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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中雨

       熟悉了会场的分布、熟悉了展板的位置、熟悉了同行的面孔、掌握

了抓亮点的窍门、掌握了如何与大师面对面交流的技巧，连久未看见的

太阳也露出了笑脸。大会进入第二天：渐入佳境！

       7月3日，83个口头报告在5个分会场进行；同时，今日有150个展板

报告进行展示。

     “高低纬度气候环境的相互作用”专题研究区域涵盖了北极、南极、

北冰洋、白令海、日本海、北太平洋、热带西太平洋、菲律宾海和南海

，充分体现了“高低纬度”的特点。研究内容则涉及大气动力过程、季

风演化、碳、硅循环、古生产力、古温度、CO2源汇模式和海冰变化等

等。

     “海洋碳循环与碳汇：现代过程与地质演变”专题，相信“跨越时空 

古今结合同步研究生物泵和微型生物碳泵”和“大洋碳循环长周期的溶

解有机碳假说”两个特邀报告一定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他报告也充

分显示了本专题“现代过程与地质演变”的特色：从华北13~17亿年的

微生物到渤海、珠江口、长江口、现代沉积物的细菌和古菌。

     “风化、气候与沉积”专题，则包含了青藏高原湖泊、巴丹吉林沙漠

、长江口、西宁盆地、云南断陷盆地、祁连山、秦岭等地区的风化剥蚀

与气候、环境演变的内容。在研究手段及方法上也包含了各种现代分析

测试手段，如宇生核素10 Be、裂变径迹、粘土矿物和Sr同位素等等。

     “深海遥感及中深层海洋对气候变化及气候断层的响应”专题，报道

了对厄尔尼诺、拉尼娜、南海深海涡旋、印度洋深层经向环流、印度洋

偶极子、印度尼西亚贯穿流、南海环流等研究的最新成果，当然，研究

的手段是遥感。

     “南海珊瑚礁：从全球变化到油气勘探“专题从题目上就可看出即包

含基础研究又有应用研究。珊瑚礁对海洋酸化的响应、珊瑚礁在高分辨

率古气候研究上的应用、珊瑚礁的生态保护与管理、珊瑚礁碳酸盐台地

发育演化与油气勘探意义是今日该专题的主要看点。

     

    “地球深部过程”专题今日是上半场，6个报告涉及西太平洋俯冲带

、下地幔、西藏榴辉岩、早期陆壳等精彩内容，相信明日报告会有更加

精彩。

       今天的重头戏还是四个大会邀请报告。王成善院士向大家展示了松

辽盆地白垩纪国际大陆科学钻探的重要意义和最新成果。其中陆相记录

解释的不同时间尺度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引起大家的极大兴趣。戴民汉教

授则详细展示了其团队近年来对边缘海CO2源汇及调控机理的研究成果

。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钟时杰教授展示了国际地幔对流动力学研究

的最新进展和对该领域未来发展的展望。李春峰教授报告了2014年3月

底结束的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南海349航次的实施情况和最新研

究成果。

述评：渐入佳境 第二天
本报编辑部

 大会精彩的报告引得听众纷纷拿起相机拍照记录

温馨提示

为了节省纸张，本次大会摘要的电子

版全部放在我们为您精心准备的U盘中

《会议快讯》编辑部全家福
       感谢您对我们报道的关注；感谢各专题的供稿；特别感
谢王成善院士在百忙中为本刊撰稿；请继续关注我们明天第
五期的报道。《会议快讯》全部内容将会刊载在大会官方网
站的“资料下载”专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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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在全球碳循环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地球上最大的碳储库。

