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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授在方法上给予指导
,

和石 油大学 (北京 )网络中

心陈义陆主任在程序运行方面提供帮助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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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生院士荣获 2 0 0 2 年度 T yl er 环境科学成就奖

2 002 年 4 月 1 日
,

设立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的 T y le :
奖委员会宣布

,

将 2 0 0 2 年
“
T y le r 环境成果奖

”

授予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刘东生院士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W all ac e 5
.

B or ec ke
r
教授

.

T y le r 环境科学成就奖是世界环境科学界最高奖项
,

被学术界 称为
“

环境科学诺贝尔奖
” ,

是由 J
o h n

T y le r 和 lA ic e T y le : 于 1 9 7 3 年创立的
,

专门授予在环境科学
、

能源
、

医药等领域贡献杰 出的科学家
.

该奖

的获得者都是在环境科学各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的顶尖科学家
,

以前的获奖者包括 E d w ar d 0
.

W il so
n 和

J an
e G心o da n 及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

.

刘东生院士是第一位获该奖的中国科学家
.

这也是迄今中国大陆科学

家获得的世界最高等级自然科学奖
.

刘东生院士是国际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
、

第四纪地质和环境地质学家
.

19 4 2 年毕业 于西南联大
,

获澳

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和香港岭南大学名誉法学博士 ; 曾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专家组组长
、

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
、

中国科技馆馆长
、

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
,

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主席
、

国际环球环境大断面计划 ( P E P 一 2) 负责人等职
,

是 中国科学院
,

第三世界科学院和欧亚科学院院士
.

他多

次获得国家级奖励及陈嘉庚奖
,

何梁何利奖
,

中华绿色科技奖特别金奖等奖项
.

刘东生院士早年从事古脊椎动物研究
,

后致力于中国黄土的研究
,

在 20 世纪 50 年代
,

为第四纪环境

变迁多旋回理论提供了重要的陆相证据
,

对第四纪
“

多次冰期
”

理论的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将黄土地层与深海氧同位素地层对 比
,

将中国黄土纳入全球环境演化的框架
,

成为与深海记录和

极地冰岩心并列的全球性古环境记录
,

从而开辟了中国黄土与古全球变化研究的领域
,

成为后来一系列研

究的重要起点
,

奠定了第四纪黄土古气候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国际环境科学崛起之时
,

刘东生院士率先在我国开展了环境地质调查
,

这对中国环境地质和环境科学的确立
、

地方病防治及环境质

量控制均有开拓性意义
.

他多次率领希夏邦马峰
、

珠穆朗玛峰和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
,

开辟了我国的高山

科考事业
,

为后来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

在长达半个世纪 的科学生涯中
,

他为我国多个第四纪
。 环境研究机构的建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为中国的地球和环境科学领域培养了大批人才
.

刘东生院士 自
“

八五
”

以来连续负责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我国干旱半干旱区 15 万年来环境演

变的动态过程与发展趋势
”

和
“

东亚古季风演变过程及与全球变化的联系
”

.

他领导的干旱区环境演化与全球

变化研究组已陆续获得了 4 项国家杰出青年资助
,

也是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批资助的创新研究群体之一
刘东生院士发表了专著 5 部

,

主编文集数十卷
,

发表论文 300 多篇
,

其中《黄土与环境 》 ( L oe s s in C hi
-

n a) 是国际黄土研究的核心文献
.

(供稿 姚玉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