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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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申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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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二、实验室本年度大事 

 

（一）实验室评估 

2009年9月25日，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现场评估会议在崂山校

区行远楼第三会议室举行。这次评估会议主要是对于2004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

的5年期间实验室从筹建到正式运行期间的第一次综合性评估。评审专家组对于本实

验室5年来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给以了高度评价，获得了94.6分，在小组参评6个实验室

中排名第二。 

教育部科技司基础研究处处长李武，评估专家组孙铁珩院士以及蒋少涌，刘仁义，

童玲，戴前伟等5位专家以及我校副校长于宜法教授，翟世奎教授，海底科学与探测

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庆忠院士等出席评估会。评估汇报会由孙

铁珩院士主持。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翟世奎教授做实验室工作

报告，他具体介绍了实验室的概况、总体定位和研究方向、研究水平与贡献，队伍建

设与人才培养与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情况，总结了实验室近5年来取得的主要成绩和

不足，并对未来工作进行了展望。四个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就代表性成果进行了汇

报。汇报会后，专家组一行还分别对崂山校区和浮山校区实验室的研究环境与实验条

件进行了现场考察。 

评估专家组通过实验室现场考察，以及对实验室主任的工作报告以及学术带头人

的代表性成果的评估，认为： 

1．实验室定位恰当，目标和研究方向明确，特色鲜明。 

实验室立足海底科学及其应用基础研究的发展前沿，围绕国家海洋工程环境、海

底资源与探测技术领域的重大战略需求，主要研究海洋动力沉积过程及环境灾害效

应、大陆边缘岩石圈运动过程与盆地形成机制，研发深海海底资源原位探测技术以及

海底能源探测与信息处理技术等，实验室定位恰当，目标明确，并确立了海洋沉积与

工程环境、海底资源与成矿作用、海底能源探测与信息技术和大陆边缘构造与盆地分

析4个主要研究方向。强化海底基础科学研究与加强海底探测技术研发并举，是该实

验室的显著特色，并在国内外相关领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2．实验室科研成果突出，应用效益显著。 

实验室主持承担了国家“973”项目（项目首席科学家单位）、“973”课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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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863”课题（9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专项课题共15项，取

得了典型不稳定海底地质过程及关键探测技术、大洋资源原位探测与采样技术、基于

模型的地震勘探数据处理系统（MBP 1.0 与2.0）、滩浅海海底沉积结构高精度调查

方法、华北克拉通形成与破坏及周边造山带的构造演化过程等有相当显示度的代表性

成果，其中既有该领域基础理论的突破（数十篇论文发表在国外相关领域排名前十位

的杂志上，并获得很高的同行评价和引用率），也有国家重点关注的海底资源（含能

源）、环境及其探测技术的工作，特别是在海底资源原位探测与采样技术，以及海底

能源探测与信息处理技术方面，形成明显的研究（研发）特色，并处于国内外同类研

究的前沿。以上研究成果和技术获得了卓有成效的工程应用，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3. 实验室队伍建设卓有成效，人才培养成果突出。 

实验室拥有一支以院士领衔、“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为首的、以中青年学术骨干为主体的研究队伍（另有3名有国际学术影响的学科带

头人即将来实验室工作），具有合理的年龄、学历和专业知识结构，整体研究水平较

高，基本形成了创新能力强、团结协作的研究群体，并具很强的发展潜力。 

实验室主任及各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学术思想活跃、研究成果突出，在国内外相

关领域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实验室人才培养环境优良，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海底科

学与探测技术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部分已成为我国在该领域研究中的领军人

才，在海洋科学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实验室平台体系完善，特色鲜明，运行高效。实验室实验室建设了设施完善

的海上外业调查平台、室内测试分析平台、和地球探测信息技术处理平台，并以国内

先进的海洋科学调查船—“东方红2号”为支撑，形成了该领域特色鲜明的科技创新

平台体系。 

实验室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充分利用调查船等平台条件和开放共享

的运行机制，为国内其它海洋研究机构承担了大量海上调查任务，同时在国际合作研

究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另一方面，自主研发的大型软件系统也在与我国能源

勘探行业的大量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显著效益。 

5．实验室规章制度健全，仪器设备运行状况良好。依托单位对实验室建设给予

了积极支持。 

评审专家组也对实验的提出了希望，希望实验室是能够进一步加强国际学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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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推进国际合作，提升实验室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建议实验室进一步吸引和培

养杰出的年轻学科带头人，加强创新团队建设；进一步整合实验室科技资源，探索更

加高效的运行机制。 

教育部科技司也对希望实验室能够再接再厉，紧密围绕国家重大需求，进一步凝

练实验室的方向，突出重点，强化特色，加快实验室拔尖青年人才的培养，加强团队

建设。并加强实验室的对外开放与交流，增进实验室与国内外外大型企业的紧密结合，

提高实验室国内外的影响力。 

 

（二）协办全国沉积学大会 

第四届全国沉积学大会暨中国沉积专业委员会 30周年庆典于 2009 年 10月 16日

至 19日在青岛举行。会议由中国地质学会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

学学会沉积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地质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石油学会石油地

质专业委员会、中国地质学会海洋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青岛海洋科

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中国地质调查局海岸带地质与大陆架地质研究中心、青岛市科

学技术协会主办，由国土资源部海洋地质研究所承办，中国海洋大学海底科学与探测

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作为协办单位参与了大会。 

来自国内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和生产一线的 700余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参加第四

届全国沉积学大会的代表中既有德高望重的院士和老一辈科学家，也有现今拼搏在科

研生产第一线的中年骨干，更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科学家和青年学子，反映了我

国沉积学界团结和谐、兴旺发达、朝气蓬勃、后继有人的大好形势。大会以“海陆并

重，古今结合”为科学主题，共收到论文摘要 372篇，全文 176篇，青年优秀论文 46

篇。14个位专家做了大会报告，238位代表就资源沉积学与成藏过程、储层沉积学、

成岩作用与沉积地球化学、沉积体系与层序地层学、盆地动力学和岩相古地理、现代

沉积过程、古海洋学与全球变化、重大地质事件的沉积记录等 8个议题在分会场做了

报告，133 位代表通过展板报告研究成果。大会之后，近 300 名代表分赴 5 条野外考

察路线，对碎屑岩沉积、碳酸盐岩沉积、现代海滩沉积、现代河口三角洲沉积进行野

外地质考察。中国海洋大学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作为组织者进行了

青岛→东营黄河三角洲沉积和滨海湿地→淄博溶洞→青岛的现代河口三角洲地质考

察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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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中国地质学会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沉积学专

业委员会成立 30周年，大会期间举行了专场活动，回顾了专业委员会 30年走过的辉

煌历程，追思了专业委员会创始人叶连俊院士、业治铮院士、吴崇筠教授的学术思想

和业绩，并对 30位为专业委员会做出贡献且年逾七十的老一代沉积学家进行了表彰。 

  中国地质学会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沉积学专业委员

会在大会期间举行了新老委员联席会议。以孙枢院士为主任的第七届专业委员会胜利

完成了使命，以刘宝珺院士为主任的第八届专业委员会开始工作。联席会议经讨论并

投票决定，第五届全国沉积学大会由中国石油股份公司承办，将于 2013 年在杭州举

行。 

本届大会检阅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总结了我国沉积学发展的基本经验，展望了

我国沉积学的未来，探索了融入世界科学大潮、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的

道路，学术气氛之浓、学术成果之丰富，堪称前所未有。本届大会的召开必将对我国

沉积地球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与会者认为，“海陆并重、古今结合” 既是会

议的主题，也是沉积学今后发展的方向。 

 

 

本室负责的考察路线该路线主要考察现代河口三角洲河流沉积地貌、新生滨海湿

地及天然石灰岩溶洞。考察点包括：山东省东营市的湿地博物馆、黄河河口模型、黄

河三角洲国家地质公园、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海洋石油平台、黄河海港、黄

河防潮堤、孤东围海大堤、现代贝壳堤、海油陆采项目、黄河故道与山东省淄博市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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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县九天洞溶洞。 

在会议举行前，李广雪等组织了野外的前期踏勘工作。会后考察时间为 2009 年

10 月 20 日至 22 日，共三天；实际考察人数近 40 人，由李安龙等组织带队。考察过

程中及考察后，考察人员一致认为，该路线非常明显地反映了现代三角洲的沉积和滨

海湿地特征及石灰岩溶洞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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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室工作纪要 

 

（一）科研项目和经费 

 

实验室在研各类科研项目108项，经费5385万元，包括： 

 

973子项目                 2项                  72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项                 200 万元 

863项目                   9项                1657 万元 

908项目                  11项                 341 万元 

省部委项目                8项                  90 万元 

横向项目                 80项                2423 万元 

国际合作项目              5项                  56 万元 

总计                    113项                474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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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实验室在研各类科研项目经费所占总结费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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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成果 

 1.学术论文 

实验室共发表学术论文150篇，其中SCI和EI收录53篇（见附表2）。 

 2.专著 

实验室共发表专著和译著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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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项（见附表3）。 

    4.获奖 

山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一项 

 

（三）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1. 队伍建设 

新引进博士和硕士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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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人,其中，博士研究生21人，硕士研究

生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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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开放与交流 

开放基金：共批准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2项（见附表7）。 

主办的会议：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前沿学术研讨会 

20009年5月18日，由中国海洋大学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办的

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前沿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海洋大学崂山校区举行，中国海洋大学副

校长翟世奎出席开幕式并致词。秦蕴珊院士、张国伟院士、金翔龙院士，以及来自中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

局及所属的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西北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和

美国迈阿密大学等知名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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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专家们紧密围绕地球动力、海洋地质、海洋矿产、古海洋学等前沿领域相关

问题进行了大会报告和讨论。在地球动力方面，来自西北大学的张国伟院士就我国大

陆动力学最新研究进展做了详细报告，对大陆和大陆构造做了系统分析和界定，之后，

提出大陆动力学研究对大洋动力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论述了大洋动力学在我

国深海大洋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国海洋大学的李三忠教授做了“华北克拉通破坏和渤

海湾盆地形成”的报告，对渤海湾盆地的中新生代构造变形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挤

出构造是华北克拉通东部中生代破坏的浅部响应，新生代构造格局是中生代构造格局

的继承，论述了中、新生代构造体制和机制的转换内涵，并探讨了华北克拉通西部地

块没有破坏的原因、深部过程和浅部响应的关系。 

在海洋地质工作方面，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调查部张海启教授谈到海洋地质

调查工作。认为我国幅员辽阔，但目前海域地质调查程度极低，总体水平落后发达国

家20-30年。另外，我国海域油气资源和固体矿产资源潜力巨大，但探明程度低。所

以有必要“实施海洋地质保障工作，开展区域海洋地质调查，进行海岸带、大陆架和

海底地质情况探测。实施区域海洋地质调查的意义除了“系统掌握海洋地质基础数据，

摸清海域油气资源的潜力”之外，也是维护国家海洋主权权益、近海和海底重大工程

建设、沿海地区减灾防灾和地质环境治理的需要，同时也是推动海洋地质科学发展和

调查技术进步的需要。因此我国将在2025年前，对我国管辖海域实施全覆盖基础地质

调查工作，查明海底油气资源分布状况，建立海洋地质基础调查数据库和信息社会化

服务体系，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国家资源安全、军事海防、涉海工程建设、构建和

谐社会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同时也完成海洋地质调查技术装备的更新改造。

来自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杨胜雄教授认为南海油气资源丰富，约占中国总资源量的三

分之一，是世界四大海洋油气聚集中心之一、中国能源未来的希望之地。目前我国南

海北部主要沉积盆地勘探程度较高，但对南海南部主要沉积盆地勘探程度较低。由于

中生代盆地是主要的油气聚集区，世界其它地区(如中东、墨西哥湾、南非、西非、

亚太、西北欧等) 均发现了中生界油气田，所以目前南海油气资源勘探正朝着“深水

深层”方向发展。目前主要利用地震勘探资料了解区域中生界沉积分布状况，并利用

重磁资料排除深部场源、火成岩体等影响，初步判断中生界分布。下一步勘探方向是

理清勘探思路，加强勘探技术，突出检测手段，重视评价方法，并丰富勘探理论。国

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初凤友教授认为深海海底分布着丰富的砂矿、石油、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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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钙石、海绿石、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海底热液矿物等资源。上个世纪20年代就

