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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深海研究与地球系统科学学术研讨会

会 议 快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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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第一期

     两年前的今天，“第一届深海研

究与地球系统科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

闭幕。那是一次用汉语进行的、按国际

会议模式组织的学术交流会。在30日的

闭幕式上，正式宣布第二届大会将于

2012年继续在上海举行。现在，我们热

烈欢迎您来到上海，参加第二届的盛

会！
    与第一届相比，本届会议的规模明

显扩大。上次注册近五百人，提交论文

摘要两百多篇；本届注册八百余人，提

交论文五百多篇。专题的数目，也从

9个增加到17个。作为“地球系统”科

学的交流平台，更加重要的进展是参加

单位专业范围的扩大，已经远远超出海

洋的范畴，成为地球科学各个学科的研

究人员群英汇聚的一次学术盛典。为了

保证有合适的交流空间和条件，会议也

从校园迁到了会展中心。 
    如果认真阅读一下三天的会议日

程，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其中有着三大

特点：  
    第一，大跨度的学科交叉。多年以

来，“跨学科”的会我们并没有少开，

但是不同学科在一起开会，通常只是做

“加法”，大家各讲各的，并不见得真

的交叉起来。这次会议从专题设置入

手，尽量在学科之间架筑桥梁：比如古

生物与地球化学的结合，微生物与气候

变化的结合。同一个季风，由现代和古

代、海洋和陆地的研究者一道来讨论；

同一个碳循环，从海水的酸化一直追到

地球深部的碳储库。这次会议还设置了

“比较行星学”一类新学科的专题，让

我们开宽视野，将地球系统的研究拓展

到地外星球上去。 
    第二，大剂量的信息交流。衡量学

术会议收益的一大标准，在于从中获得

的信息量。近年来，我国地球科学各学

科纷纷设立大型研究计划、投入大型研

究设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但是

多数研究者对于非本行的科学进展了解

不多，从而失去了一些跨学科合作的良

机。为此，本次会议一方面采用大量展

板，展示一些大型研究计划的学术成果

和技术手段，另方面专门设置了一场信

息发布会，请几个重大计划或专项的负

责人进行介绍，以增加不同学科间的相

互了解，为开展进一步的合作牵线搭

桥。
    第三，大幅度的形式革新。与国际

的学术交流相比，我国不少学术会议比

较注重形式而不大关心效率，比较偏爱

报告而不大重视讨论，可是只有讨论

多、效率高，学术会质量才会好。为

此，本会根据上次会议“重心下移”的

决定，发动自下而上对“专题”设置提

出建议，在日程安排中以“专题会”作

为会议的重心，不设开幕式，一上来就

是专题会。大会报告放在下午，并且减

少数量，上次做过大会报告的专家一律

不重复邀请。同时加强展板交流的作

用，专题会口头报告一般只有15分钟，

而展板却连续展示3天，并有规定时间

进行展板交流。
    从大家踊跃报名的情况看，我们的

大会作为富有特色的“地球系统”科学

交流平台，可望成为定期、定点的会议

系列。上次会上提出的意见之一，是会

议名称的修改。为了便于不同学科人员

的广泛参加，会议不一定要冠以“深海

研究”的字样；为了反映会议的规模，

“研讨会”的名称也不见得恰当。随着

学科范围的扩大，会议的学术委员会也

需要相应扩大。对此，我们真诚欢迎大

家积极提出建议，在本次大会上做出有

关修改的决定。
    尽管三天会议的时间十分短暂，我

们相信，在各专题主持人的努力和全体

与会人员的支持下，本次大会必将取得

比上次更好的成绩，必将以其热烈的交

流和讨论，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地球系

统科学向前迈进！                                 

更加有力地推进地球系统科学的进展
本报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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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启  示
    延续上届会议传统，本届会议每

