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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成立“青藏高原大陆动力学研究中心”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日。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青藏科学家们，
和来自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加拿大达霍西大学的国内

外百余名青藏同仁一起，共庆《中国地质科学院青藏高原大

陆动力学研究中心》成立。

中国地质科学院在青藏研究中曾有过辉煌历史，在青藏

高原大陆动力学理论和应用研究领域，中国地质科学院具有

雄厚的基础和积累，有多学科联合作战的实力，有中法、中美

等国际合作的优势，有国内外公认的丰硕成果和青藏研究地

位。

＂中心＂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大陆动力
学研究为主线，前沿性与应用紧密结合起来，服务于资源、能

源、环境和灾害的社会需求。定期组织学术会议，研讨青藏

高原的重大科学问题及发展战略；争取多渠道的项目资助及

青藏高原长期研究的支撑；组织成果发表，大力开展国际交

流与合作，参与国内外竞争；引进新技术，新方法；发展青藏

高原大陆动力学理论，为西部大开发做出贡献。

＂中心＂组织形式为学术群体。由地科院组建，挂靠在地
质所，参加人员包括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矿产资源

研究所、地质力学研究所从事青藏高原研究的人员，参加人

员原隶属关系和岗位不变。

中心的主要组成人员如下，领导小组组长朱立新，成员

侯增谦、王瑞江、龙长兴、高平、叶建良；专家小组组长李廷

栋，副组长郑绵平、滕吉文，成员肖序常、马宗晋、钟大赉、张

国伟、刘嘉麒、陈毓川、卢耀如、赵文津、邓起东、杨文采、金振

民、多吉；中心主任许志琴，副主任杨经绥、高锐、吴珍汉、李

海兵、齐文、王宗秀；办公室主任杨经绥（兼），副主任熊嘉育，

成员张辉旭、苏德辰、迟振卿。联系方式：网址，ｗｗｗ．ｃｃｓｄ．
ｏｒｇ．ｃｎ；联系人，杨经绥、苏德辰；电话，０１０－６８９９９７４３、０１０－
６８９９９６９８；Ｅｍａｉｌ，ｓｕｄｅｃｈｅｎ＠ｃｃｓｄ．ｃｎ；ｙａｎｇｊｓｕｉ＠ｃｃｓｄ．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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