开始发现了这些矿产；60-90年代开始大规模调查；90年代世界各国开始申请海底矿

区并着手开发。深海矿产开发的先行者是鹦鹉螺矿产勘探公司(Nautilus Minirals)

和海王星矿业公司(Neptune Minerals)。我国已经获得7.5万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结核

矿区；已经持续8年开展了富钴结壳资源调查；正在加紧热液硫化物资源调查；积极

参与制定勘探规章。现有深海资源开发技术主要包括：资源探测技术(地球物理、地

球化学、采样技术、新载体与传感器技术、现场快速分析技术)；资源评价技术(深钻

技术、物探技术、化探技术)；资源开发技术(环评、开采、冶炼、环境保全)；环境

观测和检测技术等。 

在海洋矿产方面，来自南京大学的蒋少涌教授介绍了一种新类型的海底热液硫化

物矿床——华南早寒武纪黑色岩系中Ni-Mo-PGE多金属成矿作用。他提出了一种新类

型的海底热液硫化物矿床，以富含Ni、Mo、Se、As、Sb、V、Au、Ag和PGE等多元素为

特征，区别于其它多含Cu、Pb、Zn、Au、Ag等的矿床类型。对于其成因模式目前仍有

争议，主要为海水成因说和热液成因说之争。 蒋教授认为是由早寒武纪海底热液作

用形成，并综合年代学、地质学和矿物学、微量元素地球化学（REE、PGE）、Os同位

素、Mo同位素等方面的证据，认为华南下寒武统牛蹄塘组黑色页岩中Ni-Mo多金属元

素超常富集作用与海底喷流热水沉积成矿过程有关，是一种新类型的海底热液硫化物

矿床，具有重要的矿床学意义。来自美国迈阿密大学董海良教授从不同角度介绍了生

物地质作用的重要性。结合当前研究的最新进展，对生物圈的下限深度进行探讨。重

点介绍了岩石矿物和微生物的相互作用，特别是洋壳和生物的相应作用，以黑烟囱热

液喷口硫化物与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和玄武岩的微生物风化蚀变两个具体例子进行了

讨论。最后提出以地质眼光、微生物手段为特点的学科思路，提出将定量微生物作用

及微生物成矿作用作为该领域今后的研究方向，并加强在工业及环境（特别是环保领

域）上的应用。来自中国地质大学的苏新教授介绍了“地球号”钻探船概况，日本南

海发震带钻探计划及各个航次和相应任务。就IODP 316航次超微化石地层学部分初步

结果进行了重点介绍，初步结果利用超微化石地层年代学确定了复杂地层所对应的地

质年代，且结论准确，可与构造及地球物理等证据相互佐证。提及了日本的DONET计

划用以监测日本和太平洋地区海底地震。并以日本南海海槽钻探计划得到的启示，向

我国相关部门和学者提出建议，主要集中在目标和任务制定、规划，大型计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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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设备和技术，相关领域人力资源组织以及政府和民众支持及关注等方面。 

在古海洋学方面，来自同济大学的翦知湣教授首先介绍了什么是全球变化，指出

全球变化涉及到从经济变化到气候变化等很多方面，而他着重介绍气候变化。为应对

气候变化自上世纪80年代，世界很多国家以及联合国采取了很多的行动与措施，而我

国从国家法律法规的制定到科研项目的立项等方面均体现了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全球

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而造成气候变暖的原因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是温室气体

的大量排放导致近100年来气候急剧变暖，而有的学者认为气候变暖与温室气体无关，

而是与太阳活动有关。而造成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合理的估计温室气体

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人类活动和自然变化的大气CO2的变化趋势以及没有认清碳循环

和冰期旋回的关系。而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解释气候演化的机理。来自中国科学院海洋

研究所的李铁刚教授将西太平洋作为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落脚点，首先介绍了太平洋

西部边界流的最新研究进展，东亚季风和黑潮是影响黑潮流域环境的主要营力，黑潮

携带大量的热量和水气对我国和东亚的气候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黑潮对大洋的

变化反应灵敏，可很好的记录全球气候变化的信息。结合前人及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

介绍了黑潮的时空演化过程及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热带西太平洋在全球碳循环中的作

用。 

另外中国海洋大学的翟世奎教授汇报了去年年底刚刚结题的973项目“中国典型

河口-近海陆海相互作用及其环境效应”从立项-执行-结题的一系列工作，结合项目

设置的十个课题，围绕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从物理海洋、海洋地质、海洋化学、海

洋生态等不同方面介绍了该973项目所做的大量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果，并展示了每个

课题取得的创新性成果，如在第四子课题中，揭示了黄河口切变锋对黄河入海泥沙的

阻隔作用，水下三角洲斜坡对切变锋的地貌响应，并揭示了黄河三角洲南北两侧侵蚀

-淤积转换带的形成机制。中国海洋大学的杨作升教授介绍了近底雾浊层研究及国内

外最新研究进展。然后介绍在东海陆架所发现的东海近底雾浊层的分布特征、结构分

类（单层型、双层型和多层型）及其影响因素（水团、流系、物源），同时，根据在

台风前后所获得的观测资料，分析了台风对东海近底雾浊层的影响，并提出台风影响

下整个东海陆架雾浊层的分布范围及浓度均有显著增加，台风引起的水动力变化对近

底雾浊层具有控制作用。 

此次学术报告会展示了我国近期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地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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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科学层面分析了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中国管辖海域地质研究中的关键问

题。驻青相关科研院所以及主办单位的师生约130人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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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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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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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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学术委员会工作 

5月17日上午，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召开了

学术委员会会议。会议由副主任委员秦蕴珊院士主持，张国伟院士、金翔龙院士和其

他各位委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听取了实验室主任、我校副校长翟世奎教授所做的实验室工作汇报，并对实

验室2008年度的工作进展给予充分肯定。委员们还围绕实验室发展定位、研究方向凝

练、实验室资源共享和学术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委员们认为，面对当前发展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的有利时机，实验室应立足学科

前沿，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明确自身特色发展定位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实

验室在研究成果方面的影响力；要不断提高实验室的开放力度，加强资源共享与交流，

围绕“开放”进行一些创新性的尝试；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并在学科交叉中找寻新

学科生长点，催生集成化成果；要进一步强化人才梯队建设，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以实现实验室的可持续、协调、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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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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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投入经费同5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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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相显微镜 

日本奥林

巴斯公司

BX61 

科 研 与 教

学/岩矿鉴

定 

自动及电脑编程控制、电动及电

脑编程控制(0.1um 调整度数)、

电动驱动式 360度旋转 0.1度度

数；专用高分辨率偏光记录系

统，颜色还原精确无误。 

台 1 34.91 34.91 

2 
声学多普勒

流速仪 

挪威

NORTEX AS 

公司

AQUADOPP 

PROFILER 

400k 

近海海流

研究，在

线锚系、

测量和河

流、湖泊、

河道的流

速测量 

声学频率 0.4MHz  

剖面范围 60-90m 

层 厚 2-8m  

最小盲区 1m 

最多分层 128 

流速范围 ±10m/s 

精 度 测量值的1%±0.5cm/s 

采 样 率 最快 1 Hz 

台 1 18.14 18.14 

3 曙光工作站 

北京曙光

信息产业

有限公司

天阔 A440 

海 洋 地 震

资料处理、

地 震 层 析

成像 

天阔 A440 

(2×1.6Ghz/4GB/2×146GB) 
套 1 6.00 6.00 

 总计       59.05 

 

（七）运行管理工作 

学术委员会指导下实验室管理委员会严格按照实验室的规章制度，紧紧围绕科学

研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实验室建设等主要建设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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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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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海洋沉积的相关科学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长江黄河入海沉积物通量的变异

过程、河口沉积动力过程研究、陆架泥质区的沉积记录、河口地貌演化以及水动力的



 19 

相互作用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相应的论文被 SCI 收录 8 篇，发表在“Ocean 

Engineering”，“Geomorphology” “Journal of Hydrology” ， “Marine Geology” 

“Hydrology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s”等国际期刊上（见附录 2）。 

 

1）围绕 973课题开展中国东部陆架沉积记录与颗粒物“源-汇”效应研究。 

①中国东海北部晚全新世以来沉积记录与海洋环境演变 

采用长链烯酮不饱和度方法，首次对中国东部陆架海古水温演变进行详细研究，

揭示了陆架海海洋环境演变对全球变化同步性和差异性，预测了未来海洋环境的演变

趋势，对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战略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东海北部涡漩泥质区距今 3600 年以来海水表层温度(SST)高分辨率变化曲线，与

南半球海水温度和南极冰芯记录对比，探讨了东海北部古海洋环境演变与全球变化的

响应关系。距今 3600 年来的环境演化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Ⅰ期降温阶段，距今 850

年以来，冬季风较强，“小冰期”最大温度降幅 2℃；Ⅱ期波动升温阶段，距今 1900-850

年，存在隋唐温暖期，响应的时间在距今 850-1350年间，距今 1400 年的降温事件比

较明显；Ⅲ期降温阶段，距今 2550-1900年，处于南极冰芯记录曲线上一个缓慢降温

到快速升温的完整周期；Ⅳ期相对平稳略有升温阶段，距今 3200-2550 年，处于南极

冰芯记录气温波动升温期；Ⅴ期相对平稳略有降温阶段，距今 3600-3200年，对应南

极冰芯记录的波动降温阶段。东海陆架海洋物理环境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很好的一致

性，五个周期性阶段与南极冰芯记录的气候周期比较吻合，但响应并非完全同步，全

球降温一般比较缓慢，陆架海 SST基本上能够同步调整，而全球升温一般比较快，陆

架海响应大约滞后 120 年。工业革命以来的温室效应在陆架海没有响应，可能与陆架

海对升温的滞后效应有关，由此可以预测，未来陆架海将持续升温，这种延迟升温效

应将会给中国东部陆架海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②黄河口与邻近渤海沉积有机质的源－汇及其在碳储库中的意义 

全球 80%的有机碳埋藏主要发生在河口-陆架这一浅海环境下，因此河口及陆架海

的沉积有机质对于全球碳循环研究起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沉积物中的有机质主要

来自陆源输入和海洋本身。陆源输入的有机质主要通过河流径流和大气沉降进入海洋

环境。渤海作为我国典型的陆架海，这里有黄河等这样的世界级大河的输入，因此这

一区域沉积有机质及污染物的来源、迁移及归宿的研究在全球碳循环研究中有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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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本工作就渤海表层沉积物样品的沉积物粒度、总有机碳（TOC）、总氮（TN）、有机

质碳稳定同位素（δ13C）和分子标志物（biomarkers）（正构烷烃、藿烷、甾烷）进

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总有机碳、氮的空间分布与沉积物粒度密切相关，细颗粒沉积

区具有高的有机碳含量，表明有机碳的“汇”主要受海洋沉积动力环境控制。有机质

的 C/N、δ13C 和正构烷烃等物源指标显示：该区有机质主要受陆源输入和海洋生物

共同作用。所有的样品的气相色谱图中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鼓包（hump），显示样品

中含有“色谱不能分辨”的组分(UCM)，显示沉积物受到了不同程度石油烃的污染，

特征分子标志物（藿烷、甾烷）确认了这一结论。黄河口及其莱州湾作为典型大河控

制区，接受了来自河流输入的大量陆源有机质埋藏，是河流输入陆源有机碳的主要

“汇”，这与世界上其它大河控制的陆架边缘海的物质汇作用具有可比性和一致性，

表明这些大河控制下的陆架边缘海的有机碳埋藏是全球碳循环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③长江口－近海铅同位素的高分辨率沉积记录与人类活动的响应关系 

