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美新疆，异彩纷呈，对于地质工作

者来说，新疆地质构造与气候条件复杂，

地貌类型多样，国土资源丰富，大矿富矿

众多，是一块待开发的宝地。从1995年

至今，陈正乐每年都会多次赴新疆，深入

大漠、戈壁、绿洲考察，一待就是几个

月。多年的地质研究生涯，陈正乐对诸

多区域地质矿产和学科热点问题逐渐形

成自己的认识，开创了矿田构造研究的

新途径。

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

大专项项目等支持下，陈正乐将精力集

中在区域隆升、剥蚀与矿床保存领域研

究。他利用低温热年代学模拟分析和区

域地质—构造特征，提出半定量—定量

区域山体剥蚀程度的标志；结合中酸性

岩浆侵位深度、成矿深度的判别，深化探

讨了成矿后地质体剥蚀程度对矿体的保

存作用，为矿床研究与找矿预测提供了

指导。

陈正乐对巍峨挺拔、浑厚壮丽的天

山情有独钟，足迹遍及全疆各地，取得了

丰硕的科研硕果。他根据山脉的隆升和

剥蚀程度及其成矿温度的分析，提出了

在天山不同地区寻找不同类型矿床的新

思路；首次定量研究表述了西南天山典

型矿床的成矿深度与剥蚀程度之间的耦

合关系，揭示出剥蚀程度差异是所谓“大

矿不过国界”的主因，认为西南天山总体

上剥蚀程度较浅，西南天山深部具有很

好的找矿潜力。这些观点对新疆找矿预

测和工程部署提供了科学依据，产生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有效支撑了地勘队伍

和矿山企业发展，将为新疆人民带来巨

大的财富。

《勘探队员之歌》这样唱道：“背起了

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

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

藏。”陈正乐三十余年如一日，始终坚持

地质人的本色与情怀，急国家之所需，创

新发展地质力学理论和技术方法，发现

一个又一个大矿，丰富了国家的矿藏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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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乐陈正乐：：国家富饶矿藏的国家富饶矿藏的““寻矿人寻矿人””
■夏海豹/文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科

