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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前身是由新中国成立之初接收民国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

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及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部分人员所组成。毫无疑问，它汇集了旧中国最精华的地

质人才，加之新中国成立后陆续从西方、日本归来专家以及外派苏联、东欧学习和新中国自己培养人才

的加盟，汇聚成中国地质学的“学术世家”，其优良的学术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他们科研、办公的地方就

是本公众号( 2019 年 9 月 8 日) 发布的《请历史记住这栋楼》一文所介绍的北京市德胜门外祁家豁子中

科院园区地 6 楼。正如该文指出:“60 多年来，从这座楼里先后走出了 49 位两院院士和大批科技精英，

他们为共和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和科学事业发展以及优秀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该楼现已被命名为“鸿鹄楼”并立碑记之。本文选择这“大批科技精英”中的一个典型群体———同位素

地质学研究室，回顾其建立、发展过程，以期从另一个侧面来反映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历程; 重

温这个群体成长所体现的深厚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在两个百年历

史交汇点的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爱国主义和科学及科学家精神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

精神财富，希望能够传承下去并得以发扬光大。

中国同位素地质学发展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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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

中国科学院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

六十多年来为中国科学院及其相关研

究所及院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

才，大多成为今日我国科教界的栋梁

之才，其 中 不 乏 八 十 多 名 两 院 院 士。

但在现今的中国地学界，却很少有人

还记得地处北京市德胜门外祁家豁子

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那是当年

德胜门外庄稼地中唯一的六层高楼) ，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百业待兴的背景

下，撑起了刚处萌芽阶段的中国同位

素地质学大半个江山，培育出的众多

同位素地学人才现已遍及于全国各个

院所、各个行业，真可谓之是我国同位

素地质学的摇篮。今日每每回忆起当

时创业的场景，大家几乎都会同时发

问，地质所为何，又怎么样能成为养育

这么多 专 业 同 位 素 地 质 学 人 才 的 摇

篮，而且它的影响还延续至今，绵延不

绝，这又是何因。

同位素地质学摇篮的

“硬核”是怎样炼成的

事情还得从 65 年前说起，1956 年

我国开始制定建国后首个科技发展规

划，即《1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简

称《规划》) ，其中特别提出了原子能和

平利用等 12 个重点任务。《规划》对

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

8 个基础学科做出了系统的规划，并特

别提到“地球化学、沉积学、水文地质

学、工程地质学以及石油地质学的基

础更为薄弱，必须从各方面努力，以期

能逐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规划中

的第一项重点任务“原子能的和平利

用”中强调了“必须研究和推广放射性

同位素在科学研究、工农业生产及医

学上的应用。”在此前后，地质研究所

领导侯德封先生等，作为中国科学代

表团的成员访问了前苏联，他们参观

了苏联 科 学 院 相 关 研 究 所 及 高 等 院

校。回国后依据十二年发展规划的相

关内容，中国科学院领导对地学领域

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机构调整和学科重

建，当时地质研究所侯德封所长协同

地球化学家、矿床学家涂光炽和岩石

学家、同位素地质学家李璞等一批中

国地球科学家，为配合原子能事业发

展需要和填补空白学科，胸怀宏略，抓

住良好时机，提出组建以同位素地质

年代学为主的同位素地质实验室以及

核子地质与铀矿地质研究组。同时先

后派出多批次不同专业( 的) 人员前往

苏联各院校及科研院所学习，其中包

括本科大学生，攻读副博士级研究生，

以及更多以同位素地质专业为目标的

进修生。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为了

配合两弹一星培养人才的目标，举全

院之力，以“全院办校，所系结合”为方

针，于 1958 年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所有系科专业都被划为保密级别;

地质研究所为此与化学研究所 ( 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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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院士) 合作，筹备组建了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系，当年

