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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印象

有人称她“女汉子”，因为她

雷厉风行，不畏艰难；有人称她“拼

命三郎”，因为她吃苦耐劳，忘我

工作；有人称她地震科学界的“女

神”，因为她热爱科学，细致严谨；

有人称她是我们身边的“人生赢家”，

因为她事业成功，家庭幸福。

她，就是 2016 年 8 月入选第二批

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的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刘静。

她，就是用智慧和执著在男性

人物简介

刘静，女 ,  1969 年 10 月生，中
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科
技委副主任，地震动力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1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
1994  年获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硕士学位 ,  2003  年获美国加
州理工学院地质学博士，同年获
法国 Chateaubr iand 基金会学者
称号。2006 年获中国科学院“知
识创新工程引进国外杰出人才”

（百人计划）择优支持， 2016 年
入选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

为多数的科学界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

天，并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的一名地震

科研工作者。

梦想开始的地方

刘静的性格比较像男孩子，好

动，小时候住在农村，喜欢到处乱跑。

1987 年，出于高中时期对地理

的偏爱，18 岁的刘静报考了地理专业，

却被调剂到了地质专业，就这样，她

开始了在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构造与

地球物理专业的学习生涯，迈入了充

满奇幻和挑战的地学领域。

本科毕业之后，她先后在国家地

震局地质研究所地球动力学及构造物理

学专业和地质学专业攻读硕士和博士学

位，后到法国巴黎地球物理学院做博士

后研究工作。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法国

巴黎地球物理学院攻读博士和博士后。

“其实最初我是对地理感兴趣。但

绚丽绽放的地震科研玫瑰
—记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刘静
文 / 王小磊



国家防震减灾    2016.03                                                                                                                 71

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得很长远，我也不

是那种对人生很有规划的人，只是一步

一步的选择，让我走到了现在。”刘静

没有强调人生的规划，理想的树立。相

反，却用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梦想的启程。

1999 年 9 月，发生在美国加州的

Hector Mine.的一次震级7.1级的地震，

让刘静印象深刻。直到现在，她还清

楚地记得走进地震现场的感受：“大

自然简直太奇妙了。”第一次看到地

震留下的印记时，她不由得发出这样

的感叹。“原来研究过的构造、断层，

已经不再是书本上的干涩理论，它就

活生生地展现在你面前。地震裂缝就

出现在地质图所标示的断层位置，一

点都不差，断层是活的，构造运动是

真实可见的。”看着一个个曾经抽象

而遥远的概念，变成具体而又直观的

景象，刘静除了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同时也多了一重对大自然的敬畏。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坚定

了要做地震研究的决心。”如果说之

前她还在为做什么、做不做而犹豫，

那么这次经历让她真正找到了方向。

与青藏高原的约会

是谁日夜遥望着蓝天，是谁渴

望永久的梦幻……韩红的《青藏高

原》是刘静百听不厌的一首歌曲。冥

冥之中，这似乎在诠释着她与地震科

学、与青藏高原的不解情缘。

青藏高原，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一个让无数人魂牵梦绕的圣地。刘静

眼中，这里除了蓝天白云之外，更是

探索自然的课堂，是赋予她科学研究

的灵感之地。

青藏高原是我国现代构造活动

和地震活动最强烈的地区，其地震带

是印度板块与青藏地块的正面碰撞，

且印度板块运动速率相对较快，因而

对我国大陆地区北东向挤压推移作用

可能相对更强。青藏高原的构造特

征、环境灾害及隆升机制是国内外地

学界研究的前沿领域，也是刘静始终

关注的领域。

刘静说她的“实验室”在青藏

高原，每年都要去那里一、二次，待

上 1—3 个月。如今，她的“高原反应”

和大多数人不同，“一到那边心情就

很愉快，而且那是最佳的瘦身时机”。

所以，对于出野外，她总是盼望着，

但高原的记忆，也不都是美妙的……

2004 年，刘静跟随法国同事第

一次踏上了青藏高原。那一次，她几

刘静野外工作照

刘静与国际同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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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没有一点高原反应的感觉。2008

年，刘静去西藏收集数据，为配合其

他专家的时间加快野外进程，她由于

高原反应昏倒在地，下颚磕破，鲜血

外流。然而，环境的恶劣并没有阻挡

她前行的脚步，随着对这片土地认识

的熟悉和加深，刘静却深深爱上了这

个地方。可以说，对待青藏高原地质

事业，她像一个虔诚的教徒，在全身

心地投入。

2005 年，刘静从法国博士后出

站，得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成立，她毅然投身到青藏高原的研究

事业中，并入职该所，同年入选中国

科学院“百人计划”。

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GPS）

观测站点是对地球内部变化过程动态

监测的手段之一。借助“百人计划”

的科研经费，刘静在西藏南部地区设

置了 6 个固定的 GPS 连续观测点。

那时，全国的固定 GPS 观测点也只有

26 个。“这些启动资金的支持，对

我们科研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随后的 10 余年，她始终聚焦、

奔波于此地，从事构造地貌、地震地

质、古地震和地震破裂过程等研究。

“青藏高原东缘三江地区构造地貌演

化定量研究” 、“古地震探槽选点

与事件判据的示范性研究” 、“青

藏高原东缘三江地区河流侵蚀递进发

育的低温热年代学约束”都是刘静正

在进行的科研项目。

不忘初心  追求卓越

地学工作的艰辛，从业中的女性

为少数，常年从事野外工作的则少之又

少，刘静便是这少之又少中的佼佼者。

多年来，刘静立足国际地球科学

前沿，全身心投入到地学研究中，以“强

震与构造地貌”为主线，以大量细致、

艰苦的野外观测为基础，综合理论分

析和模拟，在地震地质和强震发震机

理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基础研究。 

在刘静的努力下，许多光环天然

地向她“靠拢”：2012 年荣获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2013 年入选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并获青藏

