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杏垣院士生平简介和学术贡献

马杏垣,男,汉族,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５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２日去世．１９３８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２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并留校任教,１９４８年在英国获得地质学博士学

位,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８０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历任北京地质

学院教授、区域地质教研室主任、副院长,１９７８年调离地质学院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兼地质研

究所所长．马杏垣是国内外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地震地质学家和教育家,曾先后担任过中国

地质学会副理事长、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岩石圈委员会执行局委员、国际地震危险

咨询委员会委员及国际著名刊物«JournalofStructuralGeology»、«Tectonics»、«TectonoＧ

physics»和«Geophysics»等编委．
马杏垣院士,祖籍河北乐亭县．从少年时代起,他的求学道路,就像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一

样,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刚刚小学毕业的少年马杏垣,就不

得不流亡关内,先后就读于河北昌黎汇文中学和天津南开中学．所目睹的祖国的危亡、民族的

灾难和政府的腐败,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在

１９３５年“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他参加南下请愿团,与大家一起卧轨拦截火车,后辗转抵

南京,抗议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辍学随一批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离开

天津,途经烟台,辗转到了重庆．作为抗日大后方的重庆,革命进步力量对他也有较大的影响．
当时马杏垣在思想上受到了进一步的熏陶,长期流亡生活使他爱憎分明,思想更加成熟．他以

“马蹄”为笔名在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一幅表现八路军战士的木刻画．１９３８年５月

他加入了当时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地下党组织,并在八路军办事处接受培训．
１９３８年马杏垣高中毕业,他选择了一个面向实际的专业来报效国家,以实现他让“马蹄踏

遍祖国山河”的美好理想．这年秋天他考取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从此走上了

一生从事地质科学的道路．四年的大学生活中,受孙云铸、袁复礼、冯景兰、王恒升等老一辈地

质学家的熏陶,养成了注重实践、一丝不苟的优良学风．大学毕业后,他被留在西南联大当助

教．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他考取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出国留学,于１９４６年１月赴英国爱丁堡

大学地质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当代著名的地质学家之一 ArthurHolmes教授．１９４８年８月他

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并在伦敦召开的第１８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当他

获悉人民解放军就要解放全中国的消息,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虽然在国外有着良好的研究环

境、优厚的待遇,但祖国的希望、党的召唤、自己的追求,使他告别了英国,返回阔别三年的祖

国,并应聘到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任副教授．
从１９４８年底起的近３０年里,马杏垣院士一直从事地质教育．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任副教

授、教授,北京地质学院教授、教研室主任、副教务长和副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我

国经济建设和矿产资源勘查,急需大量人才,当时中央地质部把创办地质学院作为一项重要任

务．马杏垣教授与自己的师长和学友一道,带领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和唐山铁道学

院在校学生,夜以继日地投入北京地质学院的筹建工作．他组织年轻教员和学生到全国各地去

采集教学标本,亲自讲授普通地质、构造地质课程,并到周口店建立教学实习基地．随着北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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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学院的日益发展,虽然他身任领导职务,却坚持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为培育新一代的构

造地质学人才而辛勤地耕耘着,亲自开设«中国区域大地构造»课,主编了«构造地质学基础教

程»．他教导学生们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构造地质学家,首先必须掌握辩证唯物的构造观和方法

论,这样才能驾驭不同尺度和不同层次的构造现象,才能在研究中国地质时防止出现教条主义或

经验主义．他不仅创立了一系列的优秀教学思想,强调野外实习基地是培养地质专业人才的第一

课堂,而且身体力行,在北京西山建设天然实验室．他亲自组织过多次不同比例尺、以不同地质内

容为重点的地质填图和调查,支持和鼓励他身边的一些青年教员,长期坚持西山的研究工作．在
他的言传身教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构造地质研究人才．

马杏垣院士作为原北京地质学院主管业务的主要领导成员,他更关心的是如何闯出一条

适合中国国情的办学道路．他经常思索为什么在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十分缺乏的抗战时期,西

南联合大学能够培养出那么多优秀人才? 原因很多,除了有强烈的民族精神、有民主和科学的

气氛之外,主要是有一支知识渊博、重视实践的师资队伍和他们带出来的优良学风．他继承前

辈的优良传统,始终重视实践,坚持党的教育工作方针,组织全校师生到国家建设急需和具有

重要地质意义的地区进行生产实习．他亲临第一线,开创和主持五台、秦岭、大别山和嵩山等地

区域地质填图和找矿工作．他开拓创新,不断进取,除总结区调找矿经验外,还主持编写«中国

区域地质»教科书和编制１∶４００万中国大地构造图,使当时北京地质学院成为全国地质和矿

产研究的主要中心之一,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地质学家和高级人才．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地质学院迁出京城,在湖北省武汉市重建武汉地质学院．粉碎“四

