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们还沉浸在一系列专题报告带来的思想冲击时，

第二场大会特邀报告如约而至，报告主题涵盖微生物泵与

碳循环、低纬驱动下的气候演变和载人深潜技术带来的最

新成果，再次将全体参会者拉进浩瀚的学术海洋中，继昨

日特邀报告之后，与会者意犹未尽，纷纷感叹于学术大家

的高瞻远瞩，听后深受启发，更加明晰了地球系统科学领

域的前沿方向，因此 7 月 8 日的特邀报告会场之火爆程

度有增无减。 

首先，焦念志院士为我们带来了“海洋负排放，助力

碳中和”的主题演讲，从欠排放/主动增汇的碳中和国家战

略需求出发，指出必须先要查明储碳机制，特别提出起到

重要作用的微生物泵（MCP）。焦院士为大家详细介绍了

海洋的负排放路径，并列举了“陆海统筹减排增汇”和“驱 

动的综合增汇”的两个生动形象的

例子。最后焦院士提出“综合储碳

生态工程”、“推动国内大循环”，以

及“建立国际标准体系”三项行动

建议，将主题报告推向高潮。 

随后，翦知湣教授做题为

“热带太平洋上层海洋热含量的

岁差辐射驱动”报告。他以现今全

球气温波动升高的趋势为切入

点，指出海洋中储存的热量持续

升高，可以作为一个全球升温的

指标，具有重要的气候与环境意

义。海洋中潜在的热量是联系起

岁差调控的太阳辐射量和气候变

化的关键环节，具体表现为水圈

大气圈相互作用下的蒸发、降雨

过程，生物圈中的光合、蒸腾作

用等。 

彭晓彤研究员做题为“载 

人深潜视野下的深海深渊之 

谜”的报告。他详细介绍了应 

用中国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海 

勇士”号和“奋斗者”号的使用状 

况。特别地，他展示了在深海 

地质中、生命和环境科学等前 

沿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如深 

海塑料的分布、塑料中深海微 

生物的降解作用等。他指出， 

深海载人潜水器在深海科学研 

究中具有强大的技术优势和应 

用潜力。 

 

翘首以盼的“三深”信息发布会于 7 月 8 日晚

7:30 顺利召开。王成善院士做了“深时数字地球国

际大科学计划”的报告，其 

愿景是推动地球科学研究范 

式的变革，涉及大知识、大 

数据、大科学、大平台和大 

传播五个核心内容。目前， 

国际布局和研究团队基本形 

成，科技资源协同汇聚效应 

逐步显现，科学前沿与预研 

究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主导 

的合作共赢局面已经形成。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载人 

深潜技术是一个重要推动力 

量。叶聪研究员做“中国载 

人深潜技术进展”的报告。 

他先介绍了载人潜水器的 

发展概况，再阐述我国主 

导研究的载人深潜器现状， 

到日渐国产化的“深海勇士” 

和“奋斗者号“。研制团队针 

对极端环境，开展极致设 

计，通过极限制造，实现 

了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的问 

世。最后，叶聪研究员展 

望了载人深潜技术的新目标 

与新场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

凯歌还。”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如今将数载春秋之

前的畅想变为现实，“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朱岩总师从工程任务进展、科学目标与有效载荷

配置及科学探测与规划带领我们一探“天问一号”

的究竟。 

 

 

今日天气 | 中雨转阴 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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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拓展：“三深”信息发布会 

谈谈圈层，聊聊深潜 



《地球系统》是我开启研究生之旅时导师送给

我的第一本专业书籍，使我得以对地球系统科学有

了初步的认识，可能在那时就已经注定了我与“地球

系统科学大会”之间的缘分。 

第一次接触“地球系统科学大会”是在 2019 年

的年末，那时我刚刚硕士研究生入学三个多月，仍

处于对科学研究进行初步探索的阶段，而“地球系统

科学大会”即将举办的消息于我而言无疑是一种无

形的鼓舞，我无比渴求能够有资格参与这场地球科

学的盛会。 

至今，《地球系统》这本书已经被我翻阅过无数

遍，“第六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也将如期举办。经

历过诸多波折，我依旧怀着无比坚定而又雀跃的心

情期待我们的第一次相遇。如今幸逢“地球系统科学

大会”的十周年庆，期待接下来与之每一个十年的相

逢！（节选） 

 

 

我与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杨文莉  中科院南古所 

 

地球系统科学大会——我的科学启蒙 
汤锦铭  厦门大学 

 

当前南海形势和未来展望 
吴士存院长  中国南海研究院 

简介：当前，南海形势总体稳定可控，趋稳向好的

大方向并未因为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而受到大的

干扰。近期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新变化，相

对稳定、脆弱的南海形势正处在由“趋稳向好”转

向“动荡不安”的十字路口。未来，法理和规则领域

的博弈将是一段时期内影响南海形势发展演变的

两条新的主线；美国等域外国家以军事存在在南

海谋求地缘政治利益，将把南海问题国际化推向

新阶段；受疫情、外部干扰和共识缺失等因素叠

加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将步履维艰。 

 

