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生导师简介 
（按导师姓名拼音排序） 

 

陈  杰，男，1966 年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先后赴德国波茨

坦大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 Santa Barbara 分校和戴维斯分

校等作短期学术访问，并与这些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2012-2013 作为高级研究学者赴美国加州大学 Santa Barbara 分校访问。

现为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新构造年代学实验室主任，地震动力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一直从事新生代构造、新构造、活动构造、第四纪地质及其年代学、

构造地貌、断层相关褶皱、工程地震等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致力于：1. 青藏高原周缘及

邻区主要造山带如帕米尔、昆仑山、天山、龙门山新生代再造山作用的时间、幅度、变形方

式、变形分布及其与地震活动、环境变化、地表过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2. 挤压构造区活

动构造研究；3. 释光测年新方法及其应用研究；4.古地震年代学研究；5.岩石暴露(埋藏)

面测年研究；6.大震地表变形及破裂带研究。 

电话：(010)62009093 E-mail：chenjie@ ies.ac.cn 

 

陈九辉，男，1969年生，博士，研究员。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

球物理系，2007年获得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博士学位。曾先后作为访问

学者到德国波茨坦地球科学中心全球地震学研究室、美国仁色雷尔工学院

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法国约瑟夫-傅里叶大学地球物理与构造物理实验室

进行以及麻省理工大学地球、大气与空间科学系进行访问或开展合作研究。

现任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固体地球物理与深部构造研究室主任，中国地

球物理协会理事，中国地震学会深部探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所学位委员

会副主任。 

主要从事宽频带地震学理论和方法以及流动地震台阵探测技术研究。目前主要研究兴趣

及方向：1.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壳上地幔结构及动力学研究；2.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波形和走

时数据的三维反演及成像方法研究；3.地壳介质速度结构及其随时间变化的地震环境噪声相

关函数研究；4. 断层精细结构探测研究。 

电话：(010)62009059  E-mail：chenjh@ies.ac.cn 
 

陈立春，男，1970年生，研究员。1991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2002 年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硕士学位，2011 年获博士学位。

现任地震中长期预测研究室主任、地震中长期预测学科组组长、中国地震

学会地震预报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要致力于活动构造及其在地震预测与工程建设中的应用研究，主持

完成科技部支撑课题、财政部和地震局行业专项专题、院所长基金和地震

应急专项子课题等纵向研究课题 8项；西气东输、川藏铁路等重大工程地

震安评与城市活断层地震危险性评价等横向研究课题 10 项。现负责的在研国家基金、地震

局行业专项专题和所长基金重点专项各 1项。主要学术成果是“基于构造系统和构造过程的

地震中长期预测方法”的理论研究与技术实现，发表论文 70 余篇，获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

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1次（排名第二）。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1.活动构造与古地震；2.地震中长期预测；3.地震地表破裂样式模

mailto:chenjh@ies.ac.cn


 

 

拟与应用。 

E-mail: dzsclc@ies.ac.cn。 

 

陈小斌，男，1972年生，研究员。2003年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获固体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2003～2005 年在北京大学地空学院做博士

后研究，2005 年至今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工作，2012 年获得研究员

任职资格。现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地球电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震

学会地震电磁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质学会地震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电磁测深方法与应用，包括大地电磁数据处理技术、

正反演算法、可视化集成软件研发、深部电性结构探测及其动力学解释、

大陆动力学三维数值模拟等多个侧面。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基础研

究项目（973）、地震行业专项、所长基金等多项研究工作。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论文 60余篇。 

E-mail：cxb@ies.ac.cn 

 

单新建，男，1966 年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地震局

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中国国家委员会（CNISDE）委员，

中国地震学会理事，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遥感技术应用协会理事。负责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科技支

撑、863、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部国际合作等项目。2011.11-2012.5

作为高级研究学者赴牛津大学访问。2000年至 2011年曾先后作为访问学

者访问法国国家科学中心、香港大学、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等，并与英国、

法国、德国、美国、韩国等国家的专家进行着广泛的合作和交流。主要研究方向：InSAR地

壳形变观测技术及应用；地壳形变观测与运动学、动力学研究；震间-同震-震后形变场观测

与演化特征分析；地表形变场、地震波等联合反演与数值模拟；热红外图像接收处理及断层

活动性研究；电离层观测、处理与地震异常分析研究；卫星地震信息传输、处理、数据共享

等。 

目前研究方向：1、形变场监测与构造形变场特征分析；2、地壳形变观测与动力学模拟；

3、基于 GNSS、InSAR的震源参数和破裂过程反演研究；4、卫星热红外与断层活动图像研究；

5、卫星观测技术及应用。  

所发表论文被 SCI 收录 55篇。论文他引 700次。2001年以来分别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