人帮”后,他与有关老领导和老专家一道,向中央领导反映意见并得到有关领导的支持,利用原

北京地质学院校舍、设备和在京师资创办了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他被聘为兼职教授,

继续担任地质构造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数十年来,马杏垣院士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一生,

为培养新一代地质学家作出贡献,用注重实践的优良学风,影响和教育了一大批本科生和研究

生．他亲手培养的研究生有的现在已是研究所所长、教授、地学部门的高级研究人员．他调入国

家地震局后,深知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人才,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培养研究生的担

子．２０年来他培养了十余名博士、数十名硕士．他不顾年迈,带领学生们去过燕山、阴山、秦岭、

阿尔金山,考察甘孜地震、海原地震、鲜水河断裂带、红河断裂带、汾渭地堑、柴达木盆地、雁北

高原、内蒙古高原及东南沿海地震带．几乎全国有名的地震构造带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每到

一个地方,除了具体指导研究生外,都要向当地的同行们传递最新的研究动态和国际最新学术

信息．由于长期的奔波和繁重的工作,他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严重的甲状腺机能亢进,导致了

心房纤颤,使他数度住院．即使在医院里他也不忘工作,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他的严谨学风,

广博的学识,注重实践的求实精神,为他的学生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马杏垣院士对前寒武纪古老地壳和变质岩区构造的研究持续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为丰

富．研究前寒武纪古老变质岩石的构造,不仅是解决国民经济对矿产资源要求的地学基础,也

是认识岩石圈结构构造、探索地球早期历史和起源的关键．从他在英国苏格兰北部做博士论文

搜集资料开始,５０年来他从未间断过,“求太古之奥秘,窥元古之真谛”成为他不倦的执着追求．
他带领他的科研团队,以五台山起家,嵩山为续,东至胶辽,西抵太华,北涉冀蒙,南进康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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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绝大多数前寒武纪变质岩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特别是在那动荡的岁月,仍矢志不渝,十上

嵩山,坚持研究２２载．１９８１年他出版了«嵩山构造变形———重力构造、构造解析»专著和相关论

文,受到地质界一致好评,被誉为前寒武纪地质研究之范本,并获得了地质矿产部首批科技成

果二等奖．１９８３年召开了“前寒武纪地质构造现场会”,并由国际前寒武纪构造演化学术会专门

组织中外专家赴嵩山考察．中国地学前辈黄汲清院士高度评价了马杏垣教授的嵩山科研成果．
国际地科联构造委员会主席Zwart教授对此也予以高度赞扬．在研究中国前寒武纪地质方面,

他创造性地提出将变质岩石学与变形构造相结合的新思路,认为前寒武纪地质产物是深层流

动的构造热事件的结果,并用“萌地台”、“萌地槽”,“原地台”、“原地槽”等概念,形象地描述中

国东部前寒武纪不同构造单元的性质和演化．该成果在１９７８年全国第一届科学大会上获奖．
马杏垣院士在中国区域地质、构造地质和前寒武纪地质的研究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

在他从事构造地质学研究的生涯中,早期受施蒂勒“比较构造学”影响,他注意到传统的比较构

造方法有很大局限性,提倡应用辩证法,才能对构造现象的内在矛盾运动作出科学的解析．为
了探索和建立构造地质学新体系,他十分关注并致力于构造方法学的研究．通过对早期苏格兰

地质学家创立的几何分析,到以后的以 Ramsay为代表的应变分析、以 Hansen为代表的应变

相分析,以及 Hobbs、Davis等对构造地质学的论述的综合比较分析,他以敏锐的洞察力从中

吸取精华,结合中国构造实际,创建了构造解析学的新方法,并以«嵩山构造变形»、«变质岩构

造工作方法»、«解析构造学刍议»等专著系统地论述了构造置换、构造叠加和构造序列等一系

列重要的地质概念．他指出:“提出解析构造学是为了探索地质构造教学的一种新体系．”他倡

导需要在高度活动的动力地球构造观的指引下,用新的构造方法学,去进行新一代的构造地质

实践．他系统地提出构造尺度、构造层次、构造变形场、岩性介质、构造组合、构造叠加与置换、

构造转化与再造、构造序列等解析构造的八项基本原则,把构造解析做到分解与综合的统一,

把地球构造当作一个系统来研究,并与李四光先生有关构造体系的思想结合起来．
１９７８年马杏垣从武汉地质学院奉调到国家地震局,担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兼国家地震

