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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

编者的话

小雨

志存高远  足履实地
写在第五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之前

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正处在黄金时期。地球系统科

学作为学术上的新方向，已经从二十年前的星星火苗燃

成燎原之势，我们的大会就可以作证。2010年，“第一

届深海研究与地球系统科学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大洋钻

探学术委员会发起，其目的在于促进跨学科交流，加强

深海研究的辐射效应，冲破古今、海陆之间的界限，吸

引更多的科学家关注深海，扩大我国深海研究的学术队

伍。2014年改名为“第三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以来，

会议的学科范围和人员规模都有急剧的增长，到6月30日

为止，本届大会的报名人数已逾1300人，提交论文967    

篇(其中口头报告430个，展板报告537个)，会场还将配有

空前规模的图像和论文展版。

然而更重要的，却是会议性质的演变： 大会正在从

原来深海与陆地相结合的场所，拓展为研究地球各圈层

相互作用的交流平台。尤其重要的是地球系统大会已经

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传统。她已经成为一列跨学科交流

的专车，决不与专业学会”争食”；这里看不到场面的

辉煌 、听不到领导的训话，有的只是大信息量的交流和

观点的碰撞。同时，形式创新也正在成为大会的特色。

上次大会的”海洋科学与文化”专题，本次会议的圆桌会

和青年大会报告专场， 都是”其命唯新”、“精益求

精”，富有生命力的表现。

本次大会的意义还不止于此。2018年正值国际大洋

钻探五十年、中国大洋钻探二十年， 十一月将在北京隆

重纪念，纪念这人类深海研究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同

时，国家基金委的“南海深部过程与演变”重大研究计

划，从2011年启动以来已经进入第八年也就是收官之

年，正在集成、检阅我国空前规模深海研究的成果，筹

备明春的总结大会。这些深海研究的进展，都会在本次

大会上得到体现。

当然，有待我们纪念的远不止是海洋界的庆典。明

年“五四运动“一百年，科学界需要切实反思科学精神

在我国的反复遭遇，和”德先生”的曲折命运。二后年有

更重要的里程碑：2006年，我们提出要在2020年进入创

新型国家行列，如今只剩下两年时间，更加驱使我们进

行反思，权衡我国科学界的走向。 环顾世界，地球科学

正在整体进入转型期，从学科越分越细的现象描述，提升

到集成整合、探索机理的系统科学新高度；其中海洋科学

的立足点正在从海岸、海面转入大洋深处，从海洋内部研

究 海 洋 。 再 看 国 内 ， 我 国 的 地 球 科 学 也 面 临 着 转 型 ，

从”原料输出型”向”深加工型”转变，转型的结果将决

定今后至少几十年里我国地球科学的命运。

可惜这种转型概念并没有成为我国地学界的共识，科

学家们最为关心的依然是发表论文的数量，而单位负责人

关心的仍旧是争取项目经费、扩大硬件建设。殊不知大部

分论文只不过是科学史上的过眼烟云，并不会进入人类的

知识宝库；论文数量也并不是科学研究追求的目标，甚至

不是衡量科学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至于说单位领导追逐

经费和设备，当然是天经地义，但是也请注意：我国许多

单位科研产出与投入的比值正在急剧下降，超饱和的基建

与设备完全可能成为将来科研运行的包袱。几十年来我国

科研经费的增长确实赢得了全球瞩目，我国论文数目也已

经达到世界第二，但如果据此以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已经

占据世界前列，从而陷入自我陶醉和错误决策的陷阱，那

将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境地。近年来，一些急躁、浮夸的风

气正在学术界上扬，甚至于到国际场合去摆阔气，如果对

这类科技发展的不祥之兆掉以轻心，不加遏制，就有可能

走入歧途，因为并没有人能保险我们“进入创新型国家”

的预期。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的是既能志存高远、又能足履

实地的科学家。   在当今我国科技发展的优越条件下，哪

怕是一部分科学家、尤其是学科带头人能够冷静下来，免

受“大跃进”式的冲击，能够正视我国科学发展中出现的

弊端，而不是选择沉默，我们的“科学转型”是可以实现

的，假以时日，从“跟跑“转”领跑“的前景也是光明

的。就眼前来说，我们殷切期望”第五届地球系统科学大

会“ 能够通过踏实的跨学科交流，推动我国地球科学的

转型，加快我们向创新型国家前进的步伐。 为此，在本

届大会开幕之前，让我们衷心祝愿，祝愿“地球系统科学

大会”能成为高举科学精神大旗、促进科学转型的园地！

                                                         

                                                         （本报特约撰稿人）



   

     

征稿启事

历届会议回顾
六大主题。本届大会规模空前，口头报告数骤增至228

个，展板报告267个，专题立足点更加细致，学科跨度更

大，尤其吸引了更多古生物学和大气科学的学者参会，突

出体现大跨度的学术交叉、大剂量的信息交流、大幅度的

形式革新这3个显著特色。

2014年，“深海研究与地球系统科学大会”更名为

“地球系统科学大会”。本届大会参与人数首次突破千

人，164个参会单位中，境外单位达到26个。本届大会共

设置7大主题，19个专题。足足250个口头报告和333个展

板报告，将会场打造成一个学术的殿堂。

2016年，第四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如期在沪开幕。

在本届会议上，25个专题引领着354个口头报告和417个

展板报告，有序而宏大，其场面足以用“谈笑有鸿儒，往

来无白丁”来形容。

经过八年的积累，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已经成长为一

个成熟的，国内顶尖的地球科学交流平台。其组织体系完

备，参会人数持续走高，涉及范围更加广阔，研讨愈加深

入，学科交叉更加自由灵活，也出现了面对普罗大众的科

普因素。无疑，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已经成为中国地球科学

一张靓丽的名片。

2018年7月1日，中国上海，欢迎您！

                                                                     (本报编辑部)

