系着 的有机体
;
视为

是岩石
、

地层的转化和矿质数量质量
、

类型的

演化
。

总而言之
,

转化理论将是当今矿床学的

中心 (包括矿床类型上
、

规模大小上
、

矿石贫

富上… …的转化 )
。

中国独创的
“

成矿系列
”

(m e t a l l o g e n i e s e r i e s )研究
,

实际上是转化理

论的一个侧面
,

应 下功夫加以培植使其成为

中国出口 的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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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信息
·

S P A C E M A N 特别推荐

全中文高档微机地理信息系统 SP A C E M A N 4
·

O

SP A C E M AN 是一鑫专为地学及环免专家设计的 G SI 软件工具
,

国内用户已近 2 00 家
,

油及著名的高

等院校及科研院所
,

该系统以其功能齐全
、

操作方便
、

价格适宜及全中文面向用户的开放式设计
,

班得了广泛

好评
。

部分成果已打入 国际市场
,

并在国际上获奖
。

s P A C EM A N 4
.

o 主要特点 墓本软件配里
:

中丈管理
、

操作便捷
、

一看就懂
、

一用就会 图形困像采集编样模块

面向用户设计
,

无宫编程
,

可实现二次开发 图形图像分析管理模块

空间模型自动生成
,

地学专家好 帮手 属性数据库管理模块

立体地形任意角度生成
,

替代地图及沙盘 图形 图像彩色打印制图模块

千种图案
,

夹圣汉字
,

任意缩放
、

旋转注记 图形彩 色绘图制图模块

橱格夫蚤共存
、

相互转换
、

应用面广 数 字地形 ( D T M )制作模块

精美彩色制图
,

进入二维 /三维 制图新天地 统计制图制表模块

图表文及排版一体化管理
、

实现信
.

么现代化 空问模型自动生成运行模块

工作站的效率
,

徽机的价格 应 用界面辅助生成模块

可选软件配 t
:

图表丈及排版绘合管理模块

sP A C E M A N一
s ca 皿 er

:
G IS 扫描偷入 系统 硬件配盆

: 数字化仪
、

绘图仪
、

彩

sP A C E M A N一ma p讲 r :

遥感地图制做 系统
“

色打印机
、

喷蚕绘图仪
、

喷圣打 印
s P A C E M A N一 p or fe ss or

:
G ls 教学演示来统 机及各类徽 型机

。

S P A C E M A N 提供下列服务
:

提供各类 G ls 硬件及负责软硬件接口
,

常年举办 G ls 专业培训班
,

承接专题图件录入
、

专题

及遥感制图及 G ls 项目设计
、

软件开发等业务
,

欢迎垂询 !

国内首家 G ls 专业企业 北京天维资源环境新技术研究所

地 址
:

北京市北京大学畅春园一号二楼 邮 编
:
1。。 0 8 0 寻呼热线

: 2 0 4 8 8 88一 2 2 3 4 2

电 话
: 2 5 5 9 4 6 1一 2 1 6 8 (或 2 1 6 3 ) 2 5 7 1 1 3 5 2 5 9 4 1 1 4一 6 3 1 8 (晚 ) 6 8 9 5 6 2 9一 4 1 9 (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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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本应担负起解决当代社会

发展重大问题的责任
,

其作用正 由以找矿为

主拓宽到为解决当代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重

大问题服务 (如环境问题
、

生态问题
、

灾害地

质问题等等 )
。

有人预言 21 世纪将是地学的

世纪
。

中国地质科学明天的发展
,

关键在于处

理好以下四个方面问题
:

①密切注意了解和跟踪当代世界地质科

学的发展趋势
,

在学习和吸收国际先进科学

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
,

针对中国实际
,

创造性

地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地质难题
,

攀登 国际

地质学术领域高峰
。

②组织跨学科的培训和进修
,

积极参加

国际合作 (互利互 惠型双边或多边合作研

究 )
,

重点应放在中国地质科学近期优先开拓

研究的重大领域
,

如
:

中国大陆及大陆边缘岩

石圈的结构
、

组成
、

演化及其与矿产的关系
,

大型和特大型矿床 (包括油气田和水 )的全球

背景
、

成矿条件和成矿理论研究
,

现代地质作

用过程和地质环境变迁的研究等
。

③科研体制的改革
,

引入竞争机制
,

打破

部门分割
,

增 加基础研究的投入
,

提高生产

力
、

开发人力资源并垠高其在国际上的竞争

能力
。

中国要有自己跨创盯冻西
,

确立 自己的
学术方向

,

否则在国际上就缺乏竞争能力
。

过

去较多地应用中国的地质条件去论证外国人

的某某理论
,

最后导致中国地质科学在自己

国土上研究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
,

反而出现

地质理论的危机
。

④造就和培养一批具有创造思维和经济

观念
、

能适应新时代基础性和前沿性研究的

青年科技人才
,

建立人才库
。

尽快缩减地质高

校的招生数量
,

努力提高毕业生质量
。

提高地

质行业人员的一切待遇
。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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