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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论文写在贵州大地上

———纪念著名区域地质学家王砚耕先生

廖莉萍ꎬ陈履安

(贵州省地质学会ꎬ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４)

[摘　 要]王砚耕先生是著名的区域地质学家ꎮ 他一生胸怀祖国、服务人民ꎬ敢为人先、勇攀高

峰ꎬ追求真理、严谨治学ꎬ淡泊名利、潜心研究ꎬ集智攻关、团结协作ꎬ甘为人梯、奖掖后学ꎬ为贵州

的地质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ꎬ把论文写在了贵州大地上ꎮ 在砚耕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ꎬ特撰此

文纪念!
[关键词]王砚耕ꎻ基础地质ꎻ矿产地质ꎻ贵州

[中图分类号]Ｐ５ꎻＣ９６ꎻＧ３ꎻＫ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９４３(２０２３)０１－１０２－０７

　 　 王砚耕(１９３８ ０９—２０２１ ０６)ꎬ贵州赤水人ꎬ中
共党员ꎬ教授级高级工程师ꎮ １９６０ 年毕业于昆明

工学院(现昆明理工大学)地质系地质测量与找

矿专业ꎬ长期从事区域地质调查与矿产地质研究

工作ꎮ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ꎬ历任贵州省

地质局(现“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ꎬ下同)
区域地质调查大队技术员、地质组长、课题负责

人、分队技术负责、分队长、大队副总工程师ꎻ１９８６
年调贵州省地质矿产局ꎬ历任贵州省地矿局总工

程师办公室主任、副总工程师ꎬ贵州省地质学会副

理事长等职ꎻ１９９８ 年退休后ꎬ被贵州省国土资源

厅、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以及贵州省国土

资源勘测规划院、贵州省地质环境监测院、贵州省

地质调查院等单位聘为技术顾问或首席专家等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在贵州贵阳病逝ꎬ走过了他作为

科学家的坚实人生ꎬ留下了深深的人生脚印

１　 初踏地质人生路

１９６０ 年ꎬ王砚耕先生从昆明工学院(现昆明

理工大学)毕业后ꎬ分配到贵州省地质局区域地质

图 １　 王砚耕(１９３８—２０２１)
Ｆｉｇ １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ｅｎ(１９３８—２０２１)

测量大队(又称“贵州省地质局 １０８ 地质大队”)ꎮ
该队是 １９５８ 年组建的ꎬ队部设在贵州省镇远县城

关镇ꎮ １０８ 队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地质精英ꎬ
有来自北京等地的高校教师ꎬ也有来自因为矿产

勘查工作调整压缩裁员的地质部、省地质局一些

地质队的优秀地质队员ꎬ还有北京大学、南京大

学、北京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成都地质学院

等著名高校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ꎬ等等ꎬ群贤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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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人才云集ꎬ学术气氛十分浓厚ꎮ 王砚耕幸运地

在这里开始了他的地质人生ꎮ
王砚耕先生被分到 １０８ 队二分队ꎬ并很快就

融入到了地质队的大家庭中ꎬ开始了 １ ∶２０ 万区域

地质调查工作中ꎮ 区域地质调查要求知识全面ꎬ
同时又是一项非常艰苦的野外地质工作ꎮ 当时他

们的主要工作区地处武陵山及苗岭等山区ꎮ 区内

河溪纵横、沟谷深切、山峰陡峻、植被繁茂ꎬ野兽虫

蛇肆虐ꎬ野外工作条件十分艰苦ꎮ 但在艰难的环

境中ꎬ他们依然取得了一系列优秀地质成果ꎬ使贵

州区域地质测量大队逐渐成为全国一流水平的区

域地质调查队ꎮ
据砚耕先生的同事、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王立

亭研究员介绍ꎬ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ꎬ砚耕先生一

直从事 １ ∶２０ 万区域地质调查研究工作ꎬ先后在镇

远幅、剑河幅、江口幅、黎平幅、息烽幅及 １ ∶５万梵

净山幅开展野外工作ꎬ前后两次历时四年ꎬ奋战在

条件异常艰苦的梵净山区ꎮ 之后又开展了“松桃

大塘坡锰矿”、“贵州前寒武系地层划分”及“贵州

省震旦系与寒武系界线”等重要科技专题的研究

工作ꎮ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ꎮ １ ∶２０ 万江口幅的

调查区域位于贵州岩浆岩、变质岩最发育的地

区ꎬ是研究贵州构造、地层、岩石、矿物、矿产乃至

冰川、地貌、生态、旅游资源的天然实验室ꎮ 这为

先生后来 “立功、立言、立德” 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ꎮ
特别要提及的是ꎬ在 １ ∶２０ 万江口幅和 １ ∶５万

