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介绍-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学一级学科 

1. 学科基本情况  

桂林理工大学地质学学科是我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源自我校前身桂林冶金地

质学校 1956 年建校时成立的矿床地质专业。学科 2000 年获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构造地

质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 年获地球化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6 年获地质学一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予权，下辖地球化学 2013 年被自治区确定为广西重点学科。  

本学科现有教师 46 人，其中正高职称 18 人（含博士生导师 3 人），副高职称 17 人，

有博士学位教师 35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 人、广西优秀专家 2 人、广西新

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 第二层次人选 2 人、广西高校教学名师 1 人、广西高校优秀人才

资助计划 2 人。  

现有有色及贵金属隐伏矿床勘查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广西隐伏金属矿产勘查重点实验

室、“地质工程”广西重点学科等科研平台 

2. 学科方向  

学科立足华南，以地球化学研究为基础，涵盖成矿构造、隐伏花岗岩预测、环境地球化

学、地质过程与表生环境四个学科方向。形成如下优势与特色：一是率先在国内提出了“成

矿构造系列”的概念及其理论框架，为危机矿山“攻深找盲”提供重要理论依据，提出并系

统地阐述“雏形断裂”的概念及其控矿机制，为解释与此有关矿床的构造控矿机制提供了理

论支撑；二是系统提出“隐伏花岗岩及其研究方法”，初步建立了该学科框架基础，阐明了

花岗岩体侵位机制及其构造样式与内生金属矿床的成矿关系，为华南地区寻找有色金属和稀

土稀有金属资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三是定量评价了大规模矿产开采区重金属元素在矿

区的人、水体、植物、土壤中的地球化学行为，查明了重金属元素的来源和迁移方式；四是

确定了重建古生态和古环境的特异性标志化合物，为古生态环境的研究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限定了现代地表地质过程的形成机制，查明了海湾和岩溶地区表生地质过程对现代地质环境

的影响。  

3. 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家国情怀、高尚品格、职业精神，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



备扎实的地质研究工作能力，全面了解地球科学发展前沿与动向，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团

队合作精神以及独立从事本学科领域科学研究和解决复杂地质技术问题的能力，成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地质学领域专业人才。  

4. 国内外影响 

学科在上世纪 80 年代率先开展华南隐伏花岗岩研究，开创性的运用隐伏花岗岩理论与

方法编制了隐伏花岗岩分布及预测图，初步建立了隐伏花岗岩预测理论，相关成果先后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近五年，主持包括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子课

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48 项，在国内外地学知名期刊发表创新

性成果；获广西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上述成果在国内外形成较大学术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