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资源科学发展研讨会



从汇报题目“漫谈地质学学习与研究的体会”说起

本人所从事的与本院绝大多数师生的专业不同，纯学

术汇报难以交流，但于情于理，又未能辞脱。经反复考虑

并参考有关领导提议，拟了“漫谈”这样一个题目，主要

是面向同学交流而不是老师。同时说明，这只是本人一些

体会的交流而非“说教”。

准备过程中，总感其中一些陈年芝麻不宜在此学术殿

堂喧哗，撤下后又觉空洞无物，只好如此。



体会一

专业兴趣与热情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神秘感与激情





体会二、尊重知识、敬畏科学







大地构造



敬畏是人类对待一切神圣事物的态度。

“敬”是严肃，认真， “畏”指“慎，谨慎，

不懈怠”。做事认真严肃，免犯错误；敬畏是在

面对权威、崇高或庄严事物时所产生的情绪，带

有恐惧、尊敬及惊奇的感受。

现在好像不那么敬畏了，甚至也不那么尊重（知

识）了，学术也市场化了



体会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地质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

性的学科，涉及很多学科，需要多方面的

知识，更需大量知识与资料的积累；

需要系统的知识体系（备课讲课）；

独立开展研究，至少需踏踏实实十年的学

习与积累；

拔苗助长，学术透支，效果欠佳！



做笔记，用自己的话归纳总结——可加深理解与记忆



行万里路：

地质学研究的对象在野外，是实践性和实验性均很强的

学科，第一手的资料与感性认识来自野外；仅凭读书是难以

理解和把握的；只在计算机上来回画图是不够的，甚至是虚

的；拿个相机照张相，不等于理解。

地质科学是从“石头”里“读” 出来的。野外观察是最

基本的，且能培养专业兴趣、陶冶情操和锻炼毅力；

至少不必去挤“黄金周”

是故曰：行万里路更胜于读万卷书！



体会四：树立地质学的理念与思维方式

将今论古与实验/测试分析；

研究对象固体地球是大尺度的，有不同尺度的研究；

发展与演变观（相对于静止与固定）；

四维时空观；

非均匀观（不同尺度下不同的表现与理解）；

复杂的综合作用与过程：所谓的：地质作用



正确的理论指导与严密的逻辑思维推理

理论或观点对各种数据资料的统帅作用，将各种无序的互

不相干的数据资料变为动态相关的演化体系；

严密的逻辑推理：从已知或有限的表层资料推论未知或深部

哲学观和方法论：很重要；

地质学博大精深，对其掌握很有限，理解程度与个人的造

诣相关。犹如对人生的体会，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理解。

言传与意会； 事例（注意，不是实例！）



事 例1：系统观； 整体的功能大于局部





除了自然界，社会可能也有这些特点



事例2：研究选题与创新

科学前沿、社会需求与热点问题，等：

善于发现与经典理论或传统认识相悖的现

象或问题，抓住不放！



裂谷构造系统发育压性断裂与传统理论相悖





显摆！



事例3：透过现象看本质，去伪存真

上图火焰山背斜，
吐哈油田资料；图
片来自网络资料



各图引自吐哈等油田系统的文献资料



（酒西盆地剖面，玉门油田资料）

酒西盆地（玉门）
也属反转构造；

照片为老君庙反
转背斜





上图系列阶地的宇宙核素21Ne、10Be和26Al的暴露年龄为4万~17万

年, 该断层（区）长期垂直滑距的平均速率为0.35mm/年；测得老

君庙背斜一带在6~1万年期间的平均隆升速率为1.17mm/y. 研究表

明，背斜即反转构造的形成时间很晚。为反转提供了年代数据。



事例4：运用地壳浅部乃至表层的样品数据研究

、探讨地球深部的相关问题



事例5：从物质转化链条与内在联系的角度，研

究其产物、效应及其过程与机理，微生物作用主

线



开辟新的研究途径，可获得新的系列标志



体会五：稳定同位素示踪是非常有效的好方法

在全球变化、碳循环、水循环等许多领域广泛应用



有钱买仪器固然重要，但培养测试技术人

才更重要！

样品产出条件、类型与代表性；

同一样品与仪器，不同人员测试，结果可

能有明显差异；

仪器的功能开发（建方法），样品前处理

装置与前处理，制取需要的样品（例如单

组份）；

仪器状态与样品测试：组分含量不同，数

据误差不同，微量组分误差大，甚至测不

出来，加大进样量或富集。

体会五：样品与数据质量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力



体会六：科学研究（选题）像爬山或像剥洋

葱，坚持方向或领域，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向

上爬，一层一层的深入做！



近若干年，本人工作集中于煤层气地球化学领域，经6次申请，获

得5项面上基金项目：

1. 煤层气生成与解吸过程中碳同位素的分馏机制与示踪研究；

2．煤层甲烷同系物δD值的分布规律、变化机理与示踪指标；

3.次生生物气生成的地球化学效应与标志；

4.煤层气中N2、CO2及H2的同位素组成与变化机理及其示踪意义；

5.煤层水与煤层气主组分δ13C值的分布及δ13CDIC示踪指标的对比研究。

所涉及科学问题由相对简单到复杂，或由研究对象演化链条的初始

段到末后段。体会如下：

在一个领域持续做，利于积累资料，了解学术动态，提高样品与

数据综合配套的科学价值；项目可相互补充与促进，也为项目申请创

造条件，奠定基础。



结束语

虽然准备此稿花费了一些精力，但此过程也是对本

人学习与工作的回顾与扼要总结及思考，且还有一点

感想，算是收获。虽会后个别处又做了一点修补，但

限于水平，本报告有关认识与表述粗浅，谬误与疏漏

不少，请老师同学批评赐教，待后改正，并致谢忱！

陶明信

2018, 11, 15 



附：警世（增广）贤文.勤奋篇， 共勉

有田不耕仓禀虚，有书不读子孙愚。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少壮不经勤学苦，老来方悔读书迟。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到经过才知难。

板橙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智慧源于勤奋，伟大出自平凡。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做舟。

少时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功夫。



谢谢! 
请批评指正!

gelin@gig.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