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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地学论坛精彩回顾

7月4日15点30分，青年学者论坛在主会场东方厅举行，

由朱伟林教授主持，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1位优秀青年

学者汇报了前沿学术成果，展现了地球系统科学的创新探

索。

胡晗研究员创新发展鸟类化石的三维结构重建方法，揭

示了鸟类关键骨骼起源与演化的最新成果，综合高维数据

与定量分析，解读出鸟类形态功能演变、早期食果行为等

生态信息。

黄何研究员基于地层天文旋回信号，发现7-2亿年前地

月距离增加、日长延长，指出地球自转减速主要受潮汐耗

散减弱影响，并可能促进新元古代和古生代两次全球大氧

化事件。

孔凡圣研究员详细介绍了提高地震各向异性空间分辨率

的系列方法，展示了下地幔存在亚稳橄榄石的地震学证据，

提出了俯冲板片在下地幔平躺滞留的新假说机制。

孟雅冰副教授介绍了污水碱化增汇这一新型海洋碳负排

放的方法，基于实验室检验、现场实验和工程示范，展示

了橄榄石溶解用以提升尾水pH值和海洋碳固定的潜力。

唐卿研究员介绍了真核生物的起源与早期演化，通过绘

制高分辨率真核生物多样性曲线，揭示雪球地球是早期生

命演化的分水岭。

吴志鹏博士利用数值模拟验证了赤道西太平洋表层和次

表层海温半岁差信号受上层洋流驱动的不同机制，通过解

析半岁差信号展现了“低纬气候过程”的特殊性。

颜余真教授展示了南极冰芯包裹气体O2/N2测试的革新

方法，从而发现末次冰期大气pO2 比全新世高出39±19 

pmol，提出冰期旋回中氧循环与碳循环的耦联关系。

杨阳研究员提出蛇纹岩对俯冲带岩浆的贡献极为有限，

起主导作用的是下洋壳辉长岩；而蛇纹岩中水由地幔楔向

对流地幔逃离，对地球深部-浅部水循环意义深远。

赵峦啸教授讲述了物理和地质引导的储层智能地震预测

框架下，充分利用深度学习的特征提取和多维融合能力，

以及多地学信息的有效互补，获取更准确、合理的储层预

测结果的新方法。

郑越副教授通过解析滨海湿地甲烷氧

化的能量转化机制，揭示了缺氧环境微生

物的适应策略，创新提出了“微生物地质

电池耦合增汇”机制，拓展了温室气体减

排新路径。

周志远教授基于超算技术，构建了多

物理场耦合的高分辨率三维数值模型，实

现了从构造尺度到地幔对流尺度的跨时空

耦合模拟，有望改进新一代地球系统动力

学模型。

论坛展现了青年学者跨学科的研究视

野、前沿的技术方法、以及对关键科学问

题的深刻洞察，用扎实的数据支撑、创新的理论框架与强

烈的问题意识深化了人类对地球关键过程的认知，彰显了

我国地球科学研究的蓬勃生机。



专题44：巽他陆架海平面、流域与碳循环过程

巽他陆架是低纬地区典型的陆架体系，其海平面变

动和流域演化与碳循环过程密切相关，对理解热带区域

古环境与全球碳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专题围绕巽他陆

架的沉积构造演化、碳循环过程、海平面响应机制等关

键科学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刘志飞教授系统地介绍了

巽他陆架国际大洋钻探建议书的最新进展，为未来开展

大洋钻探研究奠定基础；吴南副教授通过地震地层学研

精彩瞬间

究，揭示东纳土纳盆

地经历了“伸展—稳

定—挤压—再稳定”

的演化模式；赵云

鹏博士探讨了西加里

曼丹岛沉积物中碳—铁

相互作用对有机碳保存的意义；马鹏飞副研究员指出，

陆地风化与海平面变动共同调控了中全新世以来巽他内

陆架有机碳的有效埋藏；吴凯凯老师通过铁结核的放射

性碳同位素年龄等分析，厘清了铁结核形成过程及其对

古环境重建的意义；艾丽娜老师利用Sr-Nd同位素示踪

方法重建了末次冰消期以来马六甲海峡的演化历史。该

专题为热带陆架碳循环与古环境演变研究提供了关键地

质与过程证据。



地球系统科学如何升级？
院士专家说

张瑶，厦门大学特聘教授

我觉得地球系统科学跟其他的科学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在于“系统”这个词，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思维，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要经历从“分科而治”——就是各个学科做各个学科的事——到“全息耦合”

的升级，当然我们这个地球系统科学大会正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我觉得将来的“地球系统科学的升级

版”，应该更加全面地去强化多个圈层的相互耦合。这不仅包括不同平行圈层之间的耦合，还应包括纵

深上全链条知识的耦合。这是我对地球系统科学升级版的一个理解。当然，它有一定的难度，所以需要

像这个会议这样的一个平台去给大家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汇集做宇宙的人和做海水研究的、做地质

研究的、做生命的、做进化的…… 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聚在一起互相探讨，互相理解对方的科学

问题，这样就能更好地促进形成一个纵深上“全耦合”的学术思想出来。

青年学者说

王成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

汪先生讲的非常对，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地球系统科学”的升级版。我们讲系统，首

