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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藏高原板内地震以浅源地震为主%下地壳基本上没有地震%地震震源多集中在D""B)PK的深度范围%主要在中地

壳内%呈似层状弥散分布&其中!)"!!PK深度是一个优势层%与壳内分层有关&总体上青藏高原南’北部的震源面略呈相

向倾斜特征&C)"D))PK深度区间出现了比较集中的震级较小的地震%可能与壳幔过渡带的拆离作用有关&高原内部的正

断层系与板内地震密切相关%是板内浅源地震的主控构造&总之%青藏高原地震震源沿着活动的上地壳脆性层与软弱层之

间的脆I韧性过渡带分布&这些板内地震活动属于大陆动力学过程%与板块碰撞和板块俯冲无关&初步认为青藏高原浅层

到深层多震层的成因分别是韧性基底与脆性盖层’韧性下地壳与脆性上地壳’韧性下地壳与脆性上地幔的韧I脆性转换’
拆离和解耦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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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陆板内地震分布规律与大陆边缘的地震活动

显著不同"在厚壳的造山带和高原表现最为强烈"其
震源分布具有明显的层状特征&马宗晋等#D++)$认

识到大陆地震"特别是强震集中发生在地壳一定的

优势层内"取名为%多震层&"并认为多震层实质上是

某一适于蕴震的介质层"受发震断裂切割错动而发

生地震"因而显现出层状分布特征&Z-NN30’#&&
#()))$统计后发现几乎所有的大陆地震都局限在

D)"B)PK的地壳范围内"而大陆岩石圈地幔则少

震或基本无震&更有学者认为"大多数大陆岩石圈地

震发 生 在 上 地 壳"而 下 地 壳 极 少 甚 至 根 本 没 有

#9045-5OZ$%5-."D+*!’9045"D+**’张国民等"
())($&大陆下地壳和岩石圈地幔的过渡带也存在地

震#9045-5OZ$%5-."D+*!’9045"D+**’T$5N
-5O90-?K-5"D++)$&

青藏高原地震活动分布广(频度高(强度大(震
源浅"是典型的强震多发地带&对青藏高原板内地震

震源分布的研究有助于认识高原的地壳和岩石圈结

构"为探讨青藏高原形成的大陆动力学机制提供地

震及其活动构造的依据"为认识发震规律(进行地震

预报打下理论基础&
本文收集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9,’9$(英国国

际地震中心#U1’$和美国国家地震信息中心#’,U9$
最近几十年的地震目录数据"经必要的修正和处理

后"通过统计方法得出青藏高原地震震源深度的分

布规律"结合其他地球物理资料探讨高原地壳分层

结构"进而讨论多震层的成因&

D!青藏高原板内地震震源深度分布

青藏高原新构造发育#潘桂棠等"D++)$"地震活

动性强"板内活动断层在盆山体系中有规律地分布"
盆山边界为倾向腹陆式叠瓦状逆冲断层系"盆山转

换带为共轭的走滑断层系"青藏高原内部出现高角

度到低角度的正断层组合"它们是板内浅源地震的

主控构造#李德威"())"$&青藏高原地震震中分布

#图D$显示"浅源地震在宏观上呈弥散面状分布"局
部出现带状分布&青藏高原中部和南部震中位置从

西向东呈现近’TJ1,向(1J’向和’,J1T向的线

型排列"向喜马拉雅山弧顶收敛"向北撒开"其展布

规律与冈底斯J北喜马拉雅活动地堑系一致"说明这

些浅源地震与近南北走向的伸展构造有关&此外"浅
源地震沿着青藏高原周边大型走滑断裂呈一定规模

的带状分布&深度为C)PK以下的地震集中在青藏

高原东(西两构造结"与构造结的地壳物质流动和壳

幔作用有关&
青藏高原地壳平均厚度一般为A)"*)PK"地

震震源基本分布于壳内#图($&壳内震源分布很有

规律"以中上地壳为主"下地壳基本上没有地震"大
部分地震分布在""!"PK深度区间内#图(IB$&

图D!青藏高原D+C)年以来#<#"&)$地震震中分布#9,’9目录数据$

[3N&D ,-./0X7-P4O3</.3W7/3$5<35V35N0-3JG3W4/?%-/4-7#<#"&)"<3524D+C)"O-/-<$7.24!9,’9$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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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青藏高原现代"&)级以上地震震源深度I频度"\#直方图

