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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翟裕生院士从事地质工作<"周年

（代前言）

值此翟裕生院士从事地质工作<"周年，又逢他

八十华诞之际，作为他的学生，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

情，为《矿床地质》“祝贺翟裕生院士从事地质工作<"
周年”论文专辑作序。

翟裕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矿床学家和地质教育

家。他#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长期在北

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与中国地质大学任教，历

任系主任、副院长、校长等职。他在几十年的教学和

科研生涯中，勤奋耕耘，著述颇丰，教书育人，桃李芬

芳，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为我国地质教育事业和地质

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翟裕生先生从教近<"年，十分重视教书育人，

是学子的良师益友。在教学中，他坚持因材施教和

启发式教学，善于将传授知识、活跃思维和培养良好

学风融为一体。讲课内容新颖，生动活泼，深受学生

欢迎。学生反映“听他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他认

真钻研教育理论，探索教育工作规律，总结实践经

验，撰有《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和基本原则》等十多篇

关于高等教育的学术论文。他主编的教材既突出学

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又凝练了科学

研究中的新成果，“既新又实”，教学效果很好，在广

大教师中起到了示范作用。他与袁见齐、朱上庆共

同主编出版的《矿床学》教材获地质矿产部高等学校

优秀教材一等奖，他主编的《矿田构造学概论》和《矿

田构造学》教材，在地矿人才的培养上发挥着重要作

用，也成为师生和科技人员的重要工具书。他还经

常给学生们做报告，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启发年轻学

子将自身的发展与祖国的需要相结合，成为祖国的有

用之才。他勉励学生们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做对社

会有贡献的人。翟裕生先生重视科研集体对培养人

才的作用。在他的研究集体中，他既严格要求其成

员，又创造宽松自由的气氛，鼓励不同观点、不同方向

的探索。他的这种求真务实和热心提携青年人的做

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思想作风硬

和学术业务优秀的教师和科技骨干。他用!"个字总

结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心得：“兴趣=责任、学习=实

践、思考=总结、交流=合作、积累=开创”，让学子们

在做学问、做人方面深受启示，受益匪浅。

翟裕生先生不仅是杰出的地质教育家，还是优

秀的矿床学家。他重视实践，勤于思考，在考察了我

国主要的成矿区带和国内外!""余个大中型矿床的

基础上，通过综合研究和深入探索，在理论上不断创

新。其研究领域包括矿床学、矿田构造学、区域成矿

学、矿床学科史等。

早在#488!#48;年间，他对河北大庙的斜长岩

及钒钛磁铁矿矿床成因进行了深入研究，划分出不

同的岩石和矿体类型，建立了斜长岩类演化序列和

浸染状矿石、贯入型矿石三阶段成岩成矿模式，其成

果一直被同行所采用。在#4;!!#4;<年间，他牵头

组织北京（武汉）地质学院的的老师们形成多学科研

究集体，以宁芜盆地中段为主，与当地矿山和地质队

密切合作，深入解剖了火山:次火山岩型铁、铜矿特

征，于#4;>年构建了“玢岩铁矿构造:矿化模式”，项

目研究成果《宁芜中段铁、铜矿床地质特征、成矿规

律及找矿方向》获#4;9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他与李

文达、陈毓川等先生共同组织合作完成的《宁芜玢岩

铁矿》专著，对中国火山岩区矿床研究起了重要推动

作用，并 获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三 等 奖 和 优 秀 图 书 奖。

#4;?!#49>年间，他和石准立先生等提出了湖北大

冶地区和宁芜地区富铁矿成因有矿浆、矿浆:热液过

渡、热液等观点，引起广泛关注。!"">!!""<年，他

带领科研集体通过对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和内蒙古狼

山:渣尔泰成矿带等的综合研究，建立了岩浆热液型

和2+/+@型成矿系统发生:演变:保存的地质模型

及叠加成矿模型。这些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内生

金属矿床成矿理论，对提高矿床学的研究水平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翟裕生先生是我国矿田构造学的奠基者和开拓

者之一。矿田构造学是一门矿床学和构造地质学相

交叉，对找矿、勘探和采矿都有重要实用价值的分支

学科。早在8"年代后期，他深入老矿山，研究构造

控矿作用，搜集典型实例。在此基础上，又系统参照

对比前苏联和欧美同行的矿田构造文献，写出了讲

稿，并于#4<#年率先对地矿专业学生开设了“矿田

构造”课。在教学中，他发现前苏联和欧美的矿床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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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构造研究，只探讨成矿的构造控制，而对与其他成

 
 

 

 
 

 
 

 



