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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特邀专题

7月5日下午，第八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最重头的收官环

节——“地球系统科学向何处去”特邀专题——在主会场

东方厅进行，由翦知湣院士主持，周力平教授、宋晓东教

授和汪品先院士作报告。

周力平教授结合汪先生近期发表的《地球系统科学向何

处去？——地球春秋之一》（科学通报，2025-0562），概

览了国际上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

历程与趋势，指出自1983年国际

学界逐步认识到地球系统科学既

是提升学科水平的重要机遇，也

是获得社会认可与政府支持的关

键途径。之前对人为影响的强调确实推动了地球系统科学

的早期发展，但过分强调人类活动影响可能造成非科学因

素的影响，反而危害科学研究的严谨性和独立性。尽管面

临挑战，国际地学界以地球系统科学推动学科转型已成必

然趋势，我国地球科学研究积淀深厚，正是推进“升级”、

引领国际前沿的大好时机。

宋晓东教授的报告题为“地球内核差速旋转：从地核到

海平面的耦合共振”，将地核形象地类比为“地球内部的

星球”，系统介绍了利用地震波

揭示的地核差速旋转现象。宋老

师首先介绍了内核旋转在近百年

来两次转向的科学发现，进一步，

综合地磁学观测、海平面升高、

气候变化等证据，指出地球内核旋转摆动可能存在60-70年

的周期性，最后，解释了电磁耦合与重力耦合可能是引发

内核旋转摆动的关键机制。未来，我国科学家将继续努力，

深入刻画地核的空间特性与时变特性，揭示地核运动规律

和机制，构建更精准的地核参考模型。

满载着大会全体代表的翘首期盼，汪品先院士以“地球

系统科学的升级版”为题，阐述了自己对“地球系统科学

如何升级”的思考。他指出，地表作为人类的栖息地，长

久以来都是地学科研工作者最瞩目的圈层。实际上，地球

表层系统变化的最大驱动力不在地表，而是因难以观察而

被忽视的外来、内生和微观过程。通过例举地史多次重大

转变的主要推手，他讲述了太阳

系小行星带及星际尘埃引发生物

灭绝和气候环境骤变、地球内部

核-幔边界及地幔环流形塑地壳海

陆分布、以及微生物主导的化学

过程铸就地球宜居性等三大主线故事。汪先生呼吁大家突

破固式思维，宜当将目光放长远，超越个体生命和人类文

明的时空尺度，从地球运行最本质的角度和地球演化最完

整的尺度来思考“地球系统科学的升级版”。

报告最后，汪先生更以自己70年来从辨别微体化石群落

到追索地球系统终极奥义的事业历程为蓝本，勉励全体地

学工作者力争要作地球系统的“侦探”，为构建地球系统

科学的中国学派，矢志进取，奋力开拓。

大会闭幕式

7月5日下午16时50分，第八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闭幕

式在东方厅顺利举行，闭幕式由大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同济大学翦知湣院士主持。翦院

士强调，地球系统科学大会的目

标在于促进学科交叉、横跨圈层、

穿越时空，推动海陆结合、古今

结合、生命科学与地球科学结合、

以及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大会在地球科学和相邻科学蓬勃

发展的基础上再上层楼，瞄准地球科学理论突破的方向，

进一步拓宽地球系统科学的时空尺度，在低纬和高纬的相

互作用、地球内部、宇宙以及微生物等角度继续推进地球

系统科学的升级，并欢迎来自更多学科的海内外华人学者

参与其中。最后，翦院士宣布，第八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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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上午，“地球系统科学进中学”圆桌论坛如期

开启。主题报告环节由翦知湣院士主持。首先，周忠和院

士在致辞中表示，地球系统科学是一种研究范式与思维方

式，应逐步融入中学教育，激发学生系统性认知。沈冰教

授强调科学教育要重系统、重交叉，中学阶段更应奠定数

理基础与地学认知的桥梁；赵太平研究员指出地学科普资

源进入课堂仍有难度，应加强师资培训与资源共享；张冉

老师倡议要以项目化教学引导学生理解地球运行机制，增

强实践能力；文晓静老师也建议在实践平台与师资队伍建

设、竞赛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继续努力。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应加强中学与科研机构联动，探索多元路径推进地球系统

科学教育落地。

主题报告后，沈冰教授继续主持圆桌讨论环节。汪品先

院士来到现场分享经历与观点指出：教育应该“说真话、

求真理、做真人”，教育的目标是使人聪明，而非愚蠢。

汪先生还鼓励教育工作者要勇于改革中国的地学教育，圆

桌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汪先生的参会掀起了圆桌论

坛讨论的热潮。

翦知湣院士以“地球系统科学框架下的中学地球科学培

养体系”为题开展第一阶段讨论，现场人员踊跃发言。来

自全国各地的中学老师以及科普工作者分别介绍了他们在

地球系统科学的人才培养和科普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现有

成果，并指出了现阶段的不足之处，比如中学建设实验室

“地球系统科学进中学”圆桌论坛圆满召开

与研究机构实验室相结合、与大学合作开展相关课程等。

随后，周忠和院士发起题为“以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为目

标的地球科学科普工作”讨论，引起了在场师生和科普工

作者的热议。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科普活动设计要以学生

为主体；二是要打造优质科普教育资源并共享；三是科普

人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四是要增加地球科学的全民

曝光度。

接着，郭正堂院士提到，地球科学的科普已经到了关键

时期，地球科学的最新进展和对社会人文的影响应当纳入

中小学教育；朱敏院士认为地球科学进入中小学的关键是

激发同学们对科学的兴趣，要因地制宜做科普。

讨论尾声，翦知湣院士也分享了两点看法：一是中学教

材要强调地球系统的整体概念，且增加地球科学最前沿的

观点成果；二是要培养学生创新思维，革新教学方法。他

还指出，地球科学让我们体会到“祖国的山河就在我们脚

下”，我们应对地球科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第八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优秀学生展板”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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