[3N&( ]3</$N.-K<$84-./0X7-P48$2-%O4?/0<35V35N0-3JG3W4/?%-/4-7"<#"&)$<3524D+C)#
-&9,’9目录数据%W&U1’目录数据

图!!青藏高原D++C!())C年"&)级以上地震震源深度J纬度"-#和深度J经度"W#分布剖面"9,’9目录数据#

[3N&! [$2-%O4?/0?.$83%4-%$5N%-/3/7O4<8.$K"-#("̂/$B)̂’-5O"W#C"̂/$DD)̂,"<#"&)$<3524D+C)$O-/-<$7.24&9,’9#

对于A级以上的强震$震源分布也显示基本相同的

规律$震源集中在D)"!"PK&+)\大于A&)级的地

震震源分布在D)"!"PK深处$所有大于C&)级的

地震都发生在这一深度$大于*&)级的地震分布在

D("!)PK的深度&统计结果表明$青藏高原地震在

中上地壳呈似层状弥散分布$其中!)"!!PK深度

内出现极其显著的峰值$是一个震源深度优势分布

层$其次在D)PK左右震源次级集中&本研究与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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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舟等"D++)#D++($对*Ĉ,附近())PK范围内沿

纬度线南北走向的带状域内地震震源深度的统计结

果一致#青藏高原地震震源具有沿!!PK左右和

D)PK左右呈面状优势分布的规律&
在横向剖面上#青藏高原从南到北"图!-$%从

西到东"图!W$地震震源均表现出成层分布%分段集

中的特 点&D)"!!PK 是 地 震 震 源 分 布 密 集 层#
D)PK以上的地震极少#大多为空白层#!!PK以下

的地震比较稀疏&总体显示青藏高原南部的震源面

略向北倾斜#北部的震源面略向南倾斜&除了大量的

壳内浅源地震外#在青藏高原南部和北部边界地带

有少量深度为*)"D!)PK的中源地震&在纬向剖

面上"图!-$#地震相对密集带与地震相对稀疏区相

间 排 列#(C&"̂’ 左 右%!)̂’ 左 右%!B̂’ 左 右%
!"&"̂’左右%!C&"̂"!*&"̂’和!+̂’左右的地震集

中带在空间上分别与活动的喜马拉雅边界逆冲断层

系%当雄J嘉黎断层%可可西里断层%东昆仑断层%祁

连山北缘断层和阿尔金断层密切相关&其中当雄J嘉

黎断层%东昆仑断层%祁连山北缘断层及阿尔金断层

对应部位地震密度较大&
在经向剖面上"图!W$#地震相对密集带与地震

相对稀疏区相间#D)!&"̂,左右%++̂"D)(̂,%+"̂"
+Â,%+!̂"+B̂,%+D̂"+(̂,%**̂"*+̂,%*A&"̂,左

右%*D̂,%*D̂,左右和C*̂"C"̂,的地震集中带在

空间上分别对应近南北走向的东川I个旧"或小江

I南盘江$左行走滑断层%南北构造带右行走滑断层

带%东构造结及其近南北走向的1-N-35N右行走滑

断层%’,J1T 走向的米林I错那左行走滑断层%
’’,J11T走向的谷露I羊八井地堑%近南北走向

的申扎I定结地堑%’’TJ11,走向的扎布耶茶卡

I塔若错I杰萨错地堑%’’TJ11,走向的革吉I
拉昂错I普兰地堑%西构造结及其’TJ1,走向的

喀喇昆仑右行走滑断层&其中南北构造带右行走滑

断层带%谷露I羊八井地堑%申扎I定结地堑%西构

造结及喇昆仑走滑断层所在部位地震密度较大&例
如#崩错I当雄I羊八井I亚东地堑活动正断层控制

了D+"D年DD月D*日当雄*&)级地震和D+"(年*月

D*日九子拉C&"级地震&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青
藏高原东%西构造结除了发育浅源地震外#还集中了