天仍将以《会议快讯》的形式对会议

进展进行跟踪报道，参会者可以在每

天早上拿到前一天的快讯。《快讯》

报道内容将集中但不限于每天会场内

外发生的大事小情，争取为每位参会

者提供一份全面而生动的会议记录。

    无论是学术交流碰撞出的激情火

花，还是参会引发的良多感触，您都

可以以稿件的形式发送到本报编辑部

iodp_china@tongji.edu.cn，我们将

为您的思想和热情提供无限空间。真

诚期待您的积极参与！(本刊编辑部)

今日天气

        为了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会务组老师和会议志愿者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在今

后的几天里，“小黄橙”们将会以灿烂的笑容和周到的服务迎接每一位与会代表。

        “有问题，请找小黄橙！”



会议快讯

1 同济大学 94

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44

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42

4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39

5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38

6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29

7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25

8 厦门大学 24

9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23

10 中国海洋大学 22

会议信息“问与答”

注册人数排行榜

排名 单位 人数 ��������截止2012年6月30日，会议共收到812份注册信息。共有海内外122个科

研院所的专家注册，其中海外（含港台）单位12个（共15人）。注册人数

在10人以上的单位有23家，包括：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和同济大学等。会议共收到摘要

5 0 0余 篇 ， 其 中 确 定 大 会 报 告 6个 、 专 题 报 告 2 2 8个 ， 展 板 2 6 7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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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深海研究与地球系统科学