建立了百年尺度铅沉积通量和铅同位素组成在邻近长江口东海内陆架的高分辨沉

积记录，结果显示铅通量和铅同位素组成变异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含铅

汽油的大量使用与禁止使用（2000 年）有着良好的响应关系，反映了 90 年代后长江

流域人类活动对高混浊河口－近海环境的影响程度。 

④基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有机氯农药）揭示泥质沉积和大河输入对黄、东海颗

粒物源－汇的控制性作用 

对黄海及东海陆架泥质区及其周围表层沉积物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有机氯农

药）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结果显示：在黄海北部和南部中央泥质区，有机碳的含量与

有机氯农药的浓度随粒度的变细而升高，说明该泥质区不仅仅是颗粒物的堆积中心，

也是有机碳和有机污染物的主要“汇”，这一物质汇的作用主要和黄、东海环流和涡

旋的沉积动力作用密切相关。对比分析揭示出长江口和闽浙近岸泥质区虽然沉积物粒

度仍然与有机碳含量具有很好的相关性，但粒度效应并非控制该区有机氯农药分布的

首要因素。沿岸泥质区是有机污染物的主要“汇”，但其物质汇的作用过程受长江等

大河的控制，而与非大河控制区的北黄海和南黄海形成显著的区别。这一规律对于认

识进入不同海洋环境系统的颗粒物质（包括营养元素和污染物）的分布、来源、迁移

和归宿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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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渤海湾及邻近海域颗粒有机碳的分布与物源 

根据 2006年 8月在渤海湾及其邻近海域 41个站位进行的颗粒有机碳（POC）和颗

粒氮（PN）的调查资料，结合同步取得的水文环境要素的数据，分析了该区夏季 POC

和 PN的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夏季水体中 POC的浓度为 155.9-1363.1 

μg/L，平均浓度为 429.5 μg/L；PN的浓度为 26.2 μg/L- 225.5 μg/L，平均浓度

111.5 μg/L。POC 与 PN 的空间分布特征一致，呈现近岸高，远岸低，表层低，底层

高的特点。生物作用、水体温盐跃层和总悬浮颗粒物（TSM）是影响研究区 POC 空间

分布的重要原因。通过建立 POC 和 PN 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估算了样品中 PIN 的含

量。扣除样品中 PIN 的影响后，本研究区的 POC/PON (颗粒有机氮) 比值范围介于

5.5-19.8之间，显示 POC除了海洋生物为主要来源外，周边河流的陆源输入也有重要

贡献。这一研究方法对认识中国近海的 POC 物源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反映这一工作

的成果于 2009年 1 月在环境科学发表。 

⑥东海舟山群岛效应及泥沙运移动力机制 

通过潮流、悬浮泥沙和底质粒度参数等实测资料，利用悬沙输移通量机制分解方

法和粒度趋势分析法，对舟山群岛海域的悬浮泥沙和底部泥沙的运移趋势和动力机制

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悬沙浓度和悬沙单宽通量自杭州湾口门外向外海迅速降低；

平均流输运、Stokes 漂移输运和垂向净环流输运是引起悬沙泥沙静输运的主要作用机

制，自口门至外海，平流输运作用逐渐减弱，垂向净环流输沙在悬沙静输运中所占比

例逐渐增加；潮流是引起泥沙（悬浮泥沙和底质）运移的主要动力因子，群岛对悬浮

泥沙输运和底质的分布及运移存在明显的制约作用，同时，地形、东海沿岸流等因素

对泥沙输运的影响亦不可忽视。成果在《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2009, 28(5)》

发表。 

2）开展“胶州湾岸线变化及其对水沙运动的影响”研究，对青岛市”环湾保护、

拥湾发展” 战略规划进行科学论证。 

该专题研究内容包括“胶州湾岸线变迁与海岸带环境规划”研究和“胶州湾水沙

运动数值模拟”两个部分。“胶州湾岸线变迁与海岸带环境规划”研究是在对胶州湾

的历史成因、长期发展战略、近海地质背景、近海自然资源状况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识别胶州湾近 150 年岸线类型、水体体积、纳潮量及海域面积的变化情况。“胶州湾

水沙运动数值模拟”研究是基于胶州湾历史和现状岸线研究结果，得出 1935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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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水沙运动演变趋势，包括流场、水交换能力和悬浮泥沙运动的变化情况。该专

题研究揭示出 140多年来，由于胶州湾面积和纳潮量的减少造成胶州湾水动力交挽减

弱、深水航道可能出现淤积等结论，并列举工程实例预测其对胶州湾水沙运动的影响

程度。研究成果及提出的对策被政府采纳。 

3）围绕总书记提出的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圈指导方针，开展山东建设海洋强省

战略研究。 

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8年“两会”期间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实现山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2009年 4月总书记在视察山东时再次

强调，要积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发展协调性和可持

续性为目标，形成发展新优势。同时明确指示: “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

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这是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

谋远虑的重要部署，是山东省一次重大的发展机遇。 

承担山东省发改委设立的《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前期重

大课题》—《山东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战略研究》开展工作，根据山东省近海资源现状

分析，围绕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指示，建议政府主导、强力

打造蓝色海洋经济产业群，做好山东省蓝色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向政府提出初步建议

是：构建“青岛国际航运中心”；构建“海洋渔业产业链”；构建“黄金海岸旅游度假

产业链”；构建“临海工业产业群”；构建“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群”；构建“海洋实用

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以济南为中心，沿海一线为龙头，向周边和内陆逐级辐射、

开放式的区域蓝色经济圈”；构建完善的海洋管理体系。 

4）围绕莱州湾新发现的海洋油田的整体开发，开展全面技术支撑 

胜利石油开发中心主要从事难动用储量及高成本原油区块的勘探、开发、经营与

管理工作，2008年开始进行莱州湾西部的青东区块的勘探、开发，根据新一轮资源评

价结果，青东地区海洋油气资源量为 2.04 亿吨。这一新的海上整装油田的开发对胜

利油田增储上产至关重要。 

2008年底胜利石油开发中心选择海洋沉积与工程环境团队开展《胜利青东区块海

洋环境基础资料调查研究》工作，弥补莱州湾青东地区海洋油气田开发所需的环境基

础资料的空白。项目实施一年来，运用多年积累的对黄河三角洲演化机理的研究成果

和在该海域的工程实践经验，为胜利青东区块勘探、开发的前期设计提供了大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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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科学建议，由此完成的人工岛开发工程设计受到总公司的好评。 

目前石油开发中心已确定本团队作为青东油田开发的技术支撑单位，已连续委托

开展青东油田开发前期的工程环境研究、大型人工岛的勘探、数值模型和物理模型试

验研究等，及时为油田开发工程提供了技术支持。 

 

（二）海底资源与成矿作用研究方向 

2009 年度共发表论文 10 篇，论文摘要 4 篇。其中，SCI 收录论文 2 篇，EI 收录

论文 5篇。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2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3项。主要发表（或提交）

在“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 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海

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等国内外重要刊物，以及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tical Instruments and Technology 等国际会议上。取得以下成果： 

（1）深海资源与成矿环境探测技术研究方面: 针对水声通信技术存在着传输速率

低、带宽窄、延时较长、功耗和体积大等不足，探讨了基于无线光通的水下近距离宽

带通信技术中的调制方式与误码率及发射光功率的影响关系，并将差错控制编码技术

引入水下无线光通信系统中，为提高深海无线光通信系统的性能了依据。针对沉积物

中的生物在海水-沉积物界面的生物地球化学作用，研制了一种新型的光学平面化学

传感器系统，为研究海底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中的有氧和无氧的微尺度变化提供了

两维定量化的现场观测技术。研制了可以对深海中的浮游生物及颗粒进行实时连续观

测的光学成像装置，为水体中的浮游动物和浮游植物的空间分布及丰度提供高时空分

辨率的监测手段。 

（2）海底资源成矿作用研究方面：主要进行了天然气水合物发现区沉积物生气量

的模拟实验研究。根据模拟结果推测，海底下 1200m以内的沉积物仍在不断生成生物

气，是目前生物成因天然气水合物的重要气源；而埋深超过 1200m的沉积物已经历过

生物作用大量产气阶段，所产生物气微乎其微，但之前产生的大量生物气对该区水合

物的贡献很大。 

（3）海底沉积地球化学与古环境研究方面：研究了长江口闽浙沿岸泥质区现代沉

积记录及其影响因素，回顾总结了东海与黄海斑块泥质区沉积动力过程研究进展及其

关键问题，探讨了南海西南陆坡末次冰期以来的硅藻及其古环境意义。 

 

（三）海底能源探测与信息技术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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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钻地震信号处理技术研究和滩浅海海底沉积结构高精度调查方法有一定的

成果，论文发表在 SCI（EI）收录的“Marine Geophysical Researches”和“China Ocean 

Engineering”杂志上。 

1. MBP 2.0软件系统通过国家 863海洋技术领域组织的专家测评 

 “基于模型的地震勘探数据处理系统（Model Based Processing）V2.0 [简称：

MBP 2.0]”以射线理论、波动理论以及绕射理论为基础、正反演实时检验分析为工具、

高性能并行运算和交互处理为作业主体，可同时在混合操作系统（Unix 和 Linux）、

不同 CPU 架构的微机群、工作站/服务器等集群环境下运行；该系统推出了“叠前时

间偏移”、“叠前深度偏移”和“叠前深度+时间偏移”三套处理模式，在海水鸣震等

多次波的多域联合压制、叠前深度+时间偏移速度分析、变偏移孔径叠前时间/深度偏

移、地震模型检验和多域地震同相轴检测等多方面具有特色。 

2．随钻地震信号处理技术研究获得突破 

通过随钻地震信号处理技术研究，研制了随钻地震信号处理软件，并取得现场试

验的成功，初步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随钻地震信号处理技术，它在不中断钻井

作业，通过实时地震测量，及时预测钻头前方地层压力情况以及进行井下状态监测，

为井队提供井下实时工作参数，为决策者在钻井过程中及时调整钻井方案，保证钻井

安全、提高钻井效率和优化套管设计提供依据等，实现无风险钻井，目前已初步取得

创新性的随钻地震信号处理技术成果，实现了随钻地震信号处理关键技术突破，填补

了国内在此领域的空白。 

3．滩浅海海底沉积结构高精度调查方法研究取得显著进展 

首次提出并实现了由滩涂带--两栖带--极浅海--浅海区域的连续的表层结构调

查方法。利用现代海底沉积结构调查技术，查清浅海部分的现代海底沉积结构。对沉

积地层与海水速度和声波衰减的研究，建立了相应的滩浅海近地表地质结构速度模型

或吸收衰减模型。所获得的滩浅海海底沉积结构高精度调查资料，使海底沉积结构调

查剖面分辨率达到 1 米分辨能力、波组特征明显、信噪比适中，多次波和其它强反射

干扰得到较好的压制，提高了野外采集记录品质和室内处理质量，勘探效果显著。 

（四）大陆边缘构造与盆地分析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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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共发表 SCI收录论文 5篇。主要发表在”Precambrian Research”、”

Gondwana Research”、”Chemical Geology”、”岩石学报”、”Journal of Structural 

Geology”、”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西北大学学报”、”石油天然气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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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次考察，这也是 50 多年来，我国首次派出构造地质学专家参与这个国际重大计划，

完成 5个井位的科研报告（英文），做科研报告 5场。本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李三忠

教授今年还正式得到由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颁发的中国地质学会第十一届青年地质科

学奖——金锤奖。本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李三忠教授还以“华北克拉通形成与破坏及

周边造山带的构造演化”获得山东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本年度一等奖只有 1项），