即开招了第一届学生。同时也计划自

苏联进口以质谱计为主的大中型同位

素分析仪器。自此，在我国吹响了向

同位素地质学进军的号角。上述决策

以及相关规划的实施整整走在了国内

其他部门之前十年! 1958 年，在中国

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岩石学矿物学研究

室内成立了同位素年龄研究组，由李

璞先生兼管，首先开展研制为年龄测

定专用的质谱计，后因分辨率及精度

所限未能投入使用。同时与北京玻璃

厂合作，吹制 K-Ar 法所需的真空活塞

和玻璃系统。1959 年底，在上述基础

上扩大任务及人员编制，改编为地质

研究所第 13 室，后改称同位素地质研

究室，分为 K-Ar 实验室、U-Pb 实验室

和地质组共三组，研究室由李璞领导。
组成成员主要来自前苏联及东德 ( 德

国统一前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学习

归来和国内著名大学物理、化学、地质

等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数十人。我们

可以展开详细清单看看当时专业人员

队伍的阵容: ( 1) 研究室主任，也即领

军人物，李璞先生，西南联大地质地理

气象学( 学，删去) 系毕业，英国剑桥大

学岩石学博士，1950 年回国后历任中

国科学院李四光副院长秘书，首个中

央文委、中国科学院西藏工作队领导

( 队长) ，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祁连山科

考队领导，岩石学矿物学研究室主任

等 职。 ( 2 ) 几 个 专 业 组 的 组 成———
①质谱组，组长邱纯一，北京大学核物

理专业毕业，莫斯科苏联科学院维尔

纳斯基 分 析 化 学 地 球 化 学 研 究 所 进

修。成员: 张翼翼，德国科学院莱比锡

物质物理研究所进修; 洪阿实，南京大

学核物理专业毕业; 黄承义－西安交通

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 崔雄龙－吉林大

学物理系毕业; 毛存孝－西北大学化学

系毕业。②U-Pb 组，组长陈毓蔚，复旦

大学化学系毕业，莫斯科苏联科学院

维尔纳斯基分析化学地球化学研究所

副博士毕业。成员: 王俊文，四川大学

化学系毕业，莫斯科苏联科学院维尔

纳斯基 分 析 化 学 地 球 化 学 研 究 所 进

修; 刘菊英，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 桂

训唐，北京地质学院( 现为中国地质大

学－北京，下同) 放射性矿产系毕业; 卢

伟，南 开 大 学 放 射 化 学 专 业 毕 业。
③稳定同位素组，杨凤筠－苏联列宁格

勒矿冶学院副博士毕业; 王丽之，苏联

莫斯科大学地质学系毕业; 潘曙兰，北

京大学化学系同位素化学专业毕业;

裘秀华，北京大学化学系同位素化学

专业毕业。④K-Ar 组，组长戴橦谟，厦

门大学化学系毕业，莫斯科苏联科学

院维尔纳斯基分析化学地球化学研究

所进修。成员有: 卫克勤，前苏联第涅

波彼得 罗 夫 斯 克 矿 业 学 院 地 质 系 毕

业; 张梅英，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系

毕业; 徐淑琼，北京地质学院普查系毕

业。⑤地质组，组长欧阳自远，北京地

质学院毕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子

核物理系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进修。成员有: 于津生，北京地质学

院毕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子核物

理系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进

修，中国科学院中苏合作项目负责人;

朱正强，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毕业，莫

斯科苏联科学院维尔纳斯基分析化学

地球化学研究所进修; 王联魁，苏联科

学院矿床地质岩石矿物和地球化学研

究所副博士毕业; 肖仲洋，莫斯科苏联

科学院维尔纳斯基分析化学地球化学

研究所副博士毕业; 钟富道，重庆大学

地质学系毕业; 范嗣昆，长春地质学院

普查系毕业，莫斯科苏联科学院维尔

纳斯基 分 析 化 学 地 球 化 学 研 究 所 进

修; 夏明，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毕业;