矿因素的联系注意不够。他认为构造不是孤立地起

控矿作用，而是在与其他因素的结合中起作用的。

因此，他在!"#"年提出了控矿构造研究与矿床成因

研究相结合的思路，并将其贯彻到教学和研究工作

中，效果很好。黄汲清先生在!"$%年全国地质学会

议的总结报告中肯定了这一成果，认为这是“矿田构

造研究的方向”。他的论文《矿田构造研究内容与方

法》被日本教授译为日文在日本同行中交流。

翟裕生先生是我国区域成矿学研究方面的探索

者与引领者。!"&$!!"&"年，在张炳熹教授的带领

下，他参加和组织了湘、赣、闽、浙’省内生矿床成矿

规律研究，共同提出了构造(成岩(成矿带的概念，还

对)*)*斯米尔诺夫的太平洋成矿带内带外带观点

的局限性进行了评述。这项研究被认为是%+世纪

,+年代区域成矿研究的重大成果。此后，通过对南

岭花岗岩有关的 -、./矿床研究，他提出了成矿系

列结构概念（!"$#）和构造(岩浆热液动态耦合控制

矿床分带（!"$&）等学术观点，引起广泛关注。他带

领科研集体工作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重点剖析了

二十多个矿床，结合实验室内获得大量微观信息的

综合研究，由实践上升到理论。由翟裕生、姚书振、

林新多等合著出版了《长江中下游铁铜（金）成矿规

律》，是该区矿床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此后，为了

教学需要，他和蔡克勤教授等为博士生开设了“区域

成矿学”课程。通过广泛搜集和系统整理长期积累的

资料，又经过讲课、交流、编写教材等，他提出了区域

成矿学的学科体系框架。在此基础上，他又总结了中

国区域成矿的若干基本特征，提出了“复合(活动大陆

成矿体系”观点。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的反复实践

与总结提高，由翟裕生、邓军、李晓波合著的《区域成

矿学》（!"""），及其姊妹篇———由翟裕生、彭润民、向运

川等合著的《区域成矿研究法》（%++’），已成为研究生

的教科书及研究成矿区带的重要参考书。

进入%!世纪以来，地球科学不断朝系统化方向

发展。翟裕生先生以他敏锐的科学洞察力认识到，要

想推动我国矿床学研究，需要用系统科学方法来探索

创新。他在多年进行成矿系列研究的基础上，率先提

出“成矿系统及演化论”，包括："按构造动力环境划

分成矿系统类别；#多因耦合、临界转换的基本成矿

机制；$矿床系列、异常系列构成的矿化网络及其四

维结构；%矿床形成—变化—保存的全过程研究；&

成矿系统的资源、环境双重效应等基本论点。这一理

论从时(空结构与物质运动的结合上发展了区域成矿

研究，使矿床成因和成矿规律研究走上一个新的台

阶。目前，以翟裕生为首提出并建立的“成矿系统及

演化论”已被广大地质工作者广泛应用。

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翟先生先生重视应用

哲学思想来改进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由对单

个矿床成因的综合分析，到对矿床系列的全面探讨，

再发展到对区域成矿学的整体认识，又进一步到成

矿系统的历史演化，形成了系统成矿学和历史成矿

学的学术思想，体现了矿床学研究的前进方向。

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他坚持科学为社会经济

发展服务的理念。他常说“矿床学研究不仅要查明

矿床成因，更重要的是掌握成矿规律指导找矿工

作。”并以其渊博的矿床学知识、科学思维方法和务

实的作风，经常深入矿山指导找矿勘查工作，促进当

地取得找矿突破。如江西冷水坑铅锌银矿田是江西

省地矿局"!%大队于%+世纪$+年代后期发现的，

此后一段时间找矿进展不大。翟裕生先生通过实地

考察，结合冷水坑矿田地层、岩浆岩、构造等特征及

其他找矿信息，运用成矿系统分析法帮助该队建立

了“冷水坑矿田成矿模式”，并指出冷水坑矿田外围

有广阔的找矿前景。在这一新思路的指导下，"!%大

队在该矿田外围发现了一个规模可达大型的矿床。

国土资源报曾以“思路决定出路”为题报道了这一事

例。近年来，我国的危机矿山日益增多，开展深部找

矿已迫在眉睫。他急国家之所急，深入矿山现场研

究，总结深部找矿的理论与方法，多次向地勘一线的

地质工作者介绍自己的成果，帮助他们开拓找矿思

路，提高找矿效果。

翟裕生先生为人谦和，作风质朴，宽厚勤勉，常

怀赤子之心。迄今，他仍活跃在矿床学的前沿研究

和教书育人的第一线，继续努力实现他的人生目标：

“勤奋工作学习，忠诚奉献人民。”

在撰写序言的过程中，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翟裕

生先生严谨治学、勤奋耕耘、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

谦和质朴、宽容大度、提携人才、忠诚奉献的大家风

范，以及深邃的学术思想与丰硕的学术成果等，都是

我们矿床学界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继续学习、继承

和发扬。

衷心祝愿翟裕生先生健康长寿！

姚书振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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