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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时机 以优异成果

迎接第黝 渴 国际地质大会在我国召开

张之一

(中 国地质朴学院 )

我国地质界从 8 0 年代初就乒 始酝酿申请主办一届国际地质大会
。

1 9 8 3年由地矿部
、

国

家科委
、

中国科协
、

外交部联名报请国务院批淮
,

先后向第 2 7 届
、

2 8 届
、

2 9 届国际地质大会

发出 正式邀请
。

19 9 2 年 8 月 日本京都第 29 届国际地质大会正 式决定
,

第 3。 届国际地质大

会将于 1 9 9 6 年在中国北京召开
。

喜讯传来
,

我国地学工 作者无不为之心情激动
。

近十年的

坚持不懈的申办努力
,

终于结出了硕果
。

国际地质大会 ( I n t e r l l a t i o n a l G e o l o g i e a l C o n g r e s s ,

简称 I G C )是国际科学会议中历史悠

久
,

规摸宏大
,

负有盛名的一 个高层次的国际学术组织
。

早在 18 7 5 年
,

美
、

加等国地质学家曾

提出建立一个定期召开的国际性地质工作者集会的设想
。

1 8 7 8 年在巴黎召开了第一 次国际

地质大会
。

从此以后
,

便形成了一 个定期召开的
、

有一 定组织形式和一 定讨论内容的世界各

国地 质学家集会
,

这个大会除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两届大会之间的间隅时间延长外
.

一般都是每隔 3~ 4 年召开一次
。

从 1 8 7 8 任 开始到 19 9 2 年
,

已召开了 29 届大会
。

大会有自

己的指导委员会
,

它由历届大会的秘书长及现届大会的组委会主席
、

秘书长和国际地质科学

联合会 (I U G S ) 的主席
,

秘书长所组成
。

但大会的筹备组织工 作则全由主办国组成的组织委

员会负责
。

一届大会结束
,

即将筹备
、

管理工作移交下一 届主办国的组委会
。

国际地质大会的宗旨是捉进地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的发展 ; 为广大地学工作者提供

大型聚会场所
,

交流学术思想
,

互通科技信息 ; 提供多种机会作野外地质特征的考察
,

探讨有

关的地质问题
。

回顾国际地质大会召开的历史
,

1巧 年以 来所举行的 2 9 次大会
,

绝大多数是在欧
、

美发

达国家召开
。

如美国
、

前苏联
、

法国都各召开过三次大会
,

加拿大
、

英国也各开过二次
,

只有四

次 在发展中国家 (墨西哥二 次
,

印度
、

阿尔及利亚各 一次 )
,

两次在亚洲 (玲 6
`

l 印度
,

1 9 9 2 日

求 、召开
。

由此可见
,

这次 巾国争取 3 0 届人会的主办权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
,

是我国地

质工作者的光荣
,

也是我国改革开放
,

取得显著成绩的结果
。

国际地质大会的活动内容厂泛
,

丰富多彩
。

大会的学术活动计划都由王办国的组织委员

会与国内外学术组织协商
。

学术内容涉及地学的各个领域
,

突出当时地学的前治和热点
,

结

合与世界发展密切相关的地学问题和王办国的独特地质条件
,

制汀洪研讨的专题
,

通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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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时机
,

