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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地质学会成立100周年”
构造地质学专辑

序

今年是中国地质科学史上非常有意义的一年:中国地质学会迎来100周年诞辰。100年

前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为地质学家们提供了用知识报效祖国的舞台,在中国地质学发展的各

个阶段,构造地质学家都发挥了重要的开拓和引领作用。随着学科的发展,诞生了一大批世界

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大师,如李四光先生、黄汲清先生、张文佑先生、李春昱先生、陈国达先生、张

伯声先生、马杏垣先生,等等。这些灿烂的群星辉煌了我国的地质科学事业,为我等后辈树立

了光辉典范。1965年构造地质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2004年更名为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

专业委员会)及其搭建的全国性和国际性学术交流平台,在中国构造地质学的发展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

新世纪以来,构造地质学界吸收和借鉴国际地球科学先进理念和技术,在华北克拉通破

坏、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现今构造变形、中亚增生型造山带、华南大陆再造的陆内造山作用、中

央造山系演化、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洋陆过渡带、前寒武纪地质演化与超大陆、活动构造与地

震灾害以及中小尺度乃至微观尺度构造等方面取得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本专辑汇集和

总结了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的部分近期研究成果,由20篇文章组成,大体上可归纳为青藏

高原与邻区构造演化、古太平洋俯冲与大陆变形、特提斯与古亚洲洋构造域、构造地质学理论

探索四个研究领域。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学科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一些传统学科受到了严峻挑

战。毋庸置疑,作为我国传统优势学科的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也面临着与时俱进的问题,我

们必须以积极的心态从三个方面迎接挑战。

(1)始终坚持学科的核心理念。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的核心科学理念(构造解析、变形

协调、应力应变、动力平衡等)和基本研究方法是学科发展的基石,是区别于兄弟学科的旗帜。

我们必须在打牢学科基础上下功夫,坚持野外第一,从野外地质现象中获取灵感,坚持学科的

核心理念,发展构造地质学科的新理论,推进学科不断进步。要在立足学科核心理念的基础

上,以积极的心态关注兄弟学科的发展,积极与兄弟学科交叉融合,汲取兄弟学科的新理念、新

思路、新方法,并将其融入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的研究脉络,不断形成新的生长点。

(2)坚定服务社会的科学目标。服务社会、满足国家需求正在成为不同学科发展的强大推

进剂,地球科学也不例外。古老的古生物学科由于研究生物进化和生命起源而重新焕发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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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第四纪黄土研究由于加入了古气候和全球变化的旋律才奏响了华丽的乐章。构造地质与

地球动力学一定要结合资源、环境、灾害和其他社会关心及国家需求的热点科学问题,不断寻

找新的生长领域,不断拓宽新的发展空间,才能始终生机勃勃、绚丽多彩!

(3)关注高新技术的发展动态。新技术发现新现象,新现象揭示新问题,新问题孕育新理

论。地球科学的每一次革命几乎都是由观测技术的更新所推动的,当前正在高速发展的高精

度地球化学测试技术,高分辨率地球物理探测技术,准实时和全天候的空间对地观测技术等,

又为地球科学的再一次飞跃提供了新的机遇。所以,构造地质和地球动力学一定要时刻关注

新方法和新技术,用高新技术获取新信息、打开新视野,让古老的构造地质学科焕发青春的活

力,插上飞翔的翅膀。

中国地质学会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号召全国的同行们,发扬老一辈的优良

传统,推进原创性理论探索,向兄弟学科学习,积极参加学术交流,增进情感,团结一致,相互支

持,相互帮助,加强合作,为服务国家、弘扬学科而贡献力量。

张培震

中山大学教授

构造地质学和地球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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