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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阵雨阵雨

7月4日下午，随着大会所有专题报告结束，本届地

球系统科学大会也接近尾声。下午三时五十分，在大会

主会场举行了第五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总结会议，对本

次大会情况进行总结并对下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提出展

望和规划。

在总结大会正式开始前，首先举行了大会优秀展板

报告颁奖典礼。总共10位获奖人脱颖而出，汪品先院

士、袁道先院士和张弥曼院士为获奖者颁奖并与其合影

留念。

大会开始，汪品先院士首先对本届大会进行总结，

他对第五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

一个“进行圈层相互作用国际水平交流的汉语平台”，

第五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圆满落幕

2020年再见！

充分弘扬了科学精神，同时也促进了地球科学的转型，凸

显跨学科特色。同时，汪先生也对我国地球科学系统发展

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地球科学机制探索的阻力在哪里以及

如何克服阻力？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如何进一步提高效率并

更上一层楼？对于这些问题，汪先生将希望寄托在青年学

者身上，认为青年学者是我国地球科学的主力军。

袁道先院士对地球系统和全球变化之间的关系及其

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袁先生指出本次大

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全球角度来考虑地球科学问题，并

呼吁让中国的地球科学“站到国际舞台的中心”。

张 弥 曼 院 士 对 大 会 中 年 轻 人 所 做 的 新 工 作 、 新 尝

试、新突破表示十分欣喜，同时也表示无论什么时间都要

继续学习；张院士还高度赞誉了地球科学领域的女性工作

者，希望能有更多的女性人才在地球科学领域做出贡献。

会上还对2020年第六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提出一系

列建议和期望。针对本次会议存在的问题，分别从学术和

组织方面提出改进建议，同时对会议形式和筹备工作提出

新的规划：建议成立主题筹备小组，并提议设立自媒体平

台以方便大会学术交流。

大会最后，汪先生在总结时对全体地球科学工作者

提出谆谆教诲，鼓励青年学者不断反思、勇于创新、走出

低谷、不畏挑战。

在 全 场 的 热 烈 掌 声 中 ， 本 次 大 会 圆 满 闭 幕 ， 期 望

2020年再会！                                          （本报编辑部）

　　闭幕式中汪品先院士总结发言

为“优秀学生展板”获奖者颁奖

北京大学周力平教授为大会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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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学生展板评选结果揭晓

为鼓励广大研究生积极地参与地球系统科学的研究，地球系统科学大会的传统项目“优秀学生展板”评选结果

已经揭晓。会议进行过程中，由各专题召集人推荐，并经大会学术委员会严格筛选，最终从30多位候选人中评选出

10位来自不同单位、不同专题的“优秀学生展板”获得者（获奖名单见下栏）。大会闭幕式上由主席台就座专家为获

奖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本报编辑部）

获奖学生名单

院士与获奖学生合影留念 获奖展板之一

专题36 极地环境与气候变化

7月4日，“极地环境与气候变化”专题在分会场8召

开 。 会 场 爆 满 ， 座 无 虚 席 ， 有 人 甚 至 连 站 的 位 置 都 没

有。该专题的涉及的范围较广，既有南北极海冰的模拟

和现代观测，也有极地现代、古代海洋学的研究；既有

两极海洋物理、化学、生物的研究报告，也有着极光、

长短期冰站的观测结果。可以说，“极地环境与气候变

来 自 分 会 场 的 报 道 化”专题，涵盖了南北极研究的方方面面。

该专题大致可以再细分为三个小专题，第一部分是现代海

冰的观测研究，由于全球气候的变化在极地存在着放大效

应，因此南北极（尤其是北冰洋）的海冰变化，一直是国

际社会的研究热点。通过现代化的观测手段了解现代的极

地地区海冰的变化信息，并可以以此为模型进一步模拟地

质历史时期的海冰信息。

第二部分是古海洋学研究，其中王汝建教授的报告

总结了目前南北极IODP航次的成果与未来计划。南极已

                                                            (下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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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经历了多次IODP航次，取得了丰富的科研成果；相

