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igher
 

degree
 

of
 

expulsion
 

of
 

interstitial
 

liquid.
 

Conclusions:
 

The
 

interstitial
 

liquid
 

of
 

the
 

three
 

units
 

in
 

the
 

MZ
 

of
 

the
 

Wangjiangshan
 

intrusion
 

was
 

expelled
 

to
 

varying
 

degrees
 

by
 

the
 

mechanical
 

compaction.
 

Mechanic
 

compaction
 

for
 

samples
 

from
 

the
 

olivine
 

gabbronorite
 

unit
 

of
 

MZa
 

is
 

inefficient,
 

due
 

to
 

the
 

fast
 

magma
 

cooling
 

rate
 

and
 

the
 

small
 

density
 

contrast
 

between
 

the
 

cumulus
 

and
 

the
 

interstitial
 

melt.
 

With
 

the
 

decrease
 

of
 

cooling
 

rate,
 

the
 

compaction
 

efficiency
 

of
 

the
 

gabbronorite
 

unit
 

of
 

MZa
 

and
 

oxide
 

gabbro
 

unit
 

of
 

MZb
 

gradually
 

increases.
 

Simultaneously,
 

abundant
 

crystallization
 

of
 

Fe—Ti
 

oxides
 

may
 

progressively
 

increase
 

the
 

density
 

contrast
 

of
 

the
 

cumulus
 

and
 

the
 

interstitial
 

melt,
 

resulting
 

in
 

a
 

further
 

increase
 

of
 

the
 

compaction
 

efficiency
 

of
 

the
 

oxide
 

gabbro
 

unit.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efficiency
 

of
 

mechanic
 

compaction
 

of
 

layered
 

intrusions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the
 

cooling
 

rate
 

of
 

magma
 

and
 

the
 

density
 

contrast
 

of
 

the
 

cumulus
 

and
 

interstitial
 

melt,
 

with
 

a
 

distinct
 

enhancement
 

by
 

the
 

low
 

cooling
 

rate
 

of
 

magma
 

and
 

abundant
 

crystallization
 

of
 

Fe—
Ti

 

ox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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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学会印发
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评选授牌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通知

　 　 为了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21—2035)》,普及地球科学知识,顺利开展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的推

荐与评选,中国地质学会秘书局制定了《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评选授牌和监督管理办法
 

(试行)》,并经过

中国地质学会第 40 届理事会第三十七次常务理事会议(通讯)审批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评选授牌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科技强国发展战略,普及地球科学

知识,根据《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21—2035 年)》、
《教育部等 11 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教

基一〔2016〕8 号)精神,中国地质学会依托自身地学行业优

势,开展地学科普研学体系建设工作。
第二条　 为规范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

地)(以下简称科普基地(营地) 的评审授牌和监督管理工

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三条　 科普基地(营地)是展示地学科技成果的重要

场所,是向公众普及地球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

的重要阵地,在开展社会性、群众性、经常性的科普活动中具

有示范性,是国家特色科普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条　 中国地质学会负责科普基地(营地)的评审授

牌与监督管理工作。 各省级地质学会(省级会员服务中心)、
理事单位负责本领域科普基地(营地)推荐工作。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五条　 科普基地(营地)申报单位须具备以下基本条

件:
(一)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或受法人正式委托,能独立

开展地学科普研学工作及其相关活动;
(二)有意愿与中国地质学会共建科普基地(营地),致

力于推动地学科普研学事业发展;
(三)有明确的专职人员负责基地(营地)建设,以及开

展相关教学活动的经费;
(四)具备开展地学科普研学活动的基础和能力,包括但

不限于具有地学特色的教学实习路线、课程,以及人才培训

工作经验等。
第六条　 科普营地申报单位除具备第五条所列基本条

件外,同时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能够提供至少 50 人同时食宿和其他必要的生活设

施;
(二)具备一定数量的教学设备和设施;

 

(三)具备较成熟的研学路线;
(四)每年至少承接中国地质学会委托的研学活动 2 次。

(下转第 13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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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s
 

( stage
 

III
 

and
 

IV)
 

granite
 

melts
 

experienced
 

higher
 

FC
 

degrees
 

than
 

the
 

early
 

ones
 

( stage
 

I
 

and
 

II) .
 

Compared
 

with
 

stage
 

III
 

and
 

IV
 

intrusions,
 

The
 

stage
 

I
 

and
 

II
 

intrusions
 

of
 

Qingyang—Jiuhuashan
 

complex
 

pluton
 

have
 

better
 

metallogenic
 

potential
 

of
 

the
 

W—polymetallic
 

deposit.
 

Keywords:
 

complex
 

granitoid
 

pluton;
 

Hf
 

isotope;
 

zircon
 

trace
 

elements;
 

magmatic
 

source;
 

metallogenic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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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申报程序

第七条　 按照“自愿申报—推荐单位推荐”的程序进行

申报,申报工作每年开展一次。
第八条　 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按要求提交《中国地质

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申报表》 (见附表)以及申报

视频(配解说,10 分钟以内)、宣传画册、场地展示图、特色活

动照片、数字化虚拟参观和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第九条　 申报材料可选择以下两个渠道报送:
(一)各省级地质学会(省级会员服务中心);
(二)学会各理事单位。

第四章　 评选与授牌

第十条　 中国地质学会负责组成科普基地(营地)评选

委员会,对符合申报条件的进行初评,对通过初评的候选科

普基地(营地)开展现场评审。
第十一条　 科普基地(营地)评选工作实行公示制度。

对通过现场评审的科普基地(营地)由中国地质学会向社会

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
第十二条　 公示期间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在公示期

内提出实名书面材料,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由中国地质

学会负责组织复议。 逾期或匿名异议不予受理。
第十三条　 公示期满无异议和通过复议的候选科普基

地(营地),中国地质学会正式命名为“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

普研学基地(营地)”,同时与学会签订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

普研学基地(营地)合作共建协议书。 若拟被授牌单位拒绝

与学会签订协议书的视为自动放弃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普

研学基地(营地)资格。 学会向签订协议书的单位颁发证书

和牌匾。
第五章　 运行与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已命名的科普基地(营地)应发挥自身特色

优势,积极参与地学科普知识传播。
第十五条　 中国地质学会对已命名科普基地(营地)实

行动态管理,命名有效期为三年。 有效期满,经中国地质学

会综合评估认定为合格的,可被继续命名为中国地质学会地

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
第十六条　 已命名的科普基地(营地)每年由中国地质

学会负责组织抽检,对抽检中存在问题的限期整改。
第十七条　 已命名科普基地(营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撤销其“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称号,收
回牌匾和证书,三年内不得重新申报:

(一)年度抽检不合格,且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

求的;
(二)无故不提交年度科普工作总结与计划;
(三)发生安全责任事故,或发生破坏地质环境、生态环

境等重大责任事件;
 

(四)发生有损中国地质学会荣誉的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中国地质学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孙莉莉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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