梵净山地区的区域地质调查中ꎬ砚耕先生主要承

担梵净山岩浆岩、浅变质岩和老地层及其地质矿

产的调查ꎬ资料收集整理ꎬ综合分析研究并撰写报

先和论文ꎬ负责查明区内岩浆岩的种类、产出、规
模、分布规律及其成矿专属性等ꎮ 通过调查ꎬ证实

了出露于梵净山地区武陵构造—岩浆旋回的岩浆

岩是一套超基性—基性的细碧—角斑岩系ꎬ建立

了梵净山地区新元古代老地层系统ꎮ
１９７４ 年ꎬ王砚耕撰写了«中国南方第四纪冰

川»ꎬ发表于«贵州地质科技情报»ꎻ１９７５ 年ꎬ«贵州

梵净山区层状超基性岩特征及其成因的初步探

讨»发表于«地质科学»(凌长富 等ꎬ１９７５)ꎮ

２　 前寒武纪研究取得系列原创

成果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ꎬ砚耕先生在参与和主持

的区调队前寒武系变质岩研究中ꎬ积累了丰富的

资料ꎬ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ꎮ 对贵州地区前寒武

系的划分、对比及时代等地质问题提出了依据充

分的划分方案ꎬ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他主持的«湘黔桂震旦系准层型

剖面研究»专题研究成果获得贵州省人民政府科

技成果三等奖ꎮ 紧接着他负责的研究团队继续开

展了“贵州前寒武纪变质地层研究”ꎮ
１９８３ 年ꎬ王砚耕、尹恭正在«中国区域地质»

发表了«贵州扬子区震旦系与寒武系界线研究的

新进展»学术论文ꎬ指出贵州省的中西部和北部震

旦至寒武纪地层分布较广ꎬ发育良好ꎬ属扬子地层

区ꎬ是我国研究震旦系—寒武系界线的重要地区

之一ꎮ
１９８４ 年ꎬ先生率领的研究团队(王砚耕ꎬ尹恭

正ꎬ郑淑芳ꎬ秦守荣ꎬ朱顺才等)提交了«贵州前寒

武系及震旦系 /寒武系界线研究»专题研究报告ꎮ
创建了贵州前南华系变质地层划分系列ꎬ在梵净

山地区创建了梵净山群 /四堡群(原“九龙群”)ꎻ
将原“板溪群”依综合岩相分区改称板溪群、下江

群和丹洲群ꎬ修订和新建了个别组名ꎮ 至此前ꎬ南
华系以组为基础的地层划分系列基本定型ꎬ填补

了贵州地层研究的空白ꎮ 同时撰著了«贵州上前

寒武系及震旦系－寒武系界线»(１９８４ 年由贵州人

民出版社出版)ꎬ是对“贵州晚前寒武地质和震旦

系－寒武系界线研究”的系统总结ꎮ 该成果涉及

到地层学、古生物学、岩石学、沉积学和构造地质

学等学科ꎬ作者学习和运用了现代地球科学中的

新理论或新的学术思想ꎬ着重论述了贵州震旦系－
寒武系界线、晚前寒武地层、震旦纪与寒武纪之交

的古生物特征、番召组浊积岩和梅树村期磷块岩

岩石学及其成因等ꎬ还讨论了贵州东部下震旦统

的海相碎屑岩特征ꎮ １９８５ 年ꎬ该成果获得了原地

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三等奖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到 ８０ 年代初ꎬ前寒武纪地

质研究成为基础地质研究的前沿和热门课题ꎮ 中

国地质科学研究院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主持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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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震旦系—前寒武系界线研究”ꎮ 王砚耕

以其在贵州前寒武纪研究方面的优势ꎬ参与了天

津地质矿产研究所的合作研究ꎬ并作为课题组的

主要研究成员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ꎮ １９８５
年ꎬ«中国震旦系—寒武系界线研究»获得了地质