张玉泉，长春地质学院 ( 现吉林大学，

下同) 毕业; 程学志，长春地质学院毕

业。更应强调和补充的是，上述所有

专业人员都是清一色的党团员，这是

对专业人员的政治标准要求。而同位

素地质研究室所在的大楼二层西侧走

廊上专门加配了进出大门，实行“封闭

式”管理。这一方面保证了宁静的科

研环境，另一方面也拷贝了原苏联安

全部门“克格勃”对保密单位的管理模

式，连从苏联进口质谱计( MN-1305) 的

说明书都被保存于地质所资料室，以

保密文档标准管理。这样一份名单，

再加上 20 世纪 60 年代初国内唯一专

业科班培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

化学和稀有元素系同位素地球化学专

业前三届本科生毕业后的加入，以及

一些送 至 专 门 机 构 培 训 的 工 匠 级 技

师，如拜中科院半导体所玻璃名师吴

天恩为师学习吹制技术的金铭成，派

杨学昌在北京地质学院进修学习地质

选矿专业技术等。从上述人员的学习

背景来看，除了在当时唯一能送出国

留学苏联及东德 ( 德国统一前的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 培养外，国内院校几乎

是清一色今日之“985”和“211”名校相

关专业培养出来的。这样以当年“海

归”人员为主、专业配置齐全、“红专并

进”、人才济济的团队就是在六十多年

后的今天，恐怕也难有研究院所可与

之相提并论。与此同时，从前苏联进

口的几台质谱计先后到所，经过安装、
调试投入使用。其中包括从前苏联进

口的质谱( MN-1305) 2 台，由冶金部从

联邦德国生产的 Atlas-MAT( 现为 Ther-
mo Fisher 公司) CH-4 型质谱计，之后

又购置国产的 ZHT-1301 质谱计，以及

从德国进口 MAT-230 质谱计; Ar 析出

器、静电计、重水测定器、火焰光度计、
偏光显微镜、能谱、γ-探测仪、磁性选矿

仪等。另还专门设立了选矿车间、玻

璃车间。这样的硬件配置，在当年绝

对是“豪华”阵容。

同位素地质学摇篮的“内核”
是怎样炼成的

显然光有人员及仪器设备这样的

“硬核”是不够的，还要有严密组织，有

科学目标和科学部署，有纪律，有战斗

士气，有创业激情…，所有这些，在李

璞先生领导下的同位素地质研究室竟

然全都具备。
李璞先生一生堪称传奇，他出生

在民国 初 年 富 有 行 侠 传 统 的 胶 东 大

地，因家道中落，15 岁即辍学，于是小

学教员，盐场工人，图书馆工友，什么

都干过。在自强不息信念坚持下，通

过半工半读及熟人介绍帮助终于考入

南开中学，期间又历经“九一八”事变

及天津“一一·八”天津事变，去南京

请愿要求抗日等变故，并在地下党影

响和领导下积极参与抗日宣传，劳军

救护等活动。几经波折，1935 年在同

学父亲资助下，读完南开高中，并考入

清华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同年，

“一二·九”运动爆发，他积极参与，并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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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及去天津

