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先进集体 2个 

（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天然气水合物工程技术中心 

该中心是一支以青年科技人员为主体的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创新

团队，荣获过全国、广东省多项荣誉称号，并入选自然资源部“科技创新

团队”。所属成员入选自然资源领军人才 2 名，自然资源青年科技人才 2

名，中国地质学会“金锤奖”2 名，国家高层次人才 1名，多项成果获国

家、省部级科技奖。 

2017 年成功实施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第一轮试采，创造了产气时

长、产气总量最大的世界纪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来贺电，赞誉为“中

国人民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又一标志性成就”。2020 年成功实施第二轮试

采，这是世界上首次利用水平井技术成功试采，创造了产气总量、日均产

量新的世界纪录，到“探索性试采”再到“试验性试采”重大跨越，进一

步增强了我国水合物科技创新国际“领跑”地位。 

在两轮试采科技创新攻关过程中，中心科技工作者直面卡脖子难题，

勇挑攻坚克难重担。建立陆地、海上 5 个试验场，实施超 1000 组数值模

拟、480 余次室内实验，钻探 21 口试验井，开展 123 次施工试验，自主

创新研发了一套国际领先的水合物产业化必需的关键技术装备体系，形成

了 6 大类 32项关键技术、12 项核心装备，确保了两轮试采的成功。 

第二轮试采成功后，围绕制约天然气水合物产业化勘查开发的核心技

术问题和地球系统科学问题，自主研发的声学实时监测、温差能发电等 17

项技术攻关取得显著进展，自主研制的保压取心、岩心转移切割、测试装

备投入海上生产，实现国产化替代。 

 

 



（二）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稀有稀土稀贵战略性矿产研

究团队 

团队近五年共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3项，组织实施地质调查工程3项，

二级项目 3 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6项，获得各种奖励 10 项，培养硕士、

博士及博士后 62 名，发现超大型锂矿床 1 处，探获氧化锂资源量百万余

吨，铜近 50 万吨，钨近 10 万吨，提交钨、铜、锂、铍等勘查靶区多处，

实现了从传统的基础理论研究向成矿理论与找矿实践紧密结合的转型发

展，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 

该团队创新提出“成矿系列组”等新概念、成矿规律 6W 研究方法、

成矿规律编图“五位一体”新技术、成矿预测“三原则”等，编制了全国

唯一的成矿规律研究行业标准。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三稀”矿产资

源的系统的调查研究，首次提出大型锂矿“多旋回深循环内外生一体化”、

离子吸附型稀土“八多三深”等成矿理论，以及“以锂找锂”的找矿新思

路和技术流程，取得了生物找矿、遥感找矿、岩矿样品加工数控自动化等

方面的一系列技术创新。该团队提出的赣南钨矿的找矿模型和钨金矿成矿

模式，在矿区深部不断发现新的钨矿体，并拓展了金、锡、锂新矿种，延

长矿山寿命，形成了矿业新格局，同时带动村民就业脱贫。创新了粤北地

区铜多金属矿区的成矿模式，实现了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和找矿突破，延

长广东大宝山矿山服务年限数十年。打造《中国矿产地质志》成为地球系

统科学体系创新和发展的基础和源头，已完成近 200 部志书的成果审查，

正式出版 72 部，实现了全国 182 个矿种、6.48 万处矿产地和 94 个成矿

区带的全面全覆盖，创新发展“成矿系列”理论为地球系统四维成矿理论，

提出了“全位成矿、缺位找矿”整体预测思维，直接指导多地实现了关键

矿产的找矿新突破；科学圈定了一批矿产开发基地和最有资源前景的矿产

资源勘查开发基地，主动服务国家规划、决策和管理。 

 



二、先进个人 3名 

（一）殷跃平，男，汉族，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现任中国地质环

境监测院（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正高级工程

师。曾任局属单位副总工程师、局机关部室主任、局属单位总工程师等。 

该同志从事重大工程地质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40 余年，一直坚守在

西南山区和青藏高原防灾减灾第一线，聚焦国家防灾减灾重大需求，用科

技创新践行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解决了诸多重大工程和山区

城镇地质灾害防治及监测预警等多项关键技术难题。 

他长期深入青藏高原高山、极高山灾险区，勇闯高寒缺氧生命禁区，

创新发展了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安全岛”理论，支撑了重大工程、国

防建设和边疆城镇防灾减灾。跟踪研究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卅余载，为

保障库区百万移民就地后靠安置建设和三峡黄金水道地质安全做出了重

要贡献。 

带领团队开拓了普适性监测预警技术研究之路，通过孕灾条件、监测

数据、成灾机理研究，找到地质灾害的共性，掌握其运动规律和理论原理，

建立预警模型，提高了预警科学性和准确性。目前，普适型监测技术和风

险预警模型已在全国广大乡村推广，为推动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从“人防”

