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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特邀报告

大会次日，特邀报告在主会场东方厅如火如荼进行，会

议由郭正堂院士主持，李家彪院士、蔡文炬研究员、陈凌

研究员和肖湘教授受邀作报告。

李家彪院士系统阐述了西南印度洋和北极深部探测揭

示的超慢速洋中脊的地壳厚度和增生新机制。研究首先基

于最新地球物理探测

数据，发现北极加克

洋中脊（全球最慢速

扩张洋中脊）存在超

厚地壳，岩浆供给呈

现高度不均一性。这

一发现对传统的“被动上涌”模型提出了挑战。接着，通

过系统分析探测结果，提出了“主动地幔上涌”新机制，

揭示了全球洋中脊系统受主动与被动地幔上涌双机制控制

的动力学特征：快速和慢速扩张洋中脊以被动上涌为主，

而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则以主动上涌为主导。此外，李家彪

院士还生动地介绍了在北冰洋永久海冰之下开展地球物理

探测的艰辛与豪迈。

蔡文炬研究员解读了ENSO的影响对于全球变暖的响应

机理，分析了21世纪

以前ENSO的变化规

律，并展望了ENSO的

未来发展。1960年以

来观测到的强厄尔尼

诺、强拉尼娜和多年

持续型ENSO事件增多等表现，与最新一代气候模式结果所

预测的ENSO变率增强相吻合。ENSO变率的增强也加剧了

热带和副热带北太平洋之间的双向耦合，增强了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及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的变率，加速了南极陆架

水的变暖。蔡文炬研究员给出警示：ENSO现象已加剧并预

计将进一步增强，2100年之后如果碳排放继续维持现状，

可能就会推动地球气候系统进入“永久厄尔尼诺”的状态。

陈凌研究员围绕祝融号火星车探测数据，系统介绍了三

方面核心研究：一是低频雷达数据的精细成像，实现了火

星地下80米深度内的物质结构精准探测；二是通过详细分

析火星地表地质地貌，揭示了火星现代短尺度气候干湿变

化；三是基于祝融

号为人类获取的第一

份火星表面磁场巡视

测量数据，通过巧妙

的“旋转火星车”方

法，解析出当今火星

具有微弱的磁场。综

合上述研究，我国科学家已系统论证火星经历了由强变弱

的长期水活动历史和多时间尺度环境演变过程，指出未来

需要进一步瞄准火星上水的全空间分布与时间演化，以及

水活动、火山活动、撞击作用、风化作用等重要问题，开

展全面探测、系统分析和比较行星学综合研究。

肖湘教授全面介绍了在马里亚纳海沟等深渊地带开展的

“溟渊”计划微生物调查成果。该计划依托“奋斗者”号

潜水器，采集了丰

富的海底样本，构建

了全球最大的深渊微

生物数据集。研究发

现，在高达115 Mpa

的极端高压环境下，

微生物表现出惊人的

多样性和新颖性，其中89.4%为未报告物种。通过生态驱动

力分析，提出了同质选择和扩散限制是主导深渊微生物群

落组装的机制——例如，实验培养表明，深海高压可激发

微生物降解PET塑料等难降解底物的能力，揭示了深渊中被

忽视的碳循环路径。

至此，本届大会特邀报告全部圆满收官，这场汇聚顶尖

智慧的思想盛宴，不仅展现了多学科交叉的“地球系统科

学”前沿进展，更以扎实的数据结果与颠覆性的新认识，

为增进人类福祉提供了关键科学支撑。



专题84  地学科普新途径与新形式

地球科学不仅揭示了地球系统的演变规律，更引发人类对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地球系统科学升级版不仅在科学研究上升

级，也注重科学与科普的结合与升级。在数字化时代，地学科普正从传统图文向交互式、沉浸式体验转型。本专题从多方面、

多角度探讨了地学科普的新途径和新形势。

                                    

这些创新实践表明，沉浸式体验、数字技术、AI正重构地学科普范式，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融合激活了公众参与地球系

统研究的原生动力，推动了地学科普的创新与发展，为公众提供更丰富、更有效的学习体验。

何守阳副教授对《洞见贵州—桥连世界问苍穹》游学课程进行了系统呈现。

罗泳驿同学汇报了以科研推动科普的实践工作。

邵弋伦老师以冰岛熔岩中心博物馆为例，介绍了数

智时代中数字技术为互动式地学科普带来的新可能性。

胡晨教授以《宜居地球》课程为例，展示

了AI赋能科学教育的新范式。

左旭然助理教授针对跨学科教学挑战，提出通过创新策

略优化地球科学通识课程的教学效果，为跨学科教育提供了

新思路。

多学科交融共探地球奥秘，多元思维碰撞激发科学创新

本届大会延续传统开设学术展板交流区，接收展板投稿近千份，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展板空间，