活动，介入刚开始的“一二·一六”运

动。1937 年“七七”事变后，在地下党

安排下短期参加抗日军队工作，后受

党派遣前往陕西多地开展抗日宣传活

动。1938 年 5 月，则直接奔赴延安进

入抗大五期学习。1939 年春，抗大毕

业后分配之陕西蒲城等地开展抗日活

动，后由 党 组 织 决 定，回 西 南 联 大 复

学，至清华毕业。之后他还先后在昆

明地质调查所、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

等处任职，1947 年考取公费留学去英

国剑桥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期间

他参加了英国剑桥反战同盟，中国学

生会及科协等工作，并任剑桥分会主

席。前已所述，李璞先生 1950 年回国

后先是担任中国科学院李四光副院长

秘书，然后被点将出任西藏和平解放

后首个中央文委、中国科学院西藏工

作队领导，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

连续在西藏野外考察达两年半之久。
回京后又投入地质研究所组织的祁连

山科考队工作，及任地质研究所岩石

学矿物学研究室主任。李先生 1958 年

接受筹 建 同 位 素 地 质 实 验 室 任 务 之

后，为了尽快完成从一个传统岩石学

家到同位素地质学家的身份转换，他

不舍昼夜，在办公室内支起了折叠的

帆布床，每天在处理完日常工作后，夙

夜秉烛攻读同位素专业方面的经典专

著及相关国际研究论文。他与侯德封

所长、涂光炽副所长向来熟识，工作配

合密切无间，故虽然因经验与物质不

足等历史条件制约，但还是连续打胜

了好几个时称“淮海战役”的筹建及发

展硬仗，在短时间内建成了我国第一

个专业完整的同位素地质研究室，20
世纪 60 年代初首批成果发表后即被法

新社报道，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能

在如此 短 期 内 建 成 实 验 室 并 取 得 成

果，首先要归功于李璞先生在实验室

建立之初就确立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研究室的主导思想是同位素地质，以

核物理及核化学为基础，广泛开展放

射性与稳定同位素的分离与测量; 研

究元素在地壳发展不同阶段的分异;