反，北冰洋迄今为止只有2004年的一次IODP考察，取得

的新生代以来的沉积物沉积序列还不完整，因此需要更多

的长时间尺度的古环境研究。其他报告人也详细介绍了南

北极IODP航次的经验、成果以及中国南北极科学考察取

得的古环境研究结果。

上接第二版

第三部分是中国南北极科学考察中对于激光、两极

环境、海冰甚至是企鹅灾难事件的观测研究。报告内容精

彩，展示了我国34次南极考察，8次北极科学考察的研究

结果。例如，企鹅灾难事件，以在南极发现的企鹅废弃巢

穴中的大量企鹅尸体测年，确定企鹅大量死亡的时间，并

结合古环境证据，探究其原因，引人入胜。

“极地环境与气候变化”会场讨论热烈，每个报告

结束后都有许多听众提出问题和建议，受限于时间，很多

问题都来不及提问，即使在茶歇期间，也不断有人找到报

告者提出自己的问题，进行科学讨论。

                                                        （章陶亮供稿）

座无虚席的极地专题

专题23 无机-有机相互作用与地球表层系统
物质循环

7月4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本日举行了13个专题的

讨论会。记者来到23专题有机—无机相互作用与地球表

层系统物质循环会场探访了当日的情况。不同于前两日会

场的火热氛围，这个专题会场稍显安静，但报告却精彩纷

呈。

同济大学蔡进功教授作为该专题的召集人之一，在

本次会议中作了题为《基于蒙脱石吸附有机物的稳定性试

验探讨边缘海DOC循环的意义》的报告，报告介绍了黏

土矿物在DOC循环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强调了矿物和

有 机 质 的 相 互 作 用 在 碳 循 环 过 程 中 的 重 要 意 义 。 报 告

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会后，蔡教授告诉记者，地

球表层系统的研究包括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等

各部分的相互耦合和变化，几个圈层间既相互独立，又相

互统一。有机-无机相互作用则广泛存在于地球表层系统

中，对成油成气、元素循环、污染物的环境归趋等重大地

 蔡进功教授报告现场

质地球化学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这个专题会议

的意义就在为研究者们从有机质和矿物相互作用的新角

度认识和探索地球系统物质循环和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内

容。

《烃源岩中有机-矿物相互作用对生烃的影响意义》

是青年科研者朱晓军博士在本次会议的报告题目，他向

大家介绍了自己对湖相烃源岩中矿物和有机质关系的研

究成果。“这个专题的几个报告真是特别精彩”，他感

慨道，“在交流过程中，能深刻感觉到几个报告人对机

理研究方面已经有了很深刻的理解，他们的建议对我有

很大的启发。”会议现场还有不少像朱晓军博士一样的

青年科研人员，在报告间隙，他们之间的讨论似乎更加

热烈了。

数个小时的会议很快就结束了，关于专题的探讨却

一直没有停息，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这一专题会议中提

出的许多新想法将迎来更广阔的开拓空间。

                                                           （曾翔供稿）

专题13：南海珊瑚礁: 生态环境演化的新进

展与新技术

7月4日下午，专题13“南海珊瑚礁: 生态环境演化的

新进展与新技术”在上海国际采购中心分会场6（3M1A号

厅）开幕。虽然已近大会尾声，并且该专题只有一个下

午时间，但是这6个口头报告每个都是通俗易懂，思路清

晰，现场讨论依旧热烈。

报告人通过对于现代珊瑚（包括冷水珊瑚）的生长

模式、群落特征、地球化学参数指标的测量结果，提到

了现代珊瑚可能收到的来自于人类、有毒物质等的威胁。

保护珊瑚，是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海洋环境

的保护，已经受到了国家的重点关注，从习主席十九大

报告到海洋局、科技部的一系列措施，对于珊瑚的研究

和保护，也进入了学科发展前所未有的春天。

报告中还对我国珊瑚的保护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例

如加强中国珊瑚礁监测和全面调查，加强保护区科学管

理和建立远海大型珊瑚礁保护区，加强科学研究和人才

培养等。                                                      (章陶亮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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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消息

第九届亚洲海洋地质大会

第九届亚洲海洋地质大会将于10月10日至12日在上

海举办，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投递摘要和参会交流。请

留意， 。如您有意参加，摘要提交的截止时间为7月15日

还望抓紧时间。 同时，我们也殷切地希望您能协助将会

议信息进行宣传。

Scientific sessions
Workshops

Coastal and shelf marine geology

Source-to-sink study in Asian continental margins

Paleoceanography and paleoenvironmental changes

Marine tectonics, geophysics and geoharzards

Submarine resources

Climate changes in Polar regions

The 50 years of Ocean Drilling and Asian Marine Geology

Marine geoscience education and outreach

General sessions

会 址

http://icamg-9.tongji.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