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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刘增乾先生从事地质工作五十周年

刘 宝姑

( 地矿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刘增乾先生1 91 9年6 月3 2日生
,

今年 74 岁
。

他自 1 9 43 年重庆大学地质系毕业以来
,

一

直从事地质工作
,

现 已整整五十年了
。

五十年来
,

刘增乾先生为祖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

贡献
,

是我国地质学界颇有声望的专家之一
。

我们谨向刘增乾先生表示热烈祝贺卫

刘先生曾任西南地质研究所副所长
、

四川省地质局副总工程师
、

青藏高原地质研究所所

长
、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顾问
、

研究员
。

解放前
,

刘先生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和中央研

究院地质研究所云南组任职
,

先后在祁连山
、

柴达木盆地作地质调查及甘肃安 口 窑煤 田
、

青

海沙柳河铅锌矿
、

云南平浪盐矿
、

个旧老厂锡矿等矿区工作
,

填补了不少地质空白
,

为后人的

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解放后至 19 7 8年
,

除曾积极参与
“

南水北调
’ ,

科考工作外
,

主要从

事矿产普查
、

矿区地质及专项地质矿产研究工作
,

在四川盆地找磷矿
、

铁矿及大渡河流域寻

找铅锌
、

铜等矿产有显著成绩
。

1 9 5 4年及 1 9 6 4 年负责地质部
“
矿产普查规范

”

及
“
固体矿产

普查规范
”

的编写
,

对指导全国普查找矿工作有重要意义
,

其后组织并参加 1 :

10 0 0 0 0 0重庆

幅
、

四川省一套地质图及西南三省地层表的编制
、

承担西昌一滇中地区富铁矿
、

川东纂江式

铁矿
、

西康群划分对比等课题研究
,

均取得出色成绩
。

1 97 9 年后
,

刘先生先后负责和参 加地质矿产部两个科技攻关项 目《青藏高原的形成演

化及主要矿产分布规律 》和《怒江
、

澜沧江
、

金沙江地区构造岩浆带的划分与主要有色金属
、

贵金属矿产分布规律 》的研究
,

组织《三江地质志 》
、

《矿产志 》及《青藏高原地质文集 (第 9一

21 集 ))) 的编辑和出版
。

他主编的
“ 1 : 15 0 0 0 0 0 万青藏高原地质图

” ,

是国际和国内首次反映

青藏高原地质情况全貌的图件
,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 主笔的总报告上册

“

青藏高原

大地构造与形成演化
” ,

用板块构造理论第一次 详细划分了高原内不同级别的大地构造单

元
,

总结了高原内的沉积建造
、

岩浆活动及变质作用特点
,

提出了高原隆升的模式
,

它对于深

化研究和今后本区地质勘查工作部署
,

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

获得了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

奖
。

为表彰刘增乾先生的突出贡献
,

国家人事部批准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

刘增乾先生 1 9 5 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对 自己的要求一向严格
,

能以身作则
,

起模范带头

作用
。

他负责两个科技攻关项目时
,

已是 60 一 70 高龄
,

仍不辞劳苦
,

多次深入青藏高原实地

调查
,

终于取得优异成绩
,

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

直到今年 4 月退休
,

他

仍和有关同志合作进行
“
西藏自治区矿产总结

”

的修编工作
。

我们要学 习他生活简朴
、

以身作

则
、

甘为人梯
、

为建设祖国贡献一切力量的赤子之心
,

继往开来
,

把我所的各项工作做得更

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