七月的沪上骄阳似火，夏虫交鸣，烈日之下，崭新

的“第五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告示牌已经安置完毕，

它静静等待着，再有一天，一场中国地球科学领域盛事

将再次如约而至。

地 球 系 统 科 学 大 会 （C o n f e r e n c e o n E a r t h 

System Science, CESS）最初名为“深海研究与地球系

统 科 学 大 会 ” ， 大 会 创 立 之 初 ， 就 定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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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当 前 我 国 地 球 科 学 、 尤 其 是 海 洋 科 学 快 速 发 展 的 背 景

下，大会的宗旨在于提供“陆地走向海洋，海洋结合陆

地”的学术交流平台。

2010年，第一届“深海研究与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在沪召开，。会议共设置九个专题。在短短三天的时间

里，来自国内外86各单位的500余名学者齐聚一堂，气氛

热烈异常，六十三位学者作口头报告，一百七十二块学

术报告展板供来往才俊讨论学习，兴奋的讨论声从早到

晚响彻会场，一个高水平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已经初

见规模。

2012年，第二届“深海研究与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如约而至，本届大会主题数量升至十七个，会议设置了

第五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无论是参会人数还是会议规模

都超越了往届，本届大会注册人数超过1300人，会议内

容分为六大主题下设36个专题；口头报告430人次，另有

大会特邀报告4场和青年学者论坛报告10场；各专题相关

展板报告共537个；报社、企业展位23个。会议规模的不

断扩大一方面表明我国地球科学领域的“朋友圈”正一

步步扩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地球科学的体系化进

程正在不断完善，学界对于地球科学的理解和认知正不

断深入和发展。

口头报告 430 

特邀 4 报告 

青年学者论坛 10 

普通展板 537 

专题展板 133 展板/展位 

展位 23 

主题数 6 

专题 36 

 

本届会议概况

延续前四届会议传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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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早上拿到一份新鲜出炉的报纸。本届《会议快讯》设有

“编者的话”，“今日看点”，“会场速递”，“人物采

访”等板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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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抑或地球系统相关会议通知，您

都 可 以 以 稿 件 的 形 式 发 送 到 本 报 编 辑 部

liucl@tongji.edu.cn，来信请注明“大会投稿”。

真诚感谢您的参与！

                                                                （本报编辑部）

第五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与前四届口头报告、展板报告
以及专题数量的对比

本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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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开幕之际，由汪品先、田

军等编著的《地球系统与演变》已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发行。本刊特摘录其内容简介如下，以飨读者。

三十年来“全球变化”的研究，把地球科学推上了一

个新台阶。地球上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连成一

个完整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地球内部和表层的物

质和能量交换，也影响着人类享用的环境与资源，而这就

是地球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本书在二十年教学科研实践

基础上编写而成，前五章介绍各圈层构成与来历，后五章

讨论不同时间尺度地球系统演变，最后两章介绍地球系统

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全书以圈层间相互作用为主题，

重点突出机理追究和问题探讨，不以灌输知识为目的。

全书版面活跃、形式新颖，各章均配有内容提要和思

考题，适于地球科学各学科作研究生辅助教材使用；同时

尽量反映国内外研究的最新进展，提供千余篇文献供读者

追索，适于地球科学工作者或者关心环境变化的读者，用

作拓宽知识领域、激活研究思路的参考书。  (本报编辑部)

《地球系统与演变》正式出版

新书简介

在第四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中，特别专题“华夏山水

的由来”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专题

会场上科学家们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我

国广袤河山的形成，收到了热烈反响。

       本届大会将延续上届“让科学回归文化”的宗旨，继续

开展“华夏山水由来”专题。汪品先院士领衔的五位教授将

带领大家探源西沙群岛，回溯华南的来历，分析青藏高

原的形成，探索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诞生，领略我国东部

海岸平原的前世今生。

       本专题将于7月2日下午14:00~15:30在分会场7(3M5号

厅)举办，由郑洪波教授主持。欢迎大家届时参与并积极

讨论。                                                              (本报编辑部)

7月2日会议看点

专题35 华夏山水的由来

召集人 郑洪波

第四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大会特别专题“华
夏山水的由来”现场座无虚席

第五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专题展览位置示意图
详细内容见第四版

展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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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成果展》会带你
了解蒙古-华北板块晚白垩世高精度地层年代框

架以及陆钻取样技术和工具

《南海海底地形展》详细展现了高分辨率的南海海底地形地貌

澎湖峡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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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大会除了口头报告和展板报告外，还特别开辟了六个专

题展览，包括中国大洋钻探二十年成就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南海深部过程演变”重大研究计划集成成果展、国家海底科学

观测网、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展等，南海海底高分辨率地

形展和南海深潜航次成果展。 专题展板位置见第三版。                        

       图片精彩，内容丰富，欢迎大家到展区参观欣赏。

                                                                                 (本报编辑部)

第五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专题展览

《中国大洋钻探二十周年成就展》，
详细介绍了自1999年中国加入国际大

洋钻探以来取得的成就

《国家海底科学观测网成果展》将带你了解观测网建设的技术
及最新进展

《南海深潜航次成果展》将带你领略南海深部的奇妙世界，如冷水珊瑚林
(左)和海马冷泉(右)等等

《“南海深部过程演变”重大研究计划集成
成果展》会带你了解最新南海深部大计划的

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