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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3 年 10 月交付使用
的“海大号”海洋地质地球物
理调查船

②“十五”期间赵广涛教
授领衔研发的“863”技术成果
深海电视抓斗

③2014 年 11 月 30 日，张
国伟院士（前排右三）带领学
生在广东省阳江市进行野外
考察。

位于青岛市鱼山路 5号，洋溢着欧陆风情并印记着历史沧桑的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内，一座名为
“地质馆”的新哥特式风格的建筑分外引人注目。它在海风吹拂中，巍然屹立，逾百年而不衰，同时也在时光
的雕刻中见证了这所大学海洋地球科学的传承与发展之路。

对大海之底的叩问
———中国海洋大学的探海问底、凿地求藏之路

姻本报记者 廖洋 通讯员 冯文波

走进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的一
楼门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近 2 米高的花岗
岩人物雕像，细看雕像下面的碑文，他就是我国
稀土矿床的发现者、中国岩组学的奠基人、中国
海洋大学地质学科的创建者何作霖院士。

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春，国立山东大学（中
国海洋大学前身）在青岛复校。复校之初，百业待
兴，为一批新系科的成立创造了条件，地质矿物
学系就是在那时诞生的。

1946 年，何作霖受老师李四光的推荐，应国
立山东大学的聘请到达青岛，承担起建系的重
任。“地矿系刚成立时，只有何老一位教授，另外
还有一名讲师（司幼东）、一名助教（张保民），
1946 年夏天首次招生，仅招了 6 名学生。”回忆
起创系之初的情景，1952 年地矿系毕业曾留校
任助教的陈书田历历在目。

创系之初，在师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何作
霖亲自讲授普通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光性矿
物学、构造地质学、X 射线结晶学、岩组学等多门
课程，并四处聘请名师、招揽人才，在不到一年的
时间里就构建起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地质大师队
伍。留学德国的张寿常曾是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
所的研究员，因仰慕何作霖在岩组学方面的科研
成就，特意利用假期时间到青岛交流学习，在何
作霖的盛情邀请、诚恳挽留下离开原单位到校任
教。王庆昌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古生物学，与
何作霖同属北京大学校友，在何作霖的邀约之下

也加盟地矿系。
该系第二届学生、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

王东坡对当时地矿系的师资阵容记忆深刻：
“我是 1947 年从上海考入国立山东大学地质
矿物学系的，当时的地矿系教师阵容十分强
大，除了担任系主任的何作霖先生外，还有留
学德国波恩大学的小型地质构造专家张寿常
教授、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的古生物学家王庆昌
教授、留美的矿床学家胡伦积副教授、留美的
古脊椎动物专家周明镇副教授以及主讲矿物
学的潘丹杰教授和司幼东讲师、张保民助教，
青年教师有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关广岳、赫
祥安、王麟祥等老师。”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以何作霖为首的诸位地
质学家的带领下，地矿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
瞩目的成就。

1949 年 8 月，应华东工矿部的邀请，何作霖
率领由 5 名教师和 10 名学生组成的勘探队伍赴
淄博—莱芜—泰安一带从事地质调查和找矿工
作，在莱芜发现了 9 条热液型镜铁矿重晶石脉，
并大胆预测当地可能含有工业铁矿床。这一预测
为后来发现莱芜铁矿打下了重要基础。

1950 年春，周明镇带领地矿系学生在莱阳
进行野外地质考察时，发掘出我国第一具最早、
最完整的棘鼻恐龙化石骨架。为了纪念该系师生
在恐龙化石发掘和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我国古
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杨钟健教授将其命名为“青

岛龙”。周明镇也由此开启了中国恐龙研究的新
篇章，后成长为我国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被
誉为“中国恐龙研究之父”，1980 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

1951 年，经华岗校长举荐，何作霖出任学校
教务长兼地矿系主任。正当他从学校层面谋划着
地矿系的长远发展和美好未来之时，1952 年夏
天，高等教育界拉开了大规模院系调整的序幕，
地矿系迁往东北，与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合并，建
立东北地质学院，后发展为长春地质学院。何作
霖受恩师李四光的邀请回到北京中科院地质所，
专心从事矿物学和岩石学研究。