矿产部科技成果一等奖ꎬ王砚耕成为主要研究贡

献者之一(排名第五)ꎬ成为贵州地矿局首次获部

级科技一等奖的中青年学者ꎮ 贵州前南华系以组

为基础的地层划分系列得以基本定型和广泛

应用ꎮ
时任贵州省地质局总工程师的燕树檀慧眼识

珠ꎬ知人善任ꎬ深知王砚耕对前寒武纪含磷地层颇

有研究ꎮ １９８２ 年冬ꎬ燕总从地质部参加“第五届

国际磷块岩讨论会筹备会议”回到贵阳ꎬ马上给时

任贵州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大队队长的万朝元

打电话ꎬ要他通知王砚耕同志到贵阳接受紧急任

务ꎮ 王砚耕来到局机关后ꎬ燕总对他说:“砚耕ꎬ我
领了个紧急任务ꎬ要你写一篇上扬子地区磷矿区

域地层的论文ꎬ作为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五届国际

磷块岩讨论会”的重点文章ꎮ 你看如何?”砚耕先

生非常乐意地接受了任务ꎮ 在燕树檀总工程师的

精心指导和帮助下ꎬ他终于写出了«中国上扬子区

晚前寒武纪含磷地层»的论文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ꎬ在
昆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磷块岩讨论会”上ꎬ他作

为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发言ꎬ引起了专家学者的高

度关注ꎬ为当时中国磷块岩研究领先国际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ꎮ 会议论文集还发表了朱士兴、王砚

耕、张麟合著的论文«中国开阳磷矿的形成与古代

微生物的关系»ꎮ 砚耕先生深知这是燕总培养人

才、奖掖后学的良苦用心和无私关爱ꎮ 他受到极

大的鼓舞和激励ꎬ更加努力献身于地质矿产工作ꎬ
深入野外ꎬ潜心研究ꎮ

这一时期ꎬ先生以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厚

的野外观察证据ꎬ质疑陈见ꎬ其独立的创新成果持

之有据ꎬ很快脱颖而出ꎬ深得老一辈地质学家燕树

檀和前寒武纪研究专家朱士兴研究员的赞许ꎮ
１９８４ 年ꎬ他与朱士兴研究员在«中国区域地质»联
名发表了论文«黔中陡山沱时期含磷地层及磷块

岩研究的新进展»ꎮ
在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 年间ꎬ先生不断深化、扩充延

伸研究领域ꎬ与省内外学者交叉合作研究ꎬ把地层

研究延伸到贵州重要矿产的研究ꎬ如:磷矿、锰矿

等ꎮ 先后发表了与前寒武纪研究相关的论文(王
砚耕 等ꎬ１９８１ꎻ尹恭正 等ꎬ１９８２ꎻ罗其玲 等ꎬ１９８３ꎻ
马国干 等ꎬ １９８３ꎻ王砚耕 等ꎬ １９８３ꎻ王砚耕 等ꎬ
１９８４ꎻ朱士兴 等ꎬ１９８３ꎻ秦守荣 等ꎬ１９８４)ꎮ

１９８６ 年后ꎬ他进一步发挥专业优势:一是延

伸自己熟悉领域ꎬ将层型界线研究延伸到其他相

关矿产的研究上ꎮ 二是拓展新的研究领域ꎬ开展

贵州重要矿产研究ꎮ 三是站在宏观角度研究贵州

地质ꎬ追溯时代、地层及地质演化ꎬ研究地球事件

的发生ꎮ
他从全球看贵州ꎬ立足贵州看特色ꎬ终身学

习、研究、应用、传播ꎬ著述ꎬ并与微观研究的岩矿

鉴定、地球化学等专业研究人员合作ꎬ开展交叉研

究ꎬ先后发表了如:«贵州扬子区震旦系与寒武系

界线研究的新进展»«贵州上前寒武系及震旦系－
寒武系界线»等论著(王砚耕 等ꎬ１９８６ꎻ王砚耕 等ꎬ
１９９０ａꎻ王砚耕 １９９０ｂꎻ王砚耕 等ꎬ１９９１ꎻ王砚耕ꎬ
１９９３ꎻ王砚耕ꎬ １９９４ꎻ王砚耕 等ꎬ １９９５ꎻ王砚耕ꎬ
１９９６ꎻ王砚耕ꎬ１９９７ꎻ王砚耕ꎬ１９９８ａ)ꎮ

