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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基本情况

1. 实验室名称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学科(领域)分类

学科(领域)：海洋科学

3．依托单位

中国海洋大学

4．主管部门

国家教育部

5．实验室主任

翟世奎

6．通讯地址

青岛市松岭路238号

26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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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工作纪要

（一）组织机构和学术委员会换届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2010年实验室顺利实现组织机构和学术委员会换届，现已

经教育部及中国海洋大学批准。

1、实验室组织机构

主 任：翟世奎

副主任：赵广涛，李三忠

秘 书：褚忠信，裴建新

2．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组成名单（共 17 人）

姓 名 职 务 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刘光鼎 主任 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质地球物理所 海洋地球物理

秦蕴珊 副主任 院士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海洋地质

李庆忠 副主任 院士 中国海洋大学 地球物理勘探

张国伟 委员 院士 西北大学 构造地质

金翔龙 委员 院士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海洋地球物理

李 阳 委员 教授、博导 中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 石油地质

张国华 委员 教授级高工 中海石油有限公司上海公司 海洋地质

张洪涛 委员 教授、博导 中国地质调查局 海底矿产

刘保华 委员 教授、博导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海洋地球物理

张海启 委员 研究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 海洋地质

张训华 委员 研究员、博导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海洋地球物理

杨胜雄 委员 研究员、博导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海洋地质

李铁刚 委员 研究员、博导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海洋地质

翦知泯 委员 教授、博导 同济大学 古海洋学

方念乔 委员 教授、博导 中国地质大学 沉积学

李广雪 委员 教授、博导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地质

翟世奎 委员 教授、博导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地质

注：根据教育部规定：① “学术委员会由国内外优秀专家组成，人数不超过 15人……。中

青年学术委员不少于三分之一”；② “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年龄不超过 70岁，……。③ “每次换

届更换人数不少于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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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项目和经费

实验室在研各类科研项目158项，经费8150万元，包括：

973及重大专项课题 8项 1427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5项 645万元

863项目 6项 1077万元

908项目 5项 363万元

省部委项目 17项 731万元

横向项目 89项 3741万元

开放实验室基金 10项 100万元

其他 7项 66万元

总计 158项 8150万元

图1. 实验室在研各类科研项目经费所占总结费的百分比。



7

（三）科技成果

1.学术论文

实验室共发表学术论文91篇，其中SCI和EI收录55篇（见附表2）。

2.专著

实验室共出版专著和译著3部（见附表2）。

3.专利

实验室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实用新型专利共12项（见附表3）。

4.获奖

获山东省科技成果二等奖（自然科学）1项，山东省教学成果奖2项。

（四）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1. 队伍建设

新引进博士3名。出国进行科技合作1名，出国短期学术研修1名。

2.人才培养

研究生培养：本室固定人员和客座人员承担研究生教学工作，共担任研究生课程

16门，累计864个学时。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57人,其中，博士研究生16人，硕士研究

生41人（见附表5）。同时为研究生开展相关的专业思想和教育讲座。本科生培养：

本室固定人员承担本科生教学工作，共担任本科生教学课程和实习33门。指导本科毕

业生80名。

（五）开放与交流

开放基金：共新批准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2项（见附表7）。

主办的国际会议1：2010年国际冈瓦纳研究协会（IAGR）年会

2010年国际冈瓦纳研究协会（IAGR）年会和第七届“从冈瓦纳到亚洲”国际学术

研讨会于2010年9月26-27日在青岛召开。本次会议由国际冈瓦纳研究协会，中国海洋

大学，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西北大学和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共同发起。

中国海洋大学校长吴德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处长姚玉鹏，中

国IAGR主席、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翟明国院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中国海洋大学李三忠教授担任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本次会议的主题为Gondw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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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sia: Evolution of Asian Continent and its Continental Margins（从冈瓦

纳到亚洲：东亚及其大陆边缘演化）。会议吸引了来自12个国家的130位参会人员和

40多名研究生。会上，86名专家作了专题报告，还有40名专家将于9月28-29日进行会

后野外考察。

据介绍，IAGR协会定期组织国际会议，已成功举办6次。第一届会议于2002年10

月26-30日在日本大阪举行。每届都有国际顶尖级地质学家参与讨论国际地学前缘问

题和进展，会议一般设立5个议题，同时颁发该协会出版的《Gondwana Research》刊

物（2008年国际影响因子为3.728，位居地学国际期刊前5位）年度优秀论文金奖。

本次学术会议在青岛举办，有利于推动我国地质学（含大陆边缘地质学）的进一

步发展，为中国地质工作者带来了国际研究前缘信息，促进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交

流。同时，有助于促进中国海洋大学和在青地学单位地质学学科的发展，并进一步促

进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

会议召开前，吴德星校长会见了IAGR主席B.F. Windley 、秘书长M. Santosh，

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钟大赉、翟明国和郑永飞，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副所长刘

保华等嘉宾。

附：国际冈瓦纳研究协会（IAGR）简介：

国际冈瓦纳研究协会是一个国际专门研究超大陆形成和裂解的非营利性学术组

织。总部位于日本高知大学理学部地球科学系，固定执行机构和成员由国际各知名地

学机构教授和高知大学地球科学系成员组成，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来自世界各国

知名学府的一些著名构造地质学家、地球化学家、岩石学家兼职该组织的学术委员会

委员、顾问委员会成员，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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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国际冈瓦纳研究协会（IAGR）年会和第七届“从冈瓦纳到亚洲”

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场

中国海洋大学校长吴德星向国际冈瓦纳研究协会主席赠送纪念品

主办的国际会议2：美国滨海湿地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变化前沿2010年青岛夏季讲

习班

2010年7月1日—4日，由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青岛海洋地质

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美国滨海湿地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变化前沿2010年青岛夏季讲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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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在青岛蓝海大饭店举行，会议共持续四天。

吴德星校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首先指出湿地的重要作用，并希望通过此次中

外专家的互动交流，将我国滨海湿地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本届讲习班邀请了来自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和美国地调局水科学中心、湿地

研究中心和丹麦奥胡斯大学的8位外国专家教授，采用了专家授课和专题讨论的形式，

从滨海湿地和与之相联系的多个方面向学员们进行了讲授，内容翔实，精彩纷呈，受

到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

专家们授课的内容涉猎学科领域虽广，但主题较为鲜明：首先指出了作为地球之

肾的湿地资源是野生生物和候鸟迁徙的重要栖息地和养殖的重要场所，对于清洁污

水，改善水质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次，指明了中国内陆和滨海湿地目前正面临较大的

威胁，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工业建设，城市化发展、围海造地及外来生物品种的入

侵等众多因素，从而导致对湿地的侵蚀与破坏，其中以黄河三角洲的湿地流失为例；

基于此，建议我们有必要利用遥感等手段对海岸及湿地进行长期的监测，而湿地监测

系统的建立必须要在目标指引下明确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譬如在哪里建设监测平台，

需要大量收集哪些方面的数据；再次，讲到了通过种植芦苇与红树林、污水处理与循

环利用等手段来进行湿地修复。此外，有些专家还就有关N元素循环和反硝化作用、

矿物燃料的替代能源和气候变化，如何运用C14同位素评估古环境的沉积速率等方面

进行了讲解。

国内二十多家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一百多名师生代表报名参加了本次讲习班，

每位学员均热情饱满，认真倾听，积极参与讨论。他们表示通过此次学习，较为全面

的接触了湿地领域的知识，对于自身信息库的扩展与研究思路的开阔有重要的启发与

引导作用，均得到了由双方签发的结业证书。

基于学术方面来看，本次讲习班从多个研究方向对湿地研究进行了阐释，具有重

要的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从水文地质学与水力学方面，未来目标着重于研究建立一

个全面的水文地理系统，它能够被长时间持续使用，从中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资料，

如干旱，洪灾，海平面上升等众多数据；从湿地生态学及生物化学方面，氮循环研究

引起了与会者广泛地关注，并指出了反硝化作用是降低硝酸盐污染的重要手段，同时，

湿地修复也是以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湿地监测方面，目前有两种可以采用的手段：

卫星遥感与直接观测（生物群落与植被的变化）；从环境科学与全球变化方面，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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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生物品种对湿地造成了重大损害，生物种类的选择有待下一步研究，同时我们要

进一步加强废水的循环利用技术和设备的研究。

此次讲习班的成功举行，有利于我们借鉴国外湿地研究的先进经验，对于我国下

一步开展湿地项目具有积极地引导作用，为中美双方在湿地领域的合作搭建了良好的

沟通平台，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

国际合作项目

本年度我室参加和组织了国际交流合作活动。其中李三忠教授参加中国IODP项目

和李广雪教授与美国Exxon-Mobil Upstream Research Company的研究合同已经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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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流

本年度共有10人次参加国际会议，16人次参加国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见附表8）。

国内外专家来访

本年度，共有多位国内外专家前来访问，并就学术和合作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讨

论（见附表8）。

（六）科技支撑条件建设

实验室作为依托单位中国海洋大学“211工程”、“985工程”的重点建设单位，本

年度投入经费335万元，主要用于实验室硬件条件建设、基础设施改造。所增置的仪

器设备见下表：

序

号
设备名称 厂家/型号 服务方向/用途

基本配

置

单

位

数

量
单价 金额

1

电子探针X射

线显微分析

仪

矿物岩石等固体材料的化学组成定性

和定量分析、化学组成的点、线、面

分析和相分析、高分辨二次电子像、

背散射电子像和透射电子像观察；

台 1 335 335

总计 335

（七）运行管理工作

在学术委员会指导下，实验室严格执行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运行管理的有关规章制

度。紧紧围绕科学研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实验室建设等重点内容，积极稳妥地

开展工作，努力落实建设计划和目标，根据学科发展特点，科学合理的调整建设方案。

经过重点建设，圆满完成了本年度计划。

(八)年度计划指标总体完成情况

按照学术委员会的指导与建议以及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有关规章制度，实验室在

2010年的各项工作顺利完成。实现了组织机构和学术委员会换届；纵向经费占科研经

费的比例超过50%；科技成果在各方面进一步发展；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稳步推进；

通过多种方式积极组织或参与国内外交流（如主办2次大型国际会议），进一步增强

实验室的软（如引进3名博士）硬件（如电子探针X射线显微分析仪）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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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度实验室重要研究进展