学术研讨会”将于2012年7月2~4日在上

海光大会展中心举办。据悉从2号通知

发布以来，已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热烈

响应。为了解筹备工作情况，我们走访

了会议秘书处，为读者提供最新进展的

消息。

Q：这年头学术会议多得很，这次会议

有什么特殊？

A：两句话：专业会议跨学科，国际会

议用中文。确实国内会议多了去了，不

过高层次跨学科讨论的会还真的不多。

两年前发起这会的时候，就是针对国内

开会鼓掌多、讨论少的现状，想学习国

际会议大幅度学科交叉，海陆结合、古

今结合、观测和理论结合，但是用中文

讨论。 

Q：多讨论倒是好，不过听说这次会议

不搞开幕式，那不就散架了？

A：其实国际上很多大会就是这样开

的，目的是高效率、不搞形式。会议开

始的头天晚上（1日）会有一场招待

会，所谓“Ice Breaker”给大家提供会

面、交流的场合。会议闭幕式（4日）

有很丰富的内容，不但有各大主题作简

要报告、学生论文颁奖和宣布大会决

定，还有多位专家每人5分钟的大会讨

论。会议安排了带有综述性的大会报

告，不过都在下午。

海底地形照片。3日晚上还有一次国内

和国际重大计划和专项的信息发布会，

有点像国外的“townhall meeting”, 届

时将邀请大洋协会、水合物、极地、深

部探测、海保、IODP、ICDP等各方面

作动态与进展的介绍。

Q：不错。不过眼下谁都说是在“跨学

科”，不跨拿不到钱。你说说这次会议

的“跨”法有什么不同？ 

A：的确我们常常误会，以为两个学科

加起来就叫“跨学科”。这次会的主题

是“地球系统”，目的就是在圈层相互

作用、跨越时空尺度上做文章。比如说

生物与环境，这次由固体地球科学和海

洋科学的专家一起讨论微生物、碳同位

素的作用；再比如说季风，这次由作现

代季风的大气科学、做古季风的古气候

学和古海洋学联合起来讨论。还有些专

题 是 全 新 的 内 容 ， 比 如“比 较 行 星

学”。就像学中国历史要了解外国史一

样，研究地球系统也需要从与地外星球

的比较中得到启发。 

Q：这次会后，还有野外路线或者参观

活动吗？

A：有。目前设计有两条：一条是东海

大桥—洋山深水港—航海博物馆； 一

条是世博会永久性保留展馆,如中国

馆、沙特馆等，都在7月5日。

Q：报告定了吗？

A：定了，一共六个：�古脊椎所周忠和

讲我国化石发现与环境演变，�海洋二所

陈大可讲海洋在气候系统中的作用，�中

科院地质所郭正堂讲我国古气候研究进

展，�台湾中央大学刘康克讲海洋生物地

球化学与地球系统， �兰州大学牛耀龄

讲大洋岩石圈-软流圈界面和板块构造，

和�同济大学周怀阳讲海底热液成矿及其

探测。题目都比较宽，属于地球科学跨学

科的报告。 

Q：这么说，这次大会交流的信息量很

大吧？

A：你说对了。不但是口头报告，还有

一些单位取得的成果用图片展示，所以

展板部分很强，比如你会看到高精度的

注册信息简况

11 南京师范大学 20

12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9

13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19

14 南京大学 18

1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8

16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17

17 吉林大学 16

18 成都理工大学 13

19 北京大学 12

20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12

    延续上届传统,本届会议将继续进行优秀学生展板评比活

动。本届会议计划在1 2 7个学生展板中选出1 0个优秀学生展

板。
    参会的学生展板将经过专题召集人和学术委员会成员的交

流和讨论，然后由专题召集人严格筛选并提名，最后经学术委

员会不记名投票产生优秀展板。为了方便评委进行评选,学生

展板的编号在本次会议中将以S结尾标出。

    获评“优秀学生展板报告”的学生代表将会获得会议专门

定制的精美证书，以及由中国科学杂志社提供的《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2013年全年印刷本。

优
秀

学
生

展
板

评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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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深海研究与地球系统科学学术研讨会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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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届深海研究与地球系统科学学术研讨会共

评比出5个优秀学生展板，分别为同济大学李夏

晶、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张涛、中国科学

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拜阳、中国科学院海洋

研究所陈双喜、厦门大学郑强。如今这些得主分

别在哪里呢？通过调查，记者发现李夏晶、拜阳

和郑强等三位同学仍旧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本

届会议，而陈双喜博士则以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

地质调查中心会议代表的身份参会。

    祝愿上届优秀展板得主在本届会议中再创佳

绩，也期待本届会议将会涌现出更多高水平的展

板，愿我国深海研究和地球系统科学发展更上一

层楼。

他们在哪里



场周边会 美食宁波一号

地址：柳州路427号

营业时间：11：00 a.m. - 03：00 a.m.
人均消费：73元

丰收日大酒店

地址：漕宝路91-93号

营业时间：9:30 a.m. - 9:30 p.m.

人均消费：114元

上海大饭堂(光大店)
地址：康健路28号

营业时间：11:00 a.m. -2:00 p.m.
                      5:00 p.m. -10:30 p.m.

人均消费：60元






四海游龙(光大店)

地址：漕宝路78号光大会展中心东馆

营业时间：9:30 a.m. -9:30 p.m.

人均消费：20元

地址：漕宝路111号

来必堡（漕宝店）

营业时间：9:30 a.m. -9:30 p.m.

人均消费：17元



路线1-世博永久场馆
费用：300元/人

时间：2012年07月05日（周四）

行程：

09:00   光大会展中心集合，出发前往参观

09:30   抵达上海世博会永久保留场馆【沙特馆】，参观月亮船

10:30   前往参观上海世博会最受欢迎场馆之一【意大利馆】

11:30   参观世博博物馆，了解上海世博会的盛况

12:30   前往餐厅用午餐

13:30   出发前往【新天地】，自由活动，了解上海的海派休闲

15:00   发车返回酒店，结束一天愉快游程

路线2-临港新城、东海大桥
费用：300元/人

时间：2012年07月05日（周四）

行程：

08:00   光大会展中心出发，前往临港新城

09:30   经过东海大桥，前往洋山深水港

10:00   抵达洋山深水港，参观了解港口的历史

11:00   返回临港新城，参观航海博物馆

12:30   午餐： 书院人家

13:00   游览南汇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滴水湖

14:00   游览【新场古镇】

16:00   返回市区，结束一天游览

“海上长虹”- 东海大桥   

“郑和之舟”- 航海博物馆

“几何之城”- 意大利馆 

“丝路宝船”- 沙特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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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在现场报到时直接向
“春秋国旅”支付费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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