到“技防”做出了重要贡献。开展了基于断裂山系控制和星空遥感技术融

合的早期识别技术研究，建立了构造混杂岩带堵江滑坡的成灾地貌、动态

变形和堵溃灾害综合判识指标，提供了重要的地质安全保障。针对青藏高

原地壳结构极其复杂、构造强烈挤压、冻融扰动剧烈，高位远程灾害链带

来的巨灾挑战，提出了活动断裂/变形山体/灾变岩体与高势能地质灾害内

外动力耦合的风险防控选址方法；为防治高位远程地质灾害，创建了高位

远程地质灾害链启动、犁切和堵溃动力分区防控模式，提出了控源、消能

和改流的刚-柔组合断链防治方法，研发了一系列配套防治技术。 

 



（二）朱祥坤，男，汉族，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现任中国地质科

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曾在国外院校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曾任局属单

位内设机构负责人等。 

该同志长期在自然资源领域工作，在科技创新方面做出了系统性突出

贡献，曾获中国侨界贡献奖一等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资助和国土资

源部首届科技领军人才等称号，以第一完成人获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1 项。 

该同志组织创建我国首个非传统稳定同位素研究专业实验室，率先建

立和完善了铁铜钛等多种同位素体系的高精度分析方法，创建了我国首个

非传统稳定同位素研究实验室，奠基了非传统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的发展

基础。奠基非传统稳定同位素示踪的理论框架，系统研究了岩浆、热液等

高温过程中铁铜锌等同位素分馏规律，奠定了非传统稳定同位素高温地球

化学理论基础，建立了运用非传统稳定同位素示踪氧化还原状态演化的理

论基础，搭建了运用非传统稳定同位素示踪岩石圈与表生环境关联的桥梁。 

带领团队引领了非传统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的发展方向，率先将铁铜

锌等同位素体系应用于古海洋研究，将高精度铁同位素分析技术运用于天

体化学研究，将铜镁等同位素应用于成矿作用研究。首次发现 15.7 亿年

前古海洋氧化事件，推翻了“距今 18-8 亿年时期地球表面持续低氧”的

传统认识，代表了地球早期环境与生命协同演化研究的重大进展。构筑全

球首条成冰纪非冰期海洋的铁同位素演化曲线，首次完整重建马里诺冰期

海洋的氧化还原状态。提出了成冰纪非冰期海洋的“渐进氧化模型”、雪

球地球期间海水中的自由氧来自于融化冰水的观点，解开了真核生物穿越

雪球地球事件的迷雾。通过海量数据的深入分析，给出了自然界物质铅元

素的标准原子量为区间值。此项工作将更新教科书的元素周期表，使铅元

素标准原子量从“常数”转变为“区间值”，意味着人类对铅元素标准原

子量的认识往前迈出了质的一步，成果被化学界最高学术机构采纳。 

 



（三）侯红星，男，汉族，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现任中国地质调

查局廊坊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副总工程师（正处级），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原武警黄金部队某支队助理工程师、某总队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

级工程师、科长等。 

该同志先后承担、主持和参与实施省、部级资源环境地质类调查项目

（含课题）39 项，新发现金多金属找矿靶区 41 处，提交大中型金、钨、

锑矿床 4处。先后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获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岗位津

贴，部、局优秀共产党员。2022 年度“十四五”全国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劳

动和技能竞赛先进个人，所带领的地表基质团队分别获得 2022 年度“十

四五”全国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劳动和技能竞赛先进集体、2023 年度“全国

工人先锋号称号”等荣誉称号。 

该同志带领团队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保定地区地表基质调查试点，全

面推进实施东北地区 83 个黑土地保护重点县（市、区、旗）地表基质调

查（15 个项目，面积 41 万平方千米），同时牵头开展了浙江宁波陆海过

渡区、南方低山丘陵红壤区、北方干旱农牧交错区等典型地区地表基质调

查工作。在地表基质调查的理论方法、技术标准、业务推进、质量控制、

应用服务和监测评价等方面取得较好的试点创新成果和引领、示范作用，

在全国自然资源调查领域走在前列并处于领先水平。带动多个省市启动实

施了一批区域特色的地表基质调查项目，有效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自然资

源管理工作。 

黑土地地表基质调查已查明东北 83 个黑土地保护重点县域地表基质

与黑土地资源分布特征，构建形成孕育支撑不同类型“图斑”的地表基质

“一张底版”和“一套数据”，提出了分类施策的黑土地保护利用和修复

治理建议。系统建立了 83 个黑土地保护重点县“土地利用-黑土地资源-

地表基质”立体档案，成为东北黑土区国土空间规划、黑土耕地保护利用

以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