（一）海洋沉积与工程环境研究方向

1．揭示了中国东部陆架海沉积记录对海洋物理环境演变的响应规律和机制

经过 5年努力，由地学院承担、李广雪教授主持的 973 计划课题—颗粒物源-汇效

应与沉积记录对海洋物理环境演变的响应(2005CB422304)顺利完成,课题在中国东部

陆架沉积记录及其对海洋物理环境演变的响应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被专家评为重大

研究成果。在中国东部陆架海沉积体系形成对海洋环境演变的响应、高分辨率沉积记

录对社会发展的响应和颗粒物源汇过程等方面获得了系统的认识。

(1)揭示了中国东部陆架海沉积体系演变对全球海面变化的响应规律

阐明了中国东部陆架海沉积环境演变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规律，揭示了海洋环境变

迁对沉积体系形成的控制作用规律，建立了末次冰期以来东部海域沉积环境的时空演

化模式。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东部陆架海沉积环境成因图集是国内首次使用全球

变化的观点研制，受到秦蕴珊、陈吉余等学者的高度评价。

(2)揭示了海洋环境演变对全球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响应过程

完善了陆架海海洋环境演变的沉积记录指标体系，成功使用 U
k

37、多环芳烃、铅同

位素、敏感粒度组分、铁氧化物矿物、环境磁学参数、碳氮同位素、生源组分、浮游

植物色素、痕量金属等建立了该区域高分辨率海洋环境演变曲线，首次在东亚建立了

百年来多环芳烃和铅同位素曲线，成果在环境科学领域的顶级期刊 ES&T 发表，得到

了国内外同行的好评。证明 1855 年前东海北部泥质区沉积物来自改道前黄河的输送，

黄河改道对东海生态系有明显影响；揭示出几十年来长江口对人类活动的季节性响应

过程；证明 2000 年中国含 Pb 汽油禁用的良好效果。

(3)初步建立了中国东部陆架海颗粒物多级“源-汇”效应模式

探讨了高浊度海域季节性颗粒物“源-汇”过程机制。构建了陆架海水团和环流体

系的月变化及其“源-汇”效应动力学格架，建立了东部陆架海颗粒物多级“源-汇”

效应的模式。评审专家认为该成果具有明显的原创性，在全球变化研究、区域海洋环

境保护、军事环境和矿产资源开发、国家争议海区权益的保护等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研究成果在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规划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该课题共发表文章 58 篇、出版专著 1部，其中部分成果获国家海洋创新成果二等

奖 1 项（2006）。在 SCI 源刊发表文章 29 篇，其中影响因子 4.5 以上 2 篇、3-4 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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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5-3 的 10 篇、1.5-2 以上 3 篇，初步统计，被 SCI 论文引用 63 次。依托该课

题近两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 1项、面上基金 1项、青年基金 2项，带动了学

科的发展。

2．揭示大河河口（异重流）沉积动力过程及其演化机制

（1） 系统刻画了黄河口异重流潮周期内的时空演化过程，揭示了潮汐调控效应

对异重流过程的影响机制，阐明水体混合与层化对异重流发育和衰减的控制作用。

（2） 提出了河口高浓度泥沙传输过程中的潮汐张力效应，检验了垂向流速剪切

强度变化对近底层高浓度泥沙的层化强弱的控制作用。

（3） 检验了影响河口异重流形成和发育的关键因子，高浓度（>35 kg/m3）沉

积物输入是形成河口异重流的首要条件，沉积物粒度通过影响沉降速度来控制河口异

重流的传输距离，潮汐和风浪等河口混合过程的强弱影响河口异重流的显著程度。

（4） 揭示了流域内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导致的流域过程变化在河口产生快速

的响应，包括河口异重流的快速衰减、河口沉积环境改变，表明人类活动的影响信号

在流域-海岸带系统中的传递，并导致关键环节的系统行为发生显著改变。

（5） 指出由于黄河三角洲海域切边锋阻隔及与潮流的共同作用，导致黄河入海

泥沙在向三角洲南北两侧扩散过程中无法到达近岸区域，使得在黄河水下三角洲南、

北部分别形成一侵蚀-淤积转换带。

（6） 揭示了黄河口泥沙输送过程的季节性变化，提出冬季强风浪导致三角洲沿

岸泥沙再悬浮，是黄河三角洲物质输运的重要贡献源；夏季入海沉积物多在河口附近

的局部区域扩散。受强动力控制，冬季海域的泥沙分布范围和浓度远高于夏季，显示

了在季节性动力作用控制下，三角洲沿岸存在显著的“源”和‘汇’的角色转换。

该部分成果共已发表 SCI 论文 6篇，促进了河口海岸学与沉积动力学的发展。

（二）海底资源与成矿作用研究方向

主要基于三项 863 课题，共发表论文 8篇，获得 3项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1．国家 863 课题“基于图像传感技术的海洋浮游生物及鱼卵现场监测与分析”

（2006AA09Z177）

自承担国家 863 课题“基于图像传感技术的海洋浮游生物及鱼卵现场监测与分

析”（2006AA09Z177）以来，课题组研制了基于暗视场成像的拖曳式中小型浮游动物

及鱼卵实时监测系统样机 （Towed Imaging System for Ichthyoplankt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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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kton, TISIP），构建了国内第一个中小型浮游动物的暗视场图像种群库，完成

10 种浮游生物及鱼卵图像识别的核心算法实现。课题在基于暗视场的非接触水下成

像系统设计、基于 PC104 平台的自容式系统集成、拖曳式的浮游生物分布的局部高

时空分辨率实时观测、海洋浮游动物种群图像的自动识别分类方法等方面取得了较

好的成果。2010 年 07 月 29 日本课题在北京顺利通过课题验收。

2．国家 863 项目《深海海底边界层原位监测技术》（课题编号：2009AA09Z201）

在国家 863 项目《深海海底边界层原位监测技术》（课题编号：2009AA09Z201）中，

圆满的完成了 2010 年度的实施年度计划。完成了系统总体框架和各模块的结构设计

及机械加工方案，根据机械结构设计，完成了所有加工零部件的图纸设计和审核。目

前已加工完成深水耐压舱、深水电机设计、海底定点观测系统框架结构加工等任务。

3．国家 863 项目《深海海底成矿异常流动注射分析（FIA）在线探测技术》（课题编

号：2007AA09Z212）

针对水下化学分析仪的控制和数据采集系统较为复杂，数据量较大，连接的外部

设备较多的特点，构建了基于 PC104 平台的数据采集及控制系统，在 Windows XPCE

操作平台上开发了基于 C++的数据采集及分析应用软件，实现了对电磁阀及 USB 光谱

分析仪的实时控制和数据采集，满足了水下化学分析仪器的应用需求。

创新成果--随钻地震信号处理技术

在十一五期间，我们承担了 863 重点课题随钻地震技术（2006AA06A108）课题的

随钻地震信号处理技术研究。开展了随钻地震基础理论、数据处理以及应用技术研究，

形成了一整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随钻地震数据处理系统以及相关配套技术，并在随

钻地震信号检测、噪音压制、处理方法等方面取得了技术突破。完成了 7口井的随钻

地震数据处理，效果显著。已获得软件著作权 1项，发表论文 15 篇。

(1) 随钻地震信号反褶积处理技术

根据随钻地震信号特征，研究了带限多道统计子波反褶积、基于 B-ICA 算法的盲

反褶积、共扼梯度法盲反褶积、共轭梯度反褶积、卡尔曼滤波反褶积、小波变换反褶

积和神经网络反褶积等方法和技术。

1）带限多道统计子波反褶积技术

多道统计子波反褶积是假设地层的反射系数序列满足白噪条件，选用较大的计算

时窗，通过计算多道地震记录的功率谱求得唯一的最小相位子波，进而可以求出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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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然后利用地面记录与反子波进行褶积。由于仪器不可能接收 0～∞之间的全部频

率成分，而只能接收有限频带宽的信息，并且随钻地震信号也有着自身的频率范围

（0～120Hz）。所以应选择一个合适的期望输出，恢复出所有有效频率范围内的地层

信息，对于有效频率成分外的信息尽可能压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随钻地震的带限

多道统计子波反褶积技术。

带限多道统计子波反褶积技术在官 130 和孤北 345 等井的现场实测数据的处理

中，展现了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实际的随钻地震地面记录经过处理后，在优势频带内

较好地压缩了钻头信号，提高了随钻地震资料的分辨率，同时钻柱多次波也得到了相

应地压制，改善了随钻地震资料的信噪比。

2）基于 B-ICA算法的盲反褶积技术

盲信号处理是人工神经网络与统计信号处理及信息论相结合的产物。若传感器接

收的不纯信号由一个纯原始信号与一个未知的信号道响应褶积而成，此时恢复原始信

号的任务称为盲反褶积。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多个纯原始信号与各自未知的信道响应

褶积再加权组合构成接收信号时（一般是多个接收信号），各个原始信号的恢复问题，

这称为多道盲反褶积。

随钻地震记录认为是钻头信号与钻头前方地层的反射系数褶积后再与井场强噪

声的叠加结果。若仅从随钻地震记录中重构出钻头信号与地层的反射率函数，这实际

上就是一个含噪的褶积型混合信号的盲源分离问题，即所谓盲反褶积问题。随钻地震

盲反褶积可以通过时间延迟转化为 ICA 模型，用 B-ICA 的算法求解。

通过对模拟数据以及钻井现场实测数据的处理，取得了一定的盲反褶积效果。

(2) 随钻地震信号互相关技术

与常规地震勘探技术的震源信号不同，随钻地震的震源信号是一个随机的、非线

性的和非脉冲的钻头振动噪声（钻头信号），必须把它整形为相干的、脉冲的和可解

释的信号，才能满足数据处理的要求。在野外采集时，难以直接采集钻头信号，通常

利用参考信号传感器接收到的信号来评估钻头信号。然后利用与可控震源原理相似的

方法，对参考信号进行扫描，与地面传感器接收到的信号进行互相关，检测随钻地震

信号，形成随钻地震 RVSP 记录。这种利用参考信号与地面信号的互相关检测随钻地

震信号的方法，虽然不是唯一的办法，但它是应用最广泛的方法。

随钻地震采集的参考信号只是真实钻头信号的一个近似，其中仍然存在噪音和滤

波效应，必须进行相应的处理，提高信噪比和分辨率，才能得到较为可靠的钻头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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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钻头信号为白噪信号的假设条件下，参考信号的自相关就是钻柱脉冲响应的自

