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金锤奖）获奖者简介 

（排名不分先后） 

  

 

曹淑云，女，1978年 3月生，构造地质学专业，博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地质学会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曹淑云主要从事区域构造地质学与显微构造地质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外

知名期刊上已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与他人合编中文专著 1部。 

2011年，曹淑云获得奥地利青年科学家“Lise-Meitner”人才项目，2014年入选中组

部“青年千人人才计划”，201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同时，

2017年曹淑云被邀请成为欧洲国际大陆深钻到莫霍面钻探计划组成员。 

曹淑云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包括：一是发现了矿物的新变形机制，揭示了中部地壳流

变弱化的机理；二是提出了地壳流变弱化驱动机制，揭示了地壳流变弱化过程的时-空演变；

三是建立了地壳深部岩石剥露的新模型，揭示了地壳流变-剥露过程-动力学环境关系。 

 

张军进，男，1979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地质工程高级工程师，大学本科学历。 



自参加工作以来，张军进长期坚持在野外地质找矿和科研工作第一线，历任地质组长、

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副总工程师。他先后承担了 10余项重要勘查项目，探获特大型

金矿 4个，探获金资源总量 1100吨。张军进发表论文 13篇，与人合作出版专著 1部，荣获

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山东省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 3项。 

张军进先后获得了全国“最美地质队员”、山东省“最美地质队员”、山东省优秀地

质科技工作者、山东省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并获得了山东省富民兴鲁劳

动奖章、山东省青年地质科技奖、首届山东省地矿局青年科技奖。 

张军进主持探获我国规模最大的 2个金矿床，发现了亚洲最大的浅海海域金矿床，填

补了国内浅海海域金矿勘查的空白；主持完成的“山东省莱州市西岭村矿区金矿详查”项目

是我国陆域一次性提交的规模最大金矿床，是国内埋藏深度最大的金矿床。 

 

张会琼，女，1982年 12月生，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专业，博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科技处处长，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绿色评价中心秘书长，中国

地质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张会琼长期从事成矿规律、找矿预测研究及地质调查等方面的工作，在矿山深边部找

矿预测及矿产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新领域取得重要成果。 

张会琼爱岗敬业，勇于创新，一直工作在科研、地质调查以及科技管理第一线，作为

第一负责人，主持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矿产调查评价、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

项目 4项；作为项目骨干参与项目 6项。 

张会琼获得省部级奖励及荣誉 5项，公开发表文章 30多篇，出版专著 1部，荣获 2015

年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创新团队”奖和 2016年获“科技创新管理团队”奖以及 2012年、

2013年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十佳员工”称号，并被评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 



 

苏本勋，男，1982年 8月生，2004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07年和 2011年

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 

苏本勋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 1SCI论文 30余篇，出版英文著作 1部。

他的研究领域为镁铁-超镁铁岩的成岩成矿作用，具体包括地幔捕掳体与岩石圈地幔演化、

层状镁铁-超镁铁侵入体与 Cu-Ni-PGE-Cr成矿作用、蛇绿岩与铬铁矿成矿作用、Li同位素

标样研发及其应用。 

苏本勋曾获李四光优秀博士研究生奖、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

论文奖、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奖、中国科学院-Springer优秀博士论文奖、中国科学院卢嘉

锡青年人才奖、侯德封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科学家奖等，并入选香江学者计划和中国科学

院青年促进会。 

 

杨光亮，男，1983年 5月出生，环境科学专业，大学本科，现任中化地质矿山总局贵

州地质勘查院副总工程师。 

自参加工作以来，杨光亮长期奋斗在野外地质找矿第一线，历任地质组长、技术负责

人、项目负责人、副总工程师，先后主持承担“贵州省开阳磷矿洋水矿区东、西翼深部磷矿



勘查”等多个大型地质勘查项目，主持和参加编写大中型勘探报告 10余份；共探获特大型

富磷矿 1个，中型磷矿 5个，共提交Ⅰ级品富磷矿石资源量超过 8亿吨。 

杨光亮以及其主持完成的项目曾先后获中国地质学会 2011年度十大找矿成果奖、中国

煤炭地质总局优质综合地质勘查报告特等奖、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3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最佳勘查奖”、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瞿建华，男，1981年 2月生，油气地质与勘探专业，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石