也是我院有史以来自然科学奖最高获奖级别。 

主要研究集中在洋底动力学、中国东部大陆构造和含油气盆地构造研究方面，取

得以下三方面成果： 

（1）系统提出和完善洋底动力学概念和构架： 对相关国际前缘研究成果进行

综合研究。洋底动力学旨在研究洋底固态圈层的结构构造、物质组成和时空演化规律,

研究洋底固态圈层与其他相关圈层,如软流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之间相互作用

和耦合机理,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灾害和环境效应。洋底动力学以传统地质学理论

和板块构造理论为基础,在地球系统科学思想的指导下,以海洋科学、海洋地质、海洋

地球化学与海洋地球物理、数值模拟等高新探测和处理技术、观测网络建设为依托,

侧重研究洋脊增生系统、深海盆地系统和俯冲消减系统的动力学过程,以及不同圈层

界面和圈层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传输、转变、循环等相互作用的过程,为探索海

底起源和演化、保障人类开发海底资源等各种海洋活动、维护海洋权益和保护海洋环

境服务的学科。同时，追踪了国际上逐步开始实施的一系列不同级别的海底观测网络

建设计划,探讨了通过大量传感器,侧重探测海底各种大地构造背景各级尺度的结构、

构造和过程,以及动力学过程的各个变量要素,监测不同圈层界面和圈层之间的物质

和能量交换、传输、转变、循环等相互作用的过程,为了解地球系统变化提供技术保

障。 

（2）系统研究了安徽巢北地区的构造变形，为本科实习基地的发展奠定了良好

基础：安徽巢北地区位于晚中生代华北高原的东部、郯庐断裂东侧、苏鲁高压—超高

压造山带南侧的扬子地块下扬子前陆褶断带北缘,其演化受这个大地构造背景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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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两向一背”叠加棋盘格式断裂的特征构造样式。这种明显的构造样式和一些

隐式构造变形是多幕变形的结果。该区中生代经历了印支期三幕褶皱、三幕逆冲推覆

变形。其中第一幕变形发育以下志留统高家边组为主要低角度逆掩拆离面(主拆离面

或主滑脱面) 和局部相关断展、断滑褶皱为主;第二幕变形才形成该区“两向一背”

的褶皱格局和由北西向南东逆冲的叠瓦式逆冲断裂组合,第三幕变形主要为宽缓的北

西西轴向的褶皱和近东西向逆冲断裂。至燕山中期又经历了一幕南北向褶皱叠加,燕

山晚期的北西向正断层活动在该区表现为倾向北东的多米诺式正断层组合,区域上控

制了上白垩统的沉积空间。区域对比表明,印支期变形与苏鲁—大别造山带的构造变

形是一致的,说明其动力机制上的相关性,与高压—超高压岩石折返相关;燕山期变形

动力与古太平洋板块向西的俯冲和中国东部逃逸构造相关。 

（3）论述了华北克拉通东部地块和大别-苏鲁造山带印支期褶皱－逆冲构造与动

力学背景：大别-苏鲁造山带不同岩片（块）经历了不同的褶皱变形。榴辉岩块（或

透镜体）和硬玉石英岩片经历了高压－超高压背景下的两幕褶皱变形之后，在区域性

第一幕变形期间主要发生透镜化为主，后期与围岩共同经历紧闭同斜第二幕褶皱。而

其它岩片主要经历了现今野外可见的区域性三幕褶皱，其中区域性第一幕褶皱为片内

残留褶皱，在斜长角闪岩透镜体中多见，宏观规律不明。区域性第二幕褶皱在露头尺

度多见，轴面为折劈理，局部强烈置换成片理化带（复合片理或第二期片理），恢复

第三幕褶皱改造作用后，揭示出各种岩片中的各级尺度的第二幕褶皱都为轴面北西倾

南东倒、轴迹走向为 NNE向的紧闭不对称褶皱，不对称性一致反映其指向与各种岩片

向南东的逆冲运动有关。第三幕褶皱为以片理或折劈理为变形面的宽缓褶皱，轴迹走

向 NWW，枢纽向西倾伏。韧性剪切带为非透入性构造，分早晚两期，早期为韧性逆冲，

新县穹隆以南，运动学标志指示向北逆冲，错切第二幕褶皱，结合新县穹隆北部向南

的逆冲特征，反映这些韧性逆冲断层多数为第二幕大型褶皱翼部的次级逆冲断层；晚

期为韧性滑脱带，其发育局限于几个岩性差异较大的接触带，带内伸展型折劈理发育，

并对挤压构造样式有重要的改造作用。华北克拉通东部地块是华北克拉通的重要组

成，其盖层古生界和三叠系在印支运动期间经历了一幕宽缓褶皱作用，其轴迹方向主

体也为 NWW向。这一褶皱构造明显在变形时间、变形样式和展布方向上都和大别－苏

鲁造山带中的第三幕褶皱非常一致，说明它们具有动力学上的必然联系。同时，研究

表明在华北克拉通东部地块中没有经历大别－苏鲁造山带中区域性第一、第二幕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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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的记录，故本文认为印支期这两幕变形主要发生在华北板块东南缘的边界上，并

没有波及到板内，而且从东向西高压—超高压岩石剥露具有穿时性。只有当华北板块

和华南板块在第二幕变形之后构成了统一块体后，第三幕变形才波及华北板内。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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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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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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表、附件 

 

（一）附表 

附表1    在研项目清单  

附表2 学术论文目录 

附表3 获奖、专利、鉴定、验收情况一览表 

附表4 固定研究人员名单 

附表5 研究生名单 

附表6 学术委员会名单 

附表7 开放课题清单 

附表8 学术交流与合作一览表 

附件9 大型仪器设备清单 

 

（二）附件 

附件1 在研项目批准通知（合同）复印件  

附件2 专利授权（申请）复印件 

附件3 出版著作封页目录复印件 

附件4 发表论文首页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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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在研项目清单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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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211 
李广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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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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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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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渤海海峡沉积物通量的季节性变化:过程与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07-2009 40 王厚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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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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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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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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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基金 
2009-2011 20 王璐 

 总计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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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图像传感技术的海洋浮游生物及鱼卵现场监测技术

(2006AA09Z177) 
863 2006-2009 90 于新生 

2 浅海地震资料特殊干扰波形成机理与剔除方法

(2006AA09Z339) 
863 2006-2009 100 刘怀山 

3 单个包裹体芳烃组分准确定量的无损光度技术

(2006AA09Z336) 
863 2006-2009 88 张金亮 

4 基于模型的地震并行与交互处理技术(2006AA09Z358) 863 2006-2009 396 王修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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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曹志敏 

6 深海原位激光拉曼光谱系统(2006AA09Z243) 863 2007-2009 80 赵广涛 

7 海洋深水立管系统设计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编号 2006AA09Z356) 

 

863 2008-2010 97 孟凡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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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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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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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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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砂、砾石资源开发前景评价(908-03-05-03) 
国家海洋局

908/协作 
2005-2009 55.67 赵广涛  

2 CJ02 区块海底底质调查与研究(908-01-CJ02) 
国家海洋局

908 
2006-2009 

10.5 

/298 
李广雪 

3 CJ02 区块海底底质调查与研究(908-01-CJ02) 
国家海洋局

908 
2006-2008 12 刘勇 

4 
QC06 区块海底地形地貌调查与研究

(908-01-QC06) 

国家海洋局

908 
2006-2008 5 邓声贵 

5 
海洋数据体系规划和海洋数据仓库构建技术

(908-03-01-06) 

国家海洋局

908/协作  
2007-2009 57 赵广涛  

6 
DX25 区块海底地形地貌调查与研究

(908-01-DX25) 

国家海洋局

908 
2007-2009 50 邓声贵 

7 
QC06 区块海底浅层剖面和侧扫声纳探测调查与

研究(908－01－QC06) 

国家海洋局

908 
2008-2009 119 杨荣民 

8 DX25 区块海底地形地貌调查研究 
国家海洋局

908 
2008-2011 10 刘勇 

9 DX06 区块海底地形地貌调查研究 
国家海洋局

908 
2008-2011 2 刘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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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李广雪 

11 
“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题(908 专

题)之“我国近海海洋基本状况(908-ZC-Ⅱ-05)”

成果集成专题 

国家海洋局

908 
2009-2010 15/20 马妍妍 

 总计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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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地震波原理的海洋侦察预警新技术研究(408010306-1) 总参装备部 2008-2009 50 刘怀山 

2 我国近海海洋水体特性的地震探测方法研究 
(海三科 2009004) 

国家海洋局 2008-2009 16 刘怀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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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乔璐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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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乔璐璐 

5 山东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战略研究 
山东省 
发改委 2009-2009 2 李广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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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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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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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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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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mal Faulting, Timing and Numerical Modeling of 
Ocean Plateau Formation at Shatsky Rise 

中国 IODP 2009-2010 6 李三忠 

2 Deposition Processes and Styles of Huanghe Delta 

Exxon-Mobil 
Upstream 
Research 
Company 

2009-2010 40 李广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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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
放基金(2008-03) 

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开放基金 2008-2010 2 裴建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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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56  

 

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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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科考与

规划 

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2008-2009 8 吴建政 

2 长岛－蓬莱货物滚装码头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山东省长岛港务管理局 2008-2009 15 吴建政 

3 长岛县南北长山大桥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烟台市长岛公路管理局 2008-2009 45 吴建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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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09 1 吴建政 

5 海岛生态功能区划项目样品分析测试 
国家海洋局 

第一海洋研究所 
2008-2009 2 吴建政 

6 海砂、砾石资源开发利用前景评价 
国家海洋局 

第三海洋研究所 
2008-2009 16 吴建政 

7 海砂联合调查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2008-2009 37 吴建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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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09 26 吴建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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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09 41 吴建政 

10 莱州港导标项目海域使用论证 中海港务(莱州)有限公司 2008-2009 3 吴建政 

11 
莱州三山岛一级渔港海域使用论证、海洋环评及波稳

条件分析 
莱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2008-2009 10 吴建政 

12 
龙口港集团有限公司散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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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09 19 吴建政 

13 码头工程海域使用论证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蓬莱巨涛油田服务有限公司 2008-2009 2 吴建政 

14 
蓬莱中柏京鲁船业有限公司防波堤及工作船码头工

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蓬莱中柏京鲁船业有限公司 2008-2009 11 吴建政 

15 蓬莱中柏京鲁船业有限公司码头与堆场工程海域使 蓬莱中柏京鲁船业有限公司 2008-2009 19 吴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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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论证及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16 
蓬莱中柏京鲁船业有限公司胎架厂工程海洋环境影

响评价 
蓬莱中柏京鲁船业有限公司 2008-2009 11 吴建政 

17 
日照港岚山港区港作船泊位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

公司 
2008-2009 7.8 吴建政 

18 
日照港岚山港区南作业区 15#、16#泊位工程海洋环境

影响评价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

公司 
2008-2009 10 吴建政 

19 
日照经济开发区洁晶集团污水排海管道工程海洋环

境影响评价 
日照经济开发区洁晶集团 2008-2009 18 吴建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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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09 11 吴建政 

21 山东海阳连理岛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内蒙古万通路桥集团有限公

司 
2008-2009 15 吴建政 

22 威海港新港区四期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威海港集团有限公司 2008-2009 20 吴建政 

23 
威海西港水产有限公司防波堤修复工程海洋环境影

响评价 
威海西港水产有限公司 2008-2009 10 吴建政 

24 潍坊港(中港区)货场扩建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潍坊森达美港有限公司 2008-2009 10 吴建政 

25 
西霞口集团有限公司 6.5万吨和 3.5万吨船坞工程海

洋环境影响评价 
西霞口集团有限公司 2008-2009 11 吴建政 

26 烟台八角渔港加工区填海造地项目 
烟台开发区渔港发展有限公

司 
2008-2009 1 吴建政 

27 
烟台港海阳港区扩建 2×2万吨级和 2×3万吨级通用

泊位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中交二航海洋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2008-2009 11.5 吴建政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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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2008-2009 8.75 吴建政 

29 
朱旺渔港扩建工程海域论证和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 

莱州市城港路街道朱旺村民

委员会 
2008-2009 11.8 吴建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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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09 25 吴建政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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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09 22 吴建政 

32 CB273 平台及管缆工程地质勘察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2008-2009 18 吴建政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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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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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09 10 吴建政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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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环海海洋工程勘察研究