相关。利用这个性质，求取钻柱的延迟时间（参考信号自相关后，钻柱多次波的周期），

同时利用参考信号自相关的周期性还可以检验参考信号反褶积的效果。此外参考信号

自相关可以用来求取钻头反褶积算子。地面记录的自相关主要用来检测多次波的发育

情况，评价反褶积效果，指导反褶积处理，获得最佳处理效果。

在室内钻头物理实验实测数据处理中，参考信号与地面信号的互相关获得了非常

清晰的钻头初至波。

(3) 基于盲源定位理论的速度求取方法

随钻地震资料的层速度是随钻地震 RVSP 处理所必须的资料，也是随钻地震钻头

前方地层预测及钻前压力预测必不可少的资料。因此，随钻地震层速度的准确求取是

随钻地震应用技术研究的关键。

随钻地震技术是伴随着钻头不断钻进而在深度方向上连续进行 RVSP 测量的技术。

因此，在随钻地震的记录期间，钻头是沿着井轴不断前进的，形成的随钻地震记录是

连续深度上的记录。由于钻井的单位时间进尺与地层传播速度相比小得多，可以忽略

不计，所以在一定时间内钻头的深度不变。在实际的随钻地震数据处理中，通常是在

深度方向上，按照一定的深度间隔（通常是 10m 或 20m）抽取一定时间段的原始数据

进行处理，获得连续深度上的随钻地震单炮记录。

根据上述随钻地震技术的特点，结合震源盲定位的基本理论，形成了基于盲源定

位理论的随钻地震速度求取方法。在随钻地震单炮记录上求取钻头直达波的速度，即

钻头以上的地层平均速度，通过连续井深钻头直达波速度的计算，可以获得连续深度

上的地层平均速度，为随钻地震数据处理提供较为可靠的速度资料。

随钻地震记录中包含有各种信息，如钻头初至波，钻头反射波、首波、多次波等，

对盲源定位起关键作用的是直达波。在处理实际随钻地震资料时，首先对资料进行预

处理，去除干扰波，保留有效波（对盲源定位而言，有效波是直达波）；然后选择合

适的速度参数，应用 Kirchhoff 积分法对波场进行反向外推，使直达波逐步收敛到一

个点，此点即为对应钻头的时间位置。此时的速度即为所求位置初至波的平均速度，

然后就可以将其转换为层速度。当钻头深度连续钻进时，就得到了连续深度上的层速

度。

根据实际井的速度资料建立了地震地质模型，利用基于盲源定位理论的随钻地震

速度求取方法获得的层速度与模型实际层速度吻合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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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用地面记录道构建参考信号处理技术

根据对随钻地震地面记录道进行细致的处理和分析，研发了不依赖钻柱参考信号

的随钻地震信号检测技术，从信噪分离后的随钻地震地面记录中选取信噪比和分辨率

较高的参考道进行互相关来提取钻头信号，形成随钻地震 RVSP 初始剖面。该技术突

破了传统的随钻地震数据处理方法中对参考信号的依赖，简化了随钻地震数据的采集

与处理过程。

不依赖参考信号的随钻地震信号检测技术对随钻地震地面记录的要求比较高，其

信噪比和分辨率都不能太低，尤其是参考道。不同的参考道所形成的互相关记录的质

量差别较大。在实际处理中，结合地面排列记录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试验，优选参

考道。

钻头室内物理实验相关的测试分析，证明了该技术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随钻地震信

号检测技术。并且不同类型传感器的现场实测数据以及不同钻井状态（顿钻和正常钻

进）下的现场实测数据的处理结果，证明了该技术的可靠性。

不依赖参考信号的随钻地震信号检测技术已经成功地应用在利深 101、官 130 以

及孤北 345 等 3 口井的现场实测数据处理中，提取了清晰的钻头初至波，形成了高信

噪比和高分辨率的随钻地震 RVSP 初始剖面。

（四）大陆边缘构造与盆地分析研究方向

2010 年度共发表 SCI 收录论文 9篇/2 篇 EI 收录。主要发表在《Precambrian

Research》、《Gondwana Research》、《Chemical Geology》、《岩石学报》、《Journal of

Structural Geology》、《Tectonophysics》、《Geological Journal》、《地球物理学报》、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吉林大学学报》、《地学前缘》等国内外重要刊物上。此

外，本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李三忠教授还参与了国际 IODP324 航次在美国 TAMU 的总

结报告的最终编写。本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李三忠教授今年还正式与 WHOI 林间教授

开展合作，作为客座研究员前往 WHOI 和 MIT 访问，并邀请林间教授前来中国海洋大

学地球科学学院做国际海底科学前缘相关报告。本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李三忠教授还

应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石油大港油田公司等单位邀请，做“华北克拉通

破坏与渤海湾盆地形成”相关报告。

李三忠教授作为国际大会主席，于 2010 年 9 月 26-27 日在青岛成功主持 2010 年

国际冈瓦纳研究协会（IAGR）年会和第七届“从冈瓦纳到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本

次会议由国际冈瓦纳研究协会，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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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地质研究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西北大学和教育部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重

点实验室共同发起。

中国海洋大学校长吴德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处长姚玉鹏，

中国 IAGR 主席、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翟明国院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 Gondwana to Asia: Evolution of Asian Continent and its

Continental Margins（从冈瓦纳到亚洲：东亚及其大陆边缘演化）。会议吸引了来自

12 个国家的 130 位参会人员和 40 多名研究生。会上，86 名专家作了专题报告，还有

40 名专家将于 9月 28-29 日进行会后野外考察。

本次学术会议在青岛举办，有力地推动我国地质学（含大陆边缘地质学）的进一

步发展，为中国地质工作者带来了国际研究前缘信息，促进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交

流。同时，有助于促进中国海洋大学和在青地学单位地质学学科的发展，完善海大海

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

会议召开前，吴德星校长会见了 IAGR 主席 B.F. Windley 、秘书长 M. Santosh，

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国伟、钟大赉、翟明国和郑永飞，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副所长刘保华等嘉宾。

主要学术研究集中在西北太平洋 Shatsky 海隆、东海陆架盆地构造、华北克拉

通形成和破坏、构造地质学前缘探索研究方面，取得以下四方面成果：

1系统提出和完善构造地质学 21 世纪发展前缘“四深”概念和构架：近 10 年来，

构造地质学面临全所未有的机会和巨大的发展前景，建立超越板块构造理论的时代已

经来临，地幔柱理论与板块构造理论的融合必将为太阳系乃至宇宙形成的构造过程提

供全新认识。本文从宏观角度，综述了当前深部、深海、深空和深时四个发展方向取

得的成就，展望了这四个方面的未来发展趋势。同时，综合概述了推动近 10 年来构

造地质学发展的四个关键技术：针对表面构造形迹的高精度激光高度计（深空星球表

面成像）、高分辨率多波束（深海海底地形成像）；针对深部构造形态的层析成像

（Tomography）；针对动力学演化(深时)的各种模拟软件（ANSYS、COMSOL、FLAC 等）；

针对物质材料流变学的高温高压实验和成分原位测试技术。

2系统综合研究了华北克拉通形成和破坏及渤海湾盆地形成：渤海湾盆地是一个

中、新生代盆地，位于华北克拉通的东部地块上，是华北克拉通破坏的中心区域。渤

海湾盆地的结构构造记录了华北克拉通的破坏的构造过程。本文综合 10 年来据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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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资料揭示的渤海湾盆地构造，和 20 年来渤海湾盆地周边华北克拉通区域中、新

生代构造和地球化学研究成果，系统提出华北克拉通破坏期间，渤海湾盆地深、浅部

的构造机制分别为：中生代浅部构造机制是挤出构造成因，深部构造机制为局部有限

的拆沉+底侵模式；新生代构造机制是北西向壳内伸展机制，与印度和欧亚板块碰撞

激发的软流圈的东扩远程效应和太平洋俯冲带的跃迁式东撤的联合效应—区域性

“西进东退”的深部机制有关。

3论述了西北太平洋 Shatsky 海隆的成因：FMS 成像测井是较为先进的测井技术，

由于其具有高分辨率、直观性等特点，在原始产状恢复、沉积相态研究中有广泛的应

用。位于西北太平洋的 Shatsky(沙茨基)海隆是综合大洋钻探计划 324 航次的重点研

究区域，通过对该航次 U1347A、U1348 A、U1349 A 三口钻井中的 FMS 成像测井资料

的处理及相应地质构造的解释、产状恢复，进行了构造应力场的探讨。得出结论是，

Shatsky 海隆 TAMU 地块的形成比较符合大洋中脊扩张学说，而对 Ori 地块的应力场分

析则显示 Ori 地块的形成较符合地幔柱头假说。

4论述了东海陆架盆地的成因：东海陆架盆地位于欧亚板块的东南边缘，具有东

西分带、南北分块的格局，其中东部坳陷带包括福江凹陷、西湖凹陷和钓北凹陷。本

文选择了西湖凹陷 11 条、钓北凹陷 2条地震剖面，采用平衡剖面技术，计算了西湖

凹陷和钓北凹陷新生代不同演化阶段的伸展率和压缩率。伸展率和压缩率的分析表

明，T50-T34 西湖凹陷和钓北凹陷处于伸展状态，T34-T12 西湖凹陷处于压缩状态，

T34-T30 、T30-T12 钓北凹陷分别处于压缩、伸展状态，T12 至今西湖凹陷和钓北凹

陷区域沉降。始新世中期西湖凹陷进入挤压期，玉泉运动（T30）、花港运动（T20）

和龙井运动（T12）三次挤压的强度不断加剧。结合盆地充填结构分析，钓北凹陷新

生代经历早中始新世地堑式断陷、晚始新世和渐新世拗陷、早中中新世断陷和晚中新

世至今整体沉降的四个演化阶段；西湖凹陷新生代经历古新世和早中始新世断陷、晚

始新世和渐新世拗陷、早中中新世反转和晚中新世至今整体沉降的四个演化阶段。西

湖凹陷和钓北凹陷构造演化有很大不同，这是东海陆架盆地南北分块的重要依据。

四、依托单位给予的支持

实验室作为依托单位中国海洋大学“211工程”、“985工程”的重点建设单位，投

入经费主要用于实验室硬件条件建设、基础设施改造及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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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在问题与下年度计划