油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勘探研究所副总地质师。 

瞿建华长期从事准噶尔盆地及北疆外围盆地油气勘探工作，近 5年主持了玛湖斜坡整

体勘探部署研究工作，在浅水扇三角洲沉积模式、砾岩优质储层成因机理及扇控大面积成藏

认识等方面取得多项科研成果。 

瞿建华先后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项、二等奖 3项、三等奖 1项，公开发表论

文 40余篇，获 5项发明专利，参与出版专著 3部。 

瞿建华主持的勘探成果获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勘探重大发现特等奖 1次、一等奖 3次，

获中国地质学会 2016年度十大地质找矿成果；先后获得中石油集团“优秀青年”，克拉玛

依市“十大杰出青年”、“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 

 

匡增桂，男，1983年 9月出生，矿产普查与勘探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任南海天然气

水合物试采指挥部办公室地质组副组长。 



自参加工作以来，匡增桂一直从事水合物勘探及深水沉积研究工作，先后主持承担国

家水合物专项项目下属年度调查报告、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子项目、南海水合物先导

试验区二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以及国土资源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等各类勘

查、科研项目 6项，参加编写报告 50余份，公开发表论文 19篇。 

在 2017年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程中负责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程试采井位选取，为

水合物试采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 2017年水合物试采工程先进个人。在水合物试采

工程中，针对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成矿地质条件，匡增桂创新性地提出了“构造控制下水

合物系统二次聚集”成藏理论，揭示了试采区水合物在断层控制下分解并二次聚集成藏的过

程；提出了“地貌-地质-地球物理相结合”的水合物勘探新方法，为我国在琼东南海域首次

成功发现活跃的“海马冷泉”提供了理论支撑。 

 

刘守强，男，1981年 9月生，水文地质专业，博士，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讲师，现

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矿山水防治与利用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质学会矿山安全科学传播专家

团队团员和中国地质学会第五届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刘守强长期从事矿井水害防治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针对煤层底板突水评价这一世

界性难题，从突水水源、突水通道和突水强度三方面开展了创新性研究，建立了系统的煤层

底板突水评价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取得了创新性研究成果。 

刘守强先后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3项、二等奖 3项，主持科研项目 7项，其中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类）、“十

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等国家级和省部级项

目 5项；参与科研项目 45项，其中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 14项；发表科研论文 32篇；获国

家发明专利 7项。 



 

李采，女，1979年 10月生，土木工程专业，博士，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地质调查

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深部探测中心地下空间研究室负责人。 

李采一直坚守在地质调查与科研工作第一线，求真务实，努力奉献，致力于区域地质

环境问题调查、国土资源综合监测、地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开发对策研究，并积极拓展含水

层数值模拟服务新领域，在咸水入侵、地面沉降发育机理、国土资源综合监测指标体系、工

业有害废物地质处置、咸水层 CO2地质封存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积极服务地方生态建设与

经济发展，使废物深部地质处置数值模拟摆脱了对国外公司的依赖；提出了 CO2封存低渗储

层改造新思路，为中国咸水层 CO2封存做出重要贡献。 

李采已发表学术论文 28篇，其中国际 SCI检索及国际会议论文 13篇，国内核心期刊

及会议论文 15篇，参与完成了《地质环境经济学》等 5部专著。 

 

赵存良，男，1982年 9月生，中共党员，地球化学专业，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现任河北工程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赵存良一直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河北省青年拔尖人才项目的支持下对煤中伴生稀有金属元素富集成矿机理及粉煤

灰中高价有益元素提取技术开发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做出了一定的科技贡献。 



近年来，赵存良先后获得了河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地质学会十大地质科技进展

一项、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国土资源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省部级奖励 5项。 

赵存良在《Fuel》、《Ore Geology Review》等期刊发表 SCI检索论文 20余篇，并担

任《Energy Exploration & Exploitation》编委；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8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