1946~1952 年，何作霖在青岛度过了 6 年时
光。6 年中，他创系兴学，延揽名师，勇于探索，培
养人才，重视科研，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
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国家培养了一批
岩矿鉴定工作者，后来这些人大多成长为我国地
质、冶金、轻工、化工等部门的业务骨干。1952 年
院系调整时，地矿系已成为具有一定基础设施及
办学规模、师资力量雄厚、课程设置齐全，具有地
质与岩矿并重的办学特色、理论联系实际的专业
大系。

2010 年 5 月 5 日，在何作霖诞辰 110 周年之
际，由其弟子出资雕刻的何作霖雕像在中国海洋
大学揭幕，置于海洋地球科学学院一楼门厅，以
纪念他对学校地质学科的开创之功，并以此激励
后代学人秉承先贤理想，继续前行。

“稀土矿床之父”何作霖的创系之举

1959 年，历经私立青岛大学、国立青岛大
学、国立山东大学、山东大学不断变迁的鱼山路
5 号，发展成为了山东海洋学院，以赫崇本为首
的老一辈海洋科学家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组建了
海洋地质地貌系，于 1960 年正式招生，并由此翻
开了我国地质学教育的新篇章———从陆地走向
海洋。

及至 1962 年，由 1959 年院系调整后留青的
山东大学时期的地质系成立的山东地质学院宣
布撤销，师生员工、实验设备、图书资料并入山东
海洋学院海洋地质地貌系，1963 年更名为山东
海洋学院海洋地质系。1988 年更名为青岛海洋
大学海洋地质系，1995 年更名为青岛海洋大学
海洋地球科学学院，2002 年更名为中国海洋大
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多年来，在中国海洋大学特色发展之路的引
领下，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在地球系统科学的范畴
中走出了一条探海问底、凿地求藏之路。

海底“黑烟囱”是指海底富含硫化物的高温
热液活动区，因热液喷出时形似“黑烟”而得名。
其周围广泛存在的嗜热微生物，被认为是古老生

命的孑遗，是世界海底调查的热点。2007 年 8
月，搭乘“大洋一号”深海考察船执行中国大洋科
考第 19 航次任务的科学家在 2800 米水深的西
南印度洋中脊上，使用中国自主研制的电视抓斗
抓取到了珍贵的烟囱体样品、生物样品以及大量
的块状硫化物，并在取得的样品上发现了附着的
生物个体，标志着中国已跃入世界上少数自主在
洋中脊海底热液活动区采样的先进国家行列。

采样用的“深海电视抓斗”就是由海洋地球
科学学院赵广涛教授领衔研发而成的。该技术发
明是我国“863”计划实施中的成功范例，不仅打
破了少数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而且提升了我国
在国际大洋资源环境调查舞台上的核心竞争力。

地震勘探是钻探前勘测石油与天然气资源
的重要手段，在煤田和工程地质勘查、区域地质
研究和地壳研究等方面也有广泛的应用。长期以
来，我国用于地震资料处理的系统软件却主要依
靠国外进口。

为破解这一难题，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十
五”“十一五”期间，海洋地球科学学院教授王修
田主持承担了“863”计划关于海洋资源开发方面

的课题，结合我国深水区中深层油气勘探的需
要，成功研发了“基于模型的地震勘探数据处理
系统（MBP）”。该系统将射线理论和波动理论相
结合，推出了“快速叠前偏移”和“叠前深度偏移”
两套处理模式，是一套集交互与并行运算于一
体，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震数据处理系统。该
系统目前已为中海油、中石化和地矿部门处理了
6000 余公里长的地震剖面资料，处理效果得到
了用户及“863 软件测评组”的认可与赞扬，打破
了我国在地震资料的生产性处理方面主要依靠
国外软件的局面。

在科学研究方面，海洋地球科学学院紧密围
绕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这一中心，在海底资源勘
探、海洋地质环境、海底动力学等领域多点布局，
全面开花。截至目前，海洋地球科学学院主持