主要的问题：本室对外宣传不够。明年将会扩大宣传，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本

室合作研究。

下年度计划：

1．学科建设

强化学位点建设，配套完善人才培养的基础设施和硬件条件建设，不断提高学科

发展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以“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为学科发展核心，依托“青岛

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加强四个重点研究方向；继续将实验室建成我国以海

底科学与探测技术研究为特色的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

2．队伍建设

按照“固定编制与流动编制相结合、流动编制实职化”的思路，在学校定岗定编

的基础上，实行国内外互动的培育机制，坚持引进与培养并重，继续重点培育在国际

上有一定影响、在国内有知名度的学术带头人 1-2 名，并强化各研究方向学术梯队建

设，争取将研究队伍培育成教育部优秀创新团队。

3．交流合作

本室在保持本年度的对外交流基础上，积极推进各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增大交流，

鼓励本室人员积极对外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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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在研项目清单

973 与国家重大专项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下达编号)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负责人

1
颗粒物源-汇效应与沉积记录对海洋物理环境演变的响应

(2005CB422304)
973 2006-2010 211 李广雪

2
全球变化重大研究计划课题：气候变化影响下典型海岸冲淤

过程及演变趋势（2010CB951202）
973 2010-2011 350 王厚杰

3 我国陆架海生态环境演变过程、机制及未来变化趋势预测 973 2010-2015 20 许淑梅

4
南海北部天然气水合物的地球物理异常特征研究

(2009CB219505)
973 2009-2011 19 刘怀山

5 南海北部深水区古气候与古环境研究
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

2010-2013 180 翟世奎

6
深 水 地 震 处 理 关 键 技 术 及 处 理 软 件 平 台 研 发

（2008ZX05025-001-006）
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
2008-2010 502 王修田

7 地震信号广义时频分析、薄互层透射损失、静校正方法测试 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

2010-2011 105 刘怀山

8 复杂储层地震波场正演模拟、地震子波分解与重构试验
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 2010-2011 40 刘怀山

总计 142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下达编号)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负责人

1
从源到汇：汞在长江流域及河口环境中的迁移转化

（4107602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1-2013 50 翟世奎

2 洋脊与海槽区海底热液成矿作用地质地球化学比较

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09-2011 47 曹志敏

3
南黄海中部环流沉积体系形成和发育与气候环境演

化的关系（4103085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2011-2014 215 李广雪

4 黄河口羽状流行为的转变及其河口环境效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09-2011 46 王厚杰

5
长江水下三角洲浅层沉积层序对季节性沉积过程的

响应(批准号 4097602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0-2012 51 范德江

6
东部陆架海典型泥质区现代沉积作用机理研究

（4090602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0-2012 18 褚忠信

7 黄海暖流的沉积动力机制研究（4090602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0-2012 19 乔璐璐

8 大风天气对海底管道稳定性影响机制（4100602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1-2013 21 徐继尚

9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底边界层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
（4097604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2010-2014 15 王厚杰

10 黄河口羽状流对黄河调水调沙的时空响应
（4100602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1-2013 21 毕乃双

11 任意广角方程叠前逆时深度偏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2009-2011 22 何兵寿

12 海相碳酸盐岩多波地震储层预测技术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2009-2011 25 何兵寿

13
弹性阻抗非线性反演与弹性参数提取方法研究

（4100404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

2011-2013 20 张进

14
胶东半岛古元古代高压麻粒岩展布、变形及其构造演

化（4107215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2011-2014 55 李三忠

15
仰口超高压-高压变质地块的多期叠加变形精细构造

分析和流变学研究(40802045/D0211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09-2011 20 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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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645

863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下达编号)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负责人

1 深海海底边界层原位监测技术(2009AA09Z201) 863 2009-2012 476 赵广涛

2 深海海底成矿异常流动注射分析(FIA)在线探测技术

(2007AA09Z212)
863 2007-2010 100 曹志敏

3 随钻地震技术(RVSP)研究(2006AA06A108-2) 863 2009-2010 260 刘怀山

4 海 上 复 杂 油 藏 储 层 识 别 的 叠 前 低 频 反 射 技 术
（2008AA09Z302）

863 2008-2010 94 姜效典

5 海洋深水立管系统设计关键技术研究(2006AA09Z356) 863 2008-2010 97 孟凡顺

6
海陆联合深部地球物理探测关键技术研究（S863:
2009AA093401）

863 2010-2013 50 李三忠

总计 1077

908 与国家海洋公益行业项目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下达编号)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负责人

1
山东省砂质海岸生境养护和修复技术研究
（200905008-4）

国家海洋公益
行业科研专项

2009-2012 164 李广雪

2
基于生态系统的环渤海区域开发集约用海研究-
子任务

国家海洋公益
行业科研专项 2010-2014 40 冯秀丽

3
海洋底质环境多元地球化学评价技术及其在典型
区的示范应用（201105003-06）

海洋局公益性
项目 2011-2014 54 范德江

4 我国近海海洋基本状况(908-ZC-Ⅱ-05)
国家海洋局

第二海洋研

究所

2009-2010 20 李广雪

5
山 东 省 908 专 项 海 岛 调 查 项 目
（SD-908-01-03-01-05）

山东省 908 专
项办公室

2006-2010 85 李安龙

总计 363

省部委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下达编号)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负责人

1 典型地质时期“南海”环流及海洋沉积过程的重构与模拟 教育部 2010-2011 450 李三忠

2
黄河河流系统变异对三角洲沉积时空格局的影响
（JQ200912）

山东省杰出
青年基金

2010-2012 50 王厚杰

3 黄河入海泥沙输运动力过程对调水调沙的响应(Y2007E14)
山东省自然
科学基金 2008-2010 5.5 褚忠信

4
东中国海斑块状泥质区泥沙输运与沉积作用研究
(200804231011)

教育部新教
师基金 2009-2011 3.6 褚忠信

5 海湾围填海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国家标准研制 国家海洋局 2008-2010 5 乔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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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研究——以渤海内主要海湾进
行案例比较研究

国家海洋局 2008-2011 5 乔璐璐

7 大辽河水动力过程数值模拟研究（2009ZX07526-005-12） 水利部 2010-2011 20 毕乃双

8
典型北方缺水城市湖泊水质水量保障与生境改善技术

（2008ZX07106-003）
国家水专项 2008-2010 10 张怀静

9 建设产学研系统工程,培养海洋资源勘探创新人才
(2009143)

山东省高等
学校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

2010-2012 2.4 刘怀山

10 理工科融合，培养海洋地球物理探测创新人才(SDYY10014)
山东省研究
生教育创新
计划项目

2010-2012 2 刘怀山

11 转换波 AVA 角道集保幅生成方法研究
国家油气重
大专项 2008-2010 40 何兵寿

12
基 于 沉 积 动 力 学 模 拟 的 滩 坝 储 层 精 细 建 模 研 究
(ZR2009EM007)

山东省自然
科学基金 2009-2011 5 张金亮

13 东海陆架盆地南部构造特征及演化（2009GYXQ05-01）

中国地质调

查局油气评

价中心

2010-2012 50 李三忠

14
钦杭结合带（东段）多幕变形构造分析与成矿作用关系研究

（基[2010]矿评 01-15-14）

中国地质调

查局南京地

质调查中心

2010-2013 45 李三忠

15 深海、深部、深空、深时的科学研究现状和展望
中国地质科

学院

2010 年 6

月-2010 年

12月

10 李三忠

16 胶东半岛古元古代构造变形和构造格架 国家教育部 2009-2011 3 李三忠

17 仰口超高压-高压变质地块的多期叠加变形精细构造分析和
构造演化史研究(Q2008E03)

山东省自然
科学基金

2009-2011 4 王 璐

18
中荷海岸带对全球变化响应的比较研究：
海 岸 带 全 球 变 化 响 应 地 质 环 境 替 代 指 标 研 究
（1212010911072）

国土资源部 2009-2011 20 刘冬雁

总计 731

国际合作与其他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下达编号)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负责人

1 Deposition Processes and Styles of Huanghe Delta
Exxon-Mobil
Upstream
Research
Company

2009-2010 40 李广雪

2 胶州湾岸线变化及其对水沙运动的影响 青岛市 2009 5 乔璐璐

3 黄河调水调沙对黄河三角洲冲淤变化影响研究 开放基金 2010-2012 5 毕乃双

4
大 洋 水 柱 不 同 水 层 颗 粒 动 力 学 的 同 位 素 示 踪
（DYXM-115-01-3-04） 中国大洋协会 2008-2010 6 杨作升

5
黄海泥质区中汞的存在形式与沉积记录
（MRE2010004） 开放基金 2010-2013 5 翟世奎

6 渤 海 全 新 世 海 侵 前 的 陆 架 上 古 环 境 和 古 河 道
MASEG200601

开放基金 2008-2009 2 刘冬雁

7
胶州湾表层底质中的有孔虫分布特征及其作为古环境指
标的应用研究

校教师科研专项
基金 2010-2012 9 龙海燕

8 中国典型河口海岸近底边界层沉积动力过程研究
（SKLEC200906） 开放基金 2010-2011 56 王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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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百 年 来 长 江 河 口 地 貌 演 化 及 其 动 态 平 衡 调 整
(MRE200903) 开放基金 2009-2012 5 王永红

10
Normal Faulting, Timing and Numerical Modeling of
Ocean Plateau Formation at Shatsky Rise 中国 IODP 2009-2010 6 李三忠

11 利用双相介质理论预测瓦斯突出危险区初探(2007-03) 开放基金 2008-2010 6 张会星

12 任意倾斜电偶极源海洋可控源电磁场一维正反演 开放基金 2008-2010 2 裴建新

13 勘探地震学教学平台构建及其多媒体课件制作 中国海洋大学 2009-2010 1 童思友

14
基于完全非线性弹性阻抗反演的天然
气水合物识别技术（MRE201011） 开放基金 2010-2012 5 张进

15 利用地震弹性阻抗技术识别天然气水合物 开放基金 2010-2011 5 张进

16 利用双相介质理论预测瓦斯突出危险区初探（2007-03） 开放基金 2008-2010 6 张会星

17 巢湖地质教学实习虚拟基地的研究与建设 校教务处 2009-2010 2 李安龙

总计 166

横向课题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下达编号)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负责人

