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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连俊教授地学研究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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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连俊教授 自1 9 37年北京夫学地质系毕业开始从事地学研究以来
,

迄今 已整整五十

年了
。

叶连俊教授是国内外著名 的地质学家
、

沉积学家
,

现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地

学部常务副主任
,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主任和学位委员会主任
,

中国矿物

岩石 地球化学学会副理 事长
,

中国沉积学会理事长
,

中国石 油学会名誉理事
,

国际地科

联沉积学委员会委员
,

曾任国际沉积学家协会理事等职
。

半个世纪以来
,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
,

他对祖 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满胜热情
,

勇

于承 担象锰矿
、

铁矿
、

磷矿
、

放射性矿床
、

石 油和重大工程建设等许 多重大课题
,

作出

了多方面的贡献
。

在沉积学和成矿理论研究方面
,

先后撰写了学术论文百余篇
,

专著五

部
,

其 中 《 中国锰矿床的沉积 条件 》 荣获 19 5 5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奖 三等奖
, 《 外生矿床

陆源汲取成矿论及中国磷块岩沉积学 》 荣获 1 9 7 8年科学大会奖
, 《 华北地台沉积建造 》

荣获 1 9 8 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

同时
,

他在组织建立沉积学研究机构
、

培养人

才
、

促进我国沉积学的发展和推动国际合作等方面都做 出了突出贡献
。

叶连俊教授早年在济南省立第一 高中上学时就开始对地学产生了兴趣
,

于 1 9 3 3年考

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 1 9 3 7年毕业后旋即考入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

。

旧中国的地质科学研究各方面都非常薄弱
,

工作 条件差
,

但这 一切都阻档不 了决心

为祖 国地质事业献身的人们
。

叶连俊教授不辞辛苦
,

克服了重重 国难
,

先后 对 地 处 偏

远
、

交通生活条件极为不便的四川龙门山
、

秦岭山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地质调查
,

获得

了许 多新的宝责资料
,

对了解秦岭大地构造及地质演化历史找到了重要的依据
,

对 陇南

龙山运动性质等提出了新的见解
。

1 9 4 5年叶连俊教授赴美进修
,

曾在美国联帮地质调查所进修水文地质
,

参加工程地

质条件研究
,

实地考察发达国家的地质情况和了解先进技术
,

大大开阔了眼界和思路
。

新中国成立后
,

叶连俊教授感到 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

为 了尽快地改变祖国贫穷

落后 的面貌
,

使之 日益富强起来
,

他焕发出高昂的热情和干劲
,

常年累月奔波在祖国的

河川
、

平原和崇山峻岭
,

先后对 治淮工 程
、

大栗子铁矿
、

天水一成都铁 路 线
、

湘 潭 锰

矿
、

小兴安岭地质
、

资块岩矿床
、

放射性矿床
、

石油和地下核试验工程等进行了大量的

地质调查和研究
,

为解决经 济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作出了贡献
。

例如
, 1 9 5 3年他与侯

德封教授等在研究湘潭锰矿过程 中运用氧化还原环境对变价锰搬运沉积起控制作用的地

球化学原理
,

分析了锰矿床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条件
,

正 确地判定了地表高价氧化锰与深

部碳酸锰之间的从属关系
,

使濒于 闭竭的湘潭锰矿找到了丰富的深部矿藏
,

这件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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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钢铁工业排忧解难的事成为当时人 民日报和新 生社的重大新闻
。

