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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看 2023
中国 IODP 年度盘点

数字 IODP

钻探装备
重大突破

科普传播
再创新高

合作模式
不断创新

“以我为主”
    成效显著

“梦想”号首次成功试航 “船－岸连线”科普直播活动参与
    总人数突破 780 万，再创新高！

首次联合设展：中国 IODP 与美、日、
欧，共同引领 2024 年后新一轮国际
大洋钻探
共建“一带一路大洋钻探联盟”达
成初步共识

●

●

确定顶层设计：
确定中国大洋钻探
未来十年发展战略
编制科学计划：
编制《国际大洋钻探中国科学执行计
划（2025-2035）》
国际岩芯实验室建设：
在沪建设国际大洋钻探岩芯实验室纳
入上海市 2024 年新基建重点项目。

●

●

●

5 个航次 6 家单位

9 位中国学者上船参加航次

91成果数量再创新高

1
成果质量大幅提升

篇

篇 Nature

7 篇 Nature 子刊

58 篇高水平成果

人才培养重大进展

1新增中国科学院院士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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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大 洋 发 现 计 划（International Ocean 
Discovery Program, IODP, 2013 - 2023）及其前身
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2003 - 2013）、大洋钻
探计划（ODP，1985 - 2003）和深海钻探计划（DSDP，
1968 - 1983），是地球科学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
深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旨在利用大洋钻探船或平台
获取的海底沉积物、岩石样品和数据，在地球系统科
学思想指导下，探索地球的气候演化、地球动力学、
深部生物圈和地质灾害等。目前，IODP 依靠包括美
国“决心号”、日本“地球号”和欧洲“特定任务平
台”在内的三大钻探平台执行大洋钻探任务；年预算
逾 1.5 亿美元，来自七大资助单位：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NSF）、日本文部省（MEXT）、欧洲大洋钻
探研究联盟（ECORD）（包括 14 国）、中国科技部

（MOST）、韩国地球科学与矿产资源研究院（KIGAM）、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IODP 联盟（ANZIC）和印度地球
科学部（MoES）。

我国于 1998 年加入 ODP，年付会费 50 万美元，
成为 ODP 的首个参与成员。1999 年春，由我国科学
家设计、主持的南海首次大洋钻探 ODP 184 航次顺利
实施，使我国一举进入深海基础研究的国际前沿。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科技部于 2004 年 2 月 6 日
成立中国 IODP 委员会并建立联络员制度，同时组建

中国 IODP 专家委员会和中国 IODP 办公室，办公室
设在同济大学。同年 4 月 26 日，中国以“参与成员国”
身份正式加入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年付会费
100 万美元，享受相应权益。

2013 年 10 月， 我 国 加 入 国 际 大 洋 发 现 计 划
（IODP）， 年 付 会 费 300 万 美 元。2014 年 6 月，
科技部办公厅发文正式成立新一届中国 IODP 管理机
构，包括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中国 IODP 专家
咨询委员会以及中国 IODP 办公室，办公室仍设在同
济大学。在综合大洋钻探阶段积累的基础上，于 2014
年 1-3 月成功实施了新十年 IODP 的第一个航次—南
海 IODP 349 航次，后又于 2017 年 2-6 月，2018 年
11-12 月执行由中国科学家设计主导的 IODP 367/368
和 368X 航次，促使我国进入探索海洋成因的地球科
学研究新阶段。1998 年参加大洋钻探以来，我国已有
来自 40 多家单位的 160 余位科学家上船参加了 IODP
航次，中国科学家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大洋。

现阶段的 IODP 将于 2024 年结束，当前国际上
正在组织酝酿下一阶段国际大洋钻探计划。我国正在
积极推进以我为主的 2024 年后新一轮国际大洋钻探
计划，自主组织航次，建设运行国际岩芯实验室。

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

中国 IODP
组织管理机构

组
织
管
理
机
构

O
rganizations

序号 单位 备注

1 科技部社会发展司 组长单位

2 财政部教科文司 副组长单位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 副组长单位

4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

5 科技部基础研究司

6 外交部条法司

7 外交部边海司

8 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

9 教育部科技司

10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11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科技发展部

12 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由科技部社发司、国际合作司、基础研究司，
财政部教科文司、基金委地球科学部、外交部条法司、边海司，自然资源
部科技发展司、教育部科技司、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科技发展部以及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主管负责领导组成。工作协
调小组组长单位由科技部原社发司担任，副组长单位由财政部教科文司、
基金委地球科学部担任。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组织编
制我国参加 IODP 的战略及科学规划，审议中国 IODP 年度工作计划及总
结报告，组建管理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协调保障我国参加 IODP
所需条件，研究解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其他重要事项。

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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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丁  抗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组
织
管
理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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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由国内相关学术机构的 20 位专家组成。专家咨询
委员会主任由中国科学院丁仲礼院士担任、副主任由南京大学陈骏院士、中海油原
总地质师朱伟林教授和同济大学翦知湣院士担任。聘请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担任顾
问。同济大学刘志飞教授担任专家咨询委员会学术秘书。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主要职
责是：为我国参与 IODP 提供决策咨询，研究提出我国参与 IODP 的科学目标与规划，
审议我国科学钻探航次建议书，负责推荐 IODP 科学咨询工作组中国派出代表和科
学家参加 IODP 航次，组织 IODP 学术交流和科普宣传等。

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任  丁仲礼
中国科学院 院士

副主任  陈  骏
南京大学 院士

副主任  朱伟林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教授

副主任  翦知湣
同济大学 院士

委员   杨胜雄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教授

委员   石学法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

研究所 研究员

委员 李铁刚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

委员   徐景平
南方科技大学 教授

委员   王风平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委员   孙卫东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

委员  刘  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地球科学部 研究员

委员  金振民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院士

委员   王成善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院士

委员   李家彪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院士

委员   张海啟
中国地质调查局 研究员

委员   丘学林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

委员   庞  雄
中海油深圳分公司 研究员

委员   邵宗泽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

研究所 研究员

委员   周力平
北京大学 教授

顾问   汪品先
同济大学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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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IODP
办公室

中国 IODP 办公室设在同济大学，主要职责是：承担 IODP 组织机
构的联络和协调，承担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支撑
服务工作，组织参加 IODP 航次的科学家征集工作，组织我国科学家参
加 IODP 科学咨询机构和其他学术组织，承担我国参与 IODP 的文献、资
料和信息传递交换，相关报告编写工作，编制我国参加 IODP 的年度工作
计划和总结报告，承担我国参与 IODP 的成果宣传和科普工作，承担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拓守廷   办公室主任  张   钊   主任助理

中国 IODP
派出代表

IODP 科学咨询机构现有
两个科学评审工作组，分别
是科学评审工作组（Science 
Evaluation Panel, SEP）
和 环 境 保 护 与 安 全 评 估 工
作 组（Environmental 
Protect ion and Safety 
Panel, EPSP），由 IODP 各
成员国选派科学家代表组成，
负责 IODP 科学建议书的评
审工作。根据中国科技部与
美 国 NSF 间 的 协 议， 中 国
IODP 可派遣 1 位政府机构代
表担任美国“决心号”平台
管理委员会（JRFB）委员，
4 位科学家担任 SEP 代表，2
位科学家担任 EPSP 代表。目
前中国 IODP 派出的 SEP 代
表是：张国良、柳中晖、徐敏、
耿建华；EPSP 代表是：孙珍、
尉建功。此外，中国科学家
可以申请成为美国“决心号”
平台管理委员会（JRFB）、
欧洲“特定任务平台”管理
委 员 会（ECORD-FB） 科 学
家委员。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
理中心王文涛处长代表科技
部担任 JRFB 委员、南京大学
鹿化煜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
王风平教授分别担任 JRFB 和
ECORD-FB 科学家委员。

徐   敏   SEP 工作组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

尉建功   EPSP 工作组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高工

耿建华   SEP 工作组
同济大学 教授

张国良   SEP 工作组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

王文涛   JRFB 委员会
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处长

柳中晖   SEP 工作组
香港大学 教授  

孙   珍   EPSP 工作组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

王风平   ECORD-FB 委员会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组
织
管
理
机
构