院 
2008-2009 20 吴建政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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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山港务有限

公司 
2008-2009 14 吴建政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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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09 7 吴建政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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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09 5.5 吴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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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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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新悦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008-2009 15 吴建政 

40 
福鼎市建德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项目填海工程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编制 

福鼎市建德新型建材开发

有限公司 
2008-2009 10/10 乔璐璐 

41 胶州湾区域地震断裂的分布情况 青岛市地震局 2008-2009 13 栾光忠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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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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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项目 
2008-2010 110 

许淑梅 

44 
南黄海地震采集参数理论模拟与试验资料统一处

理(XQ-2005-01-07) 
国土资源部 2008-2009 25 刘怀山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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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分析研究 Klinversion 油气检测与综合反演系统

软件的主要功能的核心源代码 

中油油气勘探软件工程研

究中心 
2007-2009 15 张会星 

47 
中深层地震资料多次波压制关键技术研究

(Z2008SLZJ-FN0330) 
中海油 2008-2009 65 刘怀山 

48 车镇凹陷沙二段叠前属性方法研究及储层预测 胜利油田有限公司 2008-2009 29.5 刘怀山 

49 炸药震源激发模型的数值模拟研究 胜利石油管理局物探公司 2008-2009 18 刘怀山 

50  青岛海湾大桥子课题(910997146) 公益项目 2008-2009 2 裴建新 

51 二维地震资料精细处理(H02433)(密) 海地所 2008-2009 124 王修田 

52 缅甸 A4 区块地震资料目标精细处理(H02233) 中海油 2008-2009 11.3 李金山 

53 缅甸 A4 区块地震资料目标精细处理(H02228) 中海油 2008-2009 8.7 李金山 

54 二维地震资料精细处理(H02427) 海地所 2008-2009 12 李金山 

55 缅甸 A4 区块地震资料目标精细处理(H02229) 中海油 2008-2009 2 姜秀萍 

56 二维地震资料精细处理(H02428) 海地所 2008-2009 8 姜秀萍 

57 二维地震资料精细处理(H02431) 海地所 2008-2009 8 宋鹏 

58 二维地震资料精细处理(H02430) 海地所 2008-2009 12 夏冬明 

59 二维地震资料精细处理(H02432) 海地所 2008-2009 8 赵波 

60 缅甸 A4 区块地震资料目标精细处理(H02230) 中海油 2008-2009 2 赵波 

61 缅甸 A4 区块地震资料目标精细处理(H02232) 中海油 2008-2009 3 夏冬明 

62 缅甸 A4 区块地震资料目标精细处理(H02231) 中海油 2008-2009 2 宋鹏 

63 基于地质目标的变面元成像方法研究 胜利物探院 2008-2009 40 童思友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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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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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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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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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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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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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福建省莆田燃气电厂新建工程水泵房填海工程及 中海福建燃气发电有限公 2009-2009 4/6 乔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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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排水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司 

71 
福州海事局平潭泵船浮码头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

价 
福州海事局 2009-2009 1/1 乔璐璐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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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乔璐璐 

73 基于叠前偏移的观测系统参数优选技术研究 胜利物探公司 2009-2009 29 童思友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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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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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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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 刘怀山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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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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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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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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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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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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stage collision-related extrusion of the 
western Dabie HP-UHP metamorphic terranes, 
central China: evidence from quartz c-axis fabrics 
and microstructures. 

Gondwana Research, 
2009,16: 294-309 

Sanzhong Li, Timothy M. 
Kusky, Xiaochun Liu, 
Guowei Zhang, Guochun 
Zhao, Lu Wang, Yuejun 
Wang 

1 

2 

Microfabric characteristics and rh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jadeite-quartzite from Shuanghe, 

Dabie Mountains  

Journal of Metamorphic 

Geology, 2009, Nov, 

doi:10.1111/j.1525-1314.200

9.00859.x 

Wang, L., Jin Z.M., Kusky 

T.M., Liu X.W. and Xu 

Haijun  

1 

3 
华北克拉通东部地块和大别山-苏鲁造山带印支
期褶皱－逆冲构造与动力学背景. 

岩石学报, 
2009,25(9): 2031-2049 

李三忠, 刘鑫, 索艳慧, 
刘丽萍, 钱存超, 刘晓春, 
张国伟, 赵国春. 

1 

4 
Polyphase deformation of the Fuping Complex, 
Trans-North China Orogen: structures, SHRIMP 
U-Pb zircon ages and tectonic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Structural 
Geology, 

2009, 31(2): 177-193 

Zhang, J., Zhao, G., Li, S., 
Sun, M., Wilde, S.A., Liu, 
S., Yin, C. 

3 

5 
SHRIMP zircon U-Pb ages of eclogites and 
orthogneiss from the Sulu ultrahigh-pressure zone 
in the Yangkou area, Eastern China. 

Gondwana Research, 
2009,15(2): 168-177 

Katsube A., Hayasaka Y., 
Santosh M., Sanzhong Li, 
Terada K. 

4 

6 

Early Mesozoic unroofing pattern of the Dabie 
Mountains (China): Constraints from the U-Pb 
detrital zircon geochronology and Si-in-white mica 
analysis of synorogenic sediments in the Jianghan 
Basin. 

Chemical Geology, 2009, 
266(3-4): 240-250. 

Yuejun Wang, Xiaoping Xia, 
Yanhua Zhang, Weiming 
Fan, Chao Li, Xianwu Bi, 
Sanzhong Li 

7 

7 

Environmental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u 
in the Soil and Water in in copper-rich deposits of 
Southeastern Hubei Province, along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Central China.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09, 157: 2957–2963. 

Zhang L., Wang L., Yang 
Y.Q., Zhang D.R..  

2 

8 

The origin and accumulation rate of sedimentary 
organic matter in Pearl River estuary (Lingding 
Bay) and coastal area, southern China.  

Ecology geology, 
2009, 85:, 190–196 

Zhang L., Yin K.D., Wang 
L., Chen F.R., Yang Y.Q., 
Zhang D.R. 

3 

9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human impacts on 

decrease in sediment flux from major Chinese 

rivers entering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09, 36, L19603 

Z. X. Chu, S. K. Zhai, X. X. 

Lu, J. P. Liu, J. X. Xu, and 

K. H. Xu 

1 

10 

Discrimination in magnetic properties of 

different-sized sediments from the Changjiang and 

Huanghe Estuaries of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provenance of sediment on the shelf 

Marine Geology 

2009,260:121–129 

Yonghong Wang, Zhigang 

Yu, Guangxue Li, Takashi 

Oguchi, Huijun He, 

Huanting Shen 

1 

11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record from the north of 

the East China Sea since late Holocene. 

Chinese Sci Bull, 

2009, 54(23): 4507-4513 

LI GuangXue, SUN 

XiaoYan, LIU Yong, 

BICKERT Torsten & MA 

YanYan 

1 

12 
Characteristics of sediment transport in the 
Zhoushan Archipelago sea area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2009, 28(5):1-12 

Hu Rijun,WU Jianzheng, LI 
Guangxue,Zhu Longhai, 
Mafang 

2 

13 
Bedforms and Bed Material Transport Pathways in 
the Changjiang (Yangtze) Estuary. 

Geomorphology. 

2009, 104 (3) : 175-184 

Wu Jiaxue; Yonghong 
Wang, Heqing Cheng 

2 

14 

Bedform evolution around a submarine pipeline 

and its effects on wave- induced forces under 

regular waves.  

Ocean Engineering. 

doi:10.1016/j.oceaneng.2009

.10.002. 

Jishang Xu, Guangxue Li, 

Ping Dong, Jinghao Shi 
2 

15 

Reloc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as revealed by 

sedimentary isotopic and elemental signals in the 

East China Sea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09,8 : 923–927 

Weifeng Yang, Min Chen, 

Guangxue Li, Jianping Cao, 

Zhigang Guo, Qiang Maa, 

Jiang Liu, Junhong Yang 

3 



 36 

16 
Sedimentation in the Three Gorges Dam and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Changjiang (Yangtze River) 
sediment flux to the sea 

Hydrology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s,  

2009,13, 2253-2264 
Wang Houjie 3 

17 
Evolving patterns of the fluids within the TAG 
hydrothermal field 

China Ser D-Earth Sci,  
2009, 52(1):29-37. 

Li Huaiming, Zhai Shikui, 
Yu Zenghui, 

2 

18 
Diatoms from the southwestern continental slop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ir paleoenvironmental 
significance since the last glacial times 

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19,1413-1418 

Meiqin Sun, Dongzhao Lan, 
Zhimin Cao 

3 

19 
Simulation experiments on gas production from 
hy-drate-bearing sediments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Earth Sciences 
2009, 52(1) 22-28 

Gong JianMing,  
Cao ZhiMin 

2 

20 椭圆展开共反射点叠加方法的应用研究 
地球物理学报 

2009.52(1),222-232 

周青春,刘怀山, 
Kondrashkov V V,李国都, 
林依华,高静怀 

2 

21 双参数展开CRP叠加和速度分析方法研究 
地球物理学报 

2009.52(7),1881-1890. 

周青春,刘怀山, 
Kondrashkov V V,李国都, 
林依华 

2 

22 
Ellipse evolving common reflection point velocity 
analysi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oil and gas detection 

Journal of Geophysics and 
Engineering 

2009.6(1):53-60. 

Zhou Q C, Liu H S, 
Kondrashkov V V,Li Q 
D,Lin Y H 

2 

23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ellipse evolving 
common reflection point stack method 

Chinese Journal of 
Geophysics 

2009.52(1),122-133. 

Zhou Qing-Chun, LIU 
HuaiShan, Kondrashkov V 
V, LI Guo-Du, LIN Yi-Hua, 
GAO Jing-Huai. 

2 

EI 论文 

1 
Construc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Network 

Sharing Framework  

2009 Urban Remote Sensing 

Joint Event, 2009 IEEE (EI) 

Shining Liu, Guangxue Li, 

Wei Shen, Shining Liu, 

Weixi Wang 

2 

2 海底管线防冲刷技术试验研究 
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  

2009,30(6), 597-601(EI) 
赵冬岩,余建星,李广雪,王琮 3 

3 
Curvelet-based noise attenuation in prestack 
seismic data.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oceedings of ETT and 

GRS 
2008,Shanghai.Vol.2,61-64.(
EI:20094612444867,ISTP) 

Linfei Wang, Huaishan Liu, 
Siyou Tong, Jing Zhang, 
Zhiqiang Wu 

2 

4 
Extracting the weak signal of the drill-bit from 
seismic while drilling data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oceedings of ETT and 

GRS 
2008,Shanghai.Vol.1,604-60
8.(EI:20094612444800,ISTP 

Linfei Wang, Huaishan Liu, 
Siyou Tong, Maoan Wei 

2 

5 
Analysis on the spatial resolving power for seismic 
trace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oceedings of IFITA 
2009,Chengdu,China. 

Vol.2,49-52. 
(EI:20094512430930,ISTP) 

Liu Huaishan, Zhou 
Luyang, Wang Linfei 

1 

6 
Adaptive control and synchronization of a new 
uncertain hyperchaotic Lorenz system based on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oceedings of IFITA 2009, 

Chengdu,China. 
Vol.3,507-510.(EI: 

20094512431178,ISTP) 

Wang Shuhua,Liu 
Huaishan,Cui Kai 

2 

7 
Ellipse evolving common reflection point velocit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oceedings of IFITA 2009, 

Chengdu,China. Vol.2,44-48. 
(EI:20094512430929,ISTP 

Liu Huaishan, Wang Fuhai, 
Zhou Qingchun 

1 

8 
A study on bubble effect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gh-frequency sparker source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oceedings of IFITA 2009, 

Chengdu,China. 
Vol.2,287-290. (EI: 

20094512430883,ISTP) 

Zhang Jin, Liu Huaishan, 
Tong Siyou, Wang Linfei, 
Wang Ruimin 

2 

9 
The seismic response calculating for marine gas 
hydrat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orward modeling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oceedings of IFITA 2009, 

Chengdu,China.  
 

