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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对夜晚天空中出现繁多的星星和月亮，曾有过无数遐想，但由于只能够远眺而无法到达，留下

多少遗憾和文学佳作。随着科学与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离开地球，去外行星探索，已经成为现实。并

且，类似古老的地球科学发展历程，形成了一门新的自然科学学科：行星科学，但两者的紧密联系毋容

置疑。尤其，行星科学研究取得的大量新发现和新认识，使得越来越多的地球科学工作者意识到，要了

解地球的起源和各圈层的演化历史，需要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比较行星学研究是其中不可或缺和不

可替代的重要内容之一。

行星地质和化学是传统地质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拓展，主要研究太阳系具有固态表面的天体的物质

组成、地质过程与演化历史。行星地质和化学是地质学、行星物理、天文学、宇宙化学、陨石学等交叉融

合的学科。使用地质学的原理，行星地质和化学通过深空遥感探测、陨石和返回样品分析、数值模拟和

实验模拟等方法比较地球和类地天体，以揭示太阳系天体的地质特征、形成与演化历史。行星地质和

化学研究已为了解生命起源、早期地球演化（如板块活动起源、和大陆起源）、地球系统科学等关键问题

提供了大量新视角，成为当前地球科学的前沿发展点。

近些年，我国在深空探测事业上的高速发展和取得的成就，不仅从月球、火星和小行星返回了海量

的科学数据，还从人类从未造访过的月球地质单元上返回了珍贵的月壤样品，祝融号火星车正在实地

勘测火星地质。与此同步，我国行星地质和化学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两岸四地的多个高校和研究院

所开始发展行星科学，研究内容已初步涵盖了行星地质和化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尽管与其他深空探测

强国相比，我国的行星地质和化学在研究深度、研究人员数量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但可喜的是，越

来越多从事传统地球科学研究的人才开始关注、甚至转入行星地质和化学领域，为这个新兴的学科方

向注入了力量。相信未来几年，随着我国实施更多、更宏大的深空探测任务，会有力促进深空探测工程

和行星科学的发展，促进地球科学领域与行星地质和行星化学的并重发展。

地球科学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了解行星地球的前世今生，服务人类资源、能源和空间探测需求。行

星地质和化学研究不仅是服务我国深空探测战略的关键智库，更是引领地球系统科学范式革命的关键

突破口。尽管目前行星地质和化学与传统地球科学之间依然存在交流不足的断层，但已经引起国内

外地学工作者的重视和改进。为了向我国传统地球科学领域的同仁介绍行星地质和化学的研究内

容和魅力，进一步促进学科交流和融合，《地质学报》特邀请了国内从事行星地质和化学研究的一线

青年研究人员，总结梳理该学科的一些重要科学认识和存在的问题。我们十分期待本专辑收录的２０

篇论文能吸引我国地球科学领域的关注，并可能激发一些思维碰撞的火花，进一步促进我国地球科

学向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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