O
rganization

李阳阳   科学协调人  温廷宇   科普专员 鹿化煜   JRFB 委员会
南京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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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IODP 航次

参
加
航
次

Ex
peditions

2023 年 IODP 共成功执行 5 个航次，其中，美国“决心号”（ 
JOIDES Resolution）于 4 月－ 10 月期间先后执行了 IODP 399、
395、400 航次，12 月 10 日开始执行 IODP 401 航次，预计 2024
年 2 月 9 日结束；其中，IODP 399 航次钻进地幔 1267.8 米深，刷
新地幔岩石钻探深度记录（201 米）；欧洲特定任务平台（MSP）
于 8-11 月期间完成了 IODP 389 航次的海上钻探任务，预计 2024
年 2 月开始进行岸上分析研究工作。

中国 IODP 先后派出来自国内六个单位的九位科学家参加了以
上航次，与来自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共同完成各个航次的钻探任务。

IODP 395 航次基于 IODP 892 号建议书，聚焦
冰岛南部雷克雅内斯洋脊（Reykjanes Ridge）和海槽，
通过钻取大西洋洋盆的沉积物和基岩样品：（1）检验
雷克雅内斯“V”型洋脊和海槽的形成模型；（2）理
解大洋环流时间变化，探索其与地幔柱活动的联系；（3）
随着洋壳年龄的增加、沉积物厚度和地壳结构的变化，
重建热液流体的化学演化。

IODP 395 航次由美国“决心号”钻探船负责执
行，首席科学家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斯克里
普斯海洋研究所 Ross Parnell-Turner 博士和法国图
卢兹大学地球科学环境中心 Anne Briais 博士。航次
执行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3 日－ 2023 年 8 月 12 日，
于葡萄牙彭德尔加达出发，结束后靠港冰岛雷克雅未
克。航次共对 4 个站位（U1602，U1554，U1562 和
U1564）进行了 11 个钻孔取样工作。获得了大量沉积
物和基岩样品。其中 U1602E 孔深度超过 1365m，是
IODP 历史上第 12 深的钻孔，圆满完成航次计划任务。
中国 IODP 派出浙江大学海洋学院吴涛特聘研究员（岩
石学）和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杨阳副研究
员（无机地球化学）参加了该航次。

IODP 395
冰岛
2023.6.12 - 8.12

王 风 平      
航        次     IODP 399
船上岗位     微生物学
单        位     上海交通大学 

刘 海 洋   
航        次     IODP 399
船上岗位      火成岩岩石学
单        位      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  

吴      涛      
航        次     IODP 395
船上岗位     岩石学
单        位     浙江大学

杨      阳     
航        次     IODP 395
船上岗位     无机地球化学
单        位     中国科学院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IODP 399 航次基于 IODP 937 号建议书，聚焦北大西洋
亚特兰蒂斯地体大洋核杂岩的形成过程及其与火成岩、变质
岩、构造和流体流动之间的联系，旨在通过钻探研究揭示地
球上生命出现之前的化学反应过程。航次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 6 月 12 日由美国“决心号”执行，期间在亚特兰蒂斯
完成了 3 个站位（U1601A，U1601C，U1309D）的钻探，
在 Lost Coty 热液区以北约 800 米处的 1601C 钻孔钻进了地
幔岩石（以橄榄岩为主）1267.8 米深，刷新了大洋钻探地幔
岩石已有的钻探深度记录（201 米），对大洋钻探及地球科
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航次还获得了大洋钻探岩芯
样品中最新鲜的橄榄岩样品，检测到井内流体中氢气浓度高
于海水 10000 倍，记录了活跃的蛇纹石化反应；观测到地幔
岩石热液蚀变随深度减少的记录，为重建蛇纹石化过程提供
了宝贵材料，包括氢气的形成和有机化合物的非生物合成；
这些发现对推动大洋钻探及地球科学的发展非常重要。中国
IODP 派出上海交通大学王风平教授（微生物学）和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刘海洋副研究员（火成岩岩石学）参加了该航次。

IODP 399
大西洋
2023.4.12 - 6.12
刷新地幔岩石钻探深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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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彦 成       
航        次     IODP 400
船上岗位     地层对比
 / 有机地球化学
单        位     中山大学  

任       健     
航        次     IODP 400
船上岗位      古生物学（硅藻）
单        位      自然资源部
    第二海洋研究所 

柳 加 波      
航        次     IODP 401
船上岗位     古地磁学
单        位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殷 绍 如      
航        次     IODP 401
船上岗位     物理性质
单        位     自然资源部
   第二海洋研究所

IODP 401 航次基于 IODP 895 号建议书，计划
在直布罗陀海峡两侧进行三个站位的钻探和井下测井，
并结合国际大陆科学钻探（ICDP）在西班牙南部和摩
洛哥北部的 2 个陆上钻孔结果，以查明晚中新世以来
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的完整交流过程。航次主要科学
目标有：(1) 获取大西洋首次开始接受地中海溢流的
时间，并定量评估其在晚中新世全球气候和区域环境
变化中的影响。(2) 恢复墨西拿盐度危机之前、期间
及之后大西洋与地中海交流的完整过程，并从地方、
区域和全球尺度上评估这一极端海洋事件的原因和影
响。(3) 量化地质历史上这种极端事件期间洋流行为的
理解。目前航次已于 2023 年 12 月 10 日开始，将于
2024 年 2 月 9 日结束。

IODP 401 航次是由国际大陆钻探计划（ICDP）
与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首次通过联合撰写
建 议 书 诞 生 的 首 个 海 陆 联 合 钻 探 项 目 的 一 部 分，
即 Investigating the Miocene Mediterranean–
Atlantic Gateway Exchange （IMMAGE） 海 陆 联
合钻探（Land-2-Sea）项目。该航次主要负责项目
的海上钻探部分，陆上钻探部分由 ICDP 在西班牙和
摩洛哥地区开展。目前，航次已于 2023 年 7 月 11 －
13 日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召开了航次前研讨会，同时正
式启动 IMMAGE 海陆联合钻探项目。中国 IODP 派
出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殷绍如副研究员（物理
性质）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柳加波教授（古地磁学）
参加了会议。

IODP 401
地中海－大西洋
2023.12.10 - 2024.2.9
首个海陆联合钻探项目

IODP 400 航次以 IODP 909 号建议书为科学
基础，聚焦格陵兰冰盖西北边缘的巴芬湾海域，
研究新生代以来西北格陵兰冰盖在过去气候变暖
期的长期演化以及区域生态环境变化。IODP 400
航次主要的科学目标包括：（1）查明更新世北格
陵兰冰盖的发育演化历史，包括冰盖从陆架边缘发
育到全部消融（如“超级间冰期”冰盖的消融）的
完整变化过程；（2）检验新生代中期“冰室状态”
早期冰盖对大气 CO2 浓度的响应；（3）揭示气候
转型期（如中中新世、中更新世气候转型）北格陵
兰冰川侵蚀历史及相应沉积过程变化；（4）重建
古新世海洋环流以及穿过巴芬湾（Baffin Bay）和
北冰洋通道的北向海洋热平流变化。

该航次由美国“决心号”于 2023 年 8 月 13 日－
10 月 13 日执行完成，期间共在巴芬湾海域完成了
开展了 6 个站位（U1603-U1608）的连续钻探，
获取了约 2299 米的深海沉积物样品，岩芯总回收
率为 51%，基本覆盖了晚渐新世－第四纪以来的
高分辨率连续地质记录，成功完成了预定钻探目标。
中国 IODP 派出中山大学张彦成副教授（地层对比
/ 有机地球化学）和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任
健副研究员（古生物学（硅藻））参加了该航次。

IODP 400
格陵兰
2023.8.12 - 10.13

Ex
peditions

IMMAGE 项目陆上（蓝色圆点）和海上钻探站位（黑色
圆点和红色圆形）的位置（图片由 Javier Hernandez-

Molina 提供）

IODP 401 航次航前研讨会
（IMMAGE 项目启动会）

线下、线上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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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加
航
次