“973”计划项目 1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 5 项，主持“863”计划重大项目 1 项，主持海洋
重大专项课题 20 余项，近三年年均到位科研经费
超过亿元。特别是围绕国家重大需求，李广雪、刘
怀山、曹立华教授团队在国家海洋探矿领域的地
位越来越高，实现了海洋地质系多年的梦想。

探海问底，开启地质学的另一扇窗

地质大师之“矿”与青年英才之“海”

对于海洋地球科学学院的学生来说，有一位
老先生深得他们的喜爱与尊敬，无论是在刚入学
时的新生见面会上，还是在谈“学习”与“成才”的
讲座上，学生们都被他丰富的阅历和渊博的学识
所吸引。他就是我国石油地球物理探测领域的著
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庆忠。谈起李庆忠，海
洋地球科学学院院长李广雪的言语间充满了尊
敬与感动：“李院士是 2001 年到学院工作的，现
在担任我们学院的名誉院长，虽然 84 岁高龄了，
但依然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培养博士研究生，并
进行学术著作的编写，总是闲不住。我们能做的
就是保护好老先生，给他创造一个好环境，让他
干点自己喜欢的事。”

2003 年，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又聘任著名构造
地质学家张国伟院士担任名誉院长，还依托海底
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聘任了刘光
鼎、秦蕴珊、张国伟、金翔龙、李阳院士和国务院
参事张洪涛等专家学者作为学术委员会委员。经
过多年筑巢引凤、招揽名师的努力，海洋地球科
学学院已建立了一支由李庆忠、张国伟院士为指
导，国家“千人计划”教授周华伟、董平和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翟世奎、李三忠为学术领
军人才，多个教授团队协同发展的人才队伍。

在青年教师的培养中，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不乏薪火相传、以老带新、长征接力的案例。
1946 年“中国地质学之父”李四光推荐自己的
爱徒何作霖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创办地矿系，
何作霖谨遵师命，并带了两名北京大学地质系
的优秀弟子一同前往，其中 1 位就是海洋地球
科学学院退休教师、曾任海洋地质系系主任的
张保民教授。谈起恩师严谨治学的精神，这位
94 岁的老人记忆犹新：“我从北大一毕业就跟
着何老师来到了青岛，地矿系刚成立之时，我
的身份是助教，尽管当时师资匮乏，很多课都
是何老师一个人在讲，但他坚持助教不能上讲
台。直到 1949 年，经过严格的试讲、考查，他才
允许我登台讲课。”1952 年院系调整时，张保民

去了长春，后又回青岛任教，培养了中国海大
最初的几批地质学研究生。

这位岩组学专家毫不保留地把李四光、何
作霖等老一辈地质学家为人、为学的精神传递
给了自己的学生。“当时，张老师年近 70，仍然
坚持给我们上课，带领学生搞科研，老先生那
种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敬佩。”他的学生
说起恩师，依然心怀崇敬。学院青年教师杜同
军在教学中亦传承了这一学脉，无论在课堂教
学中，还是主题班会讨论中，都善于用地质学
家的成才之路与感人故事启发学生，引导他们
养成地质思维方式，热爱地质科学。2008 级地
质学专业的宫伟同学说：“杜老师对我们的影
响是潜移默化的，作为班主任，他没有空洞的
说教，而是用生动的事例和一些小的细节、行
为影响我们。4 年下来，同学们庆幸自己入学时
的选择，也更加热爱自己的专业。”

“筑峰人才工程”是中国海洋大学为吸引
和造就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大师和学科
领军人才而推出的人才引进计划，海洋地球科
学学院抓住这一机遇，引进了以美国地质调查
局（USGS）徐景平为代表的 3 位特聘教授。结
合学校推出的“青年英才工程”，海洋地球科学
学院引进了在美国工作的邹志辉，作为后备拔
尖人才重点培养。此外，海洋地球科学学院还
聘请了 10 余名外籍客座教授，不定期的到校
讲学，开展科研合作交流。