与此同时ꎬ他主持或参加的系列成果获得多

项省部级奖励ꎬ如:«贵州松桃地区大塘坡时期锰

矿形成条件及富集规律初步研究» «贵州东部大

塘坡组地层沉积环境和成锰作用»及«贵州震旦

纪岩相古地理及其与主要沉积层控矿产关系研

究»等成果分别获 １９８５ 年、１９８７ 年及 １９８９ 年度地

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三等奖ꎮ

３　 高质量研编«贵州省区域地质

志»

　 　 １９７９ 年底ꎬ贵州全省 １ ∶２０ 万区域地质调查工

作结束ꎮ 在贵州省地质局总工程师燕树檀指导和

贵州省地层古生物队队长万朝元的主持下ꎬ贵州

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大队开展对区域地质调查

成果进行综合整理、研究ꎬ着手编制«贵州省区域

地质志»«贵州省区域地质图(１ ∶５０ 万)»«贵州省

构造图(１ ∶５０ 万)»«贵州省区域矿产志»«贵州省

区域矿产图(１ ∶５０ 万)»等成果ꎮ 作为大队副总工

程师ꎬ砚耕先生全力以赴投入了此项工作ꎮ 在«贵
州省区域地质志»和«贵州省地质图»的编撰工作

中ꎬ他负责有关章节的撰写ꎬ同时还负责最后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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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定稿ꎬ乃至文图的对比、校对ꎬ文字描述、插图、
插表、附图的一致性等统一核对调整润色工作ꎬ兢
兢业业ꎬ任劳任怨ꎮ 事后已任贵州省地质局的副

局长万朝元曾说:“由于此书篇幅大、插图插表图

版多ꎬ初稿的各个章节是分别由不同专业特长的

２０ 多位技术人员独立撰写的ꎬ表述深浅不一ꎬ基
调角度不尽相同ꎬ还不是一部协调和谐的‘大合

唱’ꎮ 这是一件难度大而且最麻烦琐碎的工作ꎬ砚
耕付出的心血最多”ꎮ １９８７ 年ꎬ«贵州省区域地质

志»这部大型专业志书完成ꎬ由地质出版社出版ꎬ
１９９０ 年获得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ꎮ

４　 黔西南卡林型金矿研究取得

重要突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初ꎬ贵州省地矿

局卡林型金矿找矿获得重大突破ꎮ 为进一步扩大

找矿成果ꎬ砚耕先生高度关注黔西南卡林型金矿

成矿规律和找矿预测的研究ꎬ带领团队开展了科

技攻关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ꎬ他主持贵州省“八五”科
技攻关重点项目«南盘江地区浅层地壳结构与金

矿分布模式»ꎬ并与中国地质大学索书田教授等合

作开展«黔西南构造与卡林型金矿研究»ꎮ
他主持开展的«南盘江地区浅层地壳结构与

金矿分布模式»专题研究ꎬ以野外调查为基础ꎬ应
用地学理论ꎬ采用多学科渗透与结合ꎬ从地壳的时

间结构与演化上认识矿床ꎬ初步建立了区内大陆

地壳结构模式ꎮ 该成果应用于金矿的找矿实

践中ꎬ引起了强烈反响ꎮ
１９９４ 年ꎬ“黔西南构造与卡林型金矿研究”成

果获贵州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ꎻ１９９６ 年ꎬ“南盘江

地区浅层地壳结构与金矿分布模式”获贵州省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ꎮ
１９９６ 年ꎬ他主持贵州省“九五”科技攻关重点