局地质研究所所长,并担任中国地质学会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兼任«地质论评»、«地震地

质»等杂志副主编、主编．马杏垣院士发现中国地震活动与第四纪以来的盆地构造有着密切的

时空联系特征,把开展对大陆的裂陷作用和伸展构造与地震关系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积极倡

导在变质岩构造和岩石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对“多震层”、深蚀断层带和“古震源实体”构造的

深入研究,开辟了地震成因研究的新途径．在担任国际岩石圈计划委员会执行局委员、国际地

质科学联合委员会构造委员会委员和岩石圈计划喜马拉雅委员会主席期间,他积极促进和组

织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作出了有国际影响的杰出贡献．为配合“８０年代国际岩石圈计

划”,由他牵头组织了国内３１个科研教学单位近２００名科学家,绘制了１∶４００万中国及邻近

海域岩石圈动力学系列图件集(中英文说明书)．国内外专家高度评价:“该图集是目前国内岩

石圈动力学研究方面编成的第一部大型地区性综合图集,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反响,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际意义及重要的科学价值”．该成果被授予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

学三等奖、国家图书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并被国际岩石圈计划委员会列为经典出版

物,被美国国家科学院图书馆收藏,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岩石圈计划所作的贡献．为了适应８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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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国际岩石圈计划全球地学大断面的编辑和综合研究项目的需要,他担任了“国家地震局地学

大断面的编制和综合研究”主编,完成了地震局系统６条断面的编制和研究,并获得了国际地

学断面委员会评审通过和统一的国际编号．国际地学界著名科学家对马杏垣院士这两项成果

给予高度赞誉．国际岩石圈委员会主席 K．福格斯(Fucks)１９８９年８月在华盛顿第２８届国际地

质大会期间说:“马杏垣教授主编的«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图集»对国际岩石圈计划作出了卓越的

贡献,为其他国家编制这类图件建立了范例,为所有研究岩石圈动力学的科学家提供了很实用

的参考资料”．国际地学断面计划委员会两任主席J．W．H．蒙格(Monger)和 H．J．格茨(Gotze),

对马杏垣院士主编６条总长八千余公里的地学断面给予高度评价:“以马杏垣教授为首的中国

科学家为全球地学断面计划(GGT)做出了最出色的成果,你们的断面显示了科学上的高水

平,并为岩石圈的结构演化和动力学提供了重要轮廓,全世界的 GGT工作组都将从你们雄伟

的工作和经验中获益．”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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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主要学术著作和论文

１．马杏垣,１９５０．辽东省清原县树基溝“融合岩”造岩作用之研究．科学,２(６):１７８－１７９．

２．马杏垣,１９５０．辽东清原县树基溝之角闪石岩．科学,２(６):１７９．

３．王嘉荫,马杏垣,１９５０．大同口泉侏儸纪煤系中含硒硫质的结核．地质论评,４(Z１):４７－５１．

４．马杏垣,１９５１．平谷县罗峪沟震旦纪的火山颈(节要)．地质论评,３(１):５０－５１．

５．马杏垣,王嘉阴,１９５１．察南下花园下侏罗纪煤系中的叠锥．地质论评,３(１):１３－２３,１３７－１４１．

６．马杏垣,尉葆衡,１９５６．五台山区的震旦系及河北、山西北部震旦纪古地理．地质学报,３０(３):２９９－３１４,

４０９－４１１．

７．马杏垣,１９５７．关于河南嵩山区的前寒武纪地层及其对比问题．地质学报,３１(１):１１－３２,１２９－１３４．

８．马杏垣等,１９５７．五台山区地质构造基本特征．北京:地质出版社．

９．马杏垣,１９５８．对王植“有关‘关于河南嵩山区的前寒武纪地层及其对比问题’和‘五台山区地质构造基本特

征的一些意见’”的答复．地质论评,４(２):１４５－１４９．

１０．马杏垣,吴正文,邓永高,朱亮璞,叶俊林,１９５９．秦岭地轴北侧的震旦系．北京地质学院学报,１６(２):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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