简介：法律与政治是一体的两面。南海的国际法

律与国际政治发展息息相关，对于周边国家以及

所有南海利益相关方而言，这一海域相关法政态

势变迁的因素，包含在下列两个区块中。第一，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23 条所建立的“闭海与

半闭海”机制的内涵与效力。第二，美国作为域外

的积极介入者，是否会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是一大影响因素。 

 

 

来了解南海国际形势——专题 21“南海海洋科学国际合作前景”的邀请报告 
当前南海及周边地区面临着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挑战，迫切需要

推动南海周边国家围绕共同的科学和可持续发展需求开展密切合作。专题 21 特别邀请中国南海研究院

和海南大学作南海国际形势和国际法律报告，欢迎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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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又到新一届的地球系统科学大会，恰逢我

结束本科学习，即将开始海洋化学的博士生涯，心中

感慨万千。三年前，刚刚结束大一学习，对科学懵懵

懂懂的我刚刚加入恩师高树基教授的海洋氮循环课

题组。恰逢第五届地球科学系统大会举办，在实验室

的大力支持下，我得以到上海赴会参加，地球系统科

学大会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我的科学启蒙，两届地球

系统科学大会也衔接了我本科与博士科研生涯。 

 从一个本科生的视角，最大的感受是地球系统

科学大会的内容的丰富多彩，不同于单一的学科会

议，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上多种多样的地学主题百花

齐放，就我参与的第五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来说，从

南海的深部研究到“第三极”的古人类活动，不管是内

容的深度以及广度都让我大开眼界，而地球系统科

学大会以“汉语”为主的特色，也让刚刚进入实验室的

我能够更顺畅的深入体会丰富的学术知识。（节选） 

 

南海国际法律与国际政治态势的可能发展 

傅崐成教授  海南大学 
 



 

 

走！到海底去看看—— 一本写给所有人的深海科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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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浅说》一书荟萃了汪品先院士十余

年深海科普工作的深厚成果，从人类对海洋的

早期探索谈起，一直讲到深海的开发保护利用

和权益之争，精选八大主题，展示了截至目前

深海科学研究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介绍了

最新的深海探测技术，列举了深海前沿研究面

临的科学挑战。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同志评价

该书“是研究海洋系统科学的启蒙著作”。现将

温家宝同志亲书贺信原稿刊登如下： 



夏日申城如碧，盛会与你相遇！今天下午两点半，第六届地

球系统科学大会迎来了第 2000 名参会者——来自北京师范大学

的马婷副研究员。大会会务组特地为马婷副研究员送上由汪品先

院士亲笔签名的《地球系统与演变》一书。她收到这一礼物，非

常的惊喜，说自己本身就是做古气候、环境考古方向的研究，一

直非常仰慕汪院士，还特地买了这本书，连呼自己好幸运，是航

班晚点让她成为了幸运的第 2000 名。随后，她表示这是第二次参

加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在第十四专题有一个口头报告，感觉参会

流程比以往更加便利，学术内容也更加丰富。她说通过参加地球

系统科学大会，可以听到众多精彩的报告，与参会学者充分交流，

获取最新的学科前沿信息，并衷心祝愿大会越办越好！ 

地球十年如故，科学日日有新。从第一届的 509 人注册参会到如今突破了 2000 人！ 

大会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在推动学科发展上也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 

柴达木盆地的由来——孟庆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黄河中游的演化——潘保田兰州大学

长江三角洲的演变——范代读同济大学

西沙群岛的由来——吴时国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桂林山水甲天下——袁道先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南海演义——汪品先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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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00 名参会代表！ 

10:20~11:50 

 

三楼 8号会议室 

 作为历届会议备受瞩目的专题之

一，“华夏山水”将带您一览神州大地的

锦绣河山，感生命血脉之黄河长江，观

秀美景致之桂林山水，赏热带风光之西

沙岛礁，品风云变幻之南海演义。 

现场火爆！ 

建议尽早落座！ 

华 夏 山 水 的 由 来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成都理工大学  

厦门大学  

同济大学  

南京大学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白垩纪大洋缺氧事件的起因与结束:以西藏特提斯喜马拉雅带为例 

新元古代全球极端冰室气候演变的生物地球化学驱动  

泛北冰洋海域热量和淡水量输送特征及影响因子的观测研究  

下洋壳深部生物圈:来自 IODP Exp.360 的新发现  

从原子分子尺度理解金属稳定同位素的分馏机制  

人类世东亚夏季风影响与地表系统变化  

深部氧化还原过程与地球宜居环境  

上新世–更新世过渡期格林兰岛冰盖演变模拟  

二叠纪低纬陆地风化对冰室–温室气候转变的响应和反馈  

陈曦   

郎咸国   

李非栗   

李江涛   

李伟   

刘建宝   

刘锦   

谭宁   

杨江海   

青 

年 

学 

者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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