衰变、聚变和裂变过程的变化产物，及

其在不同地质建构中的丰度分布; 解

决成矿成岩元素的来源、动态及形成

的条件; 解决海洋沉积速度; 测定古生

物、地壳与陨石的年龄……目的是为

了解决我国矿产资源的探寻和开拓新

资源，进一步揭示元素变迁与演化的

联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先是集

中力量建立起 K-Ar 与 U-Pb 实验室，并

积极创 造 建 立 稳 定 同 位 素 方 法 的 条

件; 坚持同位素地球化学的基础研究，

并兼顾铀矿地质、核然料分析等应用

研究课题。同时还具体明确了 1962 年

之前的主要任务是“掌握多种同位素

分析技术，从而结合我国稀有元素矿

床研究和地史研究，承担全国各地年

龄测定任务”。这样既设定了战略布

局，又有步骤地有节奏地展开各个战

役阶段的工作，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其次，李璞先生高度重视并化大力气

抓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同位素研究

室汇集 了 物 理、化 学、地 质 等 专 业 人

才。研究室通过多渠道派出占国内同

行最高 比 例 的 人 员 出 国 学 习、培 训。
在李璞先生带领下，研究室通过各种

专业人员互教、互学提高同位素地球

化学所要求的多学科交叉基础知识和

理论水平。他要求研究人员掌握多门

外语，并一起大量调研国外文献，了解

国际前沿研究水平与动向。李璞先生

还十分重视来自中学生和转业军人技

术队伍的培养，亲自带他们去有关单

位学习或野外实习。同时，李璞先生

从建室伊始就非常重视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系同位素地

球化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

亲自教学和指导实习，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地球化学系同位素地球化学专业

前三届本科生实习及毕业后加入同位

素实验室，其中许多后来成为我国同

位素地球化学研究第二梯队的骨干力

量，如 谢 鸿 森、王 连 芳、陈 江 峰、陈 道

公、段玉成，胡霭琴、彭子成、王松山、
王先彬、李彬贤、卜国斌、万国江、王义

文、伍勤生、许荣华、杜安道、陈文寄、
胡振铎、朱炳泉、吴家弘、夏毓亮、易维

熙、张淑坤、张忠奎、林祥铿、侯茂生、
宋贯一、刘顺生、周新华、陈才登、范彩

云、李曙光、梁卓成、林瑞芬、乔玉楼，

王文懿、施泽恩、薛啸峰、支霞臣、穆松

林、张宗清、胡敬华、伍硕、黄依悌、储

雪蕾等。第三，如前所述，中国科学院

有关建立和发展同位素地质学科的决

策以及相关规划的实施，整整走在了

国内所有其他部门之前至少十年，而

授命领衔的李璞先生又是一位禀赋优

异、文武兼备、学术经验丰富的领军人

物，从建室开始在实际管理上，李璞先

生就秉承“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以己之

长广纳同行”的思想，真正实现了现今

国际上开放实验室的管理模式。这必

然吸引国内正在筹建同类实验室或发

展质谱测定实验技术的单位各类专业

人员前来学习、进修和交流，因此实验

室的流动人员最多时在二十人以上，

超过本室研究人员的一半，这在现今

的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也 是 少 见 的。第

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李璞先生

作为第 一 代 海 归 爱 国 知 识 分 子 的 典

范，学风一贯严谨，求实治学，严于律

己，身先士卒，品德高尚，坚守初心，矢

志不移。他坚持作为基础研究国家队

学术上剑桥式的严格管理，以保证学

术质量; 谨 慎 对 待 成 果，谦 虚 对 待 成

绩。在困难时期，带头克服缺电、缺氧

气等实验困难，发扬自力更生，自强不

息精神，迎难而上，更是以个人工资、
粮票无私帮助实验室有困难的人员。
这种崇高和无私精神极大地鼓舞及感

染了实验室的每位成员，上下齐心，促

成了同位素地质学这一新学科在我国

的早日建成。无疑，这是一支特别能

吃苦的部队，更是一支特别能战斗并

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部队!

同位素地质学摇篮———
香飘四海、桃李满天下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1966 年原地

质研究所分所搬迁贵阳之前，全国各

高校、科研、产业系统各单位派至同位

素地质研究室学习、进修及合作的专

业人员计有: 原地质矿产部地质研究

所( 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
质力学研究所) 张自超、白云彬、庞文

萱和张振海; 二机部三所( 现核工业铀

矿地质研究院) 李喜斌和李雪萍; 冶金

工业部北京地质所 ( 现为桂林冶金地

质研究院) 陈民杨、霍卫国、刘杰仁、李
纯生、袁鹤梅、郭陀珠、藏贺平; 北京大

学地质学系佟伟、徐步台、丛福增; 南

京大学地质学系方中、王土耕; 长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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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学院( 现为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林尔为; 江苏地质矿产局南京地质矿

产所李坤英; 湖南地质矿产局刘树林;

以及中科院兰州地质所、石油部无锡

测试中心、中科院半导体所、中科院大

连化学物理所、中科院沈阳金属所等

十多家单位二十多人。从中可见当年

同位素地质“摇篮”盛况之一斑。特别

要强调的是，在同位素地质研究室建

立及发展的过程以及实施开放实验室

管理模式中，李璞先生抓住历史机遇，

提出了合作共建实验室发展同位素测

试新方法，这是另一种重要的开放形

式。1961 年第四季度，当时的冶金工

业部调 配 给 冶 金 部 北 京 地 质 研 究 所

( 现为桂林冶金地质研究院) 一台从联

邦德国进口的 Atlas-MAT CH4 型质谱

计( 现 Thermo Fisher 公司) ，并派陈民

杨前往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同位素实验

室学习。李璞先生适时提出由双方组

建跨部门联合实验室的建议，并指出

在同位素地质学的诸多方法中，稳定

同位素方法更符合冶金地质系统勘查

图 1 2006 年 6 月 16 日，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四十周年所庆时，同位素“军团”合影于会场