和科技进步奖 10 项。2008年、2012年分别获得中国地震局优秀硕士和博士指导教师奖。2006

年、2012年分别获得第五届李善邦青年优秀科技论文奖、第四届马塔切纳青年优秀论文奖。 

E-mail：xjshan@163.com 

 

何宏林，男，1964年生，研究员，活动构造研究室主任，所学位

委员会副主任、所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地震局活动构造与火山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地震学会地震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1985 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88 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硕士学

位，2000 年获东京大学大学院理学系研究科地理学专攻理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东京大学空间情报科学研究中心、日本国立产业技术综合研究

所活动断裂研究中心作特别研究员，2013 年作为高级研究学者赴英国

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访问。 

曾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地震联合基金会、日本科学协会、日本学术

振兴会、东京大学、日本国立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等多项研究课题，以及科技部社会公益项

mailto:xiweixu@vip.sina.com
mailto:xjshan@163.com


 

 

目、“973”课题子专题和城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项目等。目前负责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活动断层地震危险性评价和中国地震活动断层探察计划、

中日韩国际合作项目等课题五项。最近几年主要关注活动构造与构造地貌、以及青藏高原南

东缘第四纪地壳变动的相关研究，并积极倡导和开展数值构造地貌学、实验构造地貌学和断

层面形貌学研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90余篇，其中 SCI收录 24篇，合作出版专

著两部。2012年获得中国地震局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奖。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1.活动断层与活动构造；2.GIS技术在震灾预测和活动构造研究中

的应用；3.数值构造地貌。 

E-mail：honglinhe123@vip.sina.com / honglin@ies.ac.cn 

 

蒋汉朝，男， 1973 年生，理学博士，研究员。1997 年毕业于山

东矿业学院地质工程专业，2000 年毕业于山东科技大学矿床普查与勘探

专业，获硕士学位，2004 年毕业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第四纪

地质专业，获博士学位。2004-2008年在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开展博

士后研究工作，2008年至今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工作。 

主要从事新生代湖相沉积物的古气候与古环境研究工作，概括起来

有以下三方面：1)运用磁性地层学方法建立了宁夏寺口子剖面近三千米

和湖北习家店剖面一千余米河湖相巨厚沉积物近 40 Ma的年代地层框架，通过孢粉、粒度等

指标的大量样品分析，揭示了新生代近 2/3时间的古气候和古环境演化受全球温度变化的主

宰，将东亚冬季风和夏季风演化历史较早地由 8-7 Ma 向前延伸到 20 Ma；2)识别并分别探

讨了东亚四次(~12 Ma， 8-7 Ma，~4 Ma和~1 Ma)显著的古环境事件与极地冰量增加、青藏

高原隆升、中美地峡关闭等重大全球变化之间的关联；3)将第四纪环境研究方法和思路引入

构造活跃地区的环境事件研究，结合物源和年代学研究，证明构造活跃地区的湖相沉积有连

续记录地震事件的潜力。已取得的部分成果发表在 GSA Bulletin、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Quaternary Research、Journal of Quaternary Science、 Geomorphology、

Journal of Paleolimnology、Sedimentary Geology等国际地学主流杂志上。 

目前研究课题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选课题、所长

基金等，研究方向：(1)新生代环境事件与孢粉植物群演化；(2)古地震事件与孢粉浓缩物定

年。 

E-mail：hcjiang@ies.ac.cn 

 

李传友，男，1971 年生，研究员，活动构造研究室副主任。2005

年毕业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2011.1-2012.1国家

留学基金委公派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活动构造、构造

地貌、古地震、地震安全性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已主持和参加国家基金

委、国家计委、科技部、中国地震局等部委的基金、研究专项等二十几

项科研课题，发表论文 50余篇。 

目前正在开展的研究项目：龙门山断裂带活动性与汶川地震地表破

裂研究；甘孜-玉树断裂带活动性及其地震事件；青藏高原东北缘主要走

滑断裂带晚第四纪活动量与滑动速率的确定；活动断裂上断塞塘的沉积作用与古地震事件等。 

当前主要研究领域：1.构造活动性；2.活动断裂相关构造地貌分析；3.地震构造；4.