陈 雪 霏       
航        次     IODP 389
船上岗位     无机地球化学
单        位     中国科学院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夏威夷岛由于下沉快速，周边海域保存了厚
达 200 米的浅水珊瑚礁，这些珊瑚礁记录了过去
五到六个冰期旋回的信息，是研究气候变化的珍贵
材料。IODP 389 航次基于 IODP 716 号建议书，
计划在夏威夷岛周边海域实施钻探，获取夏威夷周
边独特的沉没珊瑚礁序列，以研究过去 50 万年间
海平面及相关气候变化。该航次由欧洲大洋钻探研
究联盟（ECORD）MSP 组织实施，航次任务分为
海上工作和岸上工作，海上钻探已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 –10 月 31 日期间完成；岸上初步研究和采
样工作计划于 2024 年 2 月 6 日 – 26 日在德国不
莱梅大学 IODP 岩芯库举行，为期约 4 周。中国
IODP 派出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陈雪霏
副研究员（无机地球化学）以岸上科学家身份参加
该航次。

2023 年 8 月 31 日至 10 月 31 日，由欧洲的
“MMA Valour”号执行的大洋钻探计划在夏威
夷岛周围的下沉珊瑚礁区域进行。此次航次在 15

个站位（M96-M110）完成了 35 个钻孔，总共钻
取了 425.76 米长的碳酸盐岩，使用 PROD 钻探设
备实现了 66.3% 的高取芯率，超越了之前的珊瑚
礁台地钻探项目，包括塔希提（IODP 310）和大
堡礁（IODP 325）。这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成就。
本次航次获取的样品记录了自 MIS 12 以来的 7 套
珊瑚礁台地沉积，包括珊瑚礁下的玄武岩地层，为
研究伴随夏威夷火山喷发过程的珊瑚礁台地沉积提
供了宝贵资料。此外，航次还发现了多个保存完好
的化石滨珊瑚样品，岩芯长度超过 3 米，是迄今为
止大洋钻探获取的最长和最新鲜的滨珊瑚样品。这
些样品对于研究间冰期与冰期间的高分辨率气候变
化至关重要，有助于探索不同边界条件下的平均气
候状态以及季节性、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的联系。同
时，这些样品为理解过去 50 万年中太平洋海平面
变化、夏威夷火山活动和沉降历史，以及珊瑚礁生
态系统对这些过程的响应提供了关键证据，对推动
大洋钻探及地球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IODP 389
夏威夷
海上 2023.8.31 - 10.31 岸上 2024.2.6-26
获得了大洋钻探史上最长、最新鲜的滨珊瑚样品

Ex
peditions

IODP 新增航次
上船科学家推荐

2023 年，中国 IODP 共完成
3 个 IODP 新增航次的上船科学
家推荐工作。

其 中， 美 国“ 决 心 号” 组
织 发 起 IODP 402、403 航 次 召
集通知，欧洲大洋钻探研究联盟
（ECORD）组织发起 IODP 406
航次召集通知。IODP 402、403
航次中国 IODP 可派出 2 位中国
科学家参加每个航次，IODP 406

航 次 中 国 IODP 可 派 1 位 科 学
家参加航次研究。中国 IODP 办
公室及时发布相关航次通知，广
泛动员中国科学家申请。经过中
国 IODP 办公室广泛动员、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遴选推荐，
近期美国“决心号”科学执行机
构和航次首席科学家根据船上岗
位需要和各国名额平衡等综合因
素，确定邀请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雷超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赵
翔宇副教授参加IODP 402航次，
邀请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刘焱光研究员、南方科技大学仲
义助理教授参加IODP 403航次，
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张新旭助理
研究员参加 IODP 406 航次。

航次 姓名 职称 单位 船上岗位

402
雷  超 教  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构造地质学

赵翔宇 副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古地磁学

403
刘焱光 研究员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无机地球化学

仲  义 助理教授 南方科技大学 古地磁学

406 张新旭 助理研究员 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 微生物学

IODP 402、403、406 航次上船中国科学家人选

IODP 402 航次简介

第勒尼安海盆（Tyrrhenian）是西地中海最年
轻的盆地，形成于中新世晚期。以往三个大洋钻探航
次（DSDP Legs 13 、42 ，ODP Leg 107）在此进
行过研究，区域地层结构清晰。由于盆地上覆沉积物
厚度适中，有利于对盆地基底进行高空间分辨率采样。
IODP 402 航次以 IODP 927 号建议书为基础，计划
对第勒尼安海盆基底进行 6 个站位的钻探取芯和井下
测井工作，以查明洋陆过渡带（COT）的时空演变格局，
包括张裂的动力学机制，壳幔变形机制，以及熔融产
物与地幔剥露的关系。

航次首席科学家由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海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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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P 402
第勒尼安海盆
2024.2.9 - 4.8

航
次
召
集

Ex
peditions

IODP 403
弗兰姆海峡
2024.6.4 - 8.2

IODP 406
新英格兰陆架区
2024.6 - 8

学所 Nevio Zitellini 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
多尔蒂地球观测研究所 Alberto Malinverno 担任。
预计执行时间是 2024 年 2 月 9 日－ 2024 年 4 月 8 日。

IODP 403 航次简介

北大西洋和北冰洋在北半球气候演变和大西洋经
向翻转流演变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现代北大西洋水
的形成是驱动北半球冰期开始的重要机制，北大西洋
水还控制了环北极和环北大西洋冰盖和海冰的范围和
动态、深层水和盐水的形成。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北
大西洋－北冰洋环流的建立、演变和作用及其与弗拉
姆海峡打开的关联，以及对晚中新世以来重大气候转
型期地球气候的影响。为深入理解北大西洋和北极区
域演化的驱动机制、边界条件及其与全球气候的关联，
IODP 403 航次以 IODP 985 号完整建议书为基础，计
划在弗拉姆海峡东部进行 5 个站位的钻探，获取高分
辨率连续的沉积序列，建立可靠的年代学地层框架，
以实现以下主要科学目标：

（1）完善晚中新世－第四纪的高分辨率年代地
层记录；

（2）约束晚中新世－第四纪气候转型事件的驱
动机制；

（3）确定轨道、亚轨道、千年尺度气候变化及
可能产生的融水；

（4）评估过去（含沉积物）融水事件对水体特征、
海洋环流、冰盖不稳定性、斜坡稳定性和生物群落的
影响和反馈作用；

（5）重建与洋流路径和特征变化有关的古斯瓦
尔巴德－巴伦支海冰盖（SBSIS）动态变化历史；

（6） 研究冰川和构造应力变化及其对近地表形
变和地球系统动力变化的影响；

（7）厘清大规模环境变化与微生物种群变化间
的关联。

航次首席科学家由意大利国家海洋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 Renata Gulia Lucchi 和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
Kristen St. John 担任。预计执行时间是 2024 年 6 月
4 日－ 2024 年 8 月 2 日。

IODP 406 航次简介

IODP 406 航次基于 IODP 637 号建议书，计划
对新英格兰陆架区进行 4 个站位的钻探，通过钻探取
芯、测井和流体取样，研究沉积物中淡水的分布、组
成和来源，约束地下水的流动速度，方向和补给机制，
并检验淡水运动过程相关模型。航次首席科学家由美
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 Brandon Dugan 教授和美国马
萨诸塞大学 Karen Johannesson 教授担任。

航次分为海上工作和岸上工作，海上钻探工作预

计于 2024 年 6 月初 –8 月底间实施，不超过 90 天；
岸上初步研究和采样工作计划于 2024 年底或 2025 年
初（具体时间待定）在德国不莱梅大学 IODP 岩芯库
举行，为期约 4 周。受科考船容量限制，仅部分科学
家团队成员参加海上钻探工作，全体科学家团队均须
参加岸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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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书

