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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科学家 风采风采

2019年 10月 22日 14时，一双始终探寻
着地球深部奥秘的眼睛永远地合上了。我
国著名固体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副理事长曾融生因病
逝世，享年95岁。

作为我国固体地球物理学的开拓者，
曾融生始终站在学科前沿，在地球深部结
构探测与研究方面取得诸多突破，并为固
体地球物理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巨
大贡献。

他的第一位研究生、中国科学院院士陈
运泰回忆，初见曾融生已是57年前的事，但
迄今犹历历在目。“与先生相处如沐春风，但
先生在学术上对学生的要求却毫不含糊。”

初入地球物理门

曾融生 1924 年 8 月 16 日出生，福建平
潭人。1942年，他被保送到厦门大学数理系
学习。由于成绩突出，后留校任助教。

1947年，出于对学术的追求，他带着几
件换洗的衣服、一些常用的字典和书，长途

跋涉来到北平，进入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
所，担任国际著名勘探地球物理学家顾功叙
的助手。曾融生在顾功叙的指导下，完成了
中国境内 208 个重力加速度测点的数据计
算和分析。由于扎实的数理基础以及对地
球科学事业的兴趣，他很快进入角色。

1954年底，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迁至北京。地球物理研究所分为4个组，其
中物探组是为配合国家开发矿产资源的需
要而成立的。最初的物探组只有4人，曾融
生是其中一员，从事与磁法勘探有关的
研究。

在湖北大冶铁矿野外勘探时，曾融生认
为山顶可能有铁矿。为了证明这个判断，他
建议在尖林山的下面打一口验证井。这一
建议得到当时的总工程师、著名地质学家谢
家荣和苏联专家的赞同。尖林山顶的井打
到二三十米深的时候果然发现了富铁矿层，
年轻的曾融生为大冶铁矿的开发立了一功。

开创探地新思路

人类对地球表面和地球外部的认识逐
步深入，但能否用地震波计算勾勒地下深部
的结构图

1958年，地球物理研究所通过由曾融生
主持的柴达木勘探地壳构造研究计划，取得
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柴达木盆
地西部鱼卡—甘森和东部的大柴旦—格尔
木两条长度各 120千米的剖面上，分别获得
清晰的莫霍界面广角反射波，同时接收到地
壳内其他界面的反射波。此外，在柴达木盐
湖还获得清晰的回折波以及相当完整的多
次波。这些地壳内部震相的发现在国际上
首次得到报道。获得的该地区详细速度分
层结构，是中国大陆最早提出的区域地壳分
层速度结构模型。当时获得柴达木盆地的
地壳厚度为 52千米，这一结果至今仍被广
泛引用。

由此，曾融生总结出建立地壳结构模型
的规律，提出地壳分层的重要概念。这些工
作开创了我国深部构造研究的先河，填补了
空白。

随后，他又开创性地提出采用工业爆破
进行低频地震探测的新思路，发现了地壳内
速度逆转的现象，得到国际专家的普遍承认

并广泛应用。
20世纪 80年代后期，曾融生把主要精

力集中到探索青藏高原深部构造与地球动
力学研究上。1991 年至 1992 年，他与人合
作应用宽频带流动地震观测技术，在青藏高
原内部沿青藏公路布设了11个临时地震台
站。这是国际地学界首次在青藏高原布设
的由国际先进宽频带数字地震仪组成的地
震观测台网，成为青藏高原深部构造研究的
一个新里程碑。

培育地球物理后继中坚

20世纪 50年代初，新中国迫切需要矿
产资源，开展地球物理勘探工作迫在眉睫，
而地球物理研究领域人才奇缺，当时的高等
院校也没有开设这一专业。

为此，地球物理学家顾功叙与傅承义倡
导并开办了多期地球物理勘探培训班，北京
地质学院地球物理勘探教研室、北京大学固
体地球物理教研室及中国科技大学地壳物
理专业也相继创办，曾融生担任培训班的辅
导老师和三所大学的任课老师。

开班时候，没有成型的专业讲义，曾融
生在顾功叙从美国带回的教科书的基础上
编写了讲义。陈运泰回忆，曾融生对学生在
学习上毫不含糊，犹如体育教练训练运动
员，特别加大训练的力度。考试既不划定范
围，也不指定什么重点，亦无“商量”的余
地。但在生活上，曾融生又十分关心学生。

“当时我较瘦，穿多少厚衣服也不显。一天，
曾先生看我衣着单薄，就关切地问我经济上
是否有困难，他的话仿佛一股暖流驱散了我
身上的寒气，至今每思至此仍感念不尽。”陈
运泰说。

1984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曾融生的
66万字巨著《固体地球物理学导论》。这是
我国第一部完整系统地论述固体地球物理
理论和应用的重要论著，对地球物理科学研
究和教学起了重要作用。

有人问曾融生，为何能取得如此多开创
性的成就？他说：“做事情要专心致志，在一
个时间里只专心做好一件事，肯定能做得比
较出色，而同时去想干几件事，反而哪件事
也干不好。” （综合自光明日报、《当代
中国的地震事业》、科学网等）