几乎所有的中源地震#深度范围主要是C)"D!)PK#
反映东%西构造结壳幔作用十分强烈#下地壳与上地

幔沿着活动的Z$0$面发生强烈的剪切%拆离&
青藏高原所有的地震"图B-$和"&)级以上地

图B!青藏高原地震深源深度I频度"\$分布图"9,’9目录

数据$

[3N&B Q.4X745234<$84-./0X7-P48$2-%O4?/0<35V35N0-3JG3W4/
?%-/4-7"<3524D+C)#O-/-<$7.24!9,’9$

-&)"D)级&W&"&)级以上

震"图BW$具有相似的垂向分布规律#也进一步说明

了地震的呈层分布特征&对于所有震级的地震而言

"图B-$#地震震源在脆韧性的中地壳D)"B)PK深

度范围内最集中#在!*"!+PK处出现峰值#频度接

近+\#可能是下地壳与中地壳的活动界面&B)"
C"PK的下地壳范围内基本上没有地震#而在C""
D))PK的壳幔过渡带又出现少量地震&对于"&)级

以上的地震"图BW$#集中出现在D)"!BPK深度范

围内#在!!PK处频度达到C&"\左右#浅源地震分

布在韧性下地壳与脆性上地壳之间的脆J韧性中地

壳内#在!""+CPK深度区间也基本上没有地震#在
+C"D)"PK的深度区间出现了相对集中的中源地

震#频度达到(&"\#其密度远不如浅源地震&
总之#青藏高原以D)"B)PK的浅源地震为主#

C)"D)"PK的中源地震次之#没有显示深源地震&
浅源地震和中源地震均成层分布#其峰值区正好是

流动的下地壳的顶面和底面#可以作为活动的康拉

德面和莫霍面的重要标志&

(!多震层与地壳分层

青藏高原板内地震分布完全不同于大陆边缘地

震的分布特点&活动大陆边缘地震在平面上呈带状

D(A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第!!卷

分布"环太平洋地震带最典型#在剖面上"震源深度

从海沟向大陆方向逐渐加深"构成向陆倾斜的震源

带"也就是_453$88地震带"常见中$深源地震&而青

藏高原地震在平面上呈弥散状分布"在活动构造带

局 部集中#在剖面上呈层分布"最显著的是D)"
B)PK的浅源地震层"其次是C)"D)"PK的中源地

震层&这种地震弥散分层结构在年轻的大陆地区具

有普遍意义"与地壳分层和近水平作用力密切相关

%李德威"D++"-&&
大陆岩石圈的分层流变现象十分显著&‘-5-%%3

-5OZ7.?0=%D+*C&提出了岩石圈的流变分层模式"
认为大陆岩石圈是由()"!)PK和B)"A)PK的两

个韧性层及由此分隔的两个脆性地壳层和一个上地

幔脆性层所组成&Z$%5-.%D+**&认为大陆岩石圈是

由下地壳韧性层和上$下两个脆性层构成的’三明

治(结构&
地质和地球物理资料显示"青藏高原具有典型

的多级地壳垂向的分层结构"表现为基底与盖层之

间的滑脱拆离$热软化流动的下地壳与其上下脆性

圈层之间的滑脱拆离和脆韧性转换%李德威"())!&&
青藏高原板内地震震源的深度分布规律与地壳分层

结构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下地壳低

速层$低阻层的关系密切"尤其是高速层与低速层交

界处"地震事件发生频繁&
最近"赵继龙等%())C&系统总结了青藏高原及

周边地区下地壳的电性结构$波速结构$热结构"普
遍出现电性高导层$波速低速层和热流值异常"下地

壳电性结构和速度结构具有纵向分层和横向分块的

特征"壳内高导层$低速层以羌塘为中心南深北浅的

非对称分布"大地热流值在高原内部分布不均匀"高
原热流值具有明显的南北条带性和东西分块性的特

征&大地热流值也是南高北低"说明青藏高原南部的

下地壳构造活动更新更强"晚新生代热软化下地壳

的流动方向是自南向北&
关于大陆下地壳低速高导层及反射层的成因"