先就要包含几个基本要素：第一，系统不是由单一部分而是由若干部分组成，而且它们具

有相关性，共同构成一个具有功能性的系统；地球它不仅有地球表层，更重要的还有地球

深部，是我们地球的“发动机”。第二，我们地球是太阳系的星球之一，太阳系又是整个

宇宙的一部分，所以说外星球对我们地球的影响也是地球系统的一部分。汪先生还特别强

调了微生物，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地质微生物。除此之外，我想强调另一点：二三十年前我

写过一个小文章，关于盖亚理论，它就是把整个地球作为一个大的有机的生命体，可以自

我调节。汪先生提出从天外、从地球深部、从微生物来看地球系统，这是一个空间的维度，

但千万不要忘了还有时间维度，就是deep time的事情。地球是一个演化的星球，人类现

在所经历的只是地球历史不到1秒多的时间，人类的地质营力很大，但也大不过自然。人

类经历的只是那么简短的时间，而且是整个地球演化史的非传统时代，是一个冰室——有

冰期、间冰期，而我们地球大部分时候是温室的气候状态。所以我们不但要强调天外、地

内、微生物的问题，还应该把深时问题包括进来，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人类并没有经历过，

没有经历过不等于它没有存在，像温室气候、极热气候，都是重大的科学问题。

李家彪，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地球系统科学是整个海洋科学、地球科学向深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我相信

研究海洋系统，离不开地球本身。现阶段有几个重要的前沿，一是地球内部，也就

是地球的深部过程；二是地球外部，就是外太空的这些发展，都对整个地球的演化

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身处的这个地球，是一个有生命的地球。所以，必须

要关注生命的现象。我完全赞同汪院士提出的这三个要素，是未来地球系统科学走

向更深层次的关键。我需要增加的一个建议是，所有这三个方面都是技术上极其有

挑战的前沿，所以未来的地球系统科学不仅仅限于科学本身，还要拓展到技术和科

学的相互融合发展，从而推动对人类未知边界的探索和拓展，以及真正地把这个大

的系统能够相互集成为一个整体，来完成地球系统科学未来发展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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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预告
圆桌论坛：“地球系统科学进中学”

7月5日  8:30-12:00 三楼8号会议室（分会场7）

圆桌论坛由周忠和院士、翦知湣院士和沈冰教授

召集。院士、高校教授、科研院所专家及一线中学教

师齐聚一堂，进行跨学段、跨领域对话。紧扣基础教

育与科学普及两大核心，探讨地球系统科学在人才培

养和公众理解层面的关键问题。 

大会特邀专题——“地球系统科学向何处去”

7月5日 15:30-16:30 三楼东方厅（主会场）

报告1：地球系统科学的国际走向

报告人：周力平 北京大学

报告时间：15:30-15:50 

报告2：从内核到海平面的耦合共振

报告人：宋晓东 北京大学

报告时间：15:50-16:10 

报告3：地球系统科学的升级版

报告人：汪品先 同济大学

报告时间：16:10-16:30 注意：1.圆桌论坛由分会场2更换至分会场7(三楼8号会议室）；

2.专题06：现代陆地生态系统的起源与演化和专题55：西太平洋中

生代残留洋壳，更换至分会场2（三楼2号会议室）。

头一天我们开组委会的时候，我说了几句，因为从2010年我们有了地球系统科学大会，那个时候叫深海研究与地球

系统科学会，我一次都没缺席过，当时我就是组委会的委员之一。我那天总结了我们地球系统科学大会算是中国科技史上

一个奇迹，这么一个大会是靠一个实验室来举办的，一般像这么一个连续的大会都是要一个很大的机构或很多家机构合作

举办。我也说到了地球系统科学大会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学术气氛非常轻松，就是一个大家学术共同体的学术会；第

二，就是从第一届到现在海外华人学者参加特别多；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年轻人多，年轻人的比例比其

他大会多；第四个就是形式多样化，就像你们这样来做采访，这也是一种方式；第五个特点就是我觉得它的学科交叉性特

别强，相对我参加的国内的其他的会议来说，大会有古今结合、固体地球和流体地球的结合，这也是我们大会的一个特点。

我觉得这样办就很好，我们可以办个二十届、五十届之后再回过头来总结。

（节选自王成善院士专访）

这一次大会加多了海报的讨论时间，特别好，有利于大家进行充分讨论。结合我自身经历来说，这是年轻人可以有所

收获的一个环节，也可以更快地让年轻人找到自己的组织。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会在会前增加一个相关领域的workshop，

里面可以有一些相关的专题讲座，再组织一些专题讨论，可以让学生、年轻学者就某个科学问题自由地把他们的想法介绍

给大家并进行头脑风暴。这样可能有利于青年学者找到潜在的合作伙伴，建立自己的科研网络，更快地成长起来。

（节选自杨阳研究员采访）

我是在这个会议平台这么长时间的见证下成长起来的，从最初我刚刚博士毕业，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科学工作者

参会学习，到现在带领自己的团队做报告以及组织一些会议的专题，每一步都离不开这个会议给予的养分。最珍贵的是，

每一次来参加会议，都能见到很多学术道路上的“老战友”，同时又能结识很多年轻一代的科学工作者，从中我可以感受

到这种代际传承的温暖和学术研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节选自张瑶教授采访）

我想对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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