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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
杨经绥

杨经绥早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后获加拿大Ｄａｌｈｏｕｓｉｅ大学博士，现为中国地质

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青藏高原和造山带的岩石学与大地构造学研

究。在蛇绿岩铬铁矿中发现原位金刚石，证明是自然界中一种新的产出类型，命名为“蛇绿岩型金刚

石”；在全球多个板块缝合带的蛇绿岩中发现大量超高压和强还原矿物组合，建立俯冲物质深地幔循

环和铬铁矿深部成因模式，开启了研究深地幔物质的一个重要新窗口。发现和厘定我国柴北缘、东

秦岭和西藏松多等３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厘定东昆仑阿尼马卿和西昆仑库地古生代蛇绿岩组合，

为建立高原北部古板块体制的提供重要依据。在国内外发表论文５００余篇，２０１４以来年连续５年为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公布的中国高被引学者。

副主编
毕献武

毕献武，博士，研究员。１９９９年在中国科学院年地球化学研究所获博士学位；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７
年分别赴瑞典哥德堡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加拿大Ｔｒｅｎｔ大学从事合作研究。现任中国科学院

地球化学研究所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矿床地球化

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地质学报》副主编和《矿物学报》、《大地构造与成矿学》编委等。主要从事

Ｃｕ、Ａｕ、Ｐｂ、Ｚｎ矿床地球化学研究。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科研项目近２０项。目前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西南三江地区斑岩型铜（钼、金）矿床和沉积岩容矿ＰｂＺｎＡｇＣｕ贱金属矿床成矿

理论和成矿规律研究。已在国内外发表论文９０余篇，其中ＳＣＩ论文４０余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

等奖３项。先后获全国侯德封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科学家奖、“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科学院十

大杰出妇女”和中国科学院“西部学者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

吴才来

吴才来，博士，研究员（二级），博士生导师，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火成岩研究室主任，国土

资源部中国探月工程８人科学家小组成员，中国地质学会岩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岩浆岩

岩石学及应用岩石学研究。１９８２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４年分别在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获岩石学硕士、博士学位，１９９６年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留地质所工作。多次

应邀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及怀俄明大学、法国蒙贝利尔大学、台湾成功大学开展合作研究。先后负责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专项课题、国土资源部及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２０余项；在国内外核心

期刊上发表论文２００余篇，出版专著５部，其中第一作者专著１部，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论文８０余

篇（包括ＳＣＩ论文４０余篇）。已获得授权的国家发明专利９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１项（Ｒ５），

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一等奖２项（Ｒ３），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成果一等奖１项（Ｒ３）。

刘俊来

刘俊来，男，博士，教授，１９６０年１２月生，天津静海人。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９年分别在长春地

质学院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２年在长春地质学院、长春科技大学、吉林大学任

教，２００３年至今一直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从事相关教学与研究工作。长期致力于构造地质学、大

地构造学与成矿构造学相关研究工作。先后讲授《构造地质学》、《显微构造地质学》、《大地构造学》

等课程。研究工作立足区域构造解析，深入开展显微构造研究，探索大地构造问题。尤其是在岩石

变形机制与显微构造、区域构造动力学研究方面开展了众多相关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年先后主持３０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在地质学领域国

际知名刊物《Ｇｅｏｌｏｇｙ，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中国科学，科学通

报》等发表学术论文２００余篇，出版专著２部。荣获日本学术振兴会Ｆｅｌｌｏｗ称号、国土资源部百名

跨世纪人才称号、中国地质学会银锤奖及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张招崇

张招崇，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岩浆岩及其金属矿床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１９８６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５年毕业于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

生部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９７３项目“我国富铁矿形成机制与预

测研究”首席科学家，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并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

称号和政府特殊津贴。曾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计划、国土资源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科技

领军人才开发和培养计划、国土资源部百人计划、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获侯德封矿物岩石地球化

学青年科学家奖和黄汲青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发表论文３００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ｓｔ，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ｙ等国际主流刊物上发表国际ＳＣＩ论文５０余篇。

张永双

张永双，男，１９６８年出生，博士，研究员（二级），博士生导师。分别于１９９１年７月和１９９４年７月

毕业于山东科技大学（原山东矿业学院），获工学学士和硕士学位，２０００年８月获中国科学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地质工程专业博士学位。２０００年９月至２００２年６月，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

所从事博士后研究，随后留所工作（其间：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９月在加拿大Ａｌｂｅｒｔａ大学做访问教授），先

后任地质灾害研究室副主任、科技处处长兼部重点实验室主任。２０１６年７月任中国地质环境监测

院副院长，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工程地质与地质

灾害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２０余项，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１４０余篇（其中ＳＣＩ／

ＥＩ论文４０余篇），出版专著６部，获国家发明专利３项。结合国家重大工程规划和建设，在复杂工程

地质问题、地震工程地质和地质灾害等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先后获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３项（排

名１，２，３）、二等奖２项（排名１，２），曾获第六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技奖、中国地质科学院－新华联突

出贡献奖和“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称号，入选国土资源部首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中国地质调查局首

批杰出地质人才。

任东

１９８４年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地质系。一直致力于３亿年来昆虫系统分类与动植物的协同演化

及陆相地层学研究。证实中国北方是昆虫一个重要起源和演化中心，为解决昆虫“传粉与拟态”、“发

声与通讯”、“寄生与寄主互作”等重大古生态演化提供了关键的实证。以第一或责任作者发表专著

６部（其中英文专著２部）、ＳＣＩ论文４００余篇：其中在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８，２００９）、ＰＮＡ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ａ，

２０１２ｂ），Ｃｕｒｒｅｎｔ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６）、Ｐｒｏｃ．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Ｂ，Ｃｌａｄｉｓｔｉｃ等主流刊物发表论

文２０余篇。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万人计划、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等的资助。２００４年

获中国青年科技奖，２００９年获“尹赞勋地层古生物学奖”。２０１２年获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连

续四年入选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农业与生物科学中国高被引作者”榜单，连续二届当选“国际古昆虫学会副主

席”。

范宏瑞

范宏瑞，博士，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２００６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矿床学和地球

化学专业，主要从事金属矿床成矿理论和地质流体地球化学研究。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７年在南京大学分

别学士和硕士学位，１９９０年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获博士学位。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９７３）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全国危机矿山

接替资源找矿项目等２０余项。对我国胶东金矿集区、熊耳山－小秦岭金矿集区、新疆西准成矿带、

德兴铜银金矿集区、中条山铜成矿带及白云鄂博巨型稀土－铁矿等开展了成矿作用与矿床成因研

究。曾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中科院杰出成就奖（集体）、中国黄金协会特等奖和一等奖及国土

资源部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发表论文２００余篇（其中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ＳＣＩ论文９０余篇），合著

专著２部。曾任国际矿床地质学会（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副主席和理

事，现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矿物包裹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和矿床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

邱楠生

邱楠生，男，１９６８年７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１９９４年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获构造地质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４年７月至今在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工作。研究方向为沉积盆地温压场、盆地构造～热演化和油气成藏机理。承担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油气重大专项等国家级项目（课题）１０余项，在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ｅ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ＡＰＧ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Ｔｅｃ

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和中国科学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ＳＣＩ收录论文８０余篇，出版专著

３部。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等省部级一等奖５项，获第七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技奖，２０１６年

入选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培养工程。目前担任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地质

学会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