Proposals

IODP
建议书

2023 年中国 IODP 积极为中国大洋钻探未来航次
执行筹备科学建议书，共推动三份建议书的组织酝酿：
（1）由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刘志飞教授
联合国内外 19 位科学家共同撰写的巽他陆架大洋钻探
完整建议书（IODP 1007-Full）；（2）由上海交通
大学海洋学院 / 深部生命国际研究中心王风平教授牵
头并联合多位国内外专家共同撰写的马里亚纳海沟南
部俯冲板块 IODP 预建议书（997-Pre）；（3）由同
济大学钟广法、黄奇瑜教授等牵头并联合多位国内外
专家共同撰写的花东海盆 IODP 完整建议书。

巽他陆架大洋钻探完整建议书于 2022 年 6 月
通过 IODP 初步评审，2023 年通过多次组织建议书
国际研讨会，全面优化了建议书的科学目标和研究
思路，顺利完成了建议书修改稿的深入完善，计划
2024 年提交修改版建议书。该建议书以“Evolution 
of the Pliocene Pleistocene Tropical Sunda Shelf 
(SE Asia): Reconstructing Sea Level Change, 
Drainage System Development, and Carbon 
Cycling”为题，聚焦上新世—更新世热带巽他陆架的
海平面升降、河系演变和碳循环历史，以期通过钻探
南海巽他陆架来验证上新世—更新世全球气候变化假
说。该研究将为气候变化的热带驱动开拓新途径，继
续扩大我国在南海大洋钻探和基础研究上的主导权。
期待其成为中国多功能平台自主组织的首个国际大洋

钻探航次，为中国联合引领 2024 年后国际大洋钻探计
划奠定基础。

马里亚纳海沟南部俯冲板块 IODP 预建议书于
2020 年提交，本年度对内容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并开展了站位调查，未来将在站位调查数据补充完整
后进一步提交完整建议书。该建议书以“Southern 
Mariana Deep Drilling: Tectonic, geochemical 
and biological activities triggered by bending 
of the incoming plate at the world’s deepest 
trench”为题，围绕“深部构造—流体—生命活动”
展开设计，在地球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南部俯冲板片
进行钻探，是继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首次针对马沟南部
俯冲板片的钻探建议。

花 东 海 盆 IODP 完 整 建 议 书 于 2021 年 提 交，
IODP 评审结果为鼓励重新提交，今年在充分吸收评
审意见的基础上，深度完善了内容和数据。该建议书
聚焦花东海盆的构造、沉积和古海洋演化。

国际合作
交流

1 月

4 月

1 月 10-11 日，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科学评审
工 作 组（Science Evaluation Panel, SEP）2023 年
第一次会议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召开。SEP 科
学委员，IODP 各平台执行、管理机构以及成员国办
公室代表等 50 余人参加了会议。SEP 中国代表耿建华
（同济大学）、柳中晖（香港大学）、徐敏（中科院
南海所）、张国良（中科院海洋所）线上参与评审讨论。
会议主要评审了 6 份建议书。

4 月 22-23 日， 国 际 大 洋 发 现 计 划 论 坛（IODP 
Forum）会议在奥地利维也纳与线上同步召开。会
议由 IODP 论坛主席、荷兰皇家海洋研究所 Henk 
Brinkhuis 教授主持。来自 IODP 资助机构、科学执
行机构、成员国办公室以及科学界等 50 余位代表参加
了会议。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刘志飞教授，中
国 IODP 办公室拓守廷主任、李阳阳参加了会议。会
上欧日联盟正式宣布其联合发起的新一轮国际大洋钻
探计划命名为 IODP3，希望继续保持国际大洋钻探 50
余年来的品牌效应，并公布了新计划的组织架构和运
行模式。

IODP 论坛

SEP
第 19 次会议

2023 年中国 IODP 密切联络国际合作伙伴，
通过 IODP 论坛、PMO、JFRB 等重要 IODP 工
作会议，大力宣传中国 IODP 发起“以我为主”
的新计划的最新进展，树立了对外开放合作的中
国 IODP 国际形象，取得美、日、欧等各方的肯
定和支持。积极与美、日、欧等国际各方组织双
边 / 多边研讨，进一步强化了中国 IODP 与国际各
方的合作伙伴关系，就 2024 年后中国发起新计划
达成重要共识，形成了内外联动支持中国大洋钻
探走向国际大洋钻探领导层的良好格局，为下一

步引领国际奠定了良好的科学基础和国际合作基
础。此外，中国 IODP 努力联合“一带一路”沿
线的发展中国家谋划构建“一带一路大洋钻探联
盟”，中国 IODP 代表团多次赴泰国、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推进
合作伙伴关系，力求将这些国家纳为中国大洋钻
探平台合作伙伴，进而构建“一带一路大洋钻探
联盟”，为中国大洋钻探平台未来在全球海域内
执行航次构建国际合提供保障。

顺利完成
6 份建议书评审

欧日联盟新计划
正式命名为 IOD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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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月

10 月

5 月 16-18 日，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决心号”平台管理委员会（JOIDES 
Resolution Facility Board, JRFB）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与线上同步召开。JRFB 委员、
IODP 各成员国代表等 40 余人参加了会议。科技部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海洋处王
文涛处长、南京大学鹿化煜教授和中国 IODP 办公室李阳阳前往美国参加了会议。
会上美国 NSF 宣布 2024 年 9 月“决心号”将正式退役，美国暂时退出 2024 年后新
一轮国际大洋钻探，但美国拥有的岩芯样品和数据都将继续全球开放共享，服务于
全球科学家。

JRFB 会议

10 月 11-13 日，IODP 论坛、成员国办公室会议在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召开。来自
IODP 平台科学执行机构、管理机构，成员国办公室等 40 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
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刘志飞教授，中国 IODP 办公室拓守廷主任、李阳阳、温
廷宇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当前 IODP 在科学发现、国际合作、科普教育以及 2024 年
后新一轮国际大洋钻探等方面的进展和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一致决定将针对不同
受众编写“IODP 总结报告”和“白皮书”，前者将面向 IODP 研究群体、全面总结
IODP 的科学贡献，后者将面向所有公众、重点阐述大洋钻探的重要意义和未来前景，
以共同为下一阶段国际大洋钻探计划的顺利实施提供经验借鉴。会议特别指出中国
IODP 办公室为提升国际大洋钻探科普传播影响力、增强公众对地球科学和大洋钻探
的兴趣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会议纪要中对中国 IODP 办公室致以衷心的感谢！

IODP 论坛和
成员国办公室会议

6 月 27-28 日，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科学评审工作组（Science Evaluation 
Panel, SEP）2023 年第二次会议在意大利帕维亚召开。SEP 科学委员，IODP 各平
台执行、管理机构以及成员国办公室代表等 50 余人参加了会议。SEP 中国代表耿建
华（同济大学）、柳中晖（香港大学）、徐敏（中科院南海所）、张国良（中科院
海洋所）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评审了 8 份建议书。

SEP
第 20 次会议

 9 月 11 日至 13 日，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翦知湣、海洋地质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刘志飞、中国 IODP 办公室主任拓守廷等人赴印尼国家研究创新署
（BRIN）总部、万隆先进科学与创新工程中心（BASICS）等单位进行了访问和交
流，旨在推动落实疫情后双方在大洋钻探领域的进一步合作。通过本次访问，中国
IODP 与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创新署就双方未来在大洋钻探科研合作、建议书撰写、
人才培养与交流等方面的进一步合作达成了重要共识，为后续巽他陆架大洋钻探航
次的筹备、中国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构建“一带一路大洋钻探联盟”奠定了重要基础，
为中国平台在全球范围内执行航次奠定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 IODP 代表团
赴印尼访问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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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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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NSF 宣布“决心号”
将于 2024 年 9 月正式退役

成功完成 8 份建议书评审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交流大洋钻探领域未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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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后
中国大洋钻探

当前的 IODP 将于 2024 年 9 月结束，
2025 年后的国际大洋钻探将重新洗牌，迎
来多个计划既竞争又合作的新局面，中国
正迎来进入国际大洋钻探领导层的重大机
遇。中国 IODP 抓住机遇，积极从顶层设
计、科学计划、钻探装备、岩芯实验室建设、
国际合作等多角度谋划、全方位推进中国
进入国际大洋钻探领导层，旨在建立中国
多功能平台，自主组织国际大洋钻探航次，
在沪建设国际大洋钻探岩芯实验室，促成
中国成功发起“以我为主”的国际大洋钻
探计划，确立我国在世界深海科技竞争中
的领导权。

