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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涂光炽先生在北京逝世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国际著名矿床学家、地球化学家，
中国地球化学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和第

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名誉理事长、

前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前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

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涂光炽先

生，因病医治无效，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３１日１５时２０分在北京协
和医院逝世，享年８８岁。

涂光炽先生从事地球科学研究近７０年。他把毕生精力
都倾注在矿产资源的研究和地学事业的发展上，提出了一系

列地球化学领域新理论和新观点，获得了２０余项重大学术奖
励。

涂光炽先生长期承担科技领导工作，并任中国科学院地

学部主任多年，对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恢复和建设作出了重要

贡献。

涂光炽先生早年参加革命，有坚强的党性，对国家、对民

族、对事业无限忠诚。他光明磊落、公道正派、严于律己、平易

近人、艰苦朴素、无私奉献地做人；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扎

实细致、勤奋拼搏地做事；他治学严谨、学风民主、勇于创新、

实事求是地做学问。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科学和教育事

业的发展，殚精竭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涂光炽院士原籍湖北黄陂，生于北京。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涂光炽不满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政策，向往光

明，向往延安。当年的秋天，他与一批大学同学冲破反动派的

层层阻力来到了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涂光炽接受到系统

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教育，从此奠定了他在长期的

科学研究中的辩证思维。１９３８年春，他被分配到陕西国民党
统治区一个县以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叛徒的出卖，

党的组织遭到破坏。鉴于当时的情况，如返回延安，在路上极

有可能被敌人逮捕。为了保存这部分革命的力量，当时的党

组织决定涂光炽等人以学生身份回到大学继续学习，等待时

机。在当时的“西南联大”他边学习边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

多次引起特务的注意，鉴于他特殊的家庭身份（父亲是国民党

政府驻缅甸大使），最终没有采取行动。１９４４年毕业于西南
联合大学地质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了掌握更多的知识

和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纠缠，他决定到美国留学。

在美期间，涂光炽参加“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曾任中西

部组织的主席；１９４９年涂光炽还与侯祥麟（地质学家、北京大
学教授）、朱光亚等人在芝加哥成立了留美中国学生科学协

会。这两个组织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留学生返回祖国服务
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涂光炽先生 １９４９年于美国明尼
苏达大学获博士学位。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涂
光炽和许多向往祖国的留学生们欢呼雀跃，希望尽快回到祖

国参加建设。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没有成行。次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和其他同志一起

发动和组织了上百名中国留美学生，冲破种种阻挠，在１９５０

年底回到了新中国。

回到祖国后涂光炽担任过清华大学副教授，组织上为了

更好地培养他，随后派往莫斯科大学继续深造。１９５５年又获
莫斯科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

所工作。

１９５６年是我国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迅速发展的
工业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持。当研究所通知由他负责带队到西

北进行科学考察时，年富力强的涂光炽一开始工作就投入到

最艰苦的祁连山的区域地质综合考察工作中。从祁连山考察

开始，六十多来，他的足迹遍及国、内外大大小小的６００余个
矿山上。

六十多年来，除了西藏、台湾，涂光炽先生跑遍了全国各

地。他先后撰写１３０多篇学术论文，主编五部学术专著，总结
了我国矿产资源的形成规律，提出了符合我国地质特点的成

矿理论，并成功地指导了生产实践，为开拓我国矿产资源综合

利用的新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他主持和指导中国

地球化学研究所科研工作的二十年中，逐步建立和发展了我

国地球化学和矿物学领域的许多新兴分支学科。

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涂光炽对我国沉积岩、火山沉
积岩中的铀矿床研究后，提出了与现代层控矿床概念相一致

的成矿机制，成为我国层控矿床研究的先驱。７０年代，涂光炽
在对我国一些铅锌、铀、锑、汞、铁等矿床的综合和系统研究基

础上，明确提出层控矿床的概念、形成机制和地球化学特征。

为完善层控矿床理论，他从１９７９年起至１９８６年，亲自组织领
导并直接参加了对我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的深入研究和总

结。该总结包括了１７种矿种的２５０个矿床，提出了层控矿床
的含义、分类、特点与规律，成矿作用，矿物共生组合等１０个
问题和７条找矿原则，从而形成了我国自己的一套较完整的
层控矿床理论。在他的学术思想指导下，由他主编并主要执

笔的《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专著共三卷，计１５０万字，被同
行专家誉为“是我国有关层控矿床及其地球化学的最全面、最