Wu Zhiqiang, Tong Siyou, 
Wang Ruimin, Wang Linfei, 
Liu Huaishan, Zhang Ji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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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41-544. 
(EI:20094512431187,ISTP) 

10 
Marine linear noise suppression in the curvelet 
domain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oceedings of IFITA 2009, 

Chengdu,China. 
Vol.2,186-189. 

(EI:20094512430908,ISTP) 

Tong Siyou, Wang Linfei, 
Liu Huaishan, Zhang Jin, 
Wang Ruimin. 

3 

11 
基于免疫遗传算法的弹性参数变化率反演—多
阶段叠前反演策略的研究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 
2009,44(6):704～

710 .(EI) 

张海燕,刘怀山, 
童思友,张进. 

2 

12 
Sequence stratigraphic analysis of the first layer, 
Upper second Sub-member Shahejie Formation in 
the Pucheng oilfield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 
2009.20(6). 932-940(SCI) 

Zhang Jinliang ,Jiang 
Zhiqiang ,Li Deyong,Sun 
Jing 

1 

13 
Effects of thin meander dot dam inter-bed on 
efficiency an distribution of CO2 injection flow 

IEEE-FCC 
2009.482-453(EI) 

Tang Mingming, Zhang 
Jinliang, Liu Baohua 

2 

14 
Application of Neural Networks on 
Facies-controlled Modeling in Block fa2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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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geological Modelling of the Series of 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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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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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pectroscopy system based on common 
inverted microscope to measure UV-VIS spectr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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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Reservoir Modelling with the Aid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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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Xueping,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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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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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Xueping,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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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Geological Modeling of Complex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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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 
Based on wavelet-boltzman neural network and 
kernel density estimate predict international crude 
oil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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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Jinliang, Tang 
Mingming,Tao Mingxin 

1 

21 
Effects si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gold prices on 
crude oil prices based on WBNNK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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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IFITA 2009, 
2009,2:186-189(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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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fei Wang, Jin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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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ization via Mobile Portals 

2009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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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le Internet Application 
to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MINES2009 

Jusuo Zhou, Anliang 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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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近岸海域沉积物粒度空间分布特征及其
分析 

海洋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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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存勇,冯秀丽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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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忠,金宠,戴黎明,张国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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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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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美琴、蓝东兆,曹志敏 3 

9 黄骅港抛泥区泥沙运移及对航道淤积影响研究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2009, 29(1): 39-46 
胡日军,吴建政,朱龙海,马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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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2009,29(5):115-121 

刘冬雁,彭莎莎, 
乔彦松,谢瑞煌 

1 

11 
长江口外海域岩心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对
人类活动的响应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2009,29(4):107-114 

董爱国; 翟世奎; Zabel 
Matthias; 于增慧; 褚忠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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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管道综合探测技术及东方 1-1 管道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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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9(5):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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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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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9(4)13-19。 
李广雪, 刘勇, 杨子赓 1 

14 新仙女木期古黄海潮流场的数值模拟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2009,29(1),13-23 

韩喜彬,史经昊,李家彪,李广

雪 
4 

15 东海舟山群岛海域表层沉积物运移特性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09, 39(3): 495-500 
胡日军 ,吴建政 ,朱龙海 ,马 
芳 

3 

16 莱州湾东岸沿岸输沙率及冲淤演化动态分析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09,39(2):304-308 

冯秀丽,董卫卫等 1 

17 长江水下三角洲现代沉积速率厘定的新途径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09, 39(5): 1025-1028 
范德江, 齐红艳, 孙晓霞,郭
志刚, 杨作升 

1 

18 青岛劈石口断裂的构造特征和现代活动性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09 

39(2)299-303 

栾光忠,赵淑娟、王庆帅,景
春雷,丁文洁,谢汝吉 

 

19 海滩养护过程和工程技术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09,39(5):1019-1024 
庄振业,王永红,包敏,胡广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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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凹陷孔店期盆地原型格架对油气成藏的影

响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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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素华,边凤青,王鹏,等 1 

21 
利用油柱高度研究仓储层中油的运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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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09,39(6):1278-1282 
姜素华,王志英,边凤青,等 1 

22 网毯式油气成藏体系仓储层运移机理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09,39(3):476-482 
张善文,王永诗,姜素华,等 3 

23 地震成像道集域的变周期预测反褶积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09,39(1):125-132 
谭军,王修田 2 

24 粉土海床管道受力试验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09,39 增刊 435-444 
李景阳 李广雪 史经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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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偏振 X 射线荧光光谱仪在海洋沉积物元素

分析中的应用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09, 39(Sup. II): 421-427 

刘明,徐琳,张爱滨, 潘力,范

德江 
5 

26 
Suspended sediment transport and deposition in 

the Zhoushan Archipelago sea area 

J. Ocean Univ. China 

2009 8 (4): 343-351 

HU Rijun,WU 

Jianzheng,ZHU Longhai, 

MA Fang 

2 

27 

Filling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to the 

135-m Level:Instant Effects on the Yangtze 

Discharge and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Entering the Estuary 

J. Ocean Univ. China 

2009, 8 (3): 291-295 

CHU Zhongxin, ZHAI 

Shikui, ZHANG Jing, and 

DING Dong 

1 

28 
AVO Character Research of Natural Gas Hydrate 

in the East China Sea 

J. Ocean Univ. China 

2009.8(3),270-276 

LIU Huaishan, HUANG 

Guangnan, HE Yi, TONG 

Siyou, CUI Shuguo, and 

ZHANG Jin 

1 

29 
惠民凹陷古近系深层砂岩储层特征及其影响因

素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09, 39(1),133-138 
李德勇,张金亮,覃利娟 2 

30 遥感技术在南丹-都安断裂带研究中的应用.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09,39(3 增刊 II):428-434. 

周永刚,李三忠,戴黎明,金

宠,刘 博,刘丽萍,刘 鑫 
2 

31 洋底动力学—从洋脊增生系统到俯冲消减系统. 
西北大学学报, 

2009, 39(3): 434-443. 
李三忠, 张国伟, 刘保华. 1 

32 
雪峰山陆内复合构造系统印支—燕山期构造变
形的递变、穿时特征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2009, 30(5):,598-607 

金 宠,李三忠,王岳军,张国
伟,刘丽萍,王建,郝义,王涛 

2 

33 
桂北河池—宜州断裂带及邻区构造特征及其演
化:柳城段浅部到深部构造的启示 

大地构造与成矿学, 
2009, 33(4): 488-496 

刘 博,李三忠,金宠,周永刚,
戴黎明,周小军. 

2 

34 基于波动方程的炮点二次定位方法 
石油物探, 

2009.48(1),84-90 
黄龙泽,刘怀山 2 

35 长江黄河入海沉积物中元素组成的对比 
海洋科学进展 

2009, 27(1): 42-50 
刘明, 范德江 2 

36 水下光学无线通信的海水信道特性研究 
海洋科学, 

2009,33(6):80-85 
随美红,于新生, 
刘西锋,周章国 

2 

37 
构造模型正演技术在准噶尔西北缘研究中的应

用(无)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 

2009.24(1),16-18 

王树华,刘怀山, 

乔玉雷,李高林 
2 

38 地震勘探空间分辨力分析 
地球物理学进展, 

2009.24(2),626-633 
王林飞,刘怀山,童思友 2 

39 山东桃村综合地球物理勘探及其应用效果 
工程地球物理学报, 

2009.6(3),319-325 

王瑞敏,刘怀山, 

张进,张维冈,张晶 
2 

40 消息传递接口在声波方程正演中的应用 
勘探地球物理进展, 

2009,32(5):346-350 
何兵寿,陈美年,张会星 1 

41 局部奇异值分解法压制随机干扰 
中国煤炭地质, 

2009,21(8):51-55 
陈美年,何兵寿 2 

42 P-SV 转换波真振幅 DMO 
中国煤炭地质, 

2009,21(7):49-52 
范国苗,何兵寿 2 

43 南黄海西部地区浅层气成因 
天然气工业, 

2009.29(1),26-29 

顾兆峰,刘怀山, 

李刚,张志珣 
2 

44 三维地震资料预测瓦斯富集区的应用  
煤炭科学技术 

2009,37(8):108-110 
杨双安,张会星 2 

45 威海湾岸滩整治工程冲淤趋势 
海洋湖沼通报, 

2009(2):137-142 
张伟,吴建政, 
朱龙海,岳娜娜 

2 

46 浅谈课堂多媒体授课条件下师生互动效应 
中国海洋大学高教研究, 

2009 年第 3 期 34-37 
栾光忠 杨荣民 1 

47 水下宽带无线光通信技术研究 
红外与激光工程, 

2009,38(增刊):198-201 
于新生,张凤丽, 
随美红,靳卫卫 

1 

48 青岛琅琊湾滨海湿地的保护和利用 
海洋地质动态, 

2009, 25(10): 30-35. 
王涛,李三忠,金宠. 2 

49 双台子河口区悬沙分布和运移特征 
海洋地质动态 

2009 25(8):12-16 
刘爱江, 吴建政, 姜胜辉,寿
玮玮 

2 

50 
人工构筑物对海洋水动力和冲淤环境的影响
———以长岛连岛大坝为例 

海洋地质动态 
2009 25(8):27-31 

姜胜辉,吴建政, 
胡日军 

2 

51 舟山群岛附近海域三维水动力数值模拟 
海洋地质动态 

2009 25(11):1-9. 
寿玮玮,吴建政, 胡日军,朱
龙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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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废弃黄河三角洲侵蚀机理的试验研究 
海洋地质动态 

2009, 25(3): 11-17 
高涛 李广雪 史经昊 2 

53 胶州湾北部高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 
海洋地质动态 

2009, 25(7):1-6 

张志恒, 李广雪, 刘勇, 史

经昊, 周春艳 
2 

54 海洋地球物理勘探综述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9.9,188-194 

刘怀山,尹燕欣 1 

55 浅海高分辨率地震资料处理方法初探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9.9,133-138 

郗来涛,刘怀山, 胥成坤,田

玉昆 
2 

56 海洋浅层剖面多次波压制方法初探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9.9,128-132 

郭磊,胥成坤,童思友,刘怀山 4 

57 探测海水特性的地震正演模拟分析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9.9,120-127 

马成英,刘怀山 2 

58 海洋水体特性的地震探测方法研究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9.9,113-119 

刘怀山,王智进,童思友 1 

59 海洋电磁技术在天然气水合物勘探中的应用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9.9,152-156 

王书伦,刘怀山 2 

60 
海洋地球物理探测技术在青岛海湾大桥地质评

价中的应用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

社,2009.9,195-200 

潘大伟,刘怀山,王福海 2 

61 海洋地球物理探测与海洋权益保护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9.9,201-205 

王瑞敏,刘怀山 2 

62 炮点二次定位的新方法研究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

社,2009.9,206-211 

郭鹏,刘怀山, 

李振振,白兰淑 
2 

63 炸药震源激发机理初步研究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9.9,102-106 

王东凯,胥成坤, 

童思友,刘怀山 
4 

64 线性调频信号检测的信噪比估算方法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9.9,230-234 

王利杰,刘怀山, 

童思友,张进,王林飞 
2 

65 高密度电法勘探在地下涵洞中的实验分析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9.9,212-216 

孟琳,刘怀山, 

王利杰,张晶,张维冈 
2 

66 地震检波器地面耦合系统的实验分析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9.9,107-112 

马海,刘怀山, 

童思友,张进,王林飞 
2 

67 Seam-Carving 方法的 MATLAB 实现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9.9,235-239 

张为彪,刘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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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松辽盆地南部坳陷湖盆沉积相和储层研究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赵志魁、张金亮、赵占银、

张大伟 
2 

69 
A study on bubble effect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gh-frequency sparker source 

IFITA 2009 Proceeding, 

Volume 2, 

15-17 May, 2009, Chengdu, 

China 

Zhang Jin, Liu Huaishan, 

Tong Siyou, Wang 

Linfei,Wang Ruimin 

3 

70 
Marine Linear Noise Suppression in the Curvelet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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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Siyou, Wang Linfei, 