10 月 2-5 日， 海 洋 地 质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主 任 刘 志
飞教授率代表团赴泰国矿产资源厅（Depart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泰 国 朱 拉 隆 功 大 学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访问，中泰双方就如
何落实巽他陆架大洋钻探国际合作计划开展了学术研
讨。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钟广法教授和马鹏飞副
研究员一同参加此次出访。巽他陆架大洋钻探是中国
多功能平台未来自主组织的首个国际大洋钻探航次，
将为研究气候变化的热带驱动开拓新途径，继续扩大
我国在南海大洋钻探和基础研究上的主导权。通过本
次访问，双方进一步加强了沟通交流、扩大了合作共识，
实质性推动了巽他陆架大洋钻探计划相关合作和预研
究工作，为后续航次执行奠定前提基础，为中国共同
引领 2024 年后国际大洋钻探计划创造了良好的合作伙
伴关系。

海洋地质国家
重点实验室
访问泰国10 月

12 月
国
际
合
作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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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1-15 日，2023 年 AGU 秋季会议在美国旧金山
成功召开，吸引了全球范围内两万余人参加。会上，
中国 IODP 联合国际 IODP 美、日、欧三平台以及国
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ICDP）共同设立展览，联合宣
传当前 IODP 重大进展、2024 年后新一轮国际大洋钻
探的筹备情况及其与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的合作。
通过此次联合设展，中国 IODP 有力地向国内外宣传
了中国主导的新一轮国际大洋钻探的进展和方案，显
著提升了中国 IODP 的国际传播能力，进一步强化了
中国与美、日、欧三方及其 ICDP 的合作关系，为下
一步中国推进发起新计划的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AGU 美日欧中
首次联合设展
共同迎接新一轮
国际大洋钻探

落实巽他陆架
大洋钻探

国际形势——
国际大洋钻探进入新时代

美国因经费原因将不再领导 2025 年
后的国际大洋钻探，转而致力于建造新船，
计划 2035 年新船造成后重返国际大洋钻
探领导层。欧洲和日本结为联盟，正在发
起欧—日联盟主导的国际大洋钻探计划
（IODP3）。中国 IODP 目前正在推进发
起我国主导的国际大洋钻探计划，计划与
IODP3 通过联合执行航次、航次席位互换
等形式进行合作，共同引领 2024 年后的
国际大洋钻探。

中国进展——
编制科学计划、平台建设

在科技部指导下，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和
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通过多次会议研讨，确
定了我国 2025-2035 年期间大洋钻探发展的战略方
向——《中国大洋钻探未来十年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未来十年（2025-2035）中国大洋钻探将聚焦我国海
洋权益安全、海洋环境保护、海底资源勘探、海洋防
灾减灾等国家需求和战略目标，同时紧密结合地球系
统科学前沿，形成“海陆统筹”、“三深联合”、
“科学与技术结合”的深海科技创新特色路线。通过
制定并执行“中国大洋钻探未来十年科学执行计划
（2025–2035）”，推动国内地球科学转型，占领地
球系统科学国际学术高点。建设并运行“中国大洋钻
探平台”，依托同济大学成立中国大洋钻探科学执行
中心，依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成立中国大洋钻探平
台管理中心。通过组织实施“以我为主”的国际大洋
钻探航次，建设并运行国际大洋钻探岩芯实验室等关
键举措，发起我国主导的国际大洋钻探计划。加强国
际舞台的谈判合作和沟通协调，推进国际合作机制革
新，成立大洋钻探发展中国家联盟，与欧盟、日本等
平台开展合作，制定国际大洋钻探新规则，实现我国
在新一轮国际大洋钻探计划的领导地位。

确定中国大洋钻探
未来十年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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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编制《国际大洋钻探中国
科学执行计划（2025-2035）》

2023 年，中国 IODP 积极组织国内大洋钻探优势
科学力量，在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上，围绕“气候演
变与低纬驱动”、“大洋俯冲带板块运动”以及“深
部碳循环与生物圈”三大地球系统科学前沿专题，通
过多次专题研讨以及全国范围内的研讨，提出了中国
大洋钻探面向 2035 年的科学目标和优先研究领域，
并正式成立三个工作组启动撰写《国际大洋钻探中国
科学执行计划（2025-2035）》，将于 2024 年初完成
初稿，届时将为中国大洋钻探未来十年科学任务的执
行提供科学纲领。中国大洋钻探的科学执行计划聚焦
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地球系统科学前沿，优先选
择与我国战略利益攸关、且我国具备领先优势的科学
主题和方向攻关，围绕“气候演变与低纬驱动”、“大
洋俯冲带板块运动”、“深部碳循环与生物圈”等重
大科学任务，系统认知地球深部结构及其与表层的联
系，力争在边缘海成因与全球气候演变等前沿科学问
题上提出创新理论，形成地球系统科学的“中国学派”，
在国内推动地球科学转型，在国际进入深海科技核心。
从而推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实现我国海洋
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
正式命名为“梦想”号
并成功完成首次试航

12 月 18 日，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天然气水合物
钻采船（大洋钻探船）正式命名为“梦想”号，在广
州南沙下水启动试航。经过为期 10 天的海上航行，12
月 27 日，“梦想”号首次试航结束。船体检查和试航
数据分析显示，主动力等船用系统通过验证，“梦想”
号各项指标满足或优于设计，试航取得圆满成功。此
举标志着我国深海探测能力建设和装备现代化建设迈
出关键一步。 “梦想”号由中国船舶集团承担设计建
造任务，总吨约 33000，总长 179.8 米、型宽 32.8 米，
续航力 15000 海里，自持力 120 天，稳性和结构强度
按 16 级台风海况安全要求设计，具备全球海域无限航
区作业能力和海域 11000 米的钻探能力。“梦想”号
的建成将为中国发起新一轮国际大洋钻探提供重要装
备技术保障。

在沪建设
国际大洋钻探岩芯实验室纳入
上海市 2024 年新基建重项目

本年度中国 IODP 办公室积极向上海市汇报，在
上海市发改委、上海市科委大力支持下，成功推动在
沪建设国际大洋钻探岩芯实验室被列入上海市新型基
础社会重大建设和投资机会清单，并纳入 2024 年重点
建设项目，目前正在推进立项中。岩芯实验室建成后
将成为重要的国际深海创新研究平台、科普教育融合
中心、人才培养中心以及国际合作基地，与中国大洋
钻探船并列成为支撑中国大洋钻探自主组织航次的两
大核心设施，通过存储中国自主组织航次的岩芯，有
望重新制定世界大洋的岩芯存储分区，确立我国在国
际大洋钻探的领导地位。

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
共建“一带一路大洋钻探联盟”

2023 年度中国 IODP 组织相关人员积极参加国际
重要 IODP 会议，并与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新西
兰联盟等多方就 2024 年后的合作分别进行了双边 / 多
边研讨，强化了与各方合作伙伴关系，取得美、日、
欧等各方的肯支持，欧洲－日本发起的 2024 年后国
际大洋钻探计划欢迎中国与其进行航次席位交换等合
作，为下一步国际合作谈判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中
国 IODP 积极拓展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相关代表团多
次赴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沟通大洋钻
探未来合作关系，就 2024 年后加入中国大洋钻探平台
达成重要共识，为中国大洋钻探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
共同构建“一带一路大洋钻探联盟”奠定国际合作基础，
促进“梦想”号未来在全球范围内执行航次，构建国
际合作共赢新局面。

目前同济大学与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等优势单位正在联合推动
成立中国大洋钻探科学执行中心（同济大学）和平台管理中心（广
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负责自主组织航次的科学运作，全面发起我
国主导的国际大洋钻探新计划。