海洋碳循环与碳汇的研究已成为国际研究热点。本专题吸引了相关领域的

诸多知名专家和学者的参与，其内容主要涉及生物泵和微型生物碳泵模型

的研究；大洋碳循环长周期的溶解有机碳假说；海洋病毒和海洋碳循环；

海洋沉积物中细菌和古菌的多样性研究；有机碳同位素的地质学研究等

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海洋碳循环中，厦门大学的焦念志教授从

生物圈的角度介绍了生物泵（BP）和微型生物碳泵（MCP）模型，而同

济大学的汪品先院士从地质学的角度提出了大洋碳循环长周期的溶解有机

碳假说，本次专题汇报形象的变成了生物学和地质学交流的“蜜月期”。

（专题十供稿）

       在专题四“高低纬度气候环境的相互作用”会场，袁东亮通过自己十

年的工作研究，搜集观测到赤道太平洋西边界流温盐等信息，通过计算数

据，提出西边界流是影响西太平洋暖池的重要因素。就低纬驱动，孙立广

、王跃、徐兆凯等从不同时间尺度及参数出发介绍了东亚季风的变化周期

和气候演化。气候驱动研究绕不开对碳循环的探究，王婷婷通过有孔虫

B/Ca比反演了末次冰期旋回中热带西太平洋的CO2变化，而李铁刚和刘

传联则介绍了硅藻和颗石藻在碳循环中的贡献，晏宏则从生物碳酸盐出发

，介绍了短时间尺度上碳酸盐泵高分辨率的季节性变化。对于高纬区，王

汝建、张强和黄涛从陆源、生产力及生态等方面出发分别介绍了南北极古

环境气候记录，并展开热烈的对比讨论。各位专家学者就自己的研究为我

们展现了各自的观点，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高低纬度气候环境的相互作

用。

（专题四供稿）

来自各专题的报道
        专题九主要阐述了气候、风化和沉积的关系，对全新世以来从青藏高

原隆升到低海拔山脉湖泊的沉积特性进行了精彩的报告。

       其中，青藏高原为主的大陆西部的构造抬升对周围地区有显著的沉积

影响。而化学风化作为岩石和沉积物之间的转化方法，对高海拔地区有着

较为强烈地剥蚀作用，通过河流的搬运工作，成为低海拔地区的主要“源

”之一。同时专家们也探讨了碳循环在物质循环中的作用，硅酸盐地区的

大陆风化历史及其在小流域风化中的作用。通过以10Be和裂变径迹热年代

学为主的方法对风化侵蚀地速率以及累积量进行讨论。

       在下午的报告中，学者们也提出了新的推测，玄武岩风化的主要控制

因素为温度而非降水，并讨论了不同纬度地区的岩浆岩化学风化剖面特

征，用Sr同位素研究了黄土高原粉尘物源演化，以及通过珍贵的沙漠地区

文物对沙漠文明和地球系统科学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研究。

       专题在方小敏、杨守业两位专家的主持和召集下，会场气氛热烈、内

容丰富、角度多样。与会者表示，期待下一次的交流讨论。

（专题九供稿）

       今天分上午，会场四的主题是南海珊瑚礁：从全球变化到油气勘探。

南海是我国的最大的边缘海，其中珊瑚礁星罗棋布，是我国在南海唯一的

陆地来源。今日的南海之争，除了丰富的油气之外，就是珊瑚礁，如中沙

群岛黄岩岛，南沙群岛仁爱礁等。这便是南海珊瑚礁研究的政治背景。

珊瑚礁以其相应环境变化极其敏感，并且具有高精度测年和高分辨率，因

而珊瑚礁成为全球变化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这个是南海珊瑚礁研究的科

学依据。

       上午的报告由余克服老师主持。刘羿博士受邀做了“工业革命以来南

海珊瑚礁海水的快速酸化以及控制机理”的报告，指出CO2的含量受冬季

季风和生物影响，内容丰富而精彩。韦刚健，晏宏，陶士臣，张乔民和王

欣五人又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当前珊瑚礁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余克服老师

的主持风趣，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每一位演讲者，让听众对于每一位演讲者

的研究内容有所认识。

      下午主题是海陆相互作用：海平面，气候与构造，主要由刘建老师主

持。王强老师受邀报告“中国东部沿海平原及近海差异构造沉降、堆积过

程与对比”，内容详实，文图并茂。王强老师因其丰富的野外经历，如数

家珍，侃侃而谈，尽管这是会场最后一个报告，但是慕名而来的听众还是

站满了会场，最后在听众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下午的全部报告。

（专题六供稿）



会议快讯2014年7月4日 第四期 3

快讯
“第三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的召开引起了诸多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
。到7月3日为止，包括新华社、文汇报、中国科学报，东方卫视等媒
体已经对大会进行了采访。其中东方卫视于7月2日和7月3日两次来大
会现场进行采访报道。

小赖会场采访记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赵志军老师，深受颜茂都老师做的关于

“云南新生代磁性底层年代研究”的启发。他提到，该报告提供了

关于地貌、河流等水系的历史变化的信息，这将为他后续的研究工

作提供重要的基础信息。

     “我研究的生物领域尺度比较小，而汪老师和焦老师研究的地

质领域尺度比较大。”厦门大学的张锐老师谈到听报告时的感受说

到，“他们的报告对我的帮助很大，古代与现代、微观与宏观的结

合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地球的演化历史”。

李伟是来自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博士生，为了明天的报告，已

经做了充足的准备，他希望其他老师和同学能够对其研究工作提出

建议，以促进相互间的学习与交流。

       Adam Showman是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教授，他对中文

和气候学非常感兴趣，能够参加此次的华语大会也异常兴奋。他表

示，虽然在听报告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难度，但基本可以理解。

Adam会在接下来的会议中做一个“华语”报告，用中文将他的最

新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大家，并期待大家的建议。

（本报记者：赖登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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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消息
第八届亚洲海洋地质大会

总结大会议程

第一项：地球系统科学论坛
主席台就座专家：

 汪品先  王成善  周忠和  焦念志
 彭平安   林间   钟时杰   刘勉

第二项：优秀学生展板

    颁奖仪式

第三项：闭幕辞 汪品先

主持人：汪品先

主会场 7月4日 15:50-17:00

第三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