Liu Huaishan, Zhang Jin, 

Wang Rui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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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The seismic response caculating for marine gas 

hydrat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orward modeling 

IFITA 2009 Proceeding, 

Volume 2, 

15-17 May, 2009, Chengdu, 

China 

Wu Zhiqiang, Tong Siyou, 

Wang Ruimin, Wang Linfei, 

Liu Huaishan, Zhang Jin 

2 

72 

High Resolution Radon Transform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Multiple Suppression of Seismic 

Data in Deep-sea 

2009 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image and signal 

processing,Volume 7,17-19 

Oct, 2009, Tianjin, China  

Wang , Huaishan Liu , Jin 

Zhang, Changcheng Bu, 

Maoan Wei 

1 

73 
Interpretation of Marine High Resolution Shallow 

Seismic Profile 

2009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omputer 

Science-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IFCSTA 

2009,25-26 Dec Chongqing, 

China 

Tong Siyou, Guo Lei, Liu 

Huaishan, Yin Yanxin, Zhang 

Jin, Wang Shuhua 

1 

74 海底天然气水合物 BSR 特征分析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2009,11,武汉 

丛晓东,童思友, 

邢磊 
2 

75 海洋浅层剖面多次波压制方法初探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2009,11,武汉 

郭磊,胥成坤, 

童思友,刘怀山 
3 

76 海洋水体特性的地震探测方法研究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009,11,武汉 

刘怀山,王智进, 

童思友 
3 

77 炸药震源激发机理初步研究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2009,11,武汉 

王东凯,胥成坤,童思友,刘怀

山 
3 

78 线性调频信号检测的信噪比估算方法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2009,11,武汉 

王利杰,刘怀山,童思友,张

进,王林飞 
3 

79 地震检波器地面耦合系统的实验分析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2009,11,武汉 

马海,刘怀山,童思友,张进,

王林飞 
3 

会议论文 

80 
Structural Geometry of an exhumed UHP terrane 
in the eastern Sulu oroge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continental collisional processes. 

Eos Trans. AGU, 88(54), 
Fall Meet. Suppl., Abstract 

V43D-2305, San 
Francisco,2009 USA 

Wang L., Kusky T.M. et al. 1 

81 
中国苏鲁造山带东部超高压折返地块构造几何
学分析:来自陆陆碰撞过程的启示 

全国地球化学与地球动力
学年会, 长春会议论文集 

王璐,Kusky T.M., 李三忠 1 

82 
Focusing seismic energy along faults through 
time-variable rupture modes: Wenchuan 
earthquake, China 

Eos Trans. AGU, 88(54), 
Fall Meet. Suppl., Abstract 

NH43B-1321, 2009, San 
Francisco, USA 

Kusky T, Wulamu W., Wang 
L.et al. 

3 

83 
The Modified PPM Modulation for Underwater 
Wireless Optical Communication.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Software and 
Networks,2009,173-177, 

Macau, China 

Meihong Sui, Xinsheng Yu, 
 Zhanguo Zhou 

2 

84 
The Evaluation of Modulation techniques for 
Underwater Wireless Opticla Communication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Software and 
Networks,2009,138-42, Macau, 

China 

Meihong Sui, Xinsheng Yu, 
 Fengli Zhang 

2 

85 
Sol-Gel coated planar-optical sensor for high 
resolution oxygen measurement 

Proceeding of 
SPI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tical 
Instruments and Technology, 
2009, Vol. 7157( 715707): 

1-8,Beijing, China 

Jifeng Liu,Xinsheng Yu, 
Yulan Zhai 

2 

86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optical image sensing 
device for marine plankton monitoring 

Proceeding of 
SPI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tical 
Instruments and Technology, 

2009, Vol. 
7157(71570M):1-9,Beijing, 

China 

Zhangguo Zhou, Xinsheng 
Yu,Meihong Sui, 
Fengli Zha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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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Speciation distribution an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s of metals in sediments of Changjinag 
Estuary 

Progres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200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China,
June 2-5,2009 

Liu F.F, Yu Z.H, Zhai, S.K. 2 

88 三峡工程蓄水后的长江口海域环境特征 
第四届全国沉积学大会摘

要集 2009,255-256 
翟世奎,董爱国 1 

89 
长江口闽浙沿岸泥质区现代沉积记录对比及其
影响因素探讨 

第四届全国沉积学大会论
文集 2009:878-887 

刘莹,翟世奎 1 

90 
东海与黄海斑块泥质区沉积动力过程研究进展
及其关键问题 

第四届全国沉积学大会摘
要集 2009:21 

褚忠信,翟世奎 2 

91 
三峡工程蓄水后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悬浮物浓
度分布 变化特征分析 

第四届全国沉积学大会摘
要集 2009:260 

张怀静,翟世奎,董爱国 2 

92 
Accuracy of Krief, Nur and Pride models in the 
study of rock physics 

SEG Houston 2009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and 

Annual 
Meeting,2009.2005-2009 

Jiajia Zhang, Hongbing Li, 
Huaishan Liu, Xingfu Cui 

3 

92 
A study on bubble effect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gh-frequency sparker source 

IFITA 2009 Proceeding, 
Volume 2, 

15-17 May, 2009, Chengdu, 
China 

(EI, ISTP) 

Zhang Jin, Liu Huaishan, 
Tong Siyou, Wang 
Linfei,Wang Ruimin 

1 

95 
The inversion method of surface-wave frequency 
dispersion curve based on neural network.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oceedings of IHMSC 
2009, Hangzhou, China. 

Vol.1, 335-338. (EI, ISTP) 

Zhang Jin, He Yi , Liu 
Huaishan, Meng Lin. 

1 

96 
The Improvement of Ant Colony Algorithm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SP Problem.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oceedings of WICOM 

2009, Beijing, China( 

Jin Zhang, Huaishan Liu, 
Siyou Tong. 

1 

97 
Prestack reverse-time depth migration of 
arbitrarily wide-angle wave equations 

CPS/SEG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Conference 
&Exposition  BeiJing 

China 

Zhang Jianjun,He Bingshou, 
Gao Guocheng 

2 

著作和译著 

1 海洋地理 
著作 海洋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027-7512-4 

于志刚,赵广涛, 
曹立华,王永红 

 

2 海洋地质 
著作 海洋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027-7512-4 

于志刚,李巍然, 
冯秀丽,李安龙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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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李三忠 赵国春 

周立宏 许淑梅 

山东省科委 

2009.12 
 

专利 

1 

软件著作权:数字海洋数据集市创建及

OLAP 软件 V1.0 

登记号:2009SR021858 

孙剑等 
授权,国家版权局, 

2009.6.10 
1 

2 

软件著作权:基于 GIS 的物流配送调度系统

V1.0 

登记号:2009SR021859 

孙剑等 
授权,国家版权局, 

2009.6.10 
1 

3 
实用新型专利:水下浮游动物在线可视化监

测装置,ZL200820135909.8 

于新生,周章国 

孙剑,杜同军 

授权,国家知识产权局, 

2009.6.3 
1 

4 
实用新型专利:海洋环境下的光谱观测窗

口,ZL200820225154.0 

于增慧 韩宗珠 

翟世奎 程军  

赵广涛 

授权,国家知识产权局, 

2009.9.9 
1 

5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数字海洋ETL软件

(2009SR021857) 
赵广涛等 

授权,国家版权局, 

2009.6.10 
1 

6 
发明专利:浅海近底运移泥沙浓度和粒度实

时探测装置,ZL200610069605.1 
冯秀丽,林霖等 

授权,国家知识产权局, 

2009.10.14 
1 

7 高分辨率海洋地震勘探多道数字拖缆 刘怀山等 
发明专利/受理-申请号

200910019112.0/2009.9.24 
1 

8 高精度海洋地震勘探数据采集系统 刘怀山等 
发明专利/受理-申请号

200910231528.9/2009.11.29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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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请号

200920282297.X/2009.11.29 
1 

10 
发明专利:一种烃原岩成熟度的测量装置与

方法,专利号:ZL200610069291. 
杨爱玲,张金亮等 

授权,国家知识产权局, 

2009 年 7 月 22 日 
2 

11 

发明专利:烃源岩有机成熟度的测量装置与

方法,专利号:ZL200610069290.0,国家知识

产权局 

杨爱玲,张金亮等 
授权,国家知识产权局, 

2009 年 7 月 22 日 
2 

12 
软著登字第 0163602 号:包裹体油气成藏分

析系统软件 PIS/V1.0,2009SR036603 
张金亮,唐明明 

国家版权局, 

2009 年 9 月 
1 

13 
软著登字第 0163601 号:国际油价预测分析

系统软件  COPS/V1.0,2009SR036602 
张金亮,唐明明 

国家版权局, 

2009 年 9 月 
1 

14 
软著登字第 0162104 号:自适应油田开发分

析系统软件 PAD/ V1.0,2009SR035105 

张金亮,谢俊, 

唐明明 

国家版权局, 

2009 年 8 月 
1 

15 
软著登字第 129144 号:油藏动态分析系统 

PRDAS/V1.0,2009SR02965 

张金亮,谢俊 

唐明明 

国家版权局, 

2009 年 1 月 
1 

16 
软件著作权登记:基于模型的地震数据处理

系统,(2009SR00375) 
王修田等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09 年 1 月 5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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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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作升 男 1938 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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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巍然 男 1960 博士 教授/博导 海洋沉积 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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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金亮 男 1962 博士 教授/博导 石油地质 成都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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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志刚 男 1963 博士 教授/博导 地球化学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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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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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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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德江 男 1965 博士 教授 海洋沉积学 中国海洋大学 

刘东生 男 1958 硕士 副教授 古生物古海洋学 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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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喜武 男 1970 博士 副教授 地震勘探 中科院地质地球物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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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晓霞 女 1972 博士 副教授 海洋地球化学 中科院海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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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东 男 1971 博士 讲师 计算机应用 中国海洋大学 

郑建斌 男 1971 博士 讲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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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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楮忠信 男 1976 博士 讲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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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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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静波 女 1969 硕士 工程师 地球探测软件技术实验室 中石油勘探开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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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 硕士 工程师 基础分析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附表5 研究生名单和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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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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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人 

龙海燕,胡日军,刘

晓林,徐继尚,马妍

妍，周忠海,毕乃双,

刘冬雁,吴志强,唐

秋华,张晓东,孙美

琴,王树华,邓美寅,

张鑫,周青春,王林

飞，杨爱玲，张进， 

王福海，周陆杨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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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剑 张异彪 童思友,迟中

东,胡光海,李鄂,刘敦武,杜同军，王淑英，倪芬明，罗焕章，

曲同慈，苏朝光，夏冬明，赵铁虎，张宾，候强，李金洪，徐

丛亮，陈学国，于可居，张云银，陈海清，徐冰，赵乐强，李

楠，史经昊，周忠海，董贺平，胡晓辉，石要红，孙剑，徐永

臣，闫仕娟，朱龙海，胡利民，韩同城，宋鹏，丁忠军，胡毅，

程永寿，戴黎明，金宠，宁安良，蒲进菁，胡邦琦，季有俊，

温国义，李占斌，刘建辉，王楠，郑兆勇，周巨锁，陈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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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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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

士

生 

6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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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人 

陈文文，姜胜辉，李

景阳，刘明，刘莹，

王利波，翟玉兰，张

林，赵广明，邹昊，

高涛，龚良平，江志

强，刘爱江，刘博，

刘海青，彭莎莎，寿

玮玮，周永刚，隋倩

倩，张志恒，来志庆，

刘菲菲，成海燕，刘

技峰，边凤青，李利，

王建飞，董刚，石宁，

黄光南，黄龙泽，刘

婉莹，潘军，陶倩倩，

张一波，章钰 

157 人 

何书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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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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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2009年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博士毕业生 