古地震学；5.活动构造在防震减灾中的应用。 

E-mail：chuanyou@ies.ac.cn 

mailto:honglinhe123@vip.sina.com


 

 

李志强，男，1969年生，研究员，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

1997年获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博士学位。1993年在地质所工作至今，

现任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减灾信息与计算中心副主任。 

现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从事地震灾害评估、自然灾害综合研究、

数字地球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灾害方面的应用研究。 

目前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从事地震灾害评估、自然灾害综合研究、

数字地球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灾害方面的应用研究。目前主要开展

地震灾害仿真技术研究地震灾害评估协同方面的研究、地震和自然灾害信息的数据挖掘和综

合研究 

“九五”和“十五”期间，共主持和负责中国地震局项目二十余项，主持和负责科技部

重点攻关项目 9项。开展城市地震应急计算机模型的和国家抗震救灾指挥部辅助决策系统的

研制工作，研制模型多个。区域和城市防震减灾信息管理与辅助决策研究方面，研究成果获

得了多项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优秀成果奖，其中多项成果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并

推广运行。 

发表了论文和报告二十余篇。负责和参加了地震应急指挥系统建设技术规范中的多项规

范、约定的编写工作，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部分结果已经在全国推广使用。 

担任国家十五重点项目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项目－应急指挥分项首席专家。获得地震

局系统防震减灾优秀成果奖 5项，测绘科技进步奖 1项。获 07年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创新

奖”。中国地震局“百人计划”优秀奖。 

E-mail：lzhq@ies.ac.cn 

 

刘  静，女，1969 年生，二级研究员,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博士生导师。199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94年获国家地震

局地质所硕士,2003 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质学博士，之后法国

Institut de Physique du Globe de Paris 博士后。2003 年获法国

Chateaubriand 基金会学者，06年获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择优支持，

08 年获活动构造学新构造学与地震危险性评价学术研讨会青年优秀科技

论文奖，中国科学院“巾帼建功”先进个人，2012 年获自然基金委杰出

青年基金支持。2013 年获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科技部中青年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07 以来任地震行业科研专项专家组成员、中国地震学会地震地质专

业委员会委员。 

从事构造地震地质、地表侵蚀与构造地貌、古地震和地震破裂过程等研究。先后主持基

金委面上和杰青等 4项，其他如中国科学院创新方向性重要项目、科技部科技支撑项目，地

震行业专项、地调项目等 10 项。在研课题包括: 1. 古地震探槽选点与事件判别的综合对比

研究; 2. 青藏高原东缘主要水系侵蚀下切速率及对区域地面抬升的响应; 3.海原和阿尔金

活动断裂典型地段的地震构造地貌演化; 4. 青藏高原东缘三江地区河流发育的低温热年代

学约束; 5. 西藏南部活动断裂体系对印度-欧亚板块挤压的变形响应。02 年以来发表论文

48 篇，其中国际 SCI 文章 30 篇。近年来为国际学术刊物审稿 20 余篇。与美国和法国多家

研究大学和研究机构教授有长期合作关系。独立培养了 6名硕士和 1名博士。在读硕士生 1

名，博士生 4名，博士后 2名。 

E-mail：liu-zeng@ies.ac.cn 

 



 

 

马胜利，男，1960年生，理学博士，研究员。现任中国地震局地质

研究所所长，中国地震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地震学会常务理事、

构造物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研究领域为构造物理学。以地壳强度及地震机制为研究目标，对断层

摩擦滑动性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其中包括断层宏观力学性状与微观变

形结构和机制、断层摩擦滑动与断层物质增温、水热作用下断层的摩擦性

状、断层失稳机制及成核过程等；对断层几何与地震活动性的关系进行了

一系列实验研究，包括断层几何结构与失稳类型、失稳前兆及机理等。目前的研究方向包括

地震断层带力学性质、断层摩擦滑动及失稳机制等。先后承担过国家“973”计划课题、国

家科技攻关课题及国际合作项目等国家级科研项目 10 余项，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130余

