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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祜院士生平介绍
（１９２６—２０１４）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著名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 和 中 国 工

程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 质 研 究 所 名 誉 所 长 张 宗 祜 同 志，因 病 医 治 无 效，于２０１４
年２月１９日凌晨１时４８分在上海不幸逝世，享年８８周岁。

张宗祜，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９日出生于河北省满城县。幼年时随祖父在北京生活时间较长。祖父为

清末秀才，父亲曾操律师 业 后 从 政。他 在 中 学 时，由 于 数 学 老 师 多 次 讲 述 有 关 矿 物 岩 石 方 面 的 知

识，对地质产生较大的兴趣。中学 毕 业，他 毅 然 报 考 了 北 京 大 学 地 质 系 并 被 录 取。他 勤 奋 好 学，成

绩优异。经常和同学们一起，骑上自行车，背上水壶，带上铁锤、罗盘去北京西山看 地 层，打 化 石，回

来后还进行小结。这种坚持野外地 质 工 作，培 养 了 他 细 微 调 查 观 察 的 良 好 习 惯 和 作 风。这 是 他 所

以能获取丰富的地质知识和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观点的原因。

１９４８年张宗祜在北京大学毕业，即到甘肃兰州中国石油公司地质勘探处工作，在中国石油地质

先驱者孙健初领导下从事石油地质工作。由于他细心观 察，在 老 君 庙 油 矿 区（即 现 玉 门 油 田）发 现 了 含 中 新 世 微 型 软 体 化 石

的层位，从而填补了确定该矿区含油地层地质年代的化石依据的空白。１９５０年 张 宗 祜 调 至 北 京 地 质 调 查 所。同 年 进 入 内 蒙

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沙漠区和当时在永利制碱厂任职的钾盐专家李悦言在一起，进行碱湖的天然碱资源地质调查，成为中国

最早进入该荒漠地区的地质工 作 者。这 是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 中 国 最 早 的 一 次 碱 湖 水 文 地 质 和 水 化 学 调 查 研 究 工 作。

１９５０年末，为了完成建国后中国第一条全部由中国自行勘测设计的铁路线———包头至银川线，张宗祜和姜国杰步行近６００千

米进行沿线工程地质调查。多次穿越近百千米荒无人烟的地带，穿过沙地盐碱滩，４次渡过黄河，条件十分艰苦。当时治安情

况很差，虽有解放军保护，仍３次遭遇武装匪徒袭击。但他们坚持完成了这项系统的铁道工程地质调查工作。１９５１年张宗祜

又前往山西太原西山进行石膏矿产资源的地质调 查。这 一 段 经 历 虽 然 时 间 不 长，却 从 事 了 石 油 地 质、非 金 属 矿 产 地 质、铁 道

工程地质调查等不同方面的地质工作，拓宽了专业知识 面，增 加 了 对 地 质 现 象 的 认 识 深 度 和 对 野 外 地 质 工 作 的 兴 趣，这 对 张

宗祜以后业务上和学术上的成就，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读研及经历

１９５１年底张宗祜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地质 勘 探 学 院 水 文 地 质 工 程 地 质 系 攻 读 研 究 生。导 师 为 苏 联 著 名 工 程 地 质 学 家

И．В．波波夫。由于波波夫考虑到中国黄土分布面积广，厚度大，与工程关系密切，因而建议张宗祜选择黄土地区工程建设 中

的工程地质问题作为研究方向。这也成为张宗祜在以后３０多年的主要 研 究 方 向。１９５５年 张 宗 祜 获 得 地 质 矿 物 学 副 博 士 学

位后立即回国，在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任工程师。先后参加了中苏专家组对长江三峡枢纽的地质鉴定，以及国家计委

为制定第二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组织的西北地区工业布局的考察工作。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３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地质部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工作至今，先后任土质学研 究 室、工 程 地 质 研 究 室 主 任，水 文 地 质 工 程 地 质 研 究 所 总 工 程 师、所 长、

名誉所长。此期间主要从事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第四纪地质科研工作，多有建树。１９５７年参加过国家自然科学１２年科技发

展规划（１９５６－１９６５）中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部分的编制。１９６３年参加过全国农业科技十 年 规 划 制 订 工 作。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年，任

中国地质学会第３２届、第３３届理事会理事。１９８０年初被授予全国地质系统劳动模范称号，获奖章及证书。１９８０年，当 选 为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１９８４年被国家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１９８９年，任中国地质学会水文地质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第四纪地质与第四纪冰川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 员。１９９２年，在 中 国 科 学 院 第 六 次 学 部 委 员 大 会 上

当选为地学部副主任。１９９３年，荣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荣誉奖。１９９４年，当选为首届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９９８年，获中国工程

科学技术奖。２０００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地球科学奖”。获２０１０年度河北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突出贡献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张宗祜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地质图集》，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等３９个单位参加。该图集是中

国第一部水文地质专业图集，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水文地质调查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地下水的区域分布和各

种不同自然单元景观的复杂水文地质特征。１９７９年出版后，被列入《中 国 地 质 图 类 及 亚 洲 地 质 图》系 列 成 果 内，于１９８１年 获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六五”至“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第３８项“华北地区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研究”，对缓解华北

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提出了解决途径、方针及科学管理等意见，张宗祜是项目负责人，该项成果获１９８９年地矿部科技成果一

等奖及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９９１年，张宗祜组织指导《亚洲水文地质图》的编制，不仅对亚洲和中国的地下水环境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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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系统总结，而且还填补了洲际水文地质图在亚洲的空白，从而获得国际水文地质界的高度评