技委副主任、矿田构造研究室主任陈正

乐给人的感觉是“名如其人”，整天乐呵

呵的。或许是常年从事野外地质工作的

缘故，他的身上透着一种随和、豪爽的气

质，言谈举止里洋溢着地质学人独有的

博学和睿智。陈正乐是知名的地质矿产

专家，主要从事矿田构造研究与教学工

作，在区域隆升剥蚀与矿床保存、新构造

变形与砂岩型铀矿成矿机理等方面取得

开创性成果，为国家矿产资源科研和找

矿预测做出了重要贡献。【人物名片】

陈正乐，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

学研究所科技委副主任、矿田构造研

究室主任、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委员。1967 年 12

月生，桐浦人。1985年瑞安中学高中

毕业。1989北京大学毕业，获学士学

位；2002年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生部

毕业，获博士学位。2001 年 1 月至 4

月，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访问学者。2003 年荣获“第

二届国土资源部优秀青年称号”；

2005 年获第五届青藏高原青年科技

奖；2005年获第十届青年地质科技奖

——银锤奖。先后主持各类科研项

目 50 余项，公开发表论文 240 余篇，

出版专著 20 余本，获原地质矿产部

科技成果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三项，

国防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一项，中核集

团公司二等奖一项，担任《中国地质》

《大地构造与成矿学》《地质通报》《地

质力学学报》《新疆地质》多个学术期

刊副主编和编委。

进入地质科学殿堂农村娃求学北大

扫一扫，看图文

1967 年，陈正乐出生在桐浦

镇大路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他从小学习禀赋不错，成绩一直位

居前列，1985年从瑞安中学考入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是我国高

等学校中设立的第一个地质学

系，前身是创建于1909年的京师

大学堂地质学门。北大学习氛围

浓厚，董申葆、王嘉荫、何国琦、

刘瑞珣等老一辈地质学家、地质

教育家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鼓

舞着青年学子，也奠定了陈正乐

扎实的专业知识。地质学广袤的

研究对象和丰富的野外考察深深

吸引了陈正乐。在燕园，他增长

了学识，开阔了眼界，更学到了

北大人爱国、求实、创新的优良

作风。

凭借坚实的专业知识和优秀

的学习成绩，1989 年 7 月，本科

毕业的陈正乐进入原地质矿产部

地质力学研究所（现中国地质科

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工作。

传承发展地质力学进入地质力学所

地质力学研究所是我国卓越

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在1956年创立

的，是研究地质力学的一面旗帜。

刚参加工作的陈正乐有想法，执行

能力强，专业知识扎实，被所里同

事称为“拼命三郎”。凭着瑞安人

的韧劲和智慧，他在地质力学领域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结合实

际继承地质力学理论的精华，慢慢

做出了自己的成绩，逐渐成为地质

力学研究所的科研骨干。

在地质力学研究所王小凤、周

显强和宋有贵等老一辈地质力学

专家的带领下，陈正乐着重对与固

体金属找矿相关的矿田构造开展

了研究。地质研究每年都有大部

分时间在野外进行科学考察，上世

纪九十年代，陈正乐一直在我国新

疆、青海、西藏等地参与项目研究，

这些地方不是荒漠戈壁，就是高原

雪山，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他们

在阿尔金山从事矿产调查研究时，

进入研究区域路途遥远。由于研

究区内只有咸水，人不能喝，他们

所有吃的、喝的东西都是从四五百

公里外的地方采购回来，再用大卡

车送入研究区的。此外，研究区内

属高原荒漠，植被不生，昼夜温差

大，气候多变，甚至还有狼等野兽

出没。面对这样艰苦的环境，陈正

乐和同事们没有退缩，坚持了下

来。

阿尔金山东段喀腊大湾地区

是他们研究组一直坚持研究的地

方，陈正乐和陈柏林研究员一起合

作，通过对区域成矿背景的分析和

对区域构造的解析，认为喀腊大湾

地区存在较大规模的铁矿和铅锌

矿。经过多年努力，2007 年和

2011年他们先后追索发现长达数

公里的铁矿带和铅锌矿脉，为阿尔

金区域矿产资源开采做出了重大

贡献。

正是由于对矿田构造研究的

坚守与创新，2000年，33岁的陈正

乐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成为地质

力学研究所历史上最年轻的研究

员。2006年以来，陈正乐一直担任

地质力学研究所矿田构造研究室

主任。作为矿田构造领域的带头

人，他和同事保持并发展目前国内

仅存的矿田构造研究队伍，巩固了

地质力学研究所在矿田构造研究

领域的国内学术领头地位。

集成矿田构造研究立足典型矿集区

我国幅员辽阔，孕育了众多

大型金属矿集区。随着浅表矿产

的采掘，找矿工作逐渐从地表走

向地下深部，从平面二维走向空

间三维，从矿区走向外围。陈正

乐常说：“矿在心中，矿在脚下。”

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

资助下，陈正乐带领团队承担了

“重要成矿区带矿田构造研究与

找矿预测”、“中东部典型金多金

属矿集区矿田构造调查”等项

目。他们以我国典型金属矿集区

为例，以矿田构造调查为基础，针

对各个矿集区存在的找矿难题，

提出“构造通过控制岩石的变形

行为而控制矿体的产出”的观点，

构建了“层脉”统一的构造控矿—

找矿模型。陈正乐结合多年的研

究和户外科考工作经验，对矿田

构造研究方法进行了综合集成，

编著了《矿田构造调査工作指

南》，系统总结了矿田构造学科的

历史、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实

例，高效支撑和引领了我国矿田

构造调查工作，极大促进了我国

矿田构造学科的发展。

近年来，陈正乐及其团队运

用矿田构造研究的方法和学术思

路，解决了一个又一个老矿山就

矿找矿难题，为我国老矿山资源

接替、企业生产贡献了科研力

量。2019至2020年，陈正乐带领

团队开展了青海锡铁山铅锌矿深

边部找矿预测研究，他们根据矿

田构造特征，利用锡铁山矿区找

矿预测标志的方法，预测7个找矿

靶区。经过钻孔验证，他们在锡

铁山深边部发现富大矿体，解决

了矿山资源储备问题。

引领矿田研究新领域

深耕新疆天山

陈正乐（右二）与同事在天山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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