1 MBP2.0 典 型 地 震 资 料 特 殊 处 理 效 果 分 析
（20090200508）

中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
2009-2010

（2010 年 11
月经费到位）

117 王修田

2
冰型自动图像识别系统研究

(JDBF-XXJS-08-ZC-066)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
2009-2011 48 于新生

3 四川石棉碲（铋）矿产资源 APOLLO 太阳能科技 2010-2015 50 曹志敏

4
北戴河海滩人工养护前后剖面动态的长期监测和研

究(2008-0001)

河北省地勘局秦皇岛环境资

源勘查院
2008-2010 10 王永红

5 东海陆架盆地高精度层序地层与沉积体系研究 中国海油上海分公司 2008-2010 110 许淑梅

6 胜利青东区块海洋环境基础资料调查 胜利石油开发中心 2009-2010 661 李广雪

7 黄河三角洲附近海区地质调查 海洋局天津信息中心 2009-2010 29 李广雪

8 胶州湾岸线变化及其对泥沙运动影响 青岛市胶州湾规划论证项目 2008-2010 25 李广雪

9 青岛市黄岛区近海海域详图勘查绘制 青岛市黄岛区海洋与渔业局 2010 15 李广雪

10 巧用海动力、建造生态海岸带工程技术研究 东营市黄河泥沙研究所 2010-2011 7 杨作升

11
前岛高端制造业聚集区(文登部分)区域建设用海规

划
文登市海洋与渔业局 2009-2010 120 冯秀丽

12
山东文登张家埠新港码头扩建工程海域使用论证和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文登张家埠新港工程有限公

司
2009-2010 70 冯秀丽

13
荣成市远通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船舶建造基地码头扩

建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荣成市远通船舶修造有限公

司
2009-2010 22 冯秀丽

14
我国围填海工程的科学问题研究—海湾、泥沙部分

(纵向)(中国科学院咨询项目)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2009-2010 6.5 冯秀丽

15 前岛高端制造业聚集区（荣成部分）区域建设用海规
划 荣成市海洋与渔业局 2010-2012 50 冯秀丽

16 荣成烟墩角水产有限公司生态修复整治项目码头工
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和海域使用论证 荣成烟墩角水产有限公司 2010-2011 26 冯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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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威海港靖海湾港区张家埠新港作业区二期防波堤和
航道工程海域使用论证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文登张家埠新港建设有限公
司 2010-2012 35 冯秀丽

18 招远市春雨一级渔港工程海域环境影响评价 招远春雨集团有限公司 2010-2011 15 冯秀丽

19 CB273 平台及管缆工程地质勘察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2009-2010 20 吴建政

20 滨州防波堤和潜堤工程两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及

海域使用论证
滨州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0 65 吴建政

21 赤山集团有限公司旅游码头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及海域使用论证
赤山集团有限公司 2009-2010 30 吴建政

22 大唐莱州湾海上风电场 200MW工程项目海域使用可行

性分析

大唐山东烟台电力开发有限

公司
2010 3 吴建政

23 大唐莱州湾海上风电场 200MW示范工程项目海洋环境

影响初步评价

大唐山东烟台电力开发有限

公司
2010 6 吴建政

24 大唐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莱州风电场三期工程项目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大唐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 2009-2010 27 吴建政

25 大唐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莱州风电场三期工程项目

海域使用论证
大唐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 2009-2010 27 吴建政

26 东方海洋围海养殖一期、二期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烟台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09-2010 25 吴建政

27 海庙渔港渔业生产基地工程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莱州海庙渔船服务有限公司 2010 16 吴建政

28 海砂联合调查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2009-2010 47 吴建政

29 海阳港东港区物流基地海域使用论证、海洋环境影响

评价

中交二航海洋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2009-2010 52 吴建政

30 海阳港疏港路及散货物流货场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

价
海阳港务有限公司 2010 28 吴建政

31 海洋石油工程（青岛）场地建设项目生活、办公区场

地稳定性评价

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

司
2010 35 吴建政

32 华电国际莱州电厂卸煤码头及航道海洋环境评价合

同
华电国际莱州项目筹建处 2007-2010 35 吴建政

33 莱州港 13#散货泊位海域论证和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含莱州港口门海流调查和海域使用状况研究）
中海港务（莱州）有限公司 2009-2010 46 吴建政

34 莱州港航道项目海域论证和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中海港务（莱州）有限公司 2009-2010 73 吴建政

35 莱州港散货堆场海域论证和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变更为铁路作业区）
中海港务（莱州）有限公司 2009-2010 70 吴建政

36 莱州海庙渔港扩建工程海域论证和海洋工程环境工

程影响评价
莱州海庙渔船服务有限公司 2009-2010 20 吴建政

37 莱州市海北咀渔船停泊点工程海洋环境影响及海域

使用论证

莱州市海北咀渔船停泊点管

理处
2009-2010 30 吴建政

38 辽宁省兴城市北京鸿大华海投资有限公司海砂开采

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辽宁省兴城市北京鸿大华海

投资有限公司
2010 36 吴建政

39 龙口港 19#~20#泊位间护岸工程海域使用论证及海洋

环境影响评价
龙口港集团有限公司 2010 18 吴建政

40 龙口港东港区生产铺助设施工程海域使用论证及海

洋环境影响评价
龙口港集团有限公司 2010 17 吴建政

41 龙口港集团有限公司煤炭储配堆场项目海域论证及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龙口港集团有限公司 2009-2010 25 吴建政

42 龙口海盛集装箱公司集装箱堆场项目海域论证及海

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龙口海盛集装箱公司 2009-2010 25 吴建政

43 龙口市黄水河海洋资源特别保护区选划
龙口市滨海生态建设投资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2009-2010 10 吴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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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马山寨国际游艇俱乐部环评
烟台大南山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2010 7.5 吴建政

45 南昌县昌大沙石有限公司海砂开采项目海洋环境影

响评价
南昌县昌大沙石有限公司 2010 20 吴建政

46 蓬莱大金重工有限公司海洋重工码头海洋环境影响

评价
蓬莱大金重工有限公司 2010 25 吴建政

47 蓬莱西海岸海洋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地区域建设用海

规划论证
蓬莱市海洋与渔业局 2010 200 吴建政

48 青岛董家口港区航道工程（董家口嘴作业区进港航

道）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青岛港口投资建设（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10 16.992 吴建政

49 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矿石码头工程海域使用论证与海

洋环境评价报告书编制
青岛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20 吴建政

50 青岛港前湾港区汽车码头工程施工图设计阶段地质

勘查

中交天津港航勘察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007-2010 31 吴建政

51 日照港岚山港区南一突堤木材泊位工程海洋环境影

响评价

日照岚山万盛港业有限责任

公司
2009-2010 21 吴建政

52 日照港岚山港区南作业区 8#、12#泊位改建工程海洋

环境影响评价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区有限

公司
2009-2010 21 吴建政

53 日照港岚山港区南作业区南三突堤货场扩建工程海

洋环境影响评价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区有限

公司
2009-2010 17 吴建政

54 日照港岚山港区南作业区南三突堤货场扩建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区有限

公司
2009-2010 22 吴建政

55 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荣喜渔港后方配套水产加工

区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及海域使用论证
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0 40 吴建政

56 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渔港扩建工程海洋环境影响

评价及海域使用论证
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0 40 吴建政

57 乳山港扩建工程航道开挖回淤数值模拟分析
乳山市港航基础工程有限公

司
2009-2010 26 吴建政

58 乳山塔岛湾海洋资源特别保护区选划 乳山市海洋与渔业局 2010 15 吴建政

59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配套码头

工程海域使用论证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0 3 吴建政

60 山东海港煤炭储配物流中心项目海域论证及海洋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
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8-2010 25 吴建政

61 山东人和集团有限公司渔港码头扩建及后方配套工

程项目
山东人和集团有限公司 2010 30 吴建政

62 山东省近海千千瓦级风电基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编制
山东 2010 4 吴建政

63 山东省龙口煤炭储备配送基地项目海域论证及海洋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龙口煤电有限公司 2008-2010 25 吴建政

64 山东院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渔业码头项目海洋环境

影响评价及海域使用论证
山东院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9-2010 30 吴建政

65 绥中 36-1 终端码头扩建工程葫芦岛市海洋功能区划

修编服务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 2009-2010 68 吴建政

66 瓦房店市盛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李家礁海域海砂

开采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瓦房店市盛达土石方工程有

限公司
2009-2010 20 吴建政

67 威海湾公园二期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威海环翠省级旅游度假区市

政工程公司
2009-2010 10 吴建政

68 威海心悦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游艇俱乐部工程海

域使用论证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威海心悦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009-2010 35 吴建政

69 中国地质博物馆烟台馆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烟台大南山旅游开发有限公 2008-2010 17.5 吴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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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70 朱口集团有限公司渔港工程海域使用论证和海洋环

境影响评价
朱口集团有限公司 2009-2010 32 吴建政

71 歧 口 凹 陷 构 造 演 化 与 控 藏 作 用 研 究

（DGYT-2010-JS-46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大港油田公司招标项目
2010-2011 150 李三忠

72 胶州湾区域地震断裂的分布情况 青岛市地震局 2008-2010 13 栾光忠

73 叠前地震资料低频属性分析软件开发 东方地球物理公司 2008-2010 50 姜效典

74 南黄海地震资料采集试验数据处理分析研究 国土资源部青岛海洋地质
研究所

2009-2010 60 刘怀山

75 曹妃甸地区地质环境保障调查评价海洋工程地质
专题浅地层剖面研究

国土资源部青岛海洋地质
研究所 2009-2010 15 刘怀山

76 北黄海浅地层高分辨率多道地震资料采集与处理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
所 2009-2010 82 刘怀山

77 河北曹妃甸滨海地区海岸带环境地质调查评价—
海域浅层地震勘查

国土资源部天津地质调查
中心 2009-2010 14.4 刘怀山

78 炸药震源近震源地震波特征研究 胜利石油管理局物探公司 2009-2010 18 刘怀山

79 地震采集系统瞬时动态范围影响因素研究 胜利石油管理局物探公司 2009-2010 64 刘怀山

80 岐口凹陷滩海重点区域海底工程地质调查浅地层
剖面解释和资料处理

国土资源部青岛海洋地质
研究所

2010-2011 46.5 刘怀山

81 海洋气枪震源子波特性及其应用研究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2010-2011 30 刘怀山