龙海燕 胶州湾盐沼有孔虫分布特征及其环境意义研究 李巍然 

王树华 准噶尔盆地永进地区隐蔽油气藏识别和预测 刘怀山 

张鑫 松辽盆地南部中浅层沉积演化与油气分布 张金亮 

周青春 参数展开共反射点叠加方法研究 刘怀山 

王林飞 随钻地震勘探关键技术研究 刘怀山 

胡日军 舟山群岛海域泥沙运移及动力机制分析 李广雪 

马妍妍 现代黄河三角洲海岸带环境演变 李广雪 

刘晓林 塔里木盆地志留系沉积相与油气分布 张金亮 

徐继尚 粘性海床管道冲刷、自埋和安全评估 李广雪 

周忠海 基于激光干涉原理的海洋灾害预警系统的研究 翟世奎 

毕乃双 黄河三角洲毗邻海域悬浮泥沙扩散和季节性变化及冲淤效应 杨作升 

吴志强 南黄海中部隆起海相地层油气地震勘探关键技术研究 李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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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秋华 东海北部外陆架海底底形特征及其成因研究 刘保华 

张晓东 数字河口平台建设关键技术研究 翟世奎 

张进 地震叠前数据的非线性弹性波阻抗反演方法研究 李庆忠 

周陆扬 辽河油田水陆过渡带高精度地震勘探关键技术研究 刘怀山 

王福海 青岛海湾大桥海洋地球物理探测关键技术研究 刘怀山 

杨爱玲 单个油气包裹体检测技术及应用 张金亮 

孙美琴 应用硅藻释读南海晚第四纪以来的古环境 蓝东兆 

刘冬雁 川西高原甘孜黄土记录的早更新世晚期以来的古气候变化 李巍然 

邓美寅 济阳坳陷深层碎屑岩储层物性及其流体实时评价 张金亮 

硕士毕业生 

隋倩倩 张家埠新港建成后的冲淤变化及平衡时的极限冲刷深度预测 冯秀丽 

张志恒 胶州湾海岸带利用现状和评价研究 李广雪 

石宁 盐家－永安地区沙四上亚段砂砾岩体期次精细划分 张金亮 

来志庆 桂西北地区摩天岭和元宝山花岗岩岩石地球化学及成因研究 韩宗珠 

刘菲菲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表层沉积物中元素形态分布特征及其对三峡一期蓄水响应 于增慧 

成海燕 北黄海及其周边盆地烃源岩评价 李安龙 

刘技峰 平面光学氧传感器研究 于新生 

黄光南 希尔伯特黄变换及其在地震资料分析处理中的应用 刘怀山 

黄龙泽 基于波动方程的炮检点二次定位方法 刘怀山 

刘婉莹 基于分数阶傅氏变换的地震信号分析方法研究 孟凡顺 

潘军 基于频率差异的多次波识别方法 王修田 

陶倩倩 南黄海西部陆架埋藏古三角洲研究 张维冈 

张一波 南黄海多次波特征及压制方法研究 刘怀山 

章钰 三维井-地电位测井技术的正演模拟研究 孟凡顺 

陈文文 渤海湾北部 5000 年以来环境变化及其背景 刘东生 

姜胜辉 南、北长山岛海域沉积动力特征研究 吴建政 

李景阳 粉土海床波流作用下海底管道稳定性研究 李广雪 

刘明 长江水下三角洲高分辨沉积记录及其对气候环境事件的响应 范德江 

刘莹 东海泥质区金属元素环境活性形态的分布及其环境意义 翟世奎 

王利波 黄海北部泥质沉积体的沉积特征 杨作升 

翟玉兰 东海陆架盆地西湖凹陷古近系层序地层与沉积体系研究 许淑梅 

张林 胶州湾建设桩基式海上城市的可行性分析 曹立华 

赵广明 黄河口湿地保护区沉积环境与生境初步研究 李广雪 

邹昊 渤海湾北部沉积物分布特征及沉积环境 韩宗珠 

高涛 废弃黄河水下三角洲海床变化水槽试验 李广雪 

龚良平 埕岛海域自然地质环境对海上构筑物的响应分析研究 曹立华 

江志强 吉林油田海坨子地区泉四段高分辨率层序地层与沉积微相研究 张金亮 

刘爱江 双台子河口区工程地质特征及其工程适宜性分析 吴建政 

刘博 雪峰陆内复合构造系统：深部构造特征及其动力学演化 李三忠 

刘海青 东辛地区不同类型油藏测井参数建模及解释方法研究 赵广涛 

彭莎莎 江西九江红土堆积的磁性地层学及其成因研究 刘冬雁 

寿玮玮 舟山群岛附近海域水动力特征及其对物质输运的影响分析 吴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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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刚 中上扬子地块浅部褶皱逆冲格局：遥感卫星图像处理与解释 李三忠 

边凤青 东营凹陷沙四段-孔店组剥蚀厚度与原型盆地的恢复 姜素华 

李利 盐家地区深层砂砾岩体储层微观特征与含油气性评价 张金亮 

王建飞 济阳坳陷深层气层录井评价技术研究 张金亮 

董刚 柴达木盆地第三系高精度层序地层学及层序演化模式研究 张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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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学术委员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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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抒 委员 教授、博导 南京大学 海岸海洋 

翦知泯 委员 教授、博导 同济大学 古海洋学 

苏  新 委员 教授、博导 中国地质大学 古海洋学 

杨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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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广雪 委员 教授、博导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地质 

 

 

附表7 实验室开放课题清单 

姓名 单位 申请题目 批准 

经费 

批准号 

胡刚 海洋地质研究所 近百年来长江口滨外区沉积记录对重大事件的响应 3 万 2009-01 

王永红 中国海洋大学 长江河口地貌演化及其动态平衡调整 3 万 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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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8 2009学术交流与合作一览表 

2009 出席国际会议一览表 

日期 报告题目 会议名称 地点 报告人 
 

2 月 25 日 

Circulation and sediments 
transport due to winter storms 
in the Bohai Sea and Yellow 

Sea 

2009 Workshop on Modelling the Ocean: 
Dynamics, Syntheses and Perdiction 

台湾 乔璐璐 

 

3 月 
Hyperpycnal flows in estuaries: 

the Huanghe (Yellow River) 
exampl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ediment 
Transport and Sedimentation on Asian 

Continental Margins 

台湾 
高雄 

王厚杰 
 

4 月 25 
Prestack reverse-time depth 

migration of arbitrarily 
wide-angle wave equations 

CPS/SEG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Conference &Exposition 

北京 何兵寿 
 

9 月 5 日 

Distribution of suspended 
particles in the northern and 
eastern Bohai Sea in summer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thermocline 

Workshop on sediment dynamics of 
Chinese muddy coasts and estuaries 

桂林 乔璐璐 

 

10 月 
22－24  

Sedimentary periodicity 
recorde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First China-Russia Symposium on 
Marine Science 

青岛 范德江 
 

10 月 
22—24  

Variability of sedimentary 
environments and human 

disturbance of typical flood 
channels of the Changjiang 
(Yangtze) Estuary (China) 

The First China-Russia Symposium on 
Marine Science 

青岛 王永红 

 

10 月 
19-21 

Local scour and self-burial of a 
submarine pipeline on cohesive 

seabed 

Trenchless Technology & Pipelin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CPTT) 

上海 徐继尚 
 

11 月 
1-7 日 

Suspended sediment dispersal 
off the Huanghe (Yellow River) 
delta and its geomorphological 

response 

JSPS and CCOP/GSJ/AIST Joint seminar 
on Coastal Erosion in Deltas 

泰国 
曼谷 

毕乃双 

 

11 月 
1-7 日 

Hyperpycnal Flows in 
Estuaries: Example of the 

Huanghe (Yellow River) Mouth 

JSPS－Joint Seminar on Coastal Erosion 
in the Deltas 

泰国 
曼谷 

王厚杰 
 

12 月 
13-18 

TRUCTURAL GEOMETRY OF 
AN EXHUMED UHP 

TERRANE IN THE EASTERN 
SULU OROGE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CONTINENTAL 

COLLISIONAL PROCESSES. 

AGU(American Geophysics Union) Fall 
Meeting 

San 
Francisco

USA 
王璐 

 

2009 出席国内会议一览表 

日期 报告题目 会议名称 地点 报告人 
 

3 月 
28－29 

深部过程与浅部响应:从华北
克拉通破坏到渤海湾盆地形
成 

全国第二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学
术研讨会的学术交流会 

西安 李三忠 
 

5 月 
17－18 

渤海湾盆地形成与华北克拉
通破坏 

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前沿学术研讨会 青岛 李三忠 
 

8 月 
26-27 

参会发言 北京中国 IODP 扩大会议 北京 李三忠 
 

9 月 
21-24 

中国苏鲁造山带东部超高压
折返地块构造几何学分析:来
自碌碌碰撞过程的启示 

全国地球化学与地球动力学年会 长春 王璐 
 

10 月 

25-27 

长江河口河槽沉积环境演化

的磁学指示和人类干预 

现代气候变化的自然背景与温暖期高分

辨记录 
南京 王永红 

 

10 月 
16-19 

冲绳海槽中部沉积物中热液
源组分的顺序淋滤萃取研究 

第四届全国沉积学大会 
青岛 于增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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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19 

沉积物-海水界面溶解氧分布
测定技术 

第四届全国沉积学大会 
青岛 于新生 

 

10 月 
17 

中国东部陆架沉积环境对末
次冰盛期以来海面阶段性上
升的响应 

第四届全国沉积学大会 
青岛 李广雪 

 

10 月 
黄河河口异重流及其对流域
变化的快速响应 

第四届全国沉积学大会 
青岛 王厚杰 

 

10 月 
15－20 

长江水下三角洲季节性沉积
记录 

第四届全国沉积学大会 
青岛 范德江 

 

10.15-10.2
0 

东海与黄海泥质区沉积动力过
程研究中存在的关键问题 

第四届全国沉积学大会 青岛 褚忠信 
 

11.27-11.2
9 

人类活动对中国主要河流入海
泥沙通量的影响:定量评价的尝
试 

第十一届中国河口海岸学术研讨会 青岛 褚忠信 
 

11 月 
27-28 

Long-term morphodynamic 
evolution and the equilibrium 
mechanism of a flood channel 
in the Yangtze Estuary  

第十一届中国河口海岸学术研讨会 青岛 王永红 

 

11 月 
22-24 

水下宽带无线光通信技术研
究 

全国先进光学技术及其应用研讨会 杭州 于新生 
 

11 月 
28-12 月 3 

海洋國際海底資源的調查與
研究 

2009 海峽兩岸海洋教育與科技論壇議 台北 李广雪 
 

11 月 
27-29 

地球物理与海洋安全 第五届国家安全地球物理专题研讨会 
中国 
武汉 

刘怀山 
 

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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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 
火山岩岩石地球化学与构造

环境 
周新民教授 南京大学 

赵广涛 

5 月 6 日 科学人文与科学研究 周新民教授 南京大学 赵广涛 

5 月 

8－12 日 

中国大陆构造的形成与陆内

变形期次 
葛肖虹教授 吉林大学 

李三忠 

6 月 3 日 
From the mantle to the bank: T

he life of a Ni sulfide deposit 
Tony Naldrett 教授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曹志敏 

6 月 3 日 

The most severe mass extinctio

n and the largest Ni-Cu-PGE de

posits on Earth 

Chusi Li 教授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曹志敏 

6 月 23 日 

地震震源的动力学模型及其

在地震传播机理方面的研究:

汶川地震 

段本春博士 
TAMU 德克萨斯农工大

学 

 

李三忠 

9 月 18 日 
中国东部第四纪大陆冰川

研究进展 
吕洪波教授 中国石油大学 赵广涛 

10 月 28 日 河口沉积体演变 Sun Tao 博士 

Exxon-Mobil 

Upstream Research 

Company 

李广雪 

12 月 

7－13 

Collections, Processing, 

and Applications of Field 

Data in Geological 

Oceanography 

Xu Jingping 教授 美国地质调查局 王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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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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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 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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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