叶连俊教授对我国沉积学的发展极为关注
。

5 9 1 1年在中科院地质所 创建 了我国第一

个沉积学研究室
,

并逐渐润确了沉积室的方向和任务
,

设置了相应的研 究组和实验室
,

对我国沉积学的发展起 了开拓和推动作用
。

他眼光敏锐
,

勇于创新
,

十分关注和扶植边

缘学科
,
五 十年代末
,

沉积室率先开展 了
“
化学地史

” 的研究
,

稍 后又 开辟 了
“ 有机地

球化学
”
领域 的工 作
,

为我国有机地球化学的蓬勃发展起 了先导和奠墓作甲
。

叶连俊教授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考察访 问
,

先后和美国
、

苏联
、

古 巴
、

英

国
、

法国
、

西德
、

南斯拉夫
、

加拿大
、

印度
、

澳大利亚 等国的沉积学家和犷庆学家进行

了厂 泛的学术交流和深户
、

研讨
。

通过这些活动
,

不仅 使他及时准确地掌握本学科 的国际

动向
,

为发展 我国沉积 学起 了积极作用
,

更重要的是宣传 了我国沉积学研究的成果
,

扩

大了我国的影响并推动 了国际合作的发展
。

叶连俊教授是我国著名 的沉 积学家和矿床学家
,

学术造诣深
、

理论建树 多
。

早在五

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
,

他开始总结中国外生矿床形成 的若干特点
,

认 为外生成矿作用

有着明显 的空 间性规律和时间性规律
,

既有其周期性与特殊性
,

也有其统一 性 与 方 向

性
,

其发展与演化 同海陆变迁
、

古气侯转化
、

生物演化等各种地质作用有着 密切 的相关

性或专属性
。
1 9 6 3年
,

叶连俊教授根据外生戌矿与造海运动
、

古地理
、

沉积间断面
、

有

机质 以及物理化学条件的关系等事实
,

提 出了 “
外生矿床陆源汲取戌矿论

” ,

指出其 成

矿的墓本环节是
; 在海侵过程中陆源风化物质在有机质存在的条件下彼侮 解

,

成矿物质

被海洋底水所汲取
,

然后在物理 化学条件 的苗替过程中重新淀积而成矿
。

这是在传统的

外生矿床戌矿理论的基拙上发畏起来的新的我护理 论
,

不仅具有理 论意义
.

而且对指导

普查找犷具有实际意义
。

任何一 种戌矿学说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和在 生产实践 中不断发展
。

随着科研工作 的

不断深入
,

观察到的事实也积累约越来越 多
,

近兰来千连俊教授气导的一个研究组
,

对

中国东部震旦纪
、

寒武纪 磷块岩矿 宋进行 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

通过凡年的工作揭示了中

国磷快岩成矿地质背景的特点是
:

地壳运 幼相对稳定的时期 ; 造海运 动相对活 跃的时期
;

古气侯条件是千燥炎热的低纬度地 区
; 大气 代分是相对缺 氧的

;
成扩的谭始物质来源是

海相陆源痒屑沉 积的陆源漫取和海相沉积物中的有机责
,

直接 的沉积来源是陆架区的孔

隙水和底水
:

磷犷纷形 成多半出现在海侵 的切期
;
待别是海侵 的前缘地带

。

叶连俊教授

根据中国磷块岩矿床产 出特 点的众多事实
, LI

、

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

提 出了
“
工 业

磷块岩物理富集 成扩说
” , 认为工 业磷块岩犷床是在快与慢

.

幼与静互和矛首着沉积与

侵蚀的功力地质作用下完 式的
。

也像其它沉积矿床 的形成一样
,

不是一个单因素一 次反

应 的产物
,

而是一个 多因素多阶段复杂过程 约严 物
。

其间至少要经 过三个大的阶段未步

骤
:

开始是磷质 的汲取阶段
,

发生了磷质的 富集
,

形 成了富磷沉积 昙 ; 其二是地球 化学

富集阶段
,

发生了扩源层 的形成作月
.

形成 了贫磷犷层及结核状磷块岩 ; 最舌是物理富

集阶段
,

发生 了工 业磷块岩 的形 成指 用
,

形 成了靳粒 昙状工 业瞬犷
。 “

工 业磷块岩转理

富集成矿 说
,

特 钊强调 了物理 富集在形 成工 止犷 限中的特殊作用
.