未来规划——
联合建立中国大洋钻探
科学执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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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
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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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积极稳妥推进中国“以我为主”发起 2024 年后新一轮国际大洋钻探，2023 年中国 IODP 通
过密集的学术研讨，先后确定了中国大洋钻探未来十年发展战略规划、启动了面向 2035 年中国大洋钻
探的科学执行计划、完成了巽他陆架大洋钻探建议书的修改完善，在科学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推动。

战略规划

2023 年 1 月 31 日，国际大洋发现计划
（IODP）中国工作协调小组、中国专家咨询
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科技部社发
司组织，中国 IODP 办公室协办。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
边海司，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教育部科技
司，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海洋石
油总公司科技发展部、科技部基础司、国际
合作司、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等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以及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丁仲礼院士、学术
顾问汪品先院士，李家彪院士等专家咨询委
员会委员出席了会议；上海市科委、同济大
学、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外事部和广州海洋
地质调查局等相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应邀参会。
会议由社发司副司长傅小锋主持，社发司司
长祝学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科技部社发司傅小锋副司长在主持会议
时表示，我国参加国际大洋钻探以来，在各
部门的支持和科学家的努力下，中国大洋钻探
取得了突出成绩，目前正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傅小锋副司长主持会议

会议现场

前期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组织编制了未来十年
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希望通过此次会议，进一步审议
完善，各部门群策群力，共同推动中国大洋钻探下一
步发展。

丁仲礼院士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大洋钻探正处于
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近年国际和国内形势变化显著，
为我国在大洋钻探和深海科技领域真正进入国际先进
行列提供了难得机遇，希望大家在如何统筹各方资源
和力量来支持和推进大洋钻探工作上多发表建设性意
见建议，共同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科技强国而
努力！

会议听取了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翦
知湣教授关于“中国大洋钻探未来十年发展战略研究
报告（2025-2035）”的详细汇报。翦知湣强调，引领
新一轮国际大洋钻探标志我国深海科技创新走在世界
最前列，是实践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报告紧密
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前沿，深入分析了国内外形
势，提出了未来十年中国大洋钻探的学术方向、发展
目标、主要任务、组织框架和合作模式，为主管部门
下一步决策提供科学参考。

会议听取了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许振强副局长关
于中国大洋钻探平台建设进展的报告。许振强表示，
由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负责运行的天然气水合物钻采
船（大洋钻探船）已于 2022 年 12 月下水，预计 2024
年正式入列，将以此为依托构建高水平的“深钻”技
术体系，为国际大洋钻探提供关键技术装备支撑。

中国 IODP 办公室拓守廷主任作了中国 IODP 工
作进展和 2023 年工作计划的报告。近年来，我国科学
家积极参加 IODP 航次和航次后研究，中国 IODP 在
科研产出、人才培养和科普宣传等方面成效显著。下
一步将在前期基础上，积极组织编写中国大洋钻探十
年科学计划，撰写提交更多钻探建议书，开展中国大
洋钻探组织架构建设，推进国际合作谈判，为 2024 年
后新一轮国际大洋钻探计划做好各方面准备。

与会专家围绕报告内容进行了充分研讨，充分
肯定了大洋钻探在海洋科技创新和国家战略中的重要
地位，认为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学术顾问汪品先院士在讨论时
指出，参与国际大洋钻探改变了中国地球科学的地位

丁仲礼院士为会议致辞

翦知湣教授（左）、许振强副局长（中）
和拓守廷主任（右）作汇报

汪品先院士讨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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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走向，对于科学外交更具有独特意义，
希望接下来通过大洋钻探，充分发挥海
洋科学服务于国家战略的作用，强化我
国国际地位！会议一致同意报告主要内
容，并针对大洋钻探平台建设、运行管
理机制、国际合作模式等有关内容提出
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和建议。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一致表示下一步
将密切配合，全力支持，加强各方面资
源统筹与集成，共同推进大洋钻探发展。
上海市科委、同济大学和中国地质调查
局科技外事部等特邀单位积极表态，将
全力支持中国大洋钻探相关平台建设。

科技部社发司祝学华司长作总结讲
话。祝司长充分肯定了我国参加大洋钻
探 25 年来的成绩，强调我国要把握新一
轮国际大洋钻探计划变革的历史机遇。
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对下一步中国大
洋钻探的重点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
是做好中国大洋钻探未来十年发展战略
研究，形成中国大洋钻探事业发展的蓝
图。二是统筹国内各方面资源，形成我
国大洋钻探科技发展优势。三是加强在
国际舞台上的沟通协调和谈判，形成于
我有利的国际大洋钻探新格局。

祝学华司长作总结讲话

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讨论发言

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讨论发言

上海市科委（左）、同济大学（中）、
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外事部（右）等特

邀单位代表讨论发言

“深部生命与深部碳循环”专题
学术研讨会

面向 2035 年中国大洋钻探
科学执行计划系列研讨会

3 月 12 日， 由 中 国 IODP
办公室主办的“深部生命与深部
碳循环”专题学术研讨会在同济
大学顺利召开。会议由上海交通
大学王风平教授和同济大学李江
涛教授共同召集。出席会议的有
来自南京大学、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深圳大学、厦门
大学、云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中国海洋大学，中国
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海洋
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以及同
济大学等单位的 40 余位专家。 

 
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

副主任、同济大学翦知湣教授首
先介绍了会议背景和当前 IODP
国际国内形势。翦知湣表示，当
前我国正在联合国际发起新一轮
国际大洋钻探计划，将在 2024 年
后自主组织航次，建设运行国际
大洋钻探岩芯实验室，为此，亟
需在科学研究、装备技术和平台
运行等各方面做好准备。在科技
部等主管部门指导下，中国 IODP
将在 2023 年上半年组织召开系
列专题研讨会，在此基础上召开
全国性的大会，组织编制《面向
2035 年中国大洋钻探科学执行计
划》。

 
此次会议正是系列专题研讨

会的第一场，会议聚焦“深部碳
循环与生命活动”、“深部生命
边界与环境演化”、“深部生命
活动与元素循环”三个主题，与

会专家报告了相关领域最新进展
和未来研究方向，并围绕报告展
开研讨。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在
讨论时指出，建议未来中国大洋
钻探能创新科学方向和组织形式，
以深钻、深潜、深网“三深”联
合的多元化钻探方式代替传统“一
元式”钻探模式，以关键科学问
题为导向，充分发挥我国优势，
力争在关键研究区实现创新性突
破。

会议通过深入研讨，达成重
要共识：未来将联合国内、国际
深部生命与碳循环相关优势力量，
以重大科学问题为导向，同时围
绕深海原位流体与生命活动原位
监测等科学需求，有针对性地开
展装备技术研发，实现科学与技
术的协同发展；通过“三深联合”
应用技术，解决深部生命与碳观
测关键科学问题，打通气候、构
造与深部生态系统之间的关联。
会议为下一步编写《面向 2035 年
中国大洋钻探科学执行计划》中
“深部生命与深部碳循环”相关
内容奠定了良好基础。

 
据 悉， 为 了 做 好《 面 向

2035 年中国大洋钻探科学执行计
划》的编写工作，中国 IODP 专
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了“深部生命
与深部碳循环”、“气候演变与
低纬驱动”和“大洋俯冲板块动
力过程”三个工作组进行专题研
讨。第二场研讨会，暨“气候演
变与低纬驱动”专题学术研讨会
将于 4 月 6-7 日在北京大学召开。

会议现场

与会专家带来 20 个精彩纷呈的报告

与会专家围绕报告内容展开积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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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筹备编撰“面向 2035 年
中国大洋钻探科学执行计划”，
4 月 6-7 日， 由 中 国 IODP 办 公
室主办，北京大学周力平教授和
同济大学党皓文教授共同召集的
中国大洋钻探“气候演变与低纬
驱动”专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
学中关新园成功召开，来自国内
二十余所单位的七十余位专家学
者参会。

