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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地大科研氛围 

——中国地质大学分营营员参观国家重点实验室 

（通讯员 王超、栗志强、於磊）7 月 13 日，为了让营员更加直观、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地球

科学的相关知识，中国地质大学分营特安排了

实验室参观活动，参观内容包括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生物地质与环

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地质过程与矿产资

源国家重点实验室。 

下午三点，志愿者组织营员分组参观了资

源学院、地学院和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

点实验室。营员们不仅聆听了专业老师对学

院、实验室的详细介绍，而且还重点走访了构造与油气资源实验室、矿石学实验室及采油工

程实验室、显微镜室、构造园、矿物园、有机地球化学室、显微结构室、Micro—CT 室等。 

营员们首先参观了地质微生物实验室Ⅱ，据实验室老师讲解，本实验室主要研究的是砷

元素等相关微生物在地球化学方面的循环、迁移和转

化。期间，老师为同学们重点讲解了电泳仪的使用、

LB 培养基以及 DNA 片段的相关知识。随后，大部队

继续前进，接下来参观的是显微结构室，在老师的耐

心讲解下，同学们

了解到该实验室

以二、三叠纪的海

象和陆象为研究

对象，并发表了有关二、三叠生物大灭绝的论文，论述到

海水升到致命高温导致三叠早期生物复苏迟缓。在了解知

识的同时，实验室老师也给同学们了一次动手实践的机会，在八楼微生物室，老师引导同学

们分别做了微生物室培养细菌实验和硫酸还原菌产生硫化氢气体的实验。由于实验需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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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大概 24 小时，老师提示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于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来观察实验结

果。 

下午四点，参观完第一个实验室后，

同学们兴致勃勃地前往八角楼报告厅，在

报告厅，老师给营员们做了一次系统的实

验室介绍。他分别从实验室基本情况、研

究水平与贡献、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平

台建设与技术创新、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开展

科普工作情况等六个方面进行详实的讲解。随

后，同学们观看了重点实验室介绍片。 

大约五点半，工作人员带领营员们参观了地

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点走访参

观了地球深部研究实验室，电热离同位素质谱实

验室等。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气

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气体稳定同位素比

值质谱仪、热电离同位素质谱仪、场发射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等先进科研仪器让营

员们深感科研工作的深奥，营员们兴趣浓

厚，不断有营员向讲解老师提问和交流。

在 3D 虚拟现实演播大厅，实验室老师给

营员们讲述了 3D 成像原理，并播放了 3D

影片营员们热情高涨。 

整整一天的参观，营员们虽然很疲惫，但兴趣依然浓厚。营员覃遥告诉记者，她今天感

触最深的是感觉自己目前所学的东西太少了，有很多知识还有待将来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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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专家讲座，领悟科学奥秘 

——记谢树成教授与章军锋教授专题讲座 

（通讯员 吕金凯）为进一步激发同学们对地球地质科学的兴趣，使大家对相关知识有更加

深入的了解，7月 13日上午，在我校逸夫博物馆报告厅，谢树成教授和章军锋教授先后为

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讲座。 

（一） 

八点三十分开始，谢树成教授首先进行了

题为《小小微生物诉说地球大灾难》的专题讲

座。谢教授现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

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973计划项目”首

席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青年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中国青年科技奖、

黄汲清青年地质科技奖、侯德封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科学家奖。先后担任 SCI数份期刊的

副主编、顾问委员和编委。 

谢教授的讲座分为“创造地球历史的草根微生物”、“幸灾乐祸的微生物：动植物大灭

绝”、“知水深通古今的微生物：全球气候变化”、“野外工作的苦与乐”四部分。首先，

他通过地质微生物的两个特点阐述了研究地质

微生物对了解地球环境演变和地球系统的重要

作用，涉及了化石、微生物--矿物相互作用、

纳米导线、趋磁细菌等知识，指出由于技术方

法需要突破而导致此类研究有一定难度，并对

学科发展趋势进行了大致介绍。 

在第二部分，他以 2.5亿年前地球上最大

的动植物灭绝之谜为背景，深入浅出，指出“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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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地质年代是关键，要建立全球的对比标准”，从蓝细菌和碳循环的相关性、特提斯碳同