6月 24日晨光初照，科技界迎来辉煌时
刻——2023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帷
幕徐徐拉开，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与清华大
学薛其坤院士共同登上这份国家科技荣誉的
巅峰。

在中国科技的浩瀚星空中，总有那么几
颗星辰以其璀璨的光芒照亮前行的道路，李
德仁院士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颗。

2023年，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荣耀
光环落在他肩上，不仅是对这位测绘遥感领
域巨擘数十年如一日贡献的最高赞誉，也是
对他那颗拳拳爱国心的最好注解。

李德仁，这位根植于泰州姜堰溱潼的科
学巨匠，自1939年诞生于这片文化底蕴深厚
的古镇，便与科技的命运紧密相连。在这里，
他度过了他的童年，小镇的宁静与深厚的文
化底蕴滋养了他对知识的无尽渴求。

11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江苏省泰
州中学，对科学的热爱和对未知的探索，为他
日后的科研之路埋下了伏笔。中学时期的小
试牛刀，测量家乡“小泰山”的经历，似乎预示
着他与测绘科学的不解之缘。

1957 年，命运的转折点悄然而至，李德
仁被第八志愿录取，进入武汉测量制图学院
（今武汉大学信息学部），这看似偶然的选择，
实则是他与测绘学深厚缘分的开始。

大学时期的李德仁不仅是成绩斐然的
“学霸”，更是敢于质疑、勇于创新的学者。他
敢于挑战权威，为苏联专家编写的教科书挑
错，这种精神最终吸引了时任院长王之卓教
授的注意，也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铺平了
道路。

然而，李德仁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
顺。他曾因莫须有的问题失去读研资格，被
迫成为一名工厂工人。但挫折没有让他放
弃，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39岁的他
终于实现了成为王之卓教授研究生的梦想。

留学德国期间，李德仁更是以超乎常人
的智慧和毅力，仅用两年半时间完成了博士
学业，解决了困扰测量学界百年的误差可区
分性理论难题，他的名字因此闪耀在国际测
绘学的星空。

1985 年，面对国外的优厚条件，李德仁
选择了回国，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武汉大学，开
启他科技报国的壮丽篇章。他深知国家在高
精度定位及测图核心技术上的迫切需求，致
力于推动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建设，
使中国在这一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乃至
领跑的跨越。

汶川地震的教训更坚定了他建设我国高
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的决心，他带领团队解
决了遥感卫星高精度数据处理的一系列难
题，确保了国家在关键时刻能够迅速响应，保
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在科研之外，李德仁更是一位杰出的教
育家。他坚持认为，教授的首要职责是教学，
他亲自参与《测绘学概论》的授课，被誉为“最
奢侈的基础课”，旨在激发更多年轻人对测绘
遥感科学的热情。他的学生中不乏龚健雅这
样的杰出人才，他们继承了老师的衣钵，继续
在科研道路上发光发热。

即便已近杖朝之年，李德仁院士仍未停下脚步，他正为“东方慧眼”星座
项目倾注心血，这一项目旨在通过发射200颗卫星，实现对地观测的全面升
级，让卫星技术更加贴近民众生活，实现“大众玩卫星”的时代愿景。

他提出的智能卫星“通、导、遥”一体化理念，正逐步变为现实，展现了一
个战略家的前瞻视野和对国家科技发展的深切关怀。

李德仁院士的一生，是不断求索、不断创新、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读书、思维、创新、实践”的人生信条，激励着无数科技工作者
心怀家国，勇攀高峰。

在李德仁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科学家的责任与担当，看到了科技兴国梦
想的光芒。他的故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一抹亮丽的色彩，是激励
后来者不断前行的强大力量。

（综合自央视新闻、灼见微信公众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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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融生：中国地球深部构造研究的开拓人
曾融生（1924年8月16日—2019

年10月22日），祖籍福建平潭，出生
于福建福清，中国固体地球物理学
家、中科院院士。

曾融生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
数理系。1958年开始在青海、甘肃首
先发现地震记录图中大角度反射地
震波，并应用面波相速度来研究地壳
构造，提出地壳的分区。著有《固体
地球物理学导论》一书。曾融生在中
国首次应用地震面波的相速度来研
究地壳构造，发现1974年5月云南昭
通大震的多重性，从而对大地震的破
裂过程有了新的认识。在地球动力
学研究中，提出张性盆地和盆地中强
震发生的统一动力学模式，以及印
度-欧亚大陆碰撞过程的新模式。

近半个世纪，曾融生在开拓我国
地球物理科学事业上成绩卓著，尤其
是开辟我国地球深部构造的研究作
出重大贡献。国内外学术界对他的
学术成就评价很高，许多学术机构和
团体聘请或选举他担任领导职务。
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
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二、三届国家
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球
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地震局地球
物理研究所学位委员会主任，他还当
选为国际岩石圈计划岩石圈构造和
组成委员会委员、可控源地震学国际
委员会委员、国际地幔软流圈研究组
成员、IASPEL中国分会主席，受聘为
荷兰《地球动力学》(Journal of Geo-
dynamics)杂志编委等。

1991年他的小传被载入英国剑
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有成就的
人》(第 15 版)。同年，美国传记协会
也邀请将他的传略收入《世界 5000
名人录》(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