系统的总结，也是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就”；“在我国矿床学及

地球化学史上是一部里程碑的巨著”。这项研究成果荣获

１９８８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他在总结层控矿床的作用中，提出了最重要的成矿作用

方式，包括改造作用、变质及混合岩化作用、岩浆气液叠加作

用、热水沉积作用及表生氧化作用等，这是层控矿床研究史上

的首次归纳，对层控矿床的成矿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对非金属矿床如雄黄、雌黄、重晶石、高岭石等，也作了专题

研究，填补了层控非金属矿床研究的空白。

层控矿床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成矿理论之

一，关键在于它较大程度地克服了传统成矿理论的片面性和

绝对化。对矿床的寻找和勘探提出了新的前提和方向。从涂

光炽首次提出改造成矿作用术语以来，现已形成了一整套较

完整的成矿理论，它包括改造成矿元素与成矿物质来源、改造

热液性质、矿床形成的介质条件、定位因素、定位方式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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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等，还首次将活泼元素改造矿床与油气矿床进行了系统

对比，突破了传统认为油气与金属矿成因不相干的观念。

在多年的研究中，涂光炽还提出了我国层控矿床甚为发

育的原因，与我国地壳固结较晚，具多旋回演化并在地质历史

晚期有强烈的构造岩浆活动有关，同时，还总结出了我国层控

矿床的七大特点及时空分布规律。认为距今２５亿年、１８亿～
２０亿年，以及古生代初及晚侏罗纪，是我国改造矿床的四大转
折时期，并提出了七条找矿原则和标志。

同期，涂光炽还提出了富碱侵入岩（包括碱性岩和碱性花

岗岩）的概念，并探讨了华南两个富碱侵入岩带的形成机制与

分布规律，对花岗岩类的成矿作用作了新概括。对中国富碱

侵入岩带特征及中国金矿类型、找矿方向与北疆矿床分布规

律等见解，为矿床地球化学事业作出了贡献。最近从事超大

型矿床及低温地球化学研究，已提出我国超大型矿床时空分

布特点和西南大面积低温热液成矿域等观点。

涂光炽先生指出，做基础理论研究工作，首先要尊重事

实，注重调查研究，找到事物存在的客观规律，才能提出科学

的解决办法。在长期科研生涯中，他努力自觉地运用辩证法，

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在野外观察中尽可能做到周密细致。

他尊重客观实际，力求做到不主观臆断。他曾将自己的体会

归纳为地学思维的八大关系及八条座佑铭中，即“设想要海阔

天空、观察要全面细致。实验要准确可靠、分析要客观周到。

立论要有根有椐、推论要适可而止。结论要留有余地、文字要

言简意赅”。譬如，通过实践他认识到内生矿床与外生矿床，

同生成矿与后生成矿等既存在一定差别，又互相联系。矿床

学中有非此即彼，又有亦此亦彼。传统矿床学将它们截然分

开，是不全面的。像改造成矿、热水沉积成矿就是亦此亦彼的

产物。

１９８０年涂光炽当选为第三任地学部主任，此后，在长达近

１５年的学部领导岗位上，涂光炽和他的领导集体，为学部工作
和组织建设，为推动地学科技进步和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

重要作用，做出了卓越贡献。

１９８４年，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科学院
的最高决策机构”改变为“国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最高咨询机

构”。他先后与一些学部委员和工作人员交换意见后提出：

“咨询”本应该是自上而下，或受委托而进行，现在没有人要我

们做什么，我们就把大家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归纳为

意见和建议提交给国家，进行主动咨询 ！起参谋作用，尽科

学家的历史责任！

此后，先后向国务院或有关部门呈送了《黄河整治与流域

开发研究工作需要总体设计和统一领导》、《关于海产资源开

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建议》、《中国科学院地学学部委员关于

三峡库区移民问题的考察报告》等咨询建议，云南、贵州等南

方红壤丘陵地区，西北干旱的黑河、石羊河流域等地区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咨询报告，得到了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全力支持、

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

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地学部在地球科学重大问题和国民经

济建设急需、紧迫的问题上都全方位地开展工作，从而使地学

部成为科学院内一支十分有活力的院士队伍。

涂光炽先生１９６２年起任中国地质学会第３１届理事会理
事，１９７９～１９８７年任中国地质学会第３２届、第３３届理事会常
务理事；１９８０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１９９３年
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１９７９年起长期担任中国地质学
会主办的《地质学报》和《地质论评》的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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