位素两幕负偏的可对比性等方面，发现了 2.5亿年前两幕式动物大灭绝，提出地球内部因素

造成 2.5亿年前两幕式生物大灭绝，从而发现微生物活动与火山作用有很好的时空联系，进

一步提出火山活动是造成微生物变化和生物大灭绝的主要原因之一。最终得出结论，微生物

见证了 2.5亿年前动植物大灭绝的形式和原因，从而对外星体撞击说提出了质疑！其间，谢

教授还介绍了我国地质学可载入史册的突破性进展——建立浙江长兴煤山“金钉子”，细胞

膜脂类微生物的获取过程和柱色谱分离过程以及相关仪器等。 

第三部分，他从古水文是全球气候

变化研究的关键和难点入手，以长江中

游古水文为例，重点讲解了泥炭地好氧

细菌与水位的关系，指出古水文对流域

古文明变迁的重要影响，并通过对大九

湖泥炭地古温度和古水文的综合研究，

论证了温度之间的状态转变造成极端水

文事件增加，干旱加强。之后，谢教授

通过分享野外实习、考察的艰险与乐趣，

与知名校友的合影等，向大家提出了殷

切期望和谆谆教诲：“地质工作是艰苦的，只有不畏艰险的人，才能揭开大自然的奥秘；地

质工作是快乐的，只有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能欣赏大自然的无限风光！” 

在随后的交流环节，营员们争先恐后地举手提问，比如“如何排除外在因素对水位变化

的影响”、“微生物爆发的其他形式及原因”、“能否用微生物来阻止生物大灭绝”、“目

前是如何研究地质微生物”等，谢教授都耐心细致地逐一作了解答。因时间关系而未能提问

的营员更是对返座休息的谢教授“穷追不舍”，围在周边继续请教并与教授讨论。 

（二） 

十点整，章军锋教授的讲座《“地球科学”之高温高压实验》正式开始。章教授现为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及博导，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地质学博士，湖北省楚天学者，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4 年工作以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四项，目前担任国际岩

石圈计划第四工作组副主任，《地球科学》英文版副主编、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第七

届实验矿物岩石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湖北省自然科

学一等奖、全国百篇博士论文优秀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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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围绕“Why、How、For What、What”即为什么、

怎样进行、目的及高温高压试验是什么而展开。首先，章

教授通过分析地球内部结构及其高温高压特点，说明地球

内部物质无法被直接观测，现代高温高压实验技术可在相

对真实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直接模拟地球深部的动力学

过程，相当于深入地球内部的“放大镜”和“显微镜”，

是当前我们了解和探索地球内部结构、构造和动力学过程

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紧接着，章教授介绍了静态高温高压地学实验研究现

状、世界先进水平的静态高温高压实验装置、第三代同步

光源辐射中心及同步辐射光源的工作原理和应用实例、动态高温高压地学（流变学）实验研

究现状及其技术发展、美国著名高温高压实验室、D--DIA高压变形装置；此外还有中国高

温高压流变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及相关实验室和实验设备、我校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等，从而

解答了怎样进行研究的问题。 

在后两部分，他阐明了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地球内部物质组成和结构；地球动力学过

程（岩浆作用、地震、相变和反应）模拟；岩石和矿物物性（流变强度、地震波速、导电性、

导热性等）；岩石和矿物的变形机制。其中着重讲解了前两个目的。其间涉及了后钙钛矿的

发现及意义、静态下熔体在地幔的分布、变形条件下地幔熔体的联通、动静条件下材料性质

的决定因素、俯冲带地震、浅源地震的研究结

果和基本认识、脆性破裂、高压熔融和脱水致

裂的实验证据、描述地震宏观运动和旋回的弹

簧——滑块模型及经验数学模型、美国

Parkfield 实验讨论长期地震能否预测等知识。 

随后，章教授指出高温高压地学实验我们

国家的高温高压地学实验研究技术和仪器水平

相对国际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目前正在迎头

赶上，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很大，希望有志于这一方面科学研究的同学能到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来进一步学习和深造。大家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最后的交流环节，营员们的热情有增无减，提问的问题有“芦山地震是否可看做汶川地

震的余震”、“相比于上天、下海，‘入地’是否遇到了发展的瓶颈”、“过多的地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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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对地震的发生有无影响”、“能否用仿生技术预测地震”等，更有一位带队老师向教授