82 河北曹妃甸滨海地区海岸带环境地质调查评价—
海域浅层地震勘查

国土资源部天津地质调查
中心 2010-2011 36 刘怀山

83 炸药震源激发近震源地震波传播机理研究 胜利石油管理局物探公司 2010-2011 13 刘怀山

84 江南-雪峰构造带及其西侧地球物理资料解释 中石化计划重大项目 2007-2011 80 刘怀山

85 北戴河海滩人工养护前后剖面动态的长期监测和
研究（2008-0001）

河北省地勘局秦皇岛环境
资源勘查院

2007-2010 20 王永红

86 海南 8块海底管线调查 辽河油田 2009-2011 15 邓声贵

87 福建省福鼎市秦屿镇曲鼻二级渔港工程
福鼎市秦川城镇投资有限

公司
2009-2010 2 乔璐璐

88 福州港罗源湾港区博澳物流中心配套码头工程海
洋环境影响评价 2010 7.5 乔璐璐

总计 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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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学术论文（SCI、EI 收录）目录

序

号
成果名称

出版、发表、提交

(鉴定)单位,时间
作 者

次

序

SCI 论文

1 近 60 年来长江水下三角洲沉积地球化学记录及
对人类活动的响应

科学通报, 2010,55,dio: 刘明,范德江 1

2
Magnetic properties of muddy sediments on the
northeastern continental shelves of China:
Implication for provenance and transportation

Marine Geology
doi:10.1016/j.margeo.2010.0

3.009

Yonghong Wang, Hailiang
Dong, Guangxue Li, Weiguo
Zhang, Takashi Oguchi, Min
Bao, Hongchen Jiang,
Michael E.Bishop

1

3 A flume test of the erosion mechanisms for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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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进展, 2010,25(7):

753-765.
吴婷婷 , 李三忠 , 庞洁红 ,
王健, 戴黎明. 1

25
造山带挤出构造与高压－超高压岩石剥露机

制：以大别山为例.
地学前缘，2010,17（4）：

185-196.

刘鑫，李三忠, 索艳慧, 周

均太，焦倩，徐磊，赵峰梅，

吴奇，庞洁红，戴黎明.
1

26 渤海湾盆地形成与华北克拉通破坏. 地学前缘, 2010,17（4）：
64-89.

李三忠 , 索艳慧 , 戴黎明 ,
刘丽萍 , 金 宠 , 刘 鑫 ,
郝天珧 , 周立宏 , 刘保华 ,
周均太, 焦 倩.

1

27
新世纪构造地质学的纵深发展—深海、深部、

深空、深时四领域成就及关键技术.
地学前缘，2010,17（3）：

27-43.

李三忠，张国伟，刘保华，

郝天珧，戴黎明，刘鑫，刘

丽萍.
1

28 青岛主要海岛成因分类及其地质环境分析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10. 40（8）：111-116 栾光忠，李安龙 1

29
青岛城市主要断裂构造特征以及对城市地质环
境的影响

地球学报
2010.31（1）102-108

栾光忠，王红霞 1

30
济阳坳陷桩海地区下古生界硅化岩溶储集层空

间分布模式.
古地理学报, 2010,12(2):

220-232.

许淑梅 , 翟玉兰 , 王金铎 ,
于建国 , 韩文功 , 李三忠 ,
马云.

1

31 湘赣桂地区加里东期构造特征及成因分析. 大地构造与成矿学，
2010,34(2): 166-180

郝 义 , 李三忠 , 金宠 , 刘

博, 戴黎明, 刘丽萍, 刘鑫. 1

32 湘中地区穹盆构造:褶皱叠加期次和成因. 大地构造与成矿学，
2010,34(2): 159-165

王 建, 李三忠, 金宠, 王岳

军, 张国伟, 刘丽萍, 刘鑫. 1

33 雪峰山西侧贵州地区中生代构造特征及其演化. 地质科学, 2010, 45(1): 228-242.
刘丽萍 , 李三忠 , 戴黎明 ,
王岳军, 刘博, 金宠, 张国

伟.
1

34
川西高原甘孜黄土 A 剖面常量元素地球化学特
征初步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10,40（9 增）：221-226

王玲，刘冬雁，刘明，胡广
元，彭莎莎

1

35
粒度分析在中国第四纪黄土古气候研究中的应
用现状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10，40(2):079～084

刘冬雁，李巍然，彭莎莎，
王玲

1

36 双相介质中地震波能量提取方法研究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
版),2010,29(2):180-183

杨双安，张会星 2

著作和译著

1 储层地震学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2009.12 刘怀山 1

2 地层油气藏勘探—以济阳坳陷为例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

社，2010.2 苏朝光,刘怀山 2

3 福建省海湾数模与环境研究——罗源湾 海洋出版社 鲍献文，刘容子，董树刚，
乔璐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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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获奖、专利、鉴定、验收情况一览表

序号 成果名称 作 者 授权(鉴定)单位,时间 次序

获奖

1 华北克拉通形成与破坏及周边造山带的构
造演化过程

李三忠等 山东省科技技术奖二等奖，2010
年 1 月

1

2 基于双相介质理论的三维地震勘探技术探
测瓦斯富集区研究 杨双安，张会星等

山西省科学技术三等奖，2010 年

3 月
2

专利

1 数字式地质罗盘
李三忠,金宠,黄

铭

国家发明专利（ZL 2007 1

0188556.8）
1

2 一种浮游生物双光路成像装置， 于新生，宋波等 发明专利：ZL200810211785.1 1

3 高分辨率海洋地震勘探多道数字拖缆 刘怀山等 实用新型专利/2010.06.16
ZL 2009 2 0227306.5

1

4 高精度海洋地震勘探数据采集系统 刘怀山等 实用新型专利/2010.08.04
ZL 2009 2 0282298.4

1

5 高精度海洋地震勘探多道数字固体拖缆 刘怀山等
实用新型专利/2010.08.04

ZL 2009 2 0282297.X 1

6 浅海地震资料特殊干扰波剔除处理软件
V1.0

刘怀山等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10SR016722
2010.04.14

1

7 随钻地震数据处理软件V1.0 刘怀山等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10SR046780
2010.06.18

1

8 地震剖面绘图.NET 功能软件
王淑英、刘怀山、

孙剑、童思友等
软件著作权 2010SR049238 2

10 曲波变换随机噪音压制处理软件V1.0 童思友等 软件著作权
/(2010SR059230,2010.11)

4

11 多波束数据滤波软件 孙剑、曹立华 已通过审查 1

12 多波束辅助处理软件
孙剑、翟世奎、曹

立华
已通过审查 1

http://surfip.ipexl.com/patents/zh/CN/中国海洋大学/刘怀山/200920227306zzDOTzz5.html
http://surfip.ipexl.com/patents/zh/CN/中国海洋大学/刘怀山/200920282298zzDOTzz4.html


36

固定研究人员名单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

月

最后

学位
技术职务 研究方向 最后学位训练地

翟世奎 男 1958 博士 教授/博导 海洋沉积学 中科院海洋所

李巍然 男 1960 博士 教授/博导 海洋沉积 中国海洋大学

曹志敏 男 1957 博士 教授/博导 矿床地球化学 成都理工大学

孟凡顺 男 1960 博士 教授/博导 计算地球物理 西北工业大学

王修田 男 1961 博士 教授/博导 应用地球物理 英国伦敦大学

姜效典 女 1961 博士 教授/博导 计算地球物理 德国汉堡大学

李广雪 男 1962 博士 教授/博导 海洋沉积与环境 中国海洋大学

刘怀山 男 1962 博士 教授/博导 应用地球物理 中国海洋大学

冯秀丽 女 1962 博士 教授/博导 海洋工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赵广涛 男 1964 博士 教授/博导 岩石地球化学 中国海洋大学

范德江 男 1965 博士 教授/博导 海洋沉积学 中国海洋大学

李予国 男 1965 博士 教授/博导 海洋电磁 德国哥廷根大学

李三忠 男 1968 博士 教授/博导 构造地质 吉林大学

栾光忠 男 1951 学士 教授 构造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张维冈 男 1953 学士 教授 工程物探 中国海洋大学

吴建政 男 1956 硕士 教授 海洋工程地质 同济大学

刘东生 男 1958 硕士 教授 古生物古海洋学 中国海洋大学

于新生 男 1960 博士 研究员 海洋探测技术 英国剑桥大学

曹立华 男 1964 硕士 教授 海底探测技术 中国海洋大学

韩宗珠 男 1964 硕士 教授 岩石学 中科院地化所

姜素华 女 1963 博士 副教授 石油地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刘冬雁 女 1967 硕士 副教授 海洋沉积 中国海洋大学

王永红 女 1969 博士 副教授 海洋动力地貌 华东师范大学

许淑梅 女 1970 博士 副教授 沉积学与地层学 中国海洋大学

张晓东 男 1971 博士 副教授 计算机应用 中国海洋大学

王厚杰 男 1972 博士 副教授 海洋沉积动力 中国海洋大学

李安龙 男 1972 博士 副教授 海洋探测技术 中国海洋大学

何兵寿 男 1973 博士 副教授 地震勘探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于增慧 女 1973 博士 副教授 海洋地球化学 中科院海洋所

张会星 男 1973 博士 讲师 地震勘探 中国矿业大学

邓声贵 男 1974 博士 讲师 海洋探测技术 中国海洋大学

刘 勇 男 1975 博士 讲师 海洋探测技术 中国海洋大学

裴建新 男 1975 博士 讲师 电磁勘探 中国海洋大学

褚忠信 男 1976 博士 讲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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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进 男 1978 博士 讲师 地震勘探 中国海洋大学

王 璐 女 1978 博士 讲师 构造地质 中国地质大学

龙海燕 女 1979 博士 讲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马妍妍 女 1979 博士 讲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胡日军 男 1980 博士 讲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毕乃双 男 1980 博士 讲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王林飞 男 1980 博士 讲师 地震勘探 中国海洋大学

乔璐璐 女 1981 博士 讲师 物理海洋 中国海洋大学

徐继尚 男 1981 博士 讲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戴黎明 男 1981 博士 助教 构造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技术管理人员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