会议邀请郭正堂院士、汪品
先院士先后作了题为“两半球相
互作用与低纬驱动”、“太平洋
极地计划”的报告，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翦知湣教
授介绍了 IODP 动向与中国 IODP
面向 2035 年的发展目标。此次会
议采用专题引导发言和简短自由
发言相结合的研讨方式，开展了
现代海洋气候与古海洋古气候之
间“跨越古今”的深度互动交流；
参会专家共同聚焦“气候演变与
低纬驱动”这一主攻方向，从三
个主题“古今低纬水－热循环 &
高－中－低纬气候联动”、“海
洋碳氮 / 元素生物地化过程 & 生
态与气候效应”、“海－陆相互
作用 & 气候演变和海洋物质循环”
出发，初步汇集了中国大洋钻探
在“气候演变”领域的关键科学
问题和潜在钻探目标，为编撰“面
向 2035 中国大洋钻探科学执行计
划”凝聚了共识、打下了基础。

 
 “气候演变与低纬驱动”、

“大洋俯冲板块动力过程”与“深
部生命与深部碳循环”是《面向

2035 年中国大洋钻探科学执行计
划》的三大专题。本次会议为继“深
部生命与深部碳循环”（3 月 12
日召开）之后的第二次专题研讨
会，“大洋俯冲板块动力过程”
专题研讨会将于 4 月 9 日在同济
大学召开。各专题研讨会之后，
中国 IODP 计划于 5 月份召开全
国性大会，全面组织实施科学执
行计划的编撰工作。

气候演变与低纬驱动”研讨会现场

与会专家围绕主题进行热烈讨论

“气候演变与低纬驱动”专题研讨会

4 月 9 日，由中国 IODP 办
公室主办的“地球俯冲带大洋钻
探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顺利召开。
会议由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林
间和同济大学俞恂副教授共同召
集。来自国内二十所单位的五十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大洋俯冲带板块过程是未来

中国大洋钻探的重大科学任务之
一。会议紧密围绕这一重大科学
方向，聚焦“俯冲动力过程”、
“俯冲带与大地幔楔”以及“汇
聚大背景下的扩张”三个专题，
采取专题引导发言和简短自由发
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全方位研
讨。首先由中国 IODP 专家咨询
委员会副主任、同济大学翦知湣
教授和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林

间分别介绍了“IODP 动向与中国
2035 目标”以及“大洋俯冲带钻
探计划总体思路”，随后与会专
家围绕三个专题进行了引导发言
和自由讨论，并进一步结合科学
目标和钻探建议展开了深度研讨。
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总结讲话时
指出，俯冲带是联结超级大陆和
超级大洋的重要纽带，希望未来
中国大洋钻探能通过深钻、深潜、
深网“三深”联合的多元化方式，
在俯冲带的构造研究方面实现突
破，力争获得板块构造领域的创
新性成果。会议为中国大洋钻探
在“大洋俯冲板块动力过程”领
域的未来发展凝练了关键科学问
题，提出了主攻研究方向、思路
以及未来钻探选址方案建议。

  

当前正值我国联合国际发起
新一轮国际大洋钻探计划的关键
时期。为提前做好科学方面的准
备，中国 IODP 积极组织编制《面
向 2035 年中国大洋钻探科学执行
计划》，聚焦“气候演变与低纬
驱动”、“大洋俯冲板块动力过
程” 、“深部生命与深部碳循环”
三大专题。“深部生命与深部碳
循环”与“气候演变与低纬驱动”
专题研讨会已分别于 3 月 12 日、
4 月 6-7 日顺利召开，本次研讨会
的顺利召开标志着面向 2035 年中
国大洋钻探科学执行计划系列专
题研讨会的圆满结束，为 5 月份
即将召开的全国性大会奠定了良
好的前期基础。

会议现场 翦知湣教授（左）和林间教授（右）作报告

汪品先院士总结讲话 会议讨论环节

“地球俯冲带大洋钻探”专题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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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 中 国 IODP 办
公室在同济大学成功组织召开“面
向 2035 年国际大洋钻探中国科学
执行计划学术研讨会”。会议聚
焦“气候演变与低纬驱动”、“大
洋俯冲带板块运动”、“深部碳
循环与生物圈”三大主题。此前
已针对三大主题分别进行了专题
研讨，此次会议目的是在前三次
研讨的基础上，进一步面向全国
集思广益、凝聚共识，以正式启
动《国际大洋钻探中国科学执行
计划（2025-2035）》的撰写工作。
来自国内四十余所单位的 100 余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科技部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

心王文涛处长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文涛处长表示，多年来在相关
部 门 的 支 持 下， 中 国 大 洋 钻 探
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当前正迎来
进入国际大洋钻探领导层的重大
发展机遇。为了提前做好科学方
面的准备，前期科技部部署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组织编制
《国际大洋钻探中国科学执行计
划（2025-2035）》，希望通过此
次会议，组织编写好中国大洋钻
探面向 2035 年的科学执行计划，
指导中国大洋钻探未来科学发展。

 
同济大学科研管理部马彬副

部长热烈欢迎与会专家到访同济，
并表示同济大学作为中国 IODP
办公室依托单位，多年来积极组
织国内科研机构参与大洋钻探研
究，成果突出。下一步同济大学
将继续全力支持中国大洋钻探自

主组织航次、执行科学任务，助
力中国联合国际引领新一轮国际
大洋钻探计划。

 
会议听取了中国 IODP 专家

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同济大学翦
知湣教授关于“国际大洋钻探中
国科学执行计划（2025-2035）”
的报告。翦知湣教授介绍了中国
IODP 推进进入国际大洋钻探领导
层的重要进展，并表示：中国科
学执行计划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
和地球系统科学前沿，提出中国
大洋钻探面向 2035 年的科学目标
和优先钻探海域，对内指导实践，
对外接轨国际，力争至 2035 年牢
固确立我国成为世界深海科技的
国际引领者之一。会议听取了“气
候演变与低纬驱动”、“大洋俯
冲带板块运动”、“深部碳循环
与生物圈”三大主题总结汇报以
及 10 个详细的主题报告。与会专
家围绕主题报告展开了深入研讨，
凝练了关键科学问题，提出了主
攻研究方向、思路以及未来钻探
建议。

 
当前正值我国联合国际发

起新一轮国际大洋钻探计划的关
键时期，科学计划是中国大洋钻
探未来发展的科学指南。本次研
讨会的圆满召开标志着《国际大
洋钻探中国科学执行计划（2025-
2035）》撰写工作的正式启动。
目前写作组已经组建，任务分工
也已落实，将于 9 月初完成初稿。

王文涛处长为会议致辞

马彬副部长欢迎与会代表

翦知湣教授汇报中国科学执行计划的
制定原则和目标

汪品先院士作总结报告

面向 2035 年国际大洋钻探
中国科学执行计划学术研讨会

会议现场

汪品先院士作主题报告

 德国基尔大学 Karl Stattegger 教授作主题报告

第四届“巽他陆架大洋钻探”国际讨论会合影

第四届“巽他陆架大洋钻探”
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同济大学
成功召开

2023 年 11 月 8-9 日，第四届“巽他陆架大洋钻探”
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同济大学中法中心会议室成功召开。
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新加坡、
菲律宾、日本、孟加拉国、德国、英国、法国、瑞士、
美国、以及中国共 14 个国家近 30 家单位 50 余位专
家学者共聚一堂，研讨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巽
他陆架钻探建议书（#1007-Full）的科学目标、研究
思路和工作方案。该建议书由同济大学领衔提出，以
期通过钻探南海巽他陆架来验证上新世—更新世全球
气候变化假说。会议由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
验室和中国 IODP 办公室联合主办，同济大学刘志飞
教授负责召集。汪品先院士出席，并作主题报告。