项目“贵州省西南部红土型金矿成矿规律”ꎬ邀请

贵州省地矿局不同专业的专家陈履安、李兴中、王
立亭参加项目研究ꎬ完成报告并撰著了学术专著

«贵州西南部红土型金矿»ꎬ成果“贵州西南部红

土型金矿成矿作用与成矿规律研究”获得 ２００１ 年

度贵州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ꎬ专著获 ２００１ 年度全

国科技图书奖三等奖ꎮ
在研究期间ꎬ王砚耕发表了多篇论文(王砚

耕ꎬ１９９０ｂꎻ王砚耕ꎬ１９８９ａꎻ王砚耕ꎬ１９８９ｂꎻ王砚耕

等ꎬ２０００)等ꎬ如«黔西南及邻区两类赋金层序与沉

积环境» «贵州西南部红土型金矿成矿背景及其

控制因素»及«贵州西南部红土型金矿特征及其

分布规律»等ꎮ 参与出版了«黔西南构造与卡林

型金矿»«黔西南金矿地质与勘查»及«贵州西南

部红土型金矿» (王砚耕 等ꎬ １９９４ꎻ韩至钧 等ꎬ
１９９９ꎻ王砚耕 等ꎬ２００１)等专著ꎮ

５　 甘为人梯 奖掖后学

进入 ２１ 世纪ꎬ退休后的王砚耕先生因其德

才、学识与声望ꎬ长期为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贵州

省地矿局、贵州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贵州省地

质环境监测院及贵州省地质调查院等单位进行咨

询服务ꎬ指导培养年轻地质科技人员等ꎮ 从基础

地质到矿产地质、地层古生物、构造地质、岩相古

地理、岩石矿物、物探化探、农业地质、旅游地质、
环境地质等方方面面ꎬ他都全身心投入、殚精竭

虑ꎮ 为了贵州地质学科的发展ꎬ时常作全局性、战
略性、前瞻性的新思考虽年逾古稀ꎬ仍竭尽全

力发挥余热ꎮ
砚耕先生爱才若渴ꎬ言传身教ꎬ关爱后学ꎬ通

过他的推荐ꎬ不少地学新秀脱颖而出ꎬ成为某一方

面领军人才、优秀人才ꎮ 作为专家、老师ꎬ他培养

了一批批地学人才ꎮ
特别一提的是ꎬ２０１８ 年ꎬ八十高龄的王砚耕

与后学陈建书、陈启飞共同撰文«贵州构造－建造

划分及其意义» (王砚耕 等ꎬ２０１８)ꎬ发表于«贵州

地质»ꎮ 这篇论文以活动论的大地构造学说为指

导ꎬ对贵州新元古代至今约 ７８０ 百万年的地质记

录进行了构造－建造的划分ꎮ 以威尔逊旋回及造

山作用不整合界面为依据ꎬ将其分为武陵、扬子—
加里东、海西—印支、燕山和喜马拉雅 ５ 个构造层

ꎬ从而建立了贵州构造－建造的完整体系ꎬ为
重塑贵州地壳构造演化和探讨成矿规律奠定了基

础ꎮ 这些重要论文中的许多精辟见解ꎬ被广为引

用ꎬ并写入了最新出版的«中国地质矿产志贵州

卷»及«贵州省志国土资源»等大型自然科学史

志中ꎬ培养了一批地学科技工作者ꎮ
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贵州省地矿局周琦研究员率领

的团队在南华纪“大塘坡式”锰矿找矿取得了系

５０１第 １ 期　 　 　 　 　 　 　 　 　 　 　 　 　 　 　 廖莉萍ꎬ等:把论文写在贵州大地上



列重大突破ꎬ耄耋之年的砚耕先生欣喜万分ꎮ
２０１８ 年ꎬ时值中国著名的南华纪“大塘坡式”锰矿

发现 ６０ 周年ꎬ«贵州地质»特出版锰矿专辑ꎮ 先生

闻讯后ꎬ特在«贵州地质»专辑中撰写«春华秋实

一甲子 重大突破载史册———中国“大塘坡式”锰

矿发现 ６０ 周年抒怀» (王砚耕ꎬ２０１８)一文ꎮ 在文

中ꎬ他深情地表达:“我谨以亲身经历及耳闻目睹

的素材ꎬ抒发对‘大塘坡式’锰矿发现 ６０ 周年及其

取得巨大成绩的感慨和仰慕之情ꎮ”
先生在文中写道:“我参与了‘大塘坡式’锰

矿发源地所在的 １ ∶２０ 万江口幅区域地质调查工

作ꎮ 大塘坡一带自然条件十分恶劣ꎬ矿产发现极

其艰辛和困难ꎮ 上世纪 ８０ 年代ꎬ主持前寒武纪及

震旦纪地质三个省部级科研项目ꎬ在黔东武陵山

区工作ꎬ回想当年的认识ꎬ与现在对‘大塘坡式’
锰矿的新认识相比是何等肤浅!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中后期ꎬ我作为贵州地矿局技术管理者之一ꎬ深知