月
学位

技术职

务
实验室管理 最后专业训练地

杨荣民 男 1968 硕士 高工 海底探测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李金山 男 1963 硕士 高工 地球物理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张爱滨 男 1959 硕士 高工 地球化学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童思友 男 1969 硕士 高工 复杂油气田物探方法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林 霖 女 1972 硕士 工程师 工程地质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张怀静 女 1977 硕士 工程师 基础分析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姜秀萍 女 1977 硕士 工程师 地球探测软件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赵 波 男 1979 硕士 助工 地球探测软件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姜胜辉 男 1981 硕士 助工 海底探测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来志庆 男 1983 硕士 助工 基础分析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刘 博 女 1983 硕士 助工 地球物理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刘 明 男 1984 硕士 助工 海洋样品库与预处理室 中国海洋大学

部雪娇 女 1985 硕士 助工 基础分析实验室 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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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研究生名单和2010年毕业生论文情况

招收（姓名，总人数） 毕业（姓名，总人数） 目前在校（姓名，总人数）

博

士

生

26 人

宋玉鹏，孟祥君，侯爱

源，康颖，谢言光，李

安虎，王燚，黄彦铭，

刘丽萍，刘鑫，于永贵，

孙全，代彦臣，殷学博，

朱建广，姜独祎，宋转

玲，徐晓达，王鹏，陈

淳，王亮，高飞，江巧

文，张怀静，宋晓丽，

李德平

16 人

戴黎明 金宠 宁安良

胡利民 胡邦琦 季有俊

童思友 胡光海 曲同慈

张宾 张云银 陈海清 史

经昊 李楠，刘建辉，朱

龙海

123 人

崔冠祥,周鲁川,李君，卢松,杨荣民,邓声贵,李学富,聂雪奎,

林峰,孙晓霞,李砚泉,亓刚 文世鹏 张异彪 迟中东,,李鄂,刘

敦武,杜同军，王淑英，倪芬明，罗焕章，夏冬明，赵铁虎，候

强，李金洪，徐丛亮，陈学国，于可居，徐冰，赵乐强 董贺平，

胡晓辉，石要红，孙剑，徐永臣，闫仕娟，宋鹏，丁忠军，胡

毅，程永寿，蒲进菁，温国义，李占斌，王楠，郑兆勇，周巨

锁，陈晖, 刘永刚 高伟 岳娜娜 张伟 张子鹏 刘士宁 张存勇

孙建业 吴成强 邢军辉 邓瑞 王金凯 高伟 谭军 解秋红 张祎

支鹏遥 范振峰 于凯本 王燕 温春 夏鹏 董爱国 张军强,陈

强,尹维翰,李德勇,潘军 ,邢磊,尹燕欣,邸志欣,方云峰,高秋

菊,李景岩,王皆明,张红军,周玉斌,仇建东,宫立新,李兵,尉建

功,曾明,张立奎,周春艳,朱瑛,邹昊,丁咚,侯方辉,于海波 宋

玉鹏，孟祥君，侯爱源，康颖，谢言光，李安虎，王燚，黄彦

铭，刘丽萍，刘鑫，于永贵，孙全，代彦臣，殷学博，朱建广，

姜独祎，宋转玲，徐晓达，王鹏，陈淳，王亮，高飞，江巧文，

张怀静，宋晓丽，李德平

硕

士

生

72 人

张海洋 崔华 赵维娜

张生 郭静静 姜秀莉

郭鹏 李婧 李振振 刘

凯 鲁统祥 罗忠琴 石

太昆 孙万元 王风帆

魏程霖 魏晓华 杨佳

佳 李秋思 马海 向飞

岳振欢 李洋森 刘晨

王涛 杜艺可 姜倩倩

杨江平 李沅衡 罗伟

张艳 吴洁 胡亚丽 李

志冰 虞义勇 许立青

王安国 张一凡 安成

龙 蔡庆芳 丁蒙蒙 杜

逢超 李栋 满晓 王洪

才 王鹏程 吴 鹏徐翠

玲 徐芳 尹东晓 余珊

余芝华 张斌 张先锋

王祥东 魏飞 张威 赵

蒙维 褚智慧 贾培蒙

李 娜刘修锦 罗小桥

李维禄 邢国攀 袁勇

张红艳 张鹏辉 张翼

赵慧 张贺 蒋玉波

41人

姜秀萍，曹红，范国苗，

郭磊，李达，刘明珠，石

良，田玉昆，王丽娜，王

瑞敏，徐磊磊，张佳佳，

朱琳，陈美年，张晓明，

王子，翟科，刘丽萍，刘

鑫，安永宁，刘文涛，舒

丽平，谭肖杰，王鹏，王

忠蕾，徐刚，徐元芹，周

艳芝，包敏，郝义，侯志

民，胡广元，刘恩山，王

建，王凯，王玲，王涛，

李存磊，马学萍，王鹏，

徐淑娟

189 人

何书峰， 陈淳.董超,付莉莉,高飞,焦倩,李建伟,栾天,马云,王

公伯,王亮,杨旭辉,衣伟虹,张喜林,李敏,陈彬,李德平,杜晓蕾,

索艳慧,周均太,黎明,刘婷,史超群,唐明明,赵红娟,史新磊,韩

令贺,黄晓霞,黄彦铭,李高林,刘向坤,孟琳,潘大伟,宋爱学,王

利杰,王山章,吴婷婷，王大伟,郗来涛,袁伟文,丛晓东,王立艳,

孙婧,陈奎,陈明波,董威力,金玉休,刘杰,刘金庆,邵和宾,王恩

康,王楠,魏晓燕,杨继超,于小刚,张丙坤,张朋,张泽华,朱明亮,

王琳淼,徐磊,余佳,周广镇,刘潇,庞洁红周凡,宋红瑛,张现荣,

李丽娜,王昊寅,史光辉,吴奇,赵峰梅,孙静,代云娇董紫睿,顾朝

杰,霍晓敏,李晶,李莎莎,韩月,马成英,邱娜,陶泽丹,万秀娟,王

东凯,王书伦,王智进,徐会君,亚东菊,张亮,张如一,张为彪,周

海廷,卢志君,宋传会,田先德,张明,徐未来,赵波,陈业斗,郝伟,

姜山,李雪,王鹏伟,王霄飞,闫伟,张佳 张海洋 崔华 赵维娜张

生 郭静静 姜秀莉郭鹏 李婧 李振振 刘凯 鲁统祥 罗忠琴 石

太昆 孙万元 王风帆魏程霖 魏晓华 杨佳佳 李秋思 马海 向飞

岳振欢 李洋森 刘晨王涛 杜艺可 姜倩倩杨江平 李沅衡 罗伟

张艳 吴洁 胡亚丽 李志冰 虞义勇 许立青王安国 张一凡 安成

龙 蔡庆芳 丁蒙蒙 杜逢超 李栋 满晓 王洪才 王鹏程 吴 鹏徐

翠玲 徐芳 尹东晓 余珊余芝华 张斌 张先锋王祥东 魏飞 张威

赵蒙维 褚智慧 贾培蒙李 娜刘修锦 罗小桥李维禄 邢国攀 袁

勇张红艳 张鹏辉 张翼赵慧 张贺 蒋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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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2010年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博士毕业生

戴黎明 东海陆架盆地动力学机制及其数值模拟 李三忠

金宠 雪峰陆内构造系统的逆冲推滑体系 李三忠

宁安良 面向 3G终端的移动地理信息服务研究 孟凡顺

胡利民 大河控制性影响下的陆架海沉积有机质的“源—汇”作用—以渤黄海为例 郭志刚

胡邦琦 中国东部陆架海泥质沉积区的物源识别及其环境记录 杨作升

季有俊 渤海悬浮泥沙输运对季节性因素和地形变化响应的数值模拟研究 杨作升

童思友 南黄海地震资料处理多次波形成机理及压制技术研究 李庆忠

胡光海 东海陆坡海底滑坡识别及致滑因素影响研究 刘振夏

曲同慈 辽河盆地西部凹陷特超稠油油藏利用水平井提高采收率技术研究 张金亮

张宾 伊朗 Garmsar区块综合评价与目标优选研究 张金亮

张云银 济阳坳陷第三系储层预测技术研究 张金亮

陈海清 柴达木盆地柴西南三维区岩性地层圈闭识别技术研究 刘怀山

史经昊 胶州湾演变对人类活动的响应 李广雪

李楠 南黄海盆地北部坳陷构造演化及沉积相研究 李巍然

刘建辉 福建砂质海岸侵蚀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 蔡锋

朱龙海 辽东浅滩潮流沉积动力地貌学研究 李巍然

硕士毕业生

曹红 西南印度洋中脊热液成矿作用及其地质地球化学研究 曹志敏

范国苗 P-SV 转换波 DMO 方法研究 何兵寿

郭磊 近海浅层高分辨率多道地震采集与处理方法研究 童思友

李达 东海陆架区浅部地震地层层序及新构造运动特征研究 张维冈

刘明珠 基于粗糙集理论的沉积微相识别方法研究 孟凡顺

石良 滨南油田南部沙三沙四段沉积储层研究 张金亮

田玉昆 相关技术在随钻地震中的应用 刘怀山

王丽娜 东海玉泉构造带及其邻区的构造特征及演化研究 姜效典

王瑞敏 南海地震资料多次波压制技术研究 童思友

徐磊磊 随钻地震资料逆 VSP 处理方法初探 童思友

张佳佳 地震岩石物理建模方法及其在油页岩勘探中的应用 刘怀山

朱琳 浅剖资料高精度处理与解释方法研究 刘怀山

陈美年 地震资料随机干扰压制技术研究 何兵寿

张晓明 非零井源距 VSP 资料处理方法研究 何兵寿

王子 北二区东高台子油层剩余油分布研究 孟凡顺

翟科 埕岛海区海底不稳定性差异对工程设施的影响 曹立华

刘丽萍 车镇凹陷新生代成盆-成藏构造过程及华北克拉通破坏 李三忠

刘鑫 桐柏碰撞造山带及其邻区变形特征与构造演化 李三忠

安永宁 离岸人工岛群建设对龙口湾冲淤特征的影响研究 吴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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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涛 莱州湾西岸工程地质环境及桩基础的适宜性研究 冯秀丽

