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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学会２０１１年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日至５日，中国地质学会２０１１年学术年
会在北京成功召开。孟宪来常务副理事长出席大会并致辞。

会议以“支撑、引领———为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服务”为主

题，旨在认真学习贯彻中央领导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找矿突

破战略行动纲要》，展示近年来地质找矿及研究的工作成果，

促进全国地质领域的学术交流，发挥地质科技在地质找矿中

的支撑引领作用，为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实现地质找矿

重大突破服务。

开幕式后，１３位知名专家以燕山运动———一次突发的大
地构造变动（张宏仁教授）、我国入地计划的新进展（董树文

研究员）、亚洲风成系统地球化学示踪研究（陈骏教授）、白

垩纪大洋红层与深时（Ｄｅｅｐ－Ｔｉｍｅ）研究（王成善教授）、进
化论十大假说及寒武纪大爆发的本质属性（舒德干教授）、５．
１２汶川地震地质构造成因（王二七研究员）、古亚洲洋构造
域与北亚造山区———定义、结构与演化（李锦轶研究员）、岩

石高边坡稳定性评价及崩滑地质灾害机理（黄润秋教授）、矿

井水害预报预测与应急救援（武强教授）、青藏高原———大陆

碰撞过程与成矿作用（侯增谦研究员）、综合信息地壳稳定性

区划研究初步结果（王世称教授）、新疆富铁矿成矿地质特征

及主攻类型成矿模式（董连慧高级工程师）、矿物学环境属性

研究进展（鲁安怀教授）等内容做大会主题报告。

本次会议共设置１３个分会场，分别就我国深部探测与
地壳结构、全国固体矿产勘查方法与技术、勘查地球化学理

论与技术、地质与城市化、地质科技期刊在推动科技创新中

的引领作用、地质灾害与环境安全、金矿找矿理论培训、矿山

地质环境防治研究、水文地质学科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天山

找矿、中国主要陆块聚散过程、裂变径迹年代学及其地质应

用、资源及环境研究中现代矿物学的地位与作用等方面开展

研讨和交流。会议共审核刊印论文摘要２３３篇，内容涵盖范
围广泛，反映了我国当前地质科学的研究现状和最新成果。

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其韩先生、裴荣富先

生、张国伟先生、翟裕生先生、杨文采先生等和来自中央及部

分省（区、市）地勘、科研单位的专家，部分省级地质学会、分

支机构的代表等约８００人参加了年会。学术年会以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以搭建学术平台、促进学术交流为宗旨，以面向

地质科研生产、服务国家宏观建设为目标，广泛邀请海内外

地质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着“支撑、引领———为实现地

质找矿重大突破服务”的主题开展深入的学术交流活动。会

５１１第 １期 吴艳宏等：山地生态地球化学———定义、进展及展望



议将在推进地质科技交流、促进地质科技研究与地质调查与

勘查的结合、推动地质工作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紧密服

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孟庆伟　供稿　　章雨旭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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