一直争论不休"归纳起来主要有!种观点%李德威和

王家映"())D&)%D&是下地壳中含水矿物$碳质矿

物$金属矿物$流体等物质成分引起的#%(&由于温

度升高导致岩石发生部分熔融"提高了岩石的导电

率"降低了纵波速度#%!&大陆下地壳韧性剪切产生

近水平的地震反射组构"造成地震波和电性的各向

异性&大陆构造活动区下地壳异常的地球物理现象

是大陆下地壳层流作用的地球物理响应"与热活动$
韧性剪切$部分熔融密切相关%李德威"D++!"D++"-"
D++"W&&大陆不同时期和不同性质的构造单元具有

不同程度和类型的地壳分层结构"青藏高原下地壳

地球物理异常代表了新生代大陆造山带下地壳的构

造J地球物理结构&
对比青藏高原板内浅源地震震源深度与低速层

和高导层的分布%图"&"明显的特征是多震层的分

布与高导层顶面吻合&青藏高原地壳断裂系统基本

上终止于低速层之上"下地壳基本上没有脆性的地

震断层&
除了!!PK左右多震层与壳内低速$低阻层对

应良好之外"青藏高原Z$0$面附近壳幔过渡带与

C)PK左右开始的深部多震层%震级较小"参见图B&

图"!青藏高原多震层与低速$低阻层$Z$0$面对应关系%图中地壳结构源于崔作舟等"D++(&

[3N&" R$LJ;4%$23/=a.4<3</3;3/=%-=4.-5O[.4X745234<$84-./0X7-P48$2-%O4?/0<35V35N0-3JG3W4/?%-/4-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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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青藏高原地壳结构与多震层对应关系"图中地壳结构数据源于李秋生等#())B$

[3N&A #-.3-/3$5$8/04Z$0$-<2.$<<35N/04?%-/4-78.$K5$./0/$<$7/0-5O[.4X745234<$84-./0X7-P48$2-%O4?/0<

相对应"图"$&
地震震源深度J频度分布与青藏高原地壳结构

"李秋生等#())B$对比可知"图A$#青藏高原壳内多

震层与其他地球物理特征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大
约D)PK%!!PK%C)"D))PK的多震层分别对应了

基底与盖层接触带%壳内低速低阻层与高速高阻层

接触带和壳幔过渡带&
通过青藏高原板内地震震源深度分布规律的研

究#结合地球物理探测成果#可以推测青藏高原岩石

圈可以分为软弱的下地壳和相对强的上地壳%岩石

圈地幔!层#它们之间发生接触%剪切%解耦的部位

就是地震多发层#上地壳内部还有基底与盖层的拆

离%解耦带#构成上地壳内部多震层&
!个多震层的地震密集程度顺序是!上%下地壳

滑脱带多震层#上地壳内部基底%盖层拆离带多震

层#下地壳%岩石圈地幔滑脱带多震层&推测青藏高

原岩石圈!层的强度顺序是!上地壳#岩石圈地幔

#下地壳&

!!板内多震层的成因

青藏高原地震震源显然不是沿着青藏高原某一

个早已消亡的板块碰撞带或俯冲带分布#而是沿着

地壳内活动的壳层之间分布#尤以中上地壳脆性层

与下地壳韧性流动层之间的脆J韧性过渡带最多&
9045-5Ob-5N"())B$研究发现#青藏高原地幔也存

在地震活动#但下地壳没有地震活动&推断青藏高原

可能具有弱下地壳和强上地幔&因此#青藏高原多层

状分布的板内地震无论是现今的青藏高原外围的板

块"如太平洋板块%印度洋板块$俯冲还是内部过去

的板块碰撞都无法解释&
关于板内与低速高导层的空间分布一致的多震

层的成因#马宗晋等"D++)$作了精辟分析#认为具有

部分熔融和流变特性的低速高导层#是产生地震的

底部边界条件&青藏高原多震层由于高的热流值可

能反映D""()PK深度上花岗质岩石发生部分熔

融#因此#多震层是一个近水平的弱的韧性流变带#
上地壳断裂在这一层解耦消失#上下地壳沿着它发

生水平拆离滑动&
实际上#新构造活动强烈的青藏高原和世界其

他活动区的大陆构造单元一样#下地壳一般都没有

地震#浅源地震集中在下地壳的顶部#中源地震分布

在下地壳的底部#说明大陆地壳中具有不同流变状

态和岩石强度的圈层之间相关的活动断层是发震构

造#主因是热软化大陆下地壳具有非地震式缓慢蠕

变特征#大陆下地壳流层经过长期的非地震式流动

导致上地壳的应力和应变不断积累#最终地震能量

通过中地壳脆J韧性剪切带解耦#通过活动断层释放

能量"李德威#D++"-#D++"W#())!#())"&李德威和纪

云龙#()))$&
青 藏 高 原D)"!"PK最 发 育 的 浅 源 地 震 是

!""C)PK的流动下地壳发生流变作用引起的#并

在C)"*"PK的壳幔脆J韧性剪切带形成较为集中

的中源地震&青藏高原下地壳高导层电性各向异性

十分显著#可能与变形岩石构造片理或糜棱面理上

某些导电矿物定向排列有关#可作为下地壳韧性剪

切和顺层流变的标志&青藏高原地震活动不是板块

俯冲和板块碰撞的岩石圈动力学过程#而是属于大

陆动力学过程#用下地壳层流构造假说"李德威#
D++!#D++"W#())!#())"$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概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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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如下"下地壳热软化物质先后从塔里木盆地#四川

