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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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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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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ed
 

from
 

more
 

terrestrially
 

proximal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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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学会公布第二批精品地学研学路线、
第一批精品地学研学课程评选结果

　 　 为推动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工作的开展,根据

《中国地质学会精品地学研学路线、课程评选办法(试行)》,
学会组织开展了第二批精品地学研学路线、第一批精品地学

研学课程的申报、推荐和评审工作。 经中国地质学会评审、
公示,决定授予天津大红峪沟地学研学路线等 10 条路线为

“中国地质学会第二批精品地学研学路线”,授予化石档案等

5 个课程为“中国地质学会第一批精品地学研学课程” (名单

详见附件)。 本批次精品地学研学路线和课程有效期为三年

(2022 年 8 月至 2025 年 7 月)。
中国地质学会将择机对上述精品地学研学路线和课程

进行颁证,希望获评的单位再接再厉,进一步创新工作形式,

完善工作机制,增强科普研学功能,充分发挥精品地学研学

路线和课程的示范作用,为推动我国地学科普研学工作作出

新贡献!
附件:1. 中国地质学会第二批精品地学研学路线

　
 

　 2. 中国地质学会第一批精品地学研学课程

(孙莉莉、高梦瑶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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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地质学会第二批精品地学研学路线(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路线名称 申报单位 推荐单位

1 天津大红峪沟地学研学路线
天津市地质调查研究院、

道中和文化传播(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地质学会

2 江苏苏州横山—虎丘地学研学路线 同济大学 上海市地质学会

3
安徽淮南八公山前寒武纪—早古生代古生物化石寻觅之旅

地学研学路线
安徽理工大学 安徽省地质学会

4 广西“小小博物学家”六景泥盆系地学研学路线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博物馆 广西地质学会

5 桌山上的盛宴—探秘重庆金佛山喀斯特地学研学路线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川东南地质大队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学会

6
奇峰化石抱清辉—贵州兴义三叠纪地质遗迹“深时”之旅

地学研学路线
贵州理工学院 贵州省地质学会

7 四川峨眉山景区低山区龙门硐峡谷—峨眉河畔地学研学路线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省地质学会

8 青海群加地区地学研学路线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 青海省地质学会

9 广西桂林月亮水岩岩溶地学研学路线 桂林理工大学地质博物馆 桂林理工大学

10 山东探矿博物馆地学研学路线 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 山东探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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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学会公布第三届科普奖评选结果
　 　 为了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21 -
2035)》,调动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从事科普宣传和创作的积

极性,推动地学科普工作高质量发展。 根据《中国地质学会

科普奖评选办法(试行)》,学会组织开展了第三批科普奖的

申报、推荐和评审工作。 经中国地质学会评审和公示,决定

授予黄万堂等 5 名同志为“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届科普人物

奖”,授予珠江源神奇的岩溶等 5 项产品为“中国地质学会第

三届科普产品奖”、授予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等 5 家单位为

“中国地质学会第一届科普研学基地奖”(名单详见附件)。
附件:1. 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届科普人物奖获奖名单

　
 

　 2. 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届科普产品奖获奖名单

　
 

　 3. 中国地质学会第一届科普研学基地奖获奖名单

(孙莉莉、高梦瑶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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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d

附件 1　 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届科普人物奖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姓名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黄万堂 甘肃省地质学会 甘肃省地质学会

孙　 颖 北京市地质环境监测所 北京地质学会

唐小明 浙江省地质矿产研究所 浙江省地质学会

包书景
中国地质调查局

油气资源调查中心

非常规油气地质

专业委员会

刘建妮 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

附件 2　 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届科普产品奖获奖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创作单位 主要完成人 推荐单位

珠江源神奇的岩溶 书籍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曹建文 洞穴专业委员会

《解读地球密码》科普丛书 书籍 山东省自然资源资料档案馆(山东省地质博物馆) 孔庆友 山东省地质学会

漫游矿物世界 书籍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陈晶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下气龙之“家”