篇，其中 SCI 收录 30 余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5项。 

E-mail：masl@ies.ac.cn 

 

闵  伟，男，1964年生，研究员。一直从事新构造、活动构造、工

程地震等方面的研究,负责和参加“973”课题、科技部攻关课题、“攀登”

项目、中国地震局“网络工程”、国家基金等数十项科研课题和 40多项与

核电、大型水电有关的地震安全性评价项目。主要开展了青藏高原东北缘

地区构造演化、城市活动断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地震安全性评价技

术及在工程地震中的应用研究。2011年在开展东北核电选址工作中，首次

发现郯庐断裂带东北段存在多处全新世活动段和历史地震地表破裂带，改

变了多年来对东北地区地震危险性的认识，目前在国家基金《郯庐断裂北

段晚第四纪活动及其对东北地区新构造运动的影响》项目的资助下，获得了一些新认识，对

该断裂新构造演化及其未来地震危险性评价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

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论文十余篇。获省部级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三等

奖一项。 

主要研究领域：1新构造；2.活动构造；3.工程地震。 

 

聂高众,男，1964年生，理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3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地球化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90 年毕业于中国

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第四纪专业，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地震局

地质研究所地震应急技术与减灾信息研究室主任、中国第四纪研究会理事、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中国数字地球学会综合减灾专业委员会主任。

长期以来，从事地震应急、地震灾害、自然灾害方面的研究，担任“十一

五”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总设计师、专家组组长，“十五”中国地震应

急指挥技术系统建设实施专家组组长。先后主持和承担了国家、省部级科技项目十余项，包

括“九五”、“十五”、“十一五”国家科技攻关课题、科技支撑课题、基础性专项；中国地震

局“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科技项目、重大建设项目等。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地震应急基础理论和决策技术研究、地震应急数据指标化技术研究、

地震灾害风险评估技术研究、地震灾情信息获取与服务技术研究、自然灾害的综合专题分析

与研究。除此之外，对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有深厚的工作基础和实际工作积累。 

E-mail：niegz@ies.ac.cn 
 

 



 

 

屈春燕，女，1966年生，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地震协

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委员。1988 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工程地质专业，获学士学位；1996年和 2001年分别获中国地震局地质研

究所硕士、博士学位，专业为构造地质学。现就职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空间对地观测与地壳形变研究室,主要从事星载 InSAR 技术及其地壳运

动观测研究，以及卫星红外遥感与断层活动性及地震关系的研究。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地震行业专项及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课题等多个重点科研项目，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和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等多项。 

主要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科技论文 50余篇，包括 SCI/EI 收录 20 余篇。

其中第一作者（含通讯作者）论文 30多篇，SCI收录 16篇，EI收录 5篇。合作出版专著 1

部，获省部级二等奖 2项。 

国际交流与合作：多次参加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学术报告，与美国、德国、意大利

和韩国等相关专家保持长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1、基于时序 InSAR 技术的断层活动性监测、断层相互作用与地壳

形变观测研究，研究区主要在南北地震带中北段和青藏高原；2、大地震后断裂带地壳形变

衰减动态演化过程的 InSAR 观测研究；3、基于多平台、多波段 InSAR 地震同震形变场观测

研究；4、卫星红外遥感与断层活动性及地震关系的研究。 

联系电话：13611316270 E-mail：dqyquchy@163.com 

 

苏桂武，男，1969 年生，理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2

和 1995 年兰州大学地理科学系自然地理专业毕业，分获理学学士和硕士

学位；1998 年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毕业，获理学博士学位。2012

年 6月-2013 年 1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灾害中心(Natural Hazards Cente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高级研究学者。1998年至今，中国地震局

地质研究所工作。“国际科学理事会、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和联合国国际

减灾战略”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IRDR CHINA)专家组成

员,中国地震学会地方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地震局地震应急技术协调组

专家。 

长期从事灾害成灾机理与风险分析、地震灾害与地震应急、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等方面

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1998 年以来，先后负责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含国际合作重点