盆地#恒河盆地向青藏高原有序汇流$青藏高原巨量

增厚的下地壳热垫作用导致青藏高原内部上地壳热

隆伸展$形成活动正断层系统&由下地壳层流带动的

多个盆地中上地壳先后楔入到青藏高原$形成活动

的共轭走滑断层&强烈隆升的青藏高原向周边盆地

逆冲推覆$形成活动逆冲断层系&下地壳处于高温固

态流变状态而发生非地震式蠕变$长期的应力积累

导致下地壳韧性流层与上地壳脆性圈层之间以近水

平的脆J韧性剪切带进行解耦$形成大量震源成层分

布的板内浅源地震&层流的弱下地壳与强上地幔相

互作用形成中源地震&
青藏高原下地壳流动特征非常显著&曾融生等

%D++(&利用地震面波和体波的层析成像方法研究青

藏高原三维地震速度结构$认为青藏高原中央部位

存在一个壳内低速区$与大地电磁测深确定的下地

壳低阻层基本一致&该低速层正好处在青藏高原巨

大宽缓壳根部位的下地壳中$可能与青藏高原地壳

物质流动汇聚和地壳增厚有关&王椿镛等%())A&利

用面波层析成像技术研究青藏高原东部地壳$结果

显示该区下地壳存在大范围低速异常$认为这可能

就是下地壳流动的地震学证据&高原深部南北向负

磁异常%周伏洪等$())(&与地表构造线方向近正交$
形成’立交桥结构($表明高原中部为弱磁性物质组

成的塑性层$显示了下地壳物质以南北向粘塑性流

动为主&
总之$青藏高原由浅到深的多震层的成因分别

是"%D&基底与盖层剪切#拆离#解耦的产物)%(&下地

壳韧性流层与上地壳脆性圈层脆J韧性剪切#拆离#
解耦的产物)%!&壳幔混合#拆离#解耦的产物&它们

都是下地壳流动的结果&

B!结语

青藏高原地壳平均厚度一般为A)"*)PK$以

浅源地震为主$下地壳基本上没有地震$地震震源多

集中在D""B)PK的深度范围$在中上地壳内$呈似

层状弥散分布$其中!)"!!PK深度是一个优势层&
喜马拉雅南侧的地震活动十分强烈$其地壳厚度大

多为")"A)PK$震源深度集中在D)"()PK&总体

显示青藏高原南部的震源面略向北倾斜$北部的震

源面略向南倾斜&"&)级以上地震在中#上地壳D)"
!"PK深度区间非常集中$!""+)PK基本没有地

震$而在+)"D))PK左右又出现少量地震)当包括

"&)级以下地震的时候$!""C)PK深度区间仍然

基本没有地震$但C)"D))PK深度区间出现了比较

集中的地震%震级较小&&
显然$青藏高原地震震源是沿着活动的上地壳

脆性层与下地壳新生流动层之间的脆J韧性过渡带

分布&青藏高原上地幔也存在地震活动$但下地壳没

有地震活动$说明青藏高原具有弱下地壳#强上地幔

和强上地壳&
青藏高原内部正断层系与地震活动密切相关$

是板内浅源地震的主控构造&高原层状分布的浅源

地震与原#古#中#新特提斯消亡过程中的板块俯冲

和板块碰撞无关$属于洋陆转换之后的大陆动力学

过程&青藏高原板内地震活动与板块碰撞和板块俯

冲无关$属于大陆动力学过程$用下地壳层流构造假

说可以合理解释&下地壳韧性流层与上地壳脆性圈

层之间的脆J韧性剪切#拆离#解耦产生层状分布的

浅源地震$下地壳韧性流层与上地幔脆性圈层之间

的脆J韧性剪切#拆离#解耦产生中源地震&
致谢!在论文修改过程中与杨巍然教授"刘德民

副教授进行过有益的讨论#谭毅在地震数据处理程

序上给予了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B’1’3’+#’/
9045$T&Q&$Z$%5-.$Q&$D+*!&[$2-%O4?/0<$835/.-2$5/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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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E&T&"D++(&S5/42/$532-<=KK4/.32-%4;$%7/3$5$8/04
]3K-%-=-5$.$N4532W4%/&+#,’-.$/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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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E&T&"D++!&G04</=%4$82$5/3545/-%</.72/7.4-5OK$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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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E&T&"D++"-&1?427%-/3$5<$52$5/3545/-%/4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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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20$52$5/3545/-%<43<K$N4532%-=4.J35/4.5-/3$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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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作舟"尹周勋"高恩元"等"D++)&青藏高原地壳结构构造及

