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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专辑

评述

地质科学

1455中国的寒武纪大爆发研究：进展与展望

朱茂炎，赵方臣，殷宗军，曾晗，李国祥

寒武纪大爆发研究是我国地学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代表性研究方向之一．文

章回顾和总结了我国该领域的发展历史和主要学术贡献，重新解读了寒武纪大

爆发多幕式演化模型，并对当前存在的关键科学问题和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1491热河生物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徐星，周忠和，王原，王敏

早白垩世热河生物群研究历史超过150年，但重要发现出现于近30年里，这些

发现极大推动了我们对于现代地球陆地生态系统中主要生物类群的起源和早

期演化的理解，未来将侧重微观结构和宏观生态等研究方向．

1512中亚增生造山过程与成矿作用研究进展

肖文交，宋东方，Brian F．wINDLEY，李继亮，韩春明，万博，张继恩，

敖松坚，张志勇

中亚造山带是全球最大的显生宙增生造山带．文章概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亚

造山过程和成矿作用研究进展与展望．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的总体概况、

改革开放40年来的研究进展、21世纪以来的突出研究成果及未来研究展望．

地球物理学

1546青藏高原深部地球物理探测70年

滕吉文，杨顶辉，田小波，徐涛，陈贽，白志明，梁晓峰，张晰，吴晶，

刘有山

青藏高原是探索陆内变形机制和地球层圈相互作用的最佳“天然实验室”，深

部地球物理探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回顾和总结了近70年来青藏高

原深部地球物理探测的历史和现状，评述了尚存争议的重要科学问题，以及可
能深化研究的方向．

环境科学

1565中国石笋古气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程海，张海伟，赵景耀，李瀚瑛，宁有丰，Gayatri KATHAYAT

洞穴石笋作为一种古气候记录地质载体，在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领域有着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文章综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石笋古气候研究的发展历程

和主要研究成果，并对未来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和前沿科学问题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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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学

1590探索南海深部的回顾与展望

汪品先，翦知潘

南海的深海研究，近20年来突飞猛进经过大量深海探测和室内分析，包括五

次大洋钻探、多个深潜航次和数百次锚系长期观测，在海盆成因、气候演变和

洋陆相互作用等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为深海研究的国际前沿．

大气科学

1607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中国大气科学研究：气候与气候变化篇

黄建平，陈文，温之平，张广俊，李肇新，左志燕，赵庆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气科学各个领域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科学家在气候

与气候变化领域更是取得了多项杰出的成就，文章简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科学家对气候和气候变化相关研究的主要成就，并提出了一些前瞻性科

学问题．

进展

空间科学

1641探索中前行——中国空间物理研究70年

傅绥燕，徐寄遥，魏勇，刘立波，熊明，曹晋滨，宗秋刚，王赤，冯学尚，

史全岐，师立勤，任丽文

空间物理学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学科，在人类航天时代来临后取得了飞

跃发展．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章回望中国空间物理学的发展

历程，按照主要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科学问题，重点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

重要研究成果，以期纪念前辈的贡献，激励年轻科学家不断探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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