项目、面上项目)、国家科技支撑（攻关）、地震行业科研专项等国家级、省部级和国际合作

项目 10 多项。与美国、英国、日本、尼泊尔、哈萨克斯坦等国际同行有较广泛的联系和实

质性合作。在地震灾害脆弱性/韧性与风险、普通民众与地方社会的地震灾害感知/认知与响

应/适应，灾害教育与防震减灾宣传、防震减灾能力与地震应急区划、地震灾害（风险）的

跨学科调查与分析方法、灾害认知与响应的案例研究与综合田野调查手段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数据，产出了多项重要成果，形成了有特色的研究方向。 

研究成果：发表论文 80 多篇，出版专著 3 部、大型灾害图集 1 部；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2项，国家级和学会级科普奖励各 1项。已培养硕士研究生 10名，现指导博士研究生 2名、

硕士研究生 2名。 

研究方向：1. 地震灾害的人文社会经济维度研究（脆弱性/韧性/减灾能力和风险；感

知/认知；备灾→响应→恢复；环境和社会变化的灾害效应；跨尺度/跨区域/跨文化对比)。 

2. 灾害和灾害风险研究的多学科综合方法。3.地震灾害与地震应急对策。4. 灾害教育和防

震减灾宣传。5. 社区灾害（风险）治理和地方综合减灾示范。 

E-mail: suguiwu@ies.ac.cn  



 

 

汤  吉，男，1963年生，研究员。2001年获博士学位，2001至 2003

年在日本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现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地

球电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地震学会电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一直从事电磁方法和理论研究以及应用研究。主持和参加了中国地震

局“八五”、“九五”的多项研究课题、国际合作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课题和科技部“973”和“科技支撑”研究计划的课题研究。 

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1.大地电磁理论、大地电磁网（Network-MT）

的理论、方法 2.大地电磁测深应用研究；3.人工源电磁测深的理论和应用研究；4.地震电

磁效应研究。 

国际交流与合作：与日本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 Utada 教授、Uyeshima 博士等进行中国

东北地区地幔结构个动力学方面的合作研究。 

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近 50篇。 

E-mail：tangji@ies.ac.cn 

 

肖骑彬，男，1974年生，博士，研究员。1998年毕业于长春科技大

学，获学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获矿床学专业硕士

学位；2004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构造地质学博

士学位，同年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2006 年留所工作。

博士以来，主要从事大地电磁测深方法及其在深部构造、浅层勘探等方面

的研究。近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基本科研业务专项的资助下，主要

围绕青藏高原北部的大型活动断裂构造和盆山结构单元开展大地电磁测

深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目前发表 SCI论文有 10余篇。 

目前正承担的科研课题有国家重点实验室探索性研究课题 1项：东昆仑－柴达木盆地过

渡带深部电性结构研究。 

当前研究方向包括：1、青藏高原北部（阿尔金断裂中东段、东昆仑－柴达木结合带、

柴达木－祁连山－河西走廊）电性结构差异变化及构造意义；2、大地电磁各向异性研究与

实测资料解释。 

E-mail：xqbchina@sina.com; 电话：010-62009081 

 

徐锡伟，男，1962 年生，研究员。1989 年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构造地质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理学博士学位；1993—1994 年东京大学理

学部作博士后研究，第七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1999 年入选国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人选，2014 年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第一批百

千万工程领军人才。现任国家地震安全性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地

震学会地震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震局活动构造与火山重点实

验室主任，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主管科研、外事副所长。 

主要从事活动构造学、新构造年代学、构造变形动力学、地震地质灾

害与数据库等研究工作，为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城市地震活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首

席科学家，《中国地震活动断层探察》和《我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活动断层地震危险性评

价》等项目负责人，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主要研究方向：1.青藏高原活动构造与运动学模型；2.活动断层发震习性与地震危险性；

3.近断层强地面运动与地震灾害；4.大陆构造变形动力学；5.全球地震模型（GEM）。 

mailto:tangji@ies.ac.cn
mailto:xqbchina@sina.com


 

 

国际交流与合作：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Paul Tapponnier教授、巴黎地球物理研究

所 Yann Klinger 博士、台湾大学陈于高教授等进行青藏高原运动学、动力学与地震活动性

等方面的合作研究。 

研究成果：在 Geology,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Tectonophysics, Journal 

of Structural Geology, 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等国际学

术期刊发表 SCI收录论文 30余篇，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4次。 

E-mail：xiweixu@vip.sina.com 

 