寻找中型锰矿之艰难ꎬ如今却拥有逾亿吨的超大

型锰矿床四个ꎬ令人振奋!”表达了他谦逊、关爱后

学、激励后学的学者情怀ꎮ
晚年的砚耕先生展望贵州地矿事业的辉煌前

景ꎬ看到后继人才辈出ꎬ欣喜、赞叹之情溢于言表ꎮ

６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先生心系地质ꎬ呕心沥血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末ꎬ由于超负荷的工作ꎬ他病倒了ꎬ患上了肾功能

衰竭症ꎬ一度靠透析来维持生命ꎮ 在原地质矿产

部及贵州省地矿局的关怀下ꎬ成功地为他进行了

肾移植ꎮ 他感激万分ꎬ多次表达出是党给了他第

二次生命ꎮ 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命ꎬ心想

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报效祖国ꎬ一片赤诚照丹心!
尽管先生后期又患上了疼痛难忍的带状疱疹以及

后遗症等ꎬ但他依然长年与病魔顽强抗争ꎮ
早在 ２００５ 年ꎬ先生就对贵州农业地质工作有

系统的思考ꎮ 为了指导新开展的农业地质这项工

作ꎬ并在«贵州地质»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上发表了«贵
州农业地质工作的若干思考»ꎮ 该文在明确农业

地质学概念、内涵及其意义的基础上ꎬ简要叙述了

贵州农业地质背景与条件ꎬ初步提出了农业地质

工作的意见建议ꎮ
２０１７ 年ꎬ原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牵头开展“贵

州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工程ꎬ先生是该重

大工程专家委员会的主要专家之一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先生以“贵州土壤之地质基础”为题ꎬ在行业

培训会上做了精彩的专题学术讲座ꎬ就“主题主

线基点重点 ”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读ꎬ图
解了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工程的工作方法

流程ꎬ与会人员深受教益与启迪ꎬ赞叹不已ꎮ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土壤农化专家陈旭辉先生

说:“王砚耕同志在贵州地质部门工作四十余年ꎬ
作为有心人为家乡建设风餐露宿ꎬ踏遍了贵州的

山山水水ꎬ对省情的了解堪称一部活辞典ꎮ 所以ꎬ
在编写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方案、审查各

县、市(州)及全省耕调报告时ꎬ他对各地的自然

条件、地质背景、矿产资源、名特优良产品ꎬ可能的

有益有害元素分布情况都了如指掌ꎬ并能结合当

前形势发展和各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需要ꎬ
运用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的成果ꎬ切中要害地

提出各地发展现代化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优化产

业结构和区域布局的建议措施ꎬ提高了耕地土壤

调查成果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ꎮ”
２０２０ 年ꎬ贵州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工

程完成后ꎬ«贵州地质»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及第 ４ 期)
连续两期刊载了«贵州省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

评价成果专辑»成果专辑ꎮ 在专辑( Ｉ)中ꎬ他与工

程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琦等等共同发表了

«贵州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工程成果及其

意义»(代序)(周琦 等ꎬ２０２０)ꎬ推动了全省耕地质

量地球化学调查成果的应用转化ꎬ发展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做出了贡献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还带病为青年地学科技工作者

做了题为«贵州基础地球科学新进展与思考»的

学术报告ꎮ
终其一生ꎬ他取得了丰厚的科学技术成果ꎬ并

获得实至名归的个人荣誉ꎮ １９８３ 年获贵州省人

民政府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ꎬ１９８５ 年获全国地

质系统劳动模范称号ꎮ １９９１ 年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ꎬ１９９９ 年获贵州省首批省管专家等等ꎮ

７　 结语

地质之子乘风去ꎬ人走星落青山在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ꎬ王砚耕先生与世长辞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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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等发来唁电ꎻ贵州省自然资

源厅有关的领导、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及

相关地勘单位的领导、先生的身前好友、同事、学
生悲痛万分ꎬ纷纷自发前往灵堂悼念ꎬ并以不同的

方式表达对先生深切的悼念之情ꎮ 贵州省地质学

会呈送的挽联如下:
“躬耕在高原ꎬ竭心尽智ꎬ神思太古以降ꎬ看透

地下层层ꎬ青山万里留踪迹ꎻ
终身献地质ꎬ呕心沥血ꎬ服务贵州地矿ꎬ结出

硕果累累ꎬ众口皆碑颂楷模ꎮ”
表达了贵州地质界学人对先生的崇敬与

缅怀ꎮ
先生的事业ꎬ后继有人ꎮ 先生为人为学的人

格精神、楷模形象和丰厚业绩ꎬ众口皆碑ꎬ正激励

着贵州一代代地质学人ꎬ砥砺前行ꎬ创新奋进ꎬ走
向辉煌!