( 贵州省委大礼堂) 。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 后右 4) 参加活动

矿产工作的需求，合作应以建设稳定

同位素实验室为主要目标，从此开拓

了我国尚属空白的稳定同位素地质研

究领域。双方于 1962 年 6 月签署了成

立同位 素 地 质 联 合 实 验 室 的 合 作 协

议，与冶金部地质所合作建立了我国

第一个硫同位素实验室。为加速技术

干部的培训，冶金部北京地质研究所

陆续选派多人到联合实验室学习、工

作: 1962 年 11 月选派霍卫国、刘杰仁

( 质谱) ，1963 年 1 月选派李纯生( 制备

SO2 ) ，1965 年 4 月选派藏贺平( 玻璃真

空系统焊接制作技术) ，1965 年 7 月选

派袁 鹤 梅 ( 钾 － 氩 法 年 龄 测 试 ) 等。
1962 年 8 月质谱仪器转运至中国科学

院地质研究所，标志着联合实验室正

式运行，1963 年 3 月仪器安装、调试完

毕，4 月即开展了铅同位素组成分析方

法研究，对采自我国各地的 29 块方铅

矿标本进行了铅同位素组成测定。此

项工作发表在《地质科学》1964 年第 2

期上，这是我国铅同位素地质研究的

第一篇论文。1963 年 6 月“硫化矿物

中制备供质谱分析用的 SO2 样品的分

离方法实验研究”和“SO2 中硫同位素

组成的质谱分析方法研究”等研究成

果相继问世。

上述前往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

所同位素地质研究室进修、学习的合

作研究人员均系所在单位的专业领导

和骨干，他们学成返回本单位后，很快

建立及发展了相应的方法技术，特别

是进一步在各自专业领域开发了相应

的应用研究，使同位素地质学的研究

领域得以拓展。同时这些我国同位素

地质学第一代骨干人才，在各自系统

内又 陆 续 培 养 了 一 代 代 新 人。可 以

说，今天全国各系统同位素地质年代

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实验室的不少骨

干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受益和受惠于这

一上世纪“古老”摇篮的培育，同时由

李璞先生领头建立的同位素室的学术

模式、思想方法和拼搏奉献精神等优

良传统得以传承和发扬，真可谓同位

素地质学摇篮精神香飘四海，桃李满

天下! 历史赋予了这些精神和传统特

殊的意义，在今天也具有强悍的时代

感召力，“李璞精神”不正是当年同位

素地质研究室这一群体所形成的核心

精神的高度概括吗? 胸怀家国的使命

担当，艰 苦 奋 斗、追 求 卓 越 的 奉 献 精

神，团结协作、开放兼容的胸怀气度!

这大概就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同

位素地质研究室之所以能成为上世纪

这一新兴学科领域培育成长摇篮的核

心精神力量! 这种精神及其衍生的物

质力量，如学科内涵，团队组合，及其

在地学界的位置与作用，正影响着一

代代的后来者。今天在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

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西安地球环

境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与

空间科学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

究院油气资源研究中心，国家天文台

月球与深空探测中心，天津大学表层

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等的相关实验室

你都 可 能 看 到 众 多 似 曾 相 识 的“身

影”，是的，他们都体现了来自一个甲

子前这一共同的基因，经常被笑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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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华等: 中国同位素地质学发展的“摇篮”

图 2 悬挂于同位素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大门的李璞先生纪念铭牌

图 3 2011 年 11 月 30 日，同位素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揭牌暨

李璞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上同位素地质学“摇篮”成员合影

图 4 2016 年 9 月 4 日，贵阳地球化学所五十周年所庆，三代同位素人聚集

金阳新园区，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到会( 右起: 胡瑞忠、周新华、
丁仲礼、江邦杰、陈毓蔚、郭丽芳、朱炳泉、李献华)

“粉末地质学”的领域。正是他们，无论

是“硬件”还是“软件”，构成了今天许许

多多冠以新名称领域的生力军及主力

军，如岩石圈、深地多圈层、全球变化、
宜居地球、深空与行星科学、战略稀缺

金属资源、深海探测… 乃至地球系统科

学。无论归属何处，同位素地质学以及

同位素地球化学实验室也始终是所在

单位科研的核心及中坚力量。正如星

际航行的先驱者齐奥尔科夫斯基所言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

远住在摇篮里”。然而无论今天我们在

探索深空、深海和深地的征程上能行走

得多远，当回首往事时，却永远也不会

忘记德胜门外祁家豁子这座同位素地

质学的摇篮! “纵然行走半生，归来仍

是少年”，这就是从同位素地质学摇篮

里走 出 来 一 代 代 后 来 者 不 变 的 精 神

风貌!

致谢: 衷心感谢叶大年先生

多年来对我国同位素地质学地球

化学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对中国科

学院同位素地质学早期发展史回

忆录编写的关注、建议和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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