—2. 5 亿年前的生物礁
微视频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陈强路 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

地心穿梭 微视频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胜利油田分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王慧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 3　 中国地质学会第一届科普研学基地奖获奖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基地(营地)名称 基地性质 基地类别 推荐单位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事业单位 教育科研与重大工程类 中国地质调查局

昆明理工大学地学博物馆 事业单位 科技场馆类 云南省地质学会

龙岩市地质公园保护发展中心 事业单位 科技场馆类、自然资源类 福建省地质学会

江苏江宁汤山方山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 国有企业 科技场馆类、自然资源类 江苏省地质学会

河南自然博物馆 事业单位 科技场馆类、自然资源类 河南省地质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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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地质学会第一批精品地学研学课程(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课程名称 申报单位 推荐单位

1 化石档案 吉林大学 吉林省地质学会

2 岭南恐龙之秘 广州刘金山地质科普有限公司 广东省地质学会

3 洞藏奇观,山容奇景—游学兴文世界地质公园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物探队 四川省地质学会

4 矿物精灵魔法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博物馆 宁夏地质学会

5 《岩石三兄弟》系列科普课程(中学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地质学会命名第三批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
　 　 为推动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工作的开展,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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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组织开展了第三批地学科普研学基

地(营地)的申报、推荐和评审工作。 经中国地质学会评审、
公示,决定命名天津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地质科普展厅知行耕

读文化体验基地等 20 家单位为“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批地学

科普研学基地(营地)” (名单详见附件)。 本批次地学科普

研学基地(营地)命名有效期为三年(2022 年 8 月至 2025 年

7 月)。
中国地质学会将择机对上述单位进行授牌,希望获得第

三批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的单位再接再厉,进一步创新

工作形式,完善工作机制,增强科普功能,充分发挥地学科普

研学基地(营地)的示范作用,为推动我国地学科普研学工作

作出新贡献!
附件: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批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名

单

(孙莉莉、高梦瑶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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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地质学会公布第三批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基地名称 类别 申报单位 推荐单位

1 天津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知行地质文化体验基地 基地
天津市地质调查研究院、道中和文化传播

(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地质学会

2 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技术科普示范基地 基地
河北省地球物理勘查院

(河北省浅层地热能研究中心)
河北省地质学会

3 黑龙江地质矿产陈列馆 基地 黑龙江省自然资源调查院 黑龙江省地质学会

4 吉林大学地质博物馆 基地 吉林大学 吉林省地质学会

5 宿松县白崖寨地学科普研学基地 基地 宿松县白崖寨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安徽省地质学会

6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地质博物馆 基地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江西省地质学会

7 山东莱阳白垩纪国家地质公园 基地 山东莱阳白垩纪国家地质公园管理服务中心 山东省地质学会

8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科普基地 基地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 河南省地质学会

9 广地珠宝科普研学基地 基地 广东省广地珠宝首饰公司 广东省地质学会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博物馆 基地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博物馆 广西地质学会

11 西北大学地学科普研学基地 基地 西北大学地质学系 陕西省地质学会

12 青海省地学科研科普基地 基地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 青海省地质学会

13 贵州省地质博物馆 基地 贵州省地质博物馆 贵州省地质学会

14 万华岩景区地学科普研学基地 基地
湖南苏仙岭—万华岩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万华岩景区管理所)
洞穴专业委员会

15 福州高新区—中国冶金地质地学科普基地 基地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二地质勘查院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16 地震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控科普研学基地 基地 防灾科技学院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17 中国地图出版社研学基地 基地 中国地图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地质博物馆

18 中国煤炭科技博物馆 基地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19 乾安泥林地学科普研学营地 营地
吉林大布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吉林乾安泥林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
吉林省地质学会

20 东华理工大学江山地学科普研学营地 营地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省地质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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