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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固体矿产资源研究室  

简历简历简历简历：：：：

    刘建明，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固体矿产资源研究室室主任。矿产地

质勘查专业，主要从事矿床学、矿床地球化学和矿产勘查研究。先后在云南、四川、浙江、贵州、广西、湖南、西藏、

内蒙、河北、甘肃、广东等地研究金、锑、钨、铜、铅锌、磷、铁、砷等元素的热液型和沉积型矿床。主要研究与大陆

地壳中-酸性岩浆热事件有关的流体成矿作用和与沉积盆地演化有关的盆地流体成矿作用(尤其是我国南方的微细浸染型

金矿床)。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攀登项目专题、科学院知识创新重大项目课题等研究课题20多项。近

年主要开展大兴安岭有色金属资源基地建设的理论研究和探矿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工作，有关成果受到国家领导人、国家

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内蒙自治区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以及相关企业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在国内多个学术协会任职并

为多家学术刊物编委。 

学习及工作经历 

1958年9月9日       生于四川省泸县 

1978.4.--1980.12.  毕业于昆明地质学校地质调查专业 

1980.12.--1982.2.  昆明地质学校矿床教研组工作  

1982.2.--1984.12.  成都地质学院获矿床学硕士学位 

1884.12.--1985.9.  成都地质学院矿产系工作 

1985.9.--1986.8.   上海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进修德语 

1986.8.--1989.3.   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12月获矿物学博士学位， 

1989.3.--1990.4.   成都地质学院矿产系工作 

1990.4.--1992.6.   奥地利茵斯布鲁克大学作博士后研究 

1992.6.--1995.3.   成都地质学院工作， 1994年12月晋升教授 

1995.3.-1999.10    中国科学院矿物资源探查研究中心研究员，其中1996年1月－7月在日本东北大学研修现代分析测试

技术 

1999.11-至今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研研研研究方向：究方向：究方向：究方向：

矿产地质勘查专业，主要从事矿床学、矿床地球化学和矿产勘查研究

学学学学科科科科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地质学类其他专业

职务职务职务职务：：：：

社社社社会会会会任任任任职职职职：：：：

获奖获奖获奖获奖及及及及荣荣荣荣誉誉誉誉：：：：

承承承承担担担担科科科科研研研研项项项项目情目情目情目情况况况况：：：：

参加和承担的科研项目共三十多项，其中作为项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近二十项。近几年主持的科研课题包括： 

1、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大规模成矿作用及大型矿集区预测》课题10：扬子地块西缘大面积低温成矿系统

（G1999043210）的陕甘川片区（1999-2004）。 

2、 中国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华北东部盆山系统与战略资源预测》课题6：中生代构造体制转折对地壳演化与陆内

成矿的制约（1999-2004）。 

3、 矿山委托 

4、 课题《内蒙赤峰红花沟金矿成矿预测》（2002-2003） 

5、 内蒙古地矿局委托课题《内蒙拜仁达坝银-铅锌矿床的成矿特征和成矿预测》(2003) 

6、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课题《喷流沉积型辉锑矿矿床成矿模式研究》（2004-2006） 

7、 中国科学院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大兴安岭典型矿床建模、成矿规律研究及资源远景预测》（2004-2005） 

8、 中国科学院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课题6《矿产资源保障程度评价与



科持续开发途径》（2004） 

9、 内蒙自治区地质勘查重大科研项目二级课题《内蒙古大兴安岭中南段多金属成矿带成矿环境、找矿方向及勘查技术

方法研究》（2004-2006） 

10、 地方政府委托课题《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喇嘛罕山银多金属矿探查研究》（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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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U Jianming, Genese der Zhilingtou Au-Ag-Lagerstaette und hydrothermale Au-Ag-Erze in 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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