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李廷栋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区域地质学家.李先生今年90岁,与地质打了70年交道.从国内34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到世界七大洲,从南极到北极,从大兴安岭到青藏高原,都留下了他不知疲倦的脚步.70年岁

月长河,从中法喜马拉雅地学合作研究、多国合作地质编图到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专项研究,再到编制《中国

区域地质志》,无不凝聚了他的大量心血.

李廷栋院士是我国区域地质和地质编图领域的奠基人之一,造诣颇深,成果卓著.他把我国地质制图提

高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地质制图的学科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早在20世纪70年代,李先生就致力

于地质图件的编制和中国地质的综合研究.他主持编制了1∶500万《亚洲地质图》和《中国地质图集》,得到

了国内外地质界的高度评价.他历时40年陆续主持或参与主持了1∶500万《亚欧地质图》和1∶100万国际

分幅《中国地质图》.随着一幅幅精准、可靠的图件问世,我国地质编图的成果和技术逐渐步入国际先进之列.

由他主持编制的世界首幅1∶500万《亚欧地质图》,一经出版便在国际地质界得到广泛使用,由他规划并支

持编制的1∶500万《南极洲地质图》的问世,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编制完成南极洲地质图的少数国家之

一.特别要指出的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的合法席位后,在国际地质舞台的首

次亮相是1976年参加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在那次大会上,由我国编制的1∶500万《亚洲地质图》、1∶400

万《中国地质图》和《中国构造体系图》得到了国际地学界的高度评价.其中,《亚洲地质图》就是由李廷栋主

持编制的.时至今日,李先生还带领中国地质编图走向世界,参与主持中、俄、蒙、哈、韩五国合作编图项目,

为“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1980年,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大型国际地学合作项目,即中法喜马拉雅地学合作项目正式启动.李廷

栋担任中法合作研究项目中方联系人.这个项目也开启了李廷栋探索青藏高原地质构造的“科研征程”.此

后的30多年中,他先后主持或参与主持过6个青藏高原的地质科研项目,对青藏高原地质构造进行了深入

研究,发表论著20多篇(部).2013年,他又与同行们共同发表了《青藏高原隆升的地质记录及机制》专著,进

一步论述了青藏高原特征和地质构造演化过程,对我国乃至世界高原地质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经过中法

喜马拉雅地区合作开展深部地质探测的实践,李廷栋院士对深部探测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李先生坚信:

“只有进行深部探测,才能穿透地表,帮助我们认识地球内部构造,全面提升我国地质构造认识水平和深部探

测技术方法”.在他的建议下,我国第一个深部地质探测科研单位———岩石圈研究中心于1984年在中国地质

科学院建立,并在30多年来取得了许多高质量的科学成果,把我国深部探测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李先生没有就此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努力开辟深部探测与研究的新战场.2000年,原国土资源部开始

实施“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专项研究计划,由李廷栋院士和其他4位专家牵头负责.经过6年的精心研究,

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专项系统总结了中国岩石圈的基本特征,提出了中国岩石圈构造单元划分方案,并出版

了《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丛书》.该专项研究计划的实施,缩短了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岩石圈研究上的差距,为

我国后续深部探测科研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李先生还倡议重视海洋地质,积极呼吁并推动了

海洋地质调查研究,被授予“终身奉献海洋”纪念奖章.

从2008年起,李廷栋院士投入巨大精力,主持编制第二代《中国区域地质志》.第二代《中国区域地质

志》将由47部志书构成,包括32部省级地质志、15部区级地质志,另外还将编制13部全国性地质专著和

300余幅地质图件,并建立空间数据库.李廷栋院士表示:“要努力把《中国区域地质志》编制成为具有宏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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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大成果———在地质成果上有大综合和大集成,在地质研究程度上有大提高,在地质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

中发挥大作用,在地质规律的概括和认识上有大提升,在国内外地质界得到广泛利用并产生大影响”.如今,

李廷栋院士正倾力于《中国区域地质志》收官阶段的工作,力争明年实现32个省级地质志全部出版,向中国

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

李先生虽已到耄耋之年,但一直在思考新时代的地质工作如何立足地球系统科学,更好地支撑自然资源

调查研究、评价和管理,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问题.他认为,国家对地质工作提出了诸多新

的要求,新时代地质工作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目标任务的双重化、服务领域的社会化、调查研究

的全球化、科技创新的最大化、地学知识的科普化和人才队伍的高端化.他寄语广大地质工作者,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艰苦奋斗,勇于创新,围绕实施以 “一核两深三系”为主体的自然资源科技创新战略,再创中国地

质的辉煌,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李先生热爱地质事业、心系国家发展的家国情怀,勇于开拓、甘于奉献、无私敬业的崇高精神,以及对地

球科学创新发展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心,都是我辈学习的楷模.今年恰逢李先生90华诞暨从事地质事业70

周年,谨以此序表达对先生的美好祝愿和敬仰之情!

2020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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