设置固定交流时间。7月3日，大会展板交流渐入佳境，偌大的展厅人潮涌动，学术氛围热烈。展

板前读者踊跃提问，作者热情解答。同行们在双向交流中共同探讨科学问题，用多元思维方式的碰

撞为理解地球系统运行机制提供创新视角。这场学术盛宴的“双轮驱动”特征尤为鲜明：既可见青

年学者带着最新结果“亮剑”，用新创意和新技术将复杂数据展示为直观图表；也常见资深科学家

化身“解题导师”，用丰富的科研经验为年轻学者启发研究方向，学术传承的火炬在此传递。



地球系统科学如何升级？
院士专家说

郭正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汪品先老师最近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地球系统科

学向何处去——地球春秋之一”体现了汪先生对地球系统科学

的深刻理解，其中有两个点我觉得是最为核心的：第一就是地

球系统一定是跨圈层、多时间尺度的，包括地球内部对表层系

统的影响和相互作用，需要在未来的工作中尤其重视；第二，

汪先生点到的人类对地球系统的作用不宜过分夸大，放在地球

系统多圈层、长时间尺度的视野中，当前人类对地球的影响仍

然不能称为“超越自然”的，需要在一个更客观的地球系统尺

度上理解人类作用。

周忠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汪品先先生之“地球春秋之一”，文中观点我十

分赞同，也很期待后续三篇。汪先生戏称自己为科学

“吹哨人”，非常有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本文印象最深之处可概括为“宏大，深遂，质疑精

神”，令人敬佩。地球科学研究自身之复杂性，注定

未知领域甚多，中国科学家除不懈努力之外，或许还

应保持定力，独立思考，长此以往，或能达到真正引

领地位。

青年学者说

刘传周，崂山实验室研究员

我也关注到了地球系统科学升级版这个事情，在报告的时候和会议的资料里面专门有两份材

料，一份是汪先生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文章，一份是会场的小报，我自己也是第一时间进行

了学习。这个会议与之前的最大差别就是汪先生提出的地球系统科学要跳出地球表层系统。如果

说以往的会议更多地是强调地球表层系统当中不同圈层之间的相关作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汪先

生最近提出来的地球系统科学升级版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特别是往深处的话是地

球的内部，往外部的话是整个宇宙系统对于地球形成与演化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一个从更大的框

架来思考地球的形成与演化问题。我自己从事海洋岩石学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地球内部的系统，

看到整个会议的主题把地球内部的系统、地球固体系统纳入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我也是非常高兴。



感恩你的成就，我与你的这十五年——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中国海洋大学 贾永刚来稿

自2010年首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举办以来，我有幸参与了每一届的盛会，见证了你的成长与发展。在这十五年间，大会不仅

成为了地球科学领域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更成为推动学科发展、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

我主要从事海底地质环境动态变化研究和地质工程技术研发，研究区域从最初的浅海，逐步拓展到深海大洋；这个过程，感

恩你，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为我的科研工作提供了广阔的交流空间与丰富的学术资源。

回想起2010年首次参加大会时，我还在做滩浅海区域的工程地质环境研究。当时，大会上关于南海科学研究的讨论，让我深

受启发，也为我后续拓展研究领域埋下了种子。随后，我开始步入南海，2014年带领团队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专项“复杂深海工程地质原位长期观测设备”，是我进军深海的序幕。随着时间推移，每一届大会都能让我接触到最新的研究

成果与技术方法，也了解到许多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更推动我带领团队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研发了国际首套全海深土

力学性质原位测试装备。在大会的熏陶下，我了解了更多关于深海矿产资源开发的研究，促使我在又一个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资助

下，研制了深海采矿环境影响原位观测系统，也是本次会议我向各位同行汇报的主要内容。

今年，迎来了第八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也是你的十五周年。我与你的这十五年，历历在目，我见证了你的发展，你也见证

了我的成长。大会的规模逐届扩大，从第一届的500余人，到第七届已逾2700余人。参会人员的增多，带来了更多元化的学术观

点与研究思路。学科交叉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加强，跨越地球圈层，推动了海陆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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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跨学科的交流，对于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以我所在的海洋工程地质领域为例，与地球物理

学、物理海洋学、环境科学、生物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让我们能够从更多角度理解海底工程地质环境的动态变化，为解决实际

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与途径。

展望未来，我期待大会能够继续保持跨学科的特色，进一步拓宽地球系统科学的时

空尺度。在深度上，加强对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机理的研究；在广度上，吸引更多

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参与，推动地球系统科学的全面升级。同时，希望大会能够在国际合

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全球地球科学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为解决全球性的

环境与资源问题贡献力量。相信在全体地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将

继续绽放光彩，推动地球系统科学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海洋大学贾永刚团队参加第八届地球系统科学
大会部分代表合影，2025.7.3，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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