许建东，男，1962 年生，研究员。198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

1998 年获美国纽约州大学布法罗分校地质系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地震局

地质研究所活动火山研究室主任，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地

震局地质研究所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中国火山学会副会长。先后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技部、财政部和中国地震局多项研究项目，近

些年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已培养指导博士后 2名、博士

4人、硕士 7人，现有在读博士生 4人。 

主要研究领域为火山地质与火山灾害学。目前承担的研究项目主要包括：1.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西昆仑阿什库勒火山地质、活动历史与岩浆演化研究”；2.地震行业科研专项

“新疆于田 7.3 级地震与阿什库勒火山综合科学考察”；3.地震行业科研专项“长白山天池

火山喷发预警应用技术试验研究”。 

E-mail：xujiandong@ies.ac.cn 

 

张会平，男，1978 年生，博士，研究员， 201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优秀青年基金“构造地貌学”获得者；2014年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

尖人才计划入选者，防震减灾优秀人才百人计划第二批人选；现任中国地

质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地震学会青年科技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地震学会构造地貌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AGU）期刊《Tectonics》副主编。2000年毕业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获

学士学位；2003 年毕业于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生部，获硕士学位；2006

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获博士学位。2008年至今，受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地震科技

青年骨干人才培养项目资助，多次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

亚利桑那大学交流访问。 

目前主要从事构造地貌、河流地貌及其年代学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方向主要有：（1）黄

河上游（临夏-共和）地区河流阶地年代学及演化；（2）祁连山-河西走廊地区河流地貌及其

年代学；（3）青藏高原东缘冰川地貌及其构造意义。 

截至 2017年 5月，共发表 SCI论文 37篇，CSCD论文 21篇，第一作者 SCI论文 11篇。

相关论文曾获“中国地震学会第八届李善邦青年优秀地震科技论文奖三等奖”，2016 年获第

十届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 

电话：(010)62009066   E-mail：huiping@ies.ac.cn 

 

张培震，男，1955 年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 

1979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1982年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和中

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87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行星

与地球科学系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1987-1991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新构造

mailto:xiweixu@vip.sina.com


 

 

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1991-现在任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 

1992、1993和 2003 年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8年获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

金，并入选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2005年获得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先后发表论文 122 篇，其中 SCI 收录 51 篇，被 SCI 他引 2219 次，被 CSCD 他引 1174

次。2001年以第一作者发表在 Nature的 Article被列为该期的“亮点”论文；2001年还以

通讯作者在 Science 发表论文一篇；2010 和 2013 年又以第三和第一作者在 Nature 

Geoscience 上发表各论文一篇。他有 6 篇论文入选 ESI 2001-2011 十年间国际地学被引最

高的前 3096 篇论文，排名分别为第 131、218、466、1537、1829和 2231位。 

长期从事地震地质和新生代构造地质研究，在中国大陆现今构造变形、青藏高原生长与

动力学、活动断裂习性与强震复发规律、新构造与气候变化、利用 GPS技术研究构造变形与

地震活动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E-mail：peizhen@ies.ac.cn 

 

郑德文，男，1971 年生，研究员，第四届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委员，

第十一届全国青联委员，中国地质学会同位素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1992

年毕业于沈阳黄金学院，1998年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化学专业硕

士学位，2001年获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构造地质学博士学位。2001年

至今，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新构造年代学实验室工作，主要从事低温

热年代学工作（裂变径迹、Ar/Ar热年代学和 U-Th/He）。2007年，曾在美

国密歇根大学和加州理工大学访问学习。曾主持然科学基金项目、地震联

合基金和科技部技改项目，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

目前正在研究的项目有国家自然基金“祁连山南缘-柴达木盆地北缘新生代构造活动与剥露

特征的热年代学制约”和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青藏高原东北缘热历史—中低温

热年代学研究”。发表文章 30余篇，其中 SCI文章 20余篇。 

感兴趣的方向：（1）应用低温热年代学方法研究青藏高原新生代构造演化；（2）研究构

造、气候对地貌的影响；（3）
3
He、

21
Ne宇宙成因核素测年及其活动构造中的应用；（4）

U-Th/(He,Pb)双年代学示踪 

联系电话：62009250 E-mail：zhengdewen2002@aliy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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