“云山 苍 苍ꎬ 江 水 泱 泱ꎮ 先 生 之 风ꎬ 山 高

水长ꎮ”

致谢:撰文过程中得到贵州省地矿局万朝元、
王立亭两位老专家的指导和帮助ꎬ并提供宝贵的

素材等ꎮ 贵州省地矿局首席科学家、贵州省地质

学会理事长周琦研究员对本文进行了修改和审

定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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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砚耕ꎬ谢俊邦ꎬ陈玉林  １９８１ 贵州晚期先寒武纪地壳演化概述

[Ｊ] 科学通报ꎬ第 １９ 期 

王砚耕ꎬ朱士兴  １９８４ 黔中陡山沱时期含磷地层及磷块岩研究的

新进展[Ｊ] 中国区域地质ꎬ第八辑 

王砚耕  １９９０ａ 一个浅海裂谷盆地的古老热水沉积锰矿———以武

陵山震旦纪锰矿为例[Ｊ] 岩相古地理ꎬ第 １ 期:３８－４５

王砚耕  １９９０ｂ 黔西南及邻区两类赋金层序与沉积环境[ Ｊ]  岩

相古地理ꎬ第 ６ 期:１３－１８

王砚耕  １９９０ｃ 梵净山———一个元古宇的裂谷盆地[Ａ]  周政

贤  梵净山研究[Ｃ] 贵州人民出版社 

王砚耕  １９９３ 中国西南地区沉积地质特征与沉积盆地分类[ Ｊ] 

贵州地质ꎬ１０(４):２６５－２７１

王砚耕  １９９４ 试论黔西南卡林型金矿区域成矿模式[ Ｊ]  贵州地

质ꎬ１１(１):１－７

王砚耕  １９９６ 贵州主要地质事件与区域地质特征[ Ｊ]  贵州地

质ꎬ１３(２):９９－１０４

王砚耕  １９９７ 江南造山带西段早震旦世杂砾岩成因质疑[ Ｊ]  贵

州地质ꎬ１４(４):３２７

王砚耕  １９９８ａ 瓮福磷矿区的新元古Ⅲ系及其磷块岩──兼论成

磷系新建议[Ｊ] 贵州地质ꎬ１５(３):２４６－２５３

王砚耕  １９９８ｂ 贵州西南部红土型金矿成矿背景及其控制因素

[Ｊ] 贵州地质ꎬ１５(４):２９９－３０４

王砚耕  １９９９ａ 试论贵州矿床分类及其意义[ Ｊ]  贵州地质 １６

(３):２０７－３１２

王砚耕  １９９９ｂ 贵州省地质矿产特征及其地球科学意义[ Ｊ]  贵

州地质ꎬ１６(４):２８２－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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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砚耕  ２００１ 梵净山区格林威尔期造山带与 Ｒｏｄｉｎｉａ 超大陆[Ｊ]

贵州地质ꎬ１８(４):２１１－２１６

王砚耕  ２００５ 贵州农业地质工作的若干思考[ Ｊ]  贵州地质ꎬ２２

(２):１５６

王砚耕  春华秋实一甲子 重大突破载史册———中国“大塘坡式”

锰矿发现 ６０ 周年抒怀[Ｊ] 贵州地质ꎬ３５(４):２６８－２６９

尹恭正ꎬ王砚耕ꎬ钱逸  １９８２ 贵州震旦系与寒武系分界的初步研

究[Ｊ] 地层学杂志ꎬ６(４):４８－５５

周琦ꎬ王砚耕ꎬ陈旭晖  ２０２０ 贵州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工

程成果及其意义(代序)[Ｊ] 贵州地质  ３７(３):２２５－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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