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员期 同位素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筹）举行揭牌仪式暨李璞先生诞辰 员园园周年纪念会 怨怨

同位素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筹）举行揭牌仪式暨李璞先生诞辰 员园园周年纪念会

圆园员员 年 员员月 猿园日同位素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筹）在广州举行揭牌仪式暨李璞先生诞辰 员园园周年纪念会。会议主要
研讨同位素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筹）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并举行揭牌仪式，同时追思缅怀该实验室的奠基人李璞先生诞辰

员园园 周年。
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兄弟研究所和大学及中科院广州分院的专家和领导对实验室的定位和学科方

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未来发展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徐义刚主任介绍了重点实验室的发展定位、建设目标和“十二五”

规划要点及实验室建设和保障措施等。

李璞先生诞辰 员园园周年纪念会共收到纪念文稿 缘圆 篇，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李璞先生开拓创新的科学贡献，艰苦拚搏的创业
精神，以及热爱祖国、关爱同志的高尚品质等进行了追思缅怀。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和国家相关部委等十余个单位

的李璞生前的同事和学生近百人共聚广州，追思缅怀先生生平事迹和学术贡献，发掘泽被后人的精神遗产，表达秉承先辈遗志

的意愿。会议溯昔喻今，承前启后，取得了良好效果。

附：李璞生平和贡献简介

李璞，员怨员员 年 苑月 员员日生于山东省文登县；员怨猿员 耀 猿缘年在南开中学学习；员怨猿缘 耀 猿苑年在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员怨猿苑 耀
员怨源园年参加抗日活动，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员怨源园 耀 源圆 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学习；员怨源猿 耀 源缘年在西南
联合大学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员怨源缘 耀 源苑年，在中央研究院云南工作组工作；员怨源苑 耀 缘园 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岩石矿物学，
获哲学博士学位。员怨缘园 年 员圆月 耀 缘员 年 远 月在中国科学院院部工作，任副院长李四光秘书；员怨缘员 年 远 月 耀 缘猿 年 怨 月随军进藏科
考，任中央文委西藏工作队队长兼地质组组长；员怨缘源 耀 远远 年在中科院地质所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岩石矿床研究室副主
任，同位素地质研究室主任；员怨远远 耀 远愿年在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兼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室主任。员怨远愿年 源 月
圆远日李璞在贵阳含冤离世，员怨苑愿年 员园 月举行追悼大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员怨缘员 年 远月，李璞率领中央文委西藏工作队随军进藏进行科学考察。工作队历时 圆愿 个月，在高寒缺氧、气候多变的环境下
跋涉了一万多公里，开创了我国西藏雪域高原综合科考的先河。科考工作包括地质地理、农业、社会、医药、语言、文艺等方面，

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彻底改变了以前认为西藏是“不毛之地”的不正确看法，使人们认识到西藏是一片富饶的土地，那里

生活着可爱的兄弟民族。

地质组考察了西藏高原东部的地质发展轮廓，调查了近 员园园 个矿点，发现了 圆园余种有用矿产；绘制了 员押 缘园 万的西藏东部
路线地质图 远幅，员押 猿园园万的西藏东部矿产分布图 员 幅；对西藏东部的地层、岩浆活动、地质构造和矿产资源等地质问题进行了
调查、研究、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学术观点，彻底改变了对这一地区地质认识的空白；对进一步地质调查研究和找

矿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

员怨缘源 年，李璞调到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工作。他以满足国家急需为己任，组建了与基性、超基性岩类有关的国家急缺矿产研
究团队，开展了铬、镍、铂族元素、钒、钛、金刚石、铀等矿产资源研究。员怨缘远年发表《中国已知的几个超基性岩体的观察》论文；
员怨缘怨年提交“关于如何寻找超基性岩及有关铬、镍等矿床一些意见”报告；员怨远猿年完成《全国基性、超基性岩及铬、镍矿》专著。
李璞先生对我国铬、镍矿床产出的地质环境、岩浆建造类型和矿床分类提出了系统的学术见解。远园年代初他参与中科院地质所
铀矿资源寻找工作，并对在南秦岭发现我国三线地区第一个大型硅岩型富铀矿床做出了贡献。

员怨缘远 年，“地质绝对年龄测定”列入国家“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委托李璞负责该项国家任务的实
施工作。经过 猿 年的筹建准备，员怨远园 年在地质研究所正式成立了同位素地质研究室，李璞任主任。

李璞先生汇集了地质学、质谱学、电子学、真空学、分析化学、核物理、核化学、机械制造、玻璃焊接等多学科人才，发挥各自

所长、互相学习、齐心协力，克服了供电紧张和实验器材匮乏等无数困难，建成了我国第一个绝对年龄实验室；通过在中国科技

大学给学生授课、接收学生来实验室实习、指导撰写毕业论文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同位素地球化学专业人才；通过与中科院科

学仪器厂合作，成功仿制了中国第一台质谱计；为在中国普遍开展同位素地质地球化学研究奠定了技术、人才和设备基础。同

时，李璞团队还帮助全国有关部、局、高校培养人才，开展合作研究，携手开拓中国同位素地质地球化学研究的新事业。

李璞团队在 员怨远猿 年发表了我国第一篇基于自测数据的同位素年龄研究论文，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同位素地质年代学的诞
生，开启了中国地质演化史定年的“数字化”新时代，为此法新社进行了专题报道。

李璞先生在学习消化国际地质绝对年龄测定的理论、方法及其地质应用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地质科学和找矿实践的具

体需求，对内蒙南部伟晶岩和变质岩年龄、中国北方震旦纪时代、南岭及邻区花岗岩类分期、辽东半岛地质发展年龄框架等进行

了开拓性研究；对中国重要地质事件和区域地质演化及成矿年龄等地质问题进行了探讨，获得的主要成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

验，沿用至今。此外，李璞团队还测定了西藏希夏邦马峰样品，获得了我国第一个喜山期的年轻年龄数据，该成果至今仍为国内

外学者广泛引用。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于津生、曹裕波、戴 谟、陈毓蔚、朱正强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