以优异成果迎接第 30 届 国际地质大会在我国召开 3 0 5

会
,

讨论会
,

展讲会
,

研讨会和短期讲座等各种形式广泛进行交流
。

往往提交大会论文摘要达

数千篇
,

除此之外
,

还组织地质科技电影展映
; 安排大型的地质科技展览

; 组织会前
、

会间和

会后的地质旅行路线数十条供与会者选择考察
。

大会还要组织陪同人员参加观光
、

游览等社

会活动
。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及其下属
、

附属组织以及其它国际性地学组织
、

一些重大国际

地学项目也利用大会期间
,

组织各自的理事会
,

工作会议或学术会议
。

这种传统的活动方式很受地学家的欢迎
,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参加大会
,

最多时达

1 1 6 个 ( 1 9 8 0 年
,

第 2 6 届
、

法国巴
、

黎 )
。

人数也由五
、

六十年代的 30 0 0 人达到七
、

八十年代的

5 0 0 0 ~ 6 0 0 0 人
。

地质旅行路线考察是大会主要内容之一
,

历届兴趣不减
,

都在千人以上
。

大

会关心
、

讨论交流的问题和领域越来越广泛
,

而且是交叉学科
、

边缘学科以及学科前沿及热

点问题增多
。

如 2。 届到 2 4 届
,

共有 巧一 2 0 个分组讨论会
,

第 2 7 届有 2 2 个分组和 16 个专

题讨论报告会
。

第 2 8 届大会打破了以往按学科分组讨论的作法
,

而是划分了 1 4 个方面的专

题
,

每个方面又设若干题目
,

共 2 0 7 个
,

宣读论文近 3 0 0 0 篇
.

大会报告是能源资源
、

自然灾害

和环境以及纪念阿波罗 2 号登月 2 0 周年— 行星研究展望
。

第 29 届有三个专题讨论会
:

地

球史— 重点是岛弧的演化
; 人类生存的前缘学科研究

; 主要国际地学项目的要点和进展
。

围绕这三方面
,

又有多学科和分学科的讨论会
,

共 2 4 8 个
。

由上可知
,

这样 内容丰富的大会
,

一 直是被各国地质学家视为了解世界地质科技 新成

果
、

新动向
,

广交朋友
,

选择国际合作对象
,

展示一个国家地质科学发展水平的最佳场所
,

受

到各国政府和地学界的重视
。

因此
,

这次盛会在我国召开将对加强世界各国在地质领域的合

作与交流
,

对于我国扩大改革开放
,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充分展示我国地质科技成就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我国从 1 9 0 6 年起就参加第 1 0 届国际地质大会
,

一 直到第 18 届
。

19 7 6 年澳大利亚悉尼

召开第 2 5 届大会时
,

我们以中国地质学会名义加入国际地科联
,

并派代表团参加了后来的

历届大会
。

这对促进国际地质科学的发展和交流
,

厂泛开展国际合作
,

提高我国地质科学的

研究水平
,

缩小某些领域与国际地质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
,

起到重要的作用
.

1 9 9 1 年成立了由 3 4 个部门
、

单位
、

学 (协 ) 会参加的寿备委员会
,

积极开展了筹备工 作
,

重点是做好争取第 3 0 届大会在中国召开的工作
,

做好组织和学术活动
、

地质旅行路线的初

步方案
。

1 9 9 2 年第 2 9 届大会作出第 3 0 届大会 1 9 9 6 年在中国召开的决定之后
,

筹备工作更

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
.

为了做好第 3。 届大会各项淮备工作并保证大会成功
,

大会设置了荣誉委员会
、

组织委

员会
、

顾问委员会和筹资委员会
。

国务院总理李鹅任荣誉委员会主席
,

副总理邹家华
、

副总理

兼外交部部长钱其深
、

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罗干任荣

誉委员会副主席
。

国务院有关部委
、

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及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
、

张炳熹等任

荣誉委员
。

由 4 8 个部
、

委
、

协 (学 ) 会
、

局
、

总公司和学校作为大会发起单位组成大会组织委员

会
,

地矿部部长朱训任组委会主席
,

副部长张宏二任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

顾问委员会则

趁请与地学界有关的德高望重的领导和地质学家组成
。

筹资委员会将主要负责筹 措大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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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经费
。