高原青年科技奖；2014 年入选国家创

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2016 年 8 月入选第二批国家“万

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连续 3 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的支持，以项目负责人身

份主持中国科学院方向性项目和中法

先进研究计划合作项目，以子课题负

责人身份参加科技部科技支撑，973

项目和地调局地调项目等。开展了大

型活动断裂的古地震错动历史和地震

序列，活动断裂几何特征与强震的余

震分布和破裂过程的构造关联，强震

的同震破裂机理和青藏高原构造地貌

特征和形成机制等研究。    

2002 年以来发表论文 61 篇，其

中 SCI 检索 38 篇，分别发表在 Sci-

ence，EPSL，JGR，BSSA，GJI 等 国

际一流学术刊物上，为国际学术刊物

审稿 30 余篇。相关工作引起国内外

同行的高度关注和赞扬。多次受邀参

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并做大会主题

报告。

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都是

用不懈努力换来的。刘静聊到工作的

辛苦时，她说，“各行各业都有各自

的辛苦，要想做出成绩都要付出努

力。对科学始终保持着一种原始兴趣

的初心，就不会觉得辛苦。”

《平凡的世界》里有一句话“人

生就像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圆”。对刘

静来说同样如此，爬最高的山，走最

远的路，看最美的风景，她都会坚持

内心所向，保持那颗向上的初心。

关注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

如今的刘静除了享受着自己热

爱的研究，还积极呼吁营造一个更加

多元、平等的科研氛围，思考如何打

造一个团队，做好人才梯队建设，以

此帮助更多年轻人在科研领域崭露头

角，也鼓励着所有满腔热忱的青年在

成长岁月里爱上科学。

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只需要

关注自己的研究课题即可，但是面对

一个团队就需要进行整体的规划，时

间需要更好地协调。“我在摸索和平

衡中磕磕碰碰地寻找着自己的定位。

团队建设、学生培养都是需要我思考

的问题。”

从整体科研大环境来看，合作

度和数据共享度的欠缺是无法回避的

问题。刘静认为，不同单位、不同研

究机构之间的协调，首先要建立在公

平、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高质

量科研成果的产生需要对数据深度发

掘，需要横向合作。

“比如美国的顶级研究所就很

强调合作，有很高的开放度。研究者

对其科研项目数据有一定时间的优先

使用权，但在期限过后，这个数据就

会开放。而这一点恰恰是制约我国

科研向高质量和快速发展的重要因

素。”刘静说，数据共享和开放可以

增强科研的碰撞度，从整体上来看是

有利的，只是期间会对研究个体产生

人物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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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与女儿

一些损失。“加强数据为其他科研人

员后续使用的便利性，破除科研进步

的瓶劲，需要评价机制来引导，以此

促进大家更好地合作。”

作为博士生导师的刘静，对学生

在科研上要求很严格，要求学生不能

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想法，敢于怀

疑。在生活上却又很关心学生，看到

学生家庭困难，会主动提供帮助。

谈到人才培养，刘静说：“我们

从来不缺人才苗子，重点在于如何拔

尖，怎样给他们更加宽松的环境。”

为了让学生在科研积累阶段能够吸收

更多养分，刘静十分支持学生到国外

学习，“科研一定需要开放的国际交流，

才能更好地促进人才的成长，欧美宽

松开放的环境确实有利于人才的成长，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让学生走出

去，在适当的时候，再通过相应的人

才计划吸引他们回来。人才的发展，

我们的眼光必须放得再长远一些。”

人生赢家

完美的人生应该既包括事业上

的奋斗拼搏，也包括对幸福生活的热

切追求。刘静曾经提到一句非常智慧

的话：“在工作中我们不要认为自己

是女人，但在生活中不要忘了自己是

女人”。

刘静的先生曾令森是中国地质科

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他曾获得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并入选第一批

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同为科研工作者，又是传说中的“夫

妻双杰青”，爱人对她工作十分支持。

刘静认为自己很幸运：“我的

先生及家人从没用女性的社会角色来

限制我，我们每次去野外研究，都会

提前协调好孩子的照顾问题。”“养

育孩子是夫妻双方共同的责任，在良

好沟通的前提下，工作和生活应该是

不矛盾的。”

作为一名母亲，她像天下所有

妈妈一样，会在遥远的青藏高原的

帐篷里思念家中孤独的女儿妞妞，

会在朋友圈里为女儿的成长和进步

鼓掌点赞。“对于教育子女来说，

我觉得关键点不是时间，而是质量

的问题。榜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工作中获得的启发，思辨力

和独立自主的行为视角会通过与孩

子的沟通，帮助孩子成长，这是很

重要的。”事实证明，妞妞从心智

上和智力方面，各方面发展都挺好，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在刘静朋

友圈里，我们可以看到妞妞进入美

国数学大联盟杯赛高中组决赛和夏

令营的喜报，可以看到妞妞拿到奥

巴 马 签 名 的 大 奖 ——Outstanding 

Academic Excellence of the Presi-

dent’s Education Awards Pro-

gram。这就是母亲通过言传身教和

潜移默化带给孩子最宝贵的财富吧。

结语

刘静于 2011 年调入中国地震局

地质研究所工作，几年来，我们看到

一个坚韧、果敢、热爱科学事业的执

着女性，她能够在忙碌的日子里把工

作和生活都经营得风生水起，让人羡

慕，让人钦佩，也让人向往。

科研星空深几许，望穿云天，

玫瑰无重数。浸润了青藏高原的刘

静，会朝着更高的科学目标前行！我

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地震科研玫瑰

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会绽放的更加绚

丽！

    （作者王小磊系中国地震局地质

研究所人才资源部副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