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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简介 

谢桂青, 男, 1975 年生。博士, 研究员。主要从事矿床学方面的研究。 

  

2、工作经历 

1994—1998: 长春地质学院, 地质学专业, 本科。 

1998—2003: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专业, 博

士。 

2003—2020: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

究员。 

2020—今: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二级教授。 

2010—2011: 澳大利亚 James Cook University, 访问学者。 

2016: 澳大利亚立大学, 访问学者。 

2018: 加拿大 Laurentian University, 访问学者。 

  

3、成果奖励及荣誉称号 

(1) 2020 年获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 

(2) 2020 年获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和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3) 2020 年获得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 排名第 10。 

(4) 2016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排名第 3。 

(5) 2010 年获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二等奖, 排名第 1。 

(6) 2010 年获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 排名第 4。 

(7) 2010 年获得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 排名第 3。 

(8) 2015 年获得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二等奖, 排名第 5。 

(9) 2013 年获得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二等奖, 排名第 8。 

(10) 2011 年获得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地质科技奖金锤奖。 

(11) 2012 年获得侯德封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科学家奖。 

  

4、国内外学术任职 

现任国际矿床成因协会(IAGOD)理事(2016—2024 年), 国际矿床学家协会会

士(SEG Fellow), 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矿床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国际 SCI 期刊《Ore Geology Reviews》副主编, EI 期刊《大地构造与成矿学》编



委和中文核心期刊《矿床地质》常务副主编。 

  

5、负责/主持的项目 

(1)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41925011, 矿床学, 2020.01—2024.12, 

400 万元, 在研, 主持;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1573042, 矽卡岩矿床钨-铜共生分离

机理: 以鄂东矿集区阮家湾和铜山口为例, 2016.01-2019.12, 86.6 万元, 在研, 

主持; 

(3) 科技部 973 计划课题, 2014CB440902, 低温成矿与深部作用的关系, 

2014.01 -2018.08, 464 万元, 结题, 主持;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1372090, 鄂东南地区金井咀斑岩型

金矿成矿机理, 2014.01—2017.12, 80 万元, 结题, 主持; 

(5) 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 201311136, 鄂东南地区矽卡

岩金矿床的成矿模型研究, 2013.01-2015.12, 98 万元, 结题, 主持; 

(6)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 12120113093600, 中国古生代中生

代斑岩-矽卡岩型铜矿成矿背景、成矿过程与找矿方向, 2013.01—2015.12, 750

万元, 结题, 主持; 

(7)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 12101110994, 大型矿集区时空结构

与巨量金属富集机理研究, 2011.01—2014.12, 340 万元, 结题, 主持; 

(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0972054, 长江中下游地区晚中生代

金牛和怀宁盆地双峰式火山岩的年代学和地球化学, 2010.01—2012.12, 48 万

元, 结题, 主持; 

(9) 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课题, 200911007—18, 湖北大冶矽

卡岩型铁矿科学基地研究, 2009.01—2014.12, 90 万元, 结题, 主持; 

(10)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课题, K0902, 

鄂东南铜绿山矿田矽卡岩铜铁金矿的成矿机制和成矿背景研究 , 

2009.01—2011.12, 82.5 万元, 结题, 主持; 

(11) 科技部 973 计划课题, 2007CB411407, 隐伏大矿定位预测理论与方

法, 2007.07—2011.08, 314 万元, 结题, 主持; 

(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40402011, 赣南及邻区晚中生代

基性岩墙群的年代学和地球学特征, 2005.01—2007.12, 26 万元, 已结题, 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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