会议伊始，中国 IODP 办公室主任拓守廷博士
对来宾表示热烈欢迎，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拓守
廷介绍了 IODP 当前面临的形势和 2024 年后的发展
计划，特别是中国 IODP 在 2024 年后提供“中国多
功能钻探平台”的框架及构想，包括制定十年科学计
划、自主组织航次和建设运行岩芯实验室等。紧接着
刘志飞教授报告了巽他陆架 IODP #1007-Full 钻探建
议书的科学目标、钻探策略、站位调查和规划安排等，
并简要介绍了该航次建议书的第一轮评审结果以及后
续工作计划。汪品先院士的主题报告“热带雨林与极
地冰盖”，从低纬雨林和两极冰盖演化角度讲述了低
纬陆架区域在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研究中的重要性，强
调开展巽他陆架科学钻探是实现科学突破的关键。德
国基尔大学 Karl Stattegger 教授的主题报告“海平
面长期变化”，强调巽他陆架对再造全球海平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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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回应 IODP 科学评估委员会对该建议书的部
分意见，并提议新的钻探站位。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
Edlic Sathiamurthy 博士、同济大学马鹏飞博士针对
海平面长期变化、巽他区域末次冰期河流体系特征、
巽他陆架上新世—更新世地层演化做了综述性报告。
这些报告从科学意义、海平面变化、流域演化、陆架
地层格架等方面突出展示了巽他陆架的独特性和开展
科学钻探的急迫性。随后，来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同济大学、厦门大学、英国赫
瑞瓦特大学、印尼国家研究创新署、印尼地质调查局、
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山东科技
大学、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南方科技大学等
20 余位专家学者，分别就巽他区域植被演化和碳循环、
沉积盆地和沉积体系演化、水循环等领域的最新研究
成果和未来工作计划作了学术报告，并开展深入交流
与讨论。

 
报告后，与会代表围绕 IODP 科学评估委员会对

#1007-Full 建议书在科学、站位调查和钻探方案等三
方面给出的评审意见进行了充分讨论，针对建议书现
有的不足提供了大量可行性建议。#1007-Full 建议书
设计的 20 个钻探站位涉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
国等国家的专属经济海区，相关国家代表表示非常乐
意为建议书提供基础数据等站位调查支持，希望与中
国 IODP 进行深度合作，共同推进建议书的修改与顺
利提交。刘志飞教授最后表示，除在此次研讨基础上
继续完善航次建议书内容外，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
室将与相关国家科研人员开展更广泛的合作，使用钻
探水域现有的岩芯、地震测线、以及巽他陆架周边陆
地高海平面时期沉积露头等开展科学钻探航次的预研
究工作。

本次会议继续深化了巽他陆架大洋钻探建议书的
科学目标和研究思路，结合 IODP 科学评估委员会意
见全面优化了 #1007-Full 航次建议书，为中国自主组
织首个大洋钻探航次与国际合作做好科学准备。

（接上页）

第七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取得圆满成功！

7 月 5-7 日，为期 3 天的第七届地球系统科学大
会在上海召开。本届会议在规模上再创新高，来自国
内外 260 余家单位的 2700 余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
齐聚上海松江，围绕 78 个精彩纷呈的专题，在主会场
和 16 个分会场展开了火热的学术交流活动。本届会议
以更加前沿的主题、更为丰富的信息量和更具新意的
形式，迎接了来自海内外的华人学者，共话地球系统
科学的未来发展。

 会议由中国大洋发现计划（IODP-China）专家
咨询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海洋负排放国际
大科学计划联合主办。

 
为促进学科交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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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陆地走向海洋、海洋结合陆

大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丁仲礼院士到会指导工作

大会预备会召开 

地”的交流平台，本届会议围绕“宜居地球与生命演
化” 、“深部过程与行星循环” 、“水循环的时空变
化” 、“地球气候系统的碳循环” 、“碳中和与海洋
负排放” 、“深海探测：资源与灾害” 、以及“地球
系统过程与演变”等七大主题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和
专题活动。围绕上述主题，会议共安排 852 个口头报
告、1036 个展板报告（含学生展板报告 564 个），每
天 16 个分会场同时开讲，充分开展学术交流，体现出
高度的跨学科性，强调并着重讨论和交叉合作。

 
本届会议邀请李献华院士、张人禾院士、谢树成

院士、王克林教授和朱茂炎研究员先后作了大会特邀
报告，题目包括“嫦娥五号月球样品揭示月球最年轻
火山活动” 、“夏季青藏高原中东部表面感热通量对
东亚夏季风年代际变化的影响” 、“从生物碳泵的地
史演化看微生物的地质作用” 、“俯冲带及其地震过程”
和“现代地球—生命系统的崛起”。 

 本届会议在交流形式上不拘一格、不断创新，
在延续“华夏山水的由来”科普专题的基础上，首次
创设系列科普活动，包括“科研与科普”圆桌会、科
普书展和科普馆企联展，为参会者带来一场别开生面
的科普交流盛宴。具有品牌特色的“华夏山水的由来”
科普专题由郭正堂院士召集并主持，汪品先院士、张
培震院士等领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西湖掌
故”“巍巍祁连，漫漫丝路”等主题，受到广大师生
的热烈欢迎。由汪品先院士和周忠和院士策划的“科
研与科普”圆桌会则为大众带来了一场关于科学家“该
不该做科普”“怎么样做科普”的大讨论，现场收获满满。

  
为举荐我国地球科学领域的优秀青年学者，本届

会议继续设置“青年学者论坛”，邀请 11 位在地球科
学学科交叉领域取得突出成果的优秀青年学者作大会
报告。会议还举办了“优秀学生展板”评选活动，并
给予 30 名优秀学生表彰和奖励。

本届会议特设“地球系统战略研究”成果汇报会，

围绕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和中国科学院地学
部联合组织的“地球系统科学（能源、环境和气候）”
项目展开，分为“重新认识海洋碳泵”“水循环及其
轨道驱动”和“东亚 - 西太的海陆衔接”三大方向，
共计 10 个专题，由汪品先院士领衔，郭正堂、徐义刚
等多位院士和专家进行了成果汇报，力求指出当代学
术前沿和中国实力优势的交汇点，并为抓住地球科学
向系统科学转型的时机做出贡献。战略研究的成果《中
国地球系统科学 2035 发展战略》将于近期出版问世。

  
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地球系统科学”的主题讨

论是本届大会闭幕式的一大看点。翦知湣教授提出，
中国必须抓住二十一世纪的良机，瞄准地球系统科学
的核心问题，开展追踪过程、探索机理的更为深入的
研究。会议分别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杨阳，南京大学教授鹿化煜，中国科学院
院士、厦门大学教授焦念志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
大学教授汪品先进行主旨发言。

 
会议最后，汪品先院士提到，地球科学方向有望

成为现代科学的下一个突破点，并激励大家：“真理
只有一条，但通向真理的道路不止一条。希望大家能
够齐心协力，共建地球系统科学的‘中国学派’！”

 
第七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已经落下帷幕。会议热

切期盼青年一代定能担起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重任，
书写中国地学研究新篇章！

学生展板现场

学
术
研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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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中国 IODP 对国际大洋钻探每个航次都
组织了“船－岸连线”科普直播活动，邀请了 IODP 
398、399、395、400 共 4 个航次 6 位上船科学家进
行了 4 场直播活动，与上海、北京、湖北、广东、浙江、
甘肃、云南、贵州、江苏、广东、安徽、广西、内蒙
古等 13 个地区的中小学生们进行直播连线，开展了上
船科学家们与中小学生们之间的别开生面、精彩纷呈
的科普直播对话。在上船科学家的带领下，同学们不
仅云游了“决心号”大洋钻探船，对岩芯从海底到实
验室的过程以及船上科学家们的工作和生活有了深入
认识，相信科学探索的种子未来必将在同学们心中生
根发芽。

2 月 13 日，IODP 398 航次的“船－岸连线”以
“ 深海下的火山秘境”为主题，邀请了上船科学家中
国地质大学（北京）讲师陈贺贺博士带同学们了解了
正在执行航次的美国“ 决心”号科考船，并领略了彼
时停靠的希腊圣托里尼火山口海域的地质风貌。同时，
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讲解员郭雯与高级工程师陈晓雯带
同学们“云游”了中国地质博物馆，开启了一场海底
火山探秘之旅。全国各地共有 204 万网友在线收看了
这场直播。

5 月 31 日，IODP 399 航次以“驶向大洋深处，
探寻生命极限”为主题的“船－岸连线”科普直播在
上海召开。本次活动邀请了正在美国“决心号”钻探
船上执行 IODP 399 航次的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教
授王风平、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海洋进
行实时连线，向同学们