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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朱俊江 

性别 男 

职务 职称 副研究员 

学历 博士 电话 020-89024341

传真 020-

89022611

电子邮件 jzhu@scsio.ac.cn

通讯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64号 

大科学工程专项办公室 

简历： 

教育背景： 

学士 (1996 - 200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学院工科基地班，资源勘查工程 

硕士 (2000 - 2003)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海洋地质 

博士 (2005 - 2010) 

德国基尔大学，IFM-GEOMAR研究所，地球物理 

奖励： 

2003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广州教育基地学术年会报告一等奖。 

2004年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培训德语。 

2005年获得德国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奖学金资助，在德国基尔大学莱布尼茨海

洋研究所（IFM-GEOMAR）攻读博士学位。 

曾参加的出海任务： 

1． 2001年7月参加南海东北部与台湾地区深部构造项目的海上数据采集和导航任务。 

2． 2007年3月参加德国太阳号“SOONE”192航次：FS Sonne 192-1 (MANGO): marine 

geo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on the input and output of the Kermadec subduction 

zone, Auckland - Auckland, 24. 03. - 22. 04. 2007.  

3． 2009年10月参加上海地震局和北京港震公司以及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合作的

海底地震仪的回收工作。 

4． 2010年7月参加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实验2”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南海北部

海洋地球物理调查任务，负责数据的采集和备份任务。 

5． 2010年12月参加“奋斗7”号南海西南次海盆的三维海底地震仪调查，负责海底地震

仪的投放和回收以及气枪炮点时间信息的精确记录。 

6． 2011年3月代表中国IODP参加IODP334航次，科考船为美国“JODES Resolution”，

IODP Expedition 334-2011 Costa Rica Seismogenesis Project (CRISP) sampling and 
quantifying input to the seismogenic zone and fluid output, Puntarenas – 

Puntarenas, Costa Rica, 13.03. – 13.04.2011. 主要负责物理属性的观测。 



研究方向和研究兴趣： 

个人研究兴趣： 

本人长期从事海洋地球物理，深部构造，地震震源机制和海洋新构造与灾害的研究。研

究区域遍布南海西北部红河断裂带，南海东部马尼拉海沟以及中美洲俯冲带。南海北部地震

调查和地壳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大陆边缘构造活动的认识。自2001年开始多次参加出海

任务，负责南海北部地球物理数据采集的任务，熟悉海底地震仪和多道地震数据的采集和预

处理。中美洲俯冲带地壳结构的研究掌握了海底地震仪资料正、反演模拟方法和技术以及地

震资料的AVO分析。 

目前主要研究兴趣集中在海底地震仪数据的处理和正、反演模拟，利用多道地震数据，

重力数据和海底地震仪数据联合正反演，建立详细的地壳结构模型。同时感兴趣南海北部被

动大陆边缘的拉张减薄机制，利用陆上固定和流动地震台站记录到的海上气枪信号研究华南

大陆的地壳结构属性，以及利用IODP 334航次的资料研究俯冲带地壳结构和物理属性变化的

研究。感兴趣于海底地震仪在海底观测网络中的作用以及实时观测的海底科学。也感兴趣利

用海底地震仪数据分析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的空间分布和地球物理属性。 

研究方向： 

1. 海洋地球物理 

2. 海底地震仪技术应用（海底观测网络） 

3. 天然气水合物地球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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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1.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青年人才领域前沿项目：南海东北部深地震测线地壳结构

联合反演模拟，2009-2012，项目负责。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南海东北部大陆边缘洋陆转换带地壳结构研究

(41006030), 2011-2013, 项目负责。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南海北部阳江与外海地壳结构及拉张减薄机制

（41176054）， 2012-2015，项目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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