谭肖杰 西太平洋 Lamont 海山玄武岩的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 赵广涛

王鹏 辽宁省海岸带开发活动的环境影响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 吴建政

王忠蕾 黄河三角洲环境承载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初步研究 许淑梅

徐刚 南黄海西部陆架区底质沉积物沉积特征与物源分析 李安龙

周艳芝 波浪作用下海滩沉积物的动力学行为—以青岛仰口湾海水浴场为例 韩宗珠

包敏 人工养滩后海滩地貌及沉积特征研究——以北戴河西海滩为例 王永红

郝义 华南加里东期构造变形特征和动力学机制 李三忠

侯志民 扬子浅滩成因探讨 曹立华

胡广元 渤海西部全新世海侵前的古环境 刘冬雁

刘恩山 雪峰山构造系统燕山期构造变形特征和动力学机制 李三忠

王凯 南堡—曹妃甸海域工程地质特征及桩基适宜性研究 吴建政

王玲 川西高原甘孜黄土 A 剖面的粒度及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刘冬雁

李存磊 大情字井地区青山口组二段沉积相研究 姜素华

马学萍 韦 2 断块精细油藏描述 张金亮

孙婧 马东油田板 0-板Ⅲ油组沉积学研究与储层地质建模 张金亮

王鹏 济阳坳陷孔店组转型期构造演化对原型盆地的控制影响研究 姜素华

徐淑娟 卫城油田卫 22 断块精细地质模型与剩余油分布研究 张金亮

唐明明 湖盆裂缝动力学模拟及其储层精细建模方法研究 张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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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实验室开放课题清单

姓 名 单 位 申请题目 批准经费 批准号

于增慧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沉积物中铂族元素的测定 4 万 2010-05

张 进 中国海洋大学 利用地震弹性阻抗技术识别天然气水合物 4 万 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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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2010学术交流与合作一览表

2010出席国际会议一览表

日期 报告题目 会议名称 地点 报告人 备注

7月 1-4日 美国滨海湿地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变化学
术前沿 2010 青岛夏季讲习班

青岛 李广雪 国际会
议主席

9月 26-30日

Field Guidebook of Geological
Excursion in the Easter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ondwana Research
Conference Series No. 9,
Qingdao,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0, pp. 1-42.

2010 年国际冈瓦纳研究协会（IAGR）
年会和第七届“从冈瓦纳到亚洲”国际

学术研讨会

青岛 李三忠
国 际 会

议主席

9月 26- 30日

Program of 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ondwana to
Asia: Evolution of Asian
Continent and its Continental
Margi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ondwana
Research Conference Series
No. 9, Qingdao,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0, pp.
1-21.

2010 年国际冈瓦纳研究协会（IAGR）
年会和第七届“从冈瓦纳到亚洲”国际

学术研讨会
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ondwana to Asia: Evolution of Asian
Continent and its Continental Margins.

青岛 李三忠
国 际 会

议主席

9月 26- 30日

Evolution of Asian Continent
and its Continental Margi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ondwana Research
Conference Series No. 9,
Qingdao,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0, pp. 1-143.

2010 年国际冈瓦纳研究协会（IAGR）
年会和第七届“从冈瓦纳到亚洲”国际

学术研讨会

青岛 李三忠
国 际 会

议主席

6月 20-25日
One RS Image-registration
Method in Rapidly Changing
Areas

The 20th International Offshore
(Ocean) and Polar Engineering

Conference & Exhibition
北京 褚忠信

3月 19日 化合物（CD2TE）薄模型太阳
能电池资源保障 新能源国际研讨会

新泽西
理工大
学

曹志敏

6月 22-25日
Seasonal Role Shifting of the
Huanghe (Yellow River) Delta
in the Terrestrial Sediment
Transport: Source or Sink?

2010 Western Pacific Geophysics Meeting 台北 王厚杰

6月 21日
Sediments in the
Catchment-Coast Continuum:
the Huanghe (Yellow River)
example

JSPS–OUC–IGG/AIST Open Seminar on
Methods of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of Coastal Erosion
青岛 王厚杰

11月 25日

Recent changes in sediment
delivery by the Huanghe
(Yellow River) to the sea: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to
delta morphology

JSPS and CCOP/GSJ/AIST seminar 越南-海
防 王厚杰

10月 19日

Changing Water Discharge
from the Huanghe (Yellow
River) to the Sea: Status,
Causes and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in the Coastal
Oce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eco-healthy
estuaries – Processes and Response 青岛 王厚杰

7月 24-8月 1
日

Processes of estuarine sediment
transpor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hangjiang
(Yangtze) and Yellow
(Huanghe) estuaries

6th Sino-German Summer
School-Response of Ocean

Biogeochemistry to Global Change
德国-不
莱梅

王厚杰

10月 21日
Experimental study on
response of pore pressure
to wave action in silty
seabe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eco-healthy
estuaries – processes and response 青岛 李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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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8-31日
Hydrocarbon detection
principle and its
application based on Biot’s
poroelastic theory

2010 Second IIT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青岛 张会星

2010出席国内会议一览表

日期 报告题目 会议名称 地点 报告人

7月 5-7 日
四川石棉大水沟独立碲矿床
的发现及新型太阳能电池 国际稀散元素高层论坛 广州 曹志敏

11 月 27-30
日

世界碲资源现状与展望-兼述
四川石棉大水沟独立碲矿床
的发现与意义

新能源国际峰会 成都市 曹志敏

11 月 27-30
日

海底成矿异常探测技术与地
球化学应用 全国应用地球化学进展

中山大
学 曹志敏

6 月 26 日 -7
月 2日

IODP Expedition 324 Scientific
Party. 西北太平洋 Shatsky 海

隆 节 理 特 征 及 其 意 义

—IODP324 航 次 构 造 成

果.S6-P-2.

第一届深海研究与地球系统科学学术研

讨会摘要集. 上海 李三忠

03 月 25－28
日

Not all folds and thrusts in the
Yangtze foreland thrust belt are
related to the Dabie Orogen

第三届全国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

会
广州 李三忠

11月 7-9日 黄河河口异重流及其对流域
过程的响应

中国海洋学会第四届青年海洋科学家论
坛

厦门 王厚杰

8月24-26日 多分量地震资料
逆时偏移中的关键技术

第三届地震各向异性与
多分量地震技术学术研讨会 贵阳 何兵寿

2010邀请国内外专家讲学一览表

日期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邀请人

5月 12 日 电子探针技术及其在地质学
中的应用

陈小明 南京大学 赵广涛

10 月 13日 Deepwater Oil & Gas Bo Lu 英国 BP 石油公司 赵广涛

4月 1日-
5 月 1日

从地幔到银行 NELDRUT 教授 前国际矿床协会主席、
多伦多大学终身教授

曹志敏

11 月 14日 铜镍矿床及其成因论 李楚思教授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曹志敏

12 月 19日 汶川大地震及重建 黄润秋教授
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四
川省科协主席、成都理

工大学副校长

曹志敏

10 月 16日 美国留学心得 Sun Tao 博士 美国埃克森美孚研究
院 李广雪

4月 10 日
海洋沉积学与海洋矿产资源
开发发展史 何起祥教授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李广雪

6月 29 日
Sea Level Rise & Accelerated
Subsidence put Deltas at Risk James P.M. Syvitski教授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王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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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 深海大洋研究国际前沿 林间 教授 WHOI
李三忠

9月 24-29 号

在黄海饭店主办 IAGR 2010
年会暨第七届冈瓦纳到亚洲

国际学术研讨会

参会者有 126人，其中国际 45人，国内

81人；嘉宾有张国伟、钟大赉、翟明国、

郑永飞四院士，姚玉鹏处长等领导。吴

德星校长出席致词。

24 个国家和地区著名

学者
李三忠

7月
如何使科技论文更容易被国

际刊物接收
Takashi Oguchi 日本东京大学 王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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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大型仪器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价格/万元 购置时间

原有部分大型仪器设备

1 X光衍射仪（D/Max-RB） 日本理学 110 1987

2 全数字旁扫声纳系统 KLEIN2000 79 2001

3 旁测声纳地层剖面系统 530T/TH 40 1998

4 地震式剖面系统 SPR-1200 36 2000

5 浅地层剖面管线仪 SBP-5000 26 1998

6 激发极化仪 TDR-4, STX-15 14 1995

7 信号增强地震仪 ES-1225 13 1988

8 微波测距仪 HLCJ-1 20 1987

2002年实验室建设以来新增购大型设备

9 声纳式多波束系统 Geoswath Plus 140 2005

10 现场激光粒度仪 LISST 100 32 2006

11 数字地层剖面仪 Chirp II 72 2005

12 深海浅地层剖面仪 BENTHOS CAP6600 130 2003

13 静态GPS测量系统（2套） HD5800 14 2005

14 静态GPS测量系统（3套） HD8200B 22 2005

15 工程地震仪 WZG-242 23 2003

16 多道高分辨率深层地震仪 GMS 215 2005

17 振动＋四管取样器（1套） 89 19 2003

18 激光粒度分析仪 Laser2000 37 2004

19 同位素α谱仪 Genie-2000 30 2002

20 等离子质谱仪（ICP MS） Agilent 7500C 165 2004

21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AES） Optima4300DC 132 2004

22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HPLC 26 2004

23 透反偏光显微镜（3台） Olympus BX41TF 22 2005

24 偏光显微镜（8套） Olympus BX41 40 2003

25 绘图仪（2台） GS636-2 65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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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计算机工作站（2套） ULTRA80 20 2002

27 计算机工作站（3套） VLTRA-80 26 2002

28 PC机群系统 SUN Z20 520 2004

29 PC机群系统 Fire V208 195 2005

30 专用服务器（PC集群） V202 1U 183 2005

31 专用服务器（PC集群） V202 1U/AMD250 89 2005

32 专用服务器（3套） V880 80 2002

33 深海视像系统 16 2003

34 海底观测＋高压实验平台 11 2005

2007-2008年实验室建设以来新增购大型设备

35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德国布鲁克光谱仪

器公司VERTEX70

29.55 2008

36 台式偏振X射线荧光光谱仪 德国斯派克分析仪

器公司XEPOS

57.58 2008

37 体视显微镜 日本 OLYMPUS 公司

SZX16 7X-690X

14.01 2007

38 显微照相分析系统 日本尼康公司

LVP100PL

36.82 2007

39 磁化率测量仪 英国Bartington公

司MS2

15.67 2007

40 数据采集系统 中国戴尔公司

DELL390

26.50 2007

41 显微镜 德国莱卡公司leica

dmlp

17.5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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