组委会下设学术
、

地质旅行
、

展览
、

社会活动
、

会务
、

公共教育等委员会和财务办公

室
,

组委会的日常办事机构则由秘书局来担任
。

这次大会已定于 1 9 9 6 年 8 月在北京召开
,

会期 10 天
,

预计将有 10 0 多个国家
,

五
、

六千

人到会
,

会议工作语言以英语为主
。

鉴于上一届大会学术活动主题主要侧重岛弧海洋地质
,

第 30 届大会的重点则放在大陆

地质
,

特别是与其 有关的矿产资源
、

能源矿产
、

构造
、

环境保护
、

地质灾害与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关系
。

我国地处世界几大构造单元交汇地区
,

地质条件独具特色
,

这为研究大陆形成和演

化提供 了绝妙 的场所
,

舍此将影响全面探讨和解决全球构造的问题
,

因此以大陆地质
一

为主

题
,

结合中国独特的地质条件
,

必将吸引更多的外国学者来参加会议和考察
。

除主题报告外
,

安排了 n 个专题讨论会
,

围绕地球的起源和历史
,

地质科学与人类生存环境
、

自然灾害
,

全

球变化和未 来环境
,

大陆岩石圈演化及深部过程
,

现今岩石圈运动
,

全球构造带
,

大陆造山带

形成与演化
,

沉积盆地分析
,

21 世纪能源矿产和矿产资源
,

地学新技术方法
,

国际地学项目

研究的进展等约 7 5 个题目
。

学科分组讨论会 2 2 个
:

地层学
,

古生物学
、

地史学
,

沉积学
,

海洋

地质学和古海洋学
,

构造地质
、

地质力学
,

火成岩岩石学
,

矿物学
、

宝石学
,

前寒武纪地质和变

质岩石学
,

矿床地质
,

化石燃料地质
,

矿产经济学
,

地球化学
,

地球物理
,

地震地质
,

第四纪地

质
,

水文地质
,

工程地质
,

环境地质
,

数学地质和地质信息
,

比较行星学
,

地质教育
,

地质学史

等
,

共约 1、 2 个题目
. _

另外还有展示讨论会
、

专题研讨会和题期讲座
。

地质旅行路线按会前
、

会间万会后及专业划分
,

初步确定 137 条
,

涉及地层
、

古生物
、

沉

积
、

矿产
、

构造
、

水文工程地质
、

环境
、

地震等专业领域
,

分布在全国 3 0 个省区
。

有些路线是国

际地质科学研究的热点
,

包括青藏高原
、

最古老岩石
、

特大型矿床等
。

路线显示了我国地质条

件的特色和最新研究成果
。

大会还将举办大型地学科技展览会
,

内容包括各国政府机构
、

地学事业单位的科技展和

企业单位地学书刊图件
、

地质标本
、

宝石
、

地质科技仪器设备的商业展
。

此外还要组织地学科

技电影
、

录像展映及其它活动
。

近百余年来
,

地球科学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
。

当前
,

世界面临矿产资源日

益减少
、

环境恶化和人口膨服的严重挑战
,

地球科学对人类生存
、

社会发展的尊要作用越益

突出
。

第 3 0 届国际地质大会是在本世纪来最后一次大会
,

它将肩负起总结 2。 世纪地学发展

的重大成果
,

提出下世纪地球科学的发展方向
,

承上启下
,

因而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

宋健同

志在给 3。 届大会组委会成立大会讲活中指出
: “

希望本次大会蓖突出跨世纪特色
,

立足当代

地球科学前沿
,

重点讨论全球关注的地学热点问题
,

利用大会多学科交叉活动的优势
,

为解

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地学问题共谋良策
,

使本届大会真正能够继往开来
,

为地球 科学的

大发展揭 开新的一页
” 。

历史赋于我们中国地质界这一重任
,

我国地学工作者应把握住这百年难遇的机会
,

认真

总结经验
,

提出新的理论
、

新的方法
,

奋力拼博
,

拿出一批具有我国地质特色
,

立足于全球的

弓}人注目的高水平的论文
,

以优异的成果
,

为这一划时代的国际地质盛会作出新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