提问“张衡都发明了地动仪，现在为何不利用探测针或卫星来进行地震预警”，章教授回答

说类似的尝试已经在做，但在技术和成本方面仍存在较大难度。此外，章教授还强调，不要

把老师的话当作真理，要打一个问号，因为他的回答随时可能会被后来的理论和实验推翻。

身为科学工作者，既要联想，又要脚踏实地，要讲究证据，要有一套完备的理论，但不能过

分联想，这是科学相比于其他行业的区别。本次专题讲座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古生物研究和矿物的识别 

——走近一班科研活动 

7 月 13 日，武汉进入三伏天的第一天，入夜时分，天气仍很闷热。不过，闷热的天气

还是阻挡不了学生们求知的欲望。晚上7点整，地大西区主楼716教室里正式开始具有地大

特色的古生物研究和岩石矿物的识别课程。 

一进教室，扑入眼帘的便是桌上

整齐的岩石标本。对于这些高中生们

来说，岩石标本在以前只存在于博

物馆里，被厚厚的玻璃所阻挡，如

今，标本直接展露在自己的眼前，

而且可以亲自研究，兴奋好奇之感

溢于言表。 

课程开始，主讲人对矿物岩石

学进行了 PPT 的讲解，学生们认真

记录着笔记。讲解的内容比较超出学生们平时的所学知识，但是后来的实践活动促进了学

生对矿物岩石的了解。在实践过程中，学生们积极主动地提问题。学生们对矿物石有一些

基本的知上的了解，但在如何区分上还是存在障碍，因此有学生提问“石英和玻璃的区别

是什么？”对此，负责人通过对各种地质知识的详细解释为学生解答。同时，部分对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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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有些许了解的学生们提出了“矿物学与结晶学的区别”的问题，在负责人的详尽

解释下，学生们获得了更全面、更专业的知识，也使自己对地质学更加感兴趣。在学生们

参与实践过程中，带队老师也对地质学产生了好奇心，不耻下问，向还在大学读书的志愿者

们提出了“自家瓷器为何掉色”

的问题，为此，志愿者们同样细

心解答，并与老师进行了交流。

整个过程热闹而有意义。 

第一轮的实践过后，学生们

进行互换交流过程，这使大家在

短时间内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在

课程结束后，学生们都表示受益

匪浅。 

 

 

 

杨辰利（四班四组生活志愿者） 

感言：身为此次科学营的生活志愿者，感触最深的是

辛苦，是的。每天陪伴这群花季青少年，每天安排他

们的日常活动、食宿，在这炎炎夏日流了很多汗水，

但是，换来的是带队老师的肯定与奖励，印在心中的

是每个孩子们灿烂的微笑，虽然我们相识的时间很

短，但是作为生活志愿者真正走进了孩子们的内心，

与他们一起畅谈，一起说笑。我想，汗如雨下，但欢乐的点点滴滴留作记忆，一切足矣。 

 

郭超（五班一组生活志愿者） 

感言：去年参加过地大首届科学营的志愿服务工

作，今年我又来了。七天的营期进行到第三天，

说实话，早出晚归的确实比较累，但是我喜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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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志愿服务工作，喜欢和全国各地的高中生交流，和他们成为朋友，喜欢向未来的学弟学妹

们介绍我们的地大，介绍武汉。所以，累并快乐着的感觉也挺好。 

我知道这一周我们的志愿者都是地大的主人，所以，我们的热情比武汉的天气更热情！ 

 

孙霜霜（一班四组生活志愿者） 

感言：通过此次夏令营活动，我有幸参观了

国家重点实验室，近距离感受了大师的风

采，更加了解地大，热爱地大，深切地感到

了作为一名地大学子的自豪与骄傲。此外，

每日朝夕相处，弟弟妹妹的热情活力，聆听

讲座时的专注，提问时的积极踊跃，参观实

验室时的好奇无不感动着我。弟弟妹妹们不

一样的夏天也是我的不一样的夏天，这个夏

天，我累并快乐着，收获着！  

 

黄聪聪（二班三组生活志愿者） 

感言：经过这两天充实的活动，我体会到了一

个志愿者的辛苦与快乐。武汉的太阳很热情，

不过对科技充满好奇的学弟学妹更加热情。看

着活泼的孩子们对仪器的原理提出一次次疑

问，对实验跃跃欲试，一身的疲惫全都烟消云

散。枝江一中的同学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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