价。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张宗祜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活动影 响 下 华 北 平 原 地 下 水 环 境 的 演 化 与 发 展》的 负 责 人，

和其他单位合作领导完成该项研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预测。

第四纪地质研究

有很深的造诣，曾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是最早提出黄土高原第四纪下限年代为距今２４８万年左右的学者之一，为解决

中国大陆第四纪下限问题提出重要依据。１９８３年以来，他倡议并负责主编、组织中国１２个主要研究单位和专家完成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及其毗邻海区第四纪地质图（１∶２５０万）及说明书》的编制工作。这是中国第一份全国性，包括海域在内的第四纪

地质图件，达到了较高的国际水平，在国际第四纪会议上获得好评，１９９３年获地矿部科技成果一等奖，１９９４年获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与此同时，他负责主编的《中国第四纪地质》（英文版），则全面总结了中国第四纪地质的发展史、各类堆积物的分布

规律、新构造运动、气候演变、地层和古地理等。

环境地质问题研究

张宗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如黄河的治理，他认 为 根 本 问 题 在 于 治 沙，要 把 中 游 减 沙 和 下 游 排 沙 结 合 起 来，把 产 沙 的 重

点地区作为治理的重点地区，把工作重点放在“治 害”上。以“兴 利”为 目 的 的 水 利 设 施 应 考 虑 是 否 有 利 于 黄 河 的 治 理。１９８８
年他在中科院学部委员大会上提出了这一重要建议。

在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时，他积极组织院 士 专 家 并 负 责 对 中 国 地 质 环 境 一 些 重 大 问 题 进 行 考 察 并 提 出 建 议。曾

先后对长江三峡库区土地利用及移民；东部沿海地区（珠 江 三 角 洲、长 江 三 角 洲 及 黄 河 三 角 洲）的 海 平 面 上 升；西 南 岩 溶 石 山

地区（贵州、云南）及西北水资源情况等方面进行咨 询 考 察，并 提 出 对 策 研 究 报 告 供 领 导 部 门 科 学 决 策 参 考。此 外，还 参 加 了

中国科学院云南澜沧江及攀西地区地质考察，中国 工 程 院 西 北 水 资 源 考 察 及 咨 询，地 矿 部 及 陕、甘、宁、青、新、内 蒙 古 六 省 区

的西北地区地下水资源勘查开发讨论，献计献策。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张宗祜从全球变化的视角，进一步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地质 环 境 的 变 化 与 人 类 活 动 的 相 互 作 用 上 来，先 后

组织了晚更新世以来北方地区（包括青藏高原、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以及华北平原和渤海沿岸地带）地质环境的演化与未

来生存环境变化趋势；人类活动影响下华北平原地下水 环 境 的 演 化 与 发 展 等 项 目 的 研 究，并 作 为 首 席 科 学 家 指 导 多 部 门、多

学科、环境地质领域创新的综合研究，侧重探讨地下水圈的环境演化问题，获得重要进展。

科研组织

张宗祜不仅从事上述主要地质领域的科学研究，是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第四纪地质学科的带头人，他还用了许多精力和

时间进行科研的组织管理工作，是一个出色的科技 管 理 专 家。他 深 知 任 何 重 大 的 科 学 成 就，尤 其 是 地 质 领 域，离 不 开 科 研 群

体的支持和创造。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在创建中国第一个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 究 机 构，即 地 质 部 水 文 地 质 工 程 地 质 研 究 所

的过程中，从规划、组建到科研活动的开展，张宗祜做 出 了 积 极 的 贡 献，还 建 立 了 当 时 中 国 最 早 的 专 业 情 报 研 究 室，主 持 编 辑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科技情报通讯。６０年代在所内建立工程地质学的分支学科———土质学研究室。７０—８０年代，他多次成 功

地组织国家和部级的科技攻关项目和基础地质多学科、多部门协作的研究项目。他兼任学术组织多项职务，都是不遗余力地

积极组织学术活动并亲自作学术总结。

５０多年来，张宗祜一直坚持野外工作，到实地考察。即使已过古稀之年，仍然亲自到黄土高原、川西山地、云贵高原等地，

带领年轻的地质工作者跋山涉水，进行野外地质调 查 和 考 察。虽 然 他 对 黄 土 地 区 已 十 分 熟 悉，但 仍 在 这 一 领 域 内 不 断 求 索。

黄土高原的沟沟岔岔几乎遍布他的足迹。他治学严谨，善 于 综 合 分 析 和 吸 收 其 他 学 科 的 新 成 就 为 我 所 用，学 术 思 想 活 跃，有

开拓创新精神，不断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创造独到 的 学 术 见 解。他 平 易 近 人，对 同 志 循 循 善 诱，对 年 轻 人 更 是 关 心 培 养，言 传

身教，从不保留自己的学识心得，给人以深刻印象，是一位难得的严师良友。

张宗祜长期从事中国黄土、工程地质、水文地质 和 第 四 纪 地 质 研 究，主 持 完 成 百 余 项 国 家 和 省 部 级 重 大、重 点 科 技 项 目，

揭示了黄土湿陷力学变形发生机理，提出了黄土高原土壤侵蚀基本模式和黄土高原土壤侵蚀类型分类体系，是世界首位发现

黄土渗透性规律的地质学家。张宗祜主持完成的国家重 点 科 技 攻 关 项 目“华 北 地 区 水 资 源 评 价 及 合 理 利 用”，解 决 了 河 北 省

大区域复杂地质条件下科学评价地下水资源及其合理利用量的重大难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地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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