经过近 69 年的发展建设，从这里走出了以
国家海洋局原局长孙志辉、中国工程院院士孟
伟、李阳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经等为代表的一大
批优秀毕业生。同时，学院自身也逐渐构建起一
支学历结构合理、梯队层次分明的优秀师资队
伍，其中院士 2 人，国家“千人计划”教授 2 人，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2 人，“筑峰人才工
程”特聘教授 3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2 人，山东
省“泰山学者”1 人，英才计划 2 人，并有多人获山
东省、青岛市教学名师和优秀教师称号。

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在“涵海励志，博古崇今”
这一院训的指引下，突出海洋特色，强调实践教学，
鼓励学生与石头交朋友，与海洋做伙伴，为祖国和
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海洋地球科学的优秀人才。

2013 年中国工程院新当选的 51 名院士中，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李阳名
列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他是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1998 届海洋地质专业的硕士毕业生，也是学院
第 3 位获此殊荣的杰出校友。

针对地质学科的特殊性，学院注重学生实践
能力的培养，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
提高本科生的创新能力，采取实践教学四年不间
断，把地质认识实习、海洋实习、地质旅行实习、
实践教学实习、课程间青岛周边实习、毕业实习
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大学时期。

南京汤山，地质结构复杂，地貌多样，是久负
盛名的地质学实习基地，有“地质工程师摇篮”的
美誉。自 1960 年起，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师生就在
此开展实践教学，并连续开展了 43 年。这样的实
习基地，他们还有很多，如安徽巢湖地质习基地、
辽宁兴城实践教学基地、山东桃村应用地球物理
实习基地、校园测量实习基地、山东半岛海洋地

质实习基地等。
根据传统，每年年初，海洋地球科学学院都

要召开教学工作研讨会，对上一年度的教学工
作进行总结，并为新一年教学工作的开展谋篇
布局。学校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学院的院
长、教授以及学生代表会聚一堂，积极参与到这
场关于海洋地球科学人才培养的大讨论中来。
从开放办学、联合办学，到加强与国外地学高校
的合作与交流，再到通过实习基地建设，进一步
把地质思维传递给学生以及做好双语教学和网
络课程建设等工作，在不断的交流中碰撞出智
慧的火花，形成好的思路和想法，为学院的人才
培养指明方向。

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坚持开放办学理念，注重
联合办学，不断加强与国外高校科研院所、国内
兄弟高校、地方单位的合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拓宽学生就业渠道。

2013 年 5 月，中国海洋大学与山东省煤田地
质局共建的工程博士联合培养暨实习基地在泰安
揭牌。根据协议，山东省煤田地质局将中国海洋大
学作为山东省涉海地质工作的主要人才培养和技
术支持单位；双方共同建设山东海洋地质工程勘

查院和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积极探索校地联合
培养人才的新机制，提升学生从事地质工作的能
力，培养造就一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的海洋地球科学人才。学院毕业生、该局党委
书记兼局长刘焕立说：“这个基地的建立为双方打
开了一个通道，是大学生从中国海大校园到我们
单位就业的通道，特别是下一步我们局进军海洋，
进行海洋能源勘探，迫切需要海洋人才。”

此外，海洋地球科学学院还与浙江省地质勘
查局、山东省第四地质矿产勘察院等单位签订了
人才培养合作协议，与美国得克萨斯 A&M 大
学、德国莱布尼茨海洋科学研究所等国外机构实
现了互派留学生，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吉林
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兄弟院校达成了互派推免
生和协同发展的协议。

69 年来，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已培养学生
4000 余人，成为国内海洋地质、海洋地球物理领
域办学最早、培养人才最多的院系。毕业生大多
活跃在国内外海洋、石油、地矿行业和高校、科研
院所及政府管理部门，有的成为有突出贡献的专
家学者，有的已走上重要领导岗位，有的成为优
秀企业家。

与石头交朋友，与海洋做伙伴

在海洋强国建设的浪潮中，海底科学已成热门
之学、先导之学，如何在服务国家战略中获得更大
的进步与发展，李广雪说国家海洋强国战略早已为
学院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十二五”期间，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将重点做好
学科“高地”建设和创新“异峰”培育，鼓励学科交
叉，培植新兴学科，使海洋地质的国内优势学科地
位愈加稳固，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在国内同类学科
中崭露头角，人才培养和科技工作的整体实力与水