其与地震的关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报"(D!(D"I(("&
崔作舟"尹周勋"高恩元"等"D++(&青藏高原速度结构和深部

构造&北京!地质出版社"DIDD(&
李德威"D++!&大陆构造样式及大陆动力学模式初探&地球科

学进展"*$"%!**I+!&
李德威"D++"-&关于大陆构造的思考&地球科学###中国地

质大学学报"()$D%!D)ID*&
李德威"D++"W&再论大陆构造与动力学&地球科学###中国

地质大学学报"()$D%!D+I(A&
李德威"纪云龙"()))&大陆下地壳层流作用及其大陆动力学

意义"地震地质"(($D%!*+I+A&
李德威"王家映"())D&大陆下地壳地球物理异常及其构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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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地质科技情报"()#!$%DDID"&
李德威"())!&青藏高原隆升机制新模式&地球科学!!!中国

地质大学学报"(*#A$%"+!IA))&
李德威"())"&青藏高原板内活动断层与地震成因&吴珍汉"

赵志中"杨美玲"等&青藏高原地质过程与环境灾害效应

文集&北京%地震出版社"DD*ID(B&
李秋生"彭苏萍"高锐"())B&青藏高原莫霍面的研究进展&地

质论评"")#A$%"+*IAD(&
马宗晋"张家声"刘国栋"等"D++)&大陆多震层研究现状和讨

论&地震地质"D(#!$%(A(I(AB&
潘桂棠"王培生"徐耀荣"等"D++)&青藏高原新生代构造演

化&北京%地质出版社"DIDA!&
王椿镛"王溪莉"苏伟"等"())A&青藏高原东缘下地壳流动的

地震学证据&四川地震"B%DIB&
曾融生"朱介寿"周兵"等"D++(&青藏高原及其东部邻区的三

维地震波速度结构与大陆碰撞模型&地震学报"DB#增
刊$%"(!I"!!&

张国民"汪素云"李丽"等"())(&中国大陆地震震源深度及其

构造含义&科学通报"BC%AA!IAA*&
赵继龙"袁晏明"李德威"等"())C&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下地

壳地球物理异常及成因&地质科技情报"(A#($%D!ID*"

(+&
周伏洪"姚正煦"刘振军"等"())(&青藏高原中部北北东向深

部负磁异常带的成因及其意义&物探与化探"(A#D$%D(
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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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地球科学"#英文版$进入国际著名检索系统CD24

根据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科学信息研究所#G0$K<$5U1U$的正式通知和U1U网查询"&地球科学’
#英文版$#6$7.5-%$89035-:53;4.<3/=$8>4$<234524<"U11’%D))(I)C)"$已经被列入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扩展库$’#19U,$来源期刊"())C年第D*卷第D期开始正式收录&
&地球科学’#英文版$创刊于D++)年"十几年来"在中国地质大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学报编辑部坚

持按照国际期刊规范办刊"坚定不移地走国际化(专业化的道路"报道中国地球科学领域前瞻性的研究成

果和最新发现"该刊的学术质量稳步上升&
尤其是D+++年以来"&地球科学’编辑部确立了进入19U的奋斗目标"为了提高期刊质量"严格按照

19U选刊(评估标准办刊"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年改革了编委会"增加了DC名国际编委"())BI
())A年聘请了英国语言学博士Q-7%‘320-.OT4%O$5来编辑部工作"())"年+月与国际著名出版公司

,R1,#U,‘签订了合作出版(发行英文版电子版的协议)())A年起由国际著名出版集团,R1,#U,‘独家

海外发行英文版电子版"扩大了英文版的国际知名度&())C年A月(*日期盼已久的美国汤姆森公司发来

喜讯%&地球科学’#英文版$())C年起正式被19U,收录&
八年来"&地球科学’编辑部在中国地质大学校领导和编委会的正确领导下"主编王亨君教授率领的

&地球科学’团队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在选题策划(编辑人才培养(网站建设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付出了艰

辛的努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绩"为繁荣科技出版和地球科学事业做出了应有贡献&
今后&地球科学’编辑部将要承担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要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争创国际一流

科技期刊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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