这是
“ 专、 生犷床 浩浑

汲取成矿论
”
的进一步补充

、

完善和发展
。

叶连俊教授在国内最早注 意对沉积成矿汁代 问题的研究
,

在 泛
、

结外生扩 宋的形 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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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规律时就指出中国重要沉积矿床在地史上的形成作用具有明显的时代演化特色
。

以吕

梁
、

加里东及印支期造 山运动为界限
,

可以明显地分 出四至五个成矿期
,

在每一成矿期

中都有各 自的矿种组合及不 同的成矿系列
,

共可分三个明显的成矿 系列
。

他 明确地指出

沉积矿床 的形成是地壳发展演化 的产物
;
在地壳发展的不 同阶段形成不 同组合

、

不 同类

型的各类矿床 , 每一 成矿系列都是在一次大的造 山运动之后开始的
,

而且多半都以铁开

始
,

其后
,

按时代愈来愈新
,

依次出现锰
、

磷
、

铝
、

煤
、

铜及蒸发岩矿床
。

不 同沉积矿床

的形成
,

还需要一定的古气侯条件
、

生物条件和 陆源物质分异剥位条件
。

叶连俊教授还

指出了成矿 时代
、

成矿序列
、

成矿周期和成矿系列与地壳演化
、

海水进退
、

生物衰兴以

及古气候 变迁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
,

提出了
“
成矿时代的成因

” 这 一重要的概念
。

叶连俊教授研究沉积建造时注意到沉积建造 的发生
、

演化与地 壳活 动的密切关系
,

从而把人们对沉积建造 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永平
。

他指出各式各样吝具特点的沉积层

和沉积矿层 以及它们的自然综合体所构成的沉积岩体
,

都是在基准面不断升降
,

沉积物

质不断堆积的过程中产生的
。

基准面升降可 以导致沉积形成作用
“ 起始组成物质

” 的不

同以及剥蚀与沉积在时间与空间展布上的变化
。

他把 由基准面升降所产生的物质过程叫

做 “ 沉积背景
” , 把主要由物质分异所反映 的物质过程 叫做

“ 沉积 环境
” 。

他还指出沉

积物质分异是沉积起始物质与古地理环境之间矛盾斗争的产物
,

基 准面的升降是地壳运

动的反映
。

不 同的地壳运动 以及同一地壳运动的不 同阶段
,

导致不 同情况 的 墓 准 面 升

降
,

因而为沉积形成作用提供不 同
“
质

” 和 “ 量 ” 的起始组成物质
,

造成不 同性质和类

型的沉积层或沉积岩体
。

在一 定的大地构造单元 区域内
,

沉积建造 的叠置序列能够反映

该区地壳运动发展的特点及地史过程
。

叶连俊教授极为关注年轻一代的成长
,

培养 了二十余名硕 士
、

博士和一 支 数 量 可

观
、

素质较高的研究队伍
。

他严格要求研究生练好基本功
,

强调在 学习期间把基础知识

学好
,

又 不要放过对新技术
、

新方法的掌握和新兴学科 的关注
;
对 年青科研人 员则要求

在实际工 作中学习和提高
;
他经常注意向青年人提问题

,

引导他们 去观察
、

去 思考
; 并

谆谆告诫他们不要完全沿着老科学家 的路走
,

要有创新
,

但又必 页是踏踏实实地亲 自动

手做实验
,

深入实际做调查
。

他 总是 要求青年人在做每一项科研工作之前
,

必须有详细

的调研报告和设计
,

而且亲 自听汇报
,

认真地指导
。

叶连俊教授就 是这样循循善诱
、

诲

人不倦地培养和造就了一 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

叶连俊教授认为一名研 究生
,

一 名科学工作者的培养
,

最重要 的是能力的培养
。

三

十多年来
,

他培养出了一 支颇具规模 的沉积学研究队伍
,

其中有的担任 了研究所一 级的

领导职务
,

有的 已成为重要分支学科 的带头人
。

叶连俊教授虽 已年逾古稀
,

但他 的精力仍然十分充沛
,

身体力行地致力于野外和室

内的研 究工作
。

他对科学前沿新 的生长点的敏锐洞察力
,

对科学事业的关心
,

对国家经

济建设 的热情
,

以及对年青一代 的严格要求
,

都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

值此叶连俊教授从

事地学研究五 十周年之际
,

祝他老骥伏杨
,
百尺竿头
,

成果累累
,

人才辈 出
,

为早 日实

现祖 国社会主 义 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 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