平跻身国内同类科研院校前列，初步将海洋地球科
学学院建设成海洋特色显著的研究型学院。其更长
远的目标是要建设成为国际先进的海底科学与技
术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和科技创新基地。

风劲帆满海天阔，俯指波涛更从容。中国海洋
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在地球系统科学理论的指
导下，着眼深蓝覆盖下的世界，点亮大海深处的地
质之光，走上了一条探海问底、凿地求藏的特色发
展之路。

点亮大海深处的地质之光

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

学科是一个学院建设和发展的纲，历经 69
年、几代人的辛勤耕耘，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形成
了以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为中心，以海洋地质和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为两翼的学科发展思路，并
创造了国内地质学科发展史上的 3 个第一：1959
年创办我国第一个海洋地质专业；1970 年创办

我国第一个海洋地球物理专业；2010 年应国家
海洋事业发展需要，又开辟了海洋测绘与地理信
息系统专业方向。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
放的步伐，国家愈加重视河口海岸的研究工作，
先是中山大学成立了针对珠江口的河口海岸研

究所，接着华东师范大学建起了以长江口为基地
的河口海岸研究所。当时，学校领导班子和以赫
崇本教授为首的老一辈科学家抢抓机遇、主动作
为，向教育部建议在山东海洋学院成立一个针对
黄河口的研究所，1983 年教育部同意学校成立
河口海岸带研究所，首任所长由赫崇本教授担

任。1984~1987 年，该所以杨作升、范元炳教授为
代表的科研人员主持了中美加黄河口联合调查，
这是改革开放后教育部系统第一次获批海洋领
域的大型国际合作计划。“这次调查不仅使山东
海洋学院的地质学研究引入了国际合作，而且还
为此后黄河口成为学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
重要实践基地打下了坚实基础。”谈起此次调查
的深远意义杨作升教授如是说。

在海洋地球科学学院类似河口海岸带研究
所这样的研究所还有 3 个，即海洋地球化学研究
所、地质地球物理研究所、洋底动力学研究所，它
们的设立既是出于科研的考虑，也是学科发展的
必要之需。

“金锤奖”是中国地质学会为鼓励青年地质
工作者奋发进取而设立的奖项。2007 年，第十一
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金锤奖”授予了在“中国东部
古元古代—中新生代构造演化”研究领域做出突
出成就的李三忠教授。近年来，李三忠通过研究
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和中生代这两个变革阶段
岩石圈结构和构造—岩浆—变质动力学演化，不
仅为分析探讨渤海、黄海、东海油气盆地的形成
演化机制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促进了洋底动力学
这一学科方向的快速发展。“之前我国没有专门
从事洋底动力学研究的机构，2012 年，在我们学
院名誉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国伟教授的建议

和支持下我们率先成立了洋底动力学研究所，希
望尽早谋划，抢占先机，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突
破。”李三忠告诉记者。

实验平台建设是学科发展的支柱。多年来，
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在平台拓展和实验室建设上
下功夫、用气力，成效显著。2013 年 10 月 19 日，
由中国海洋大学控股管理的 2650 吨的“海大号”
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船交付使用，成为海洋地
球科学学院开展海底科考的又一利器。此外，海洋
地球科学学院还拥有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海洋油气开发与安全保障技术教育
部工程研究中心等多个科学实验室和支撑平台。

经过多年的耕耘与发展，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学科布局愈加科学合理，且成绩斐然。学院目前
设有两系（海洋地球科学系、地球探测与信息技
术系）四所（河口海岸带研究所、地质地球物理研
究所、海洋地球化学研究所、洋底动力学研究
所）；有海洋地质学、海洋地球物理学、海洋地球
化学 3 个博士点和能源与环保领域工程博士点；
有地质学和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2 个一级硕士
点。海洋地质学为国家重点学科，地球探测与信
息技术为山东省重点学科。2009 年 10 月，据美国
基本科学指标（ESI）数据库统计，中国海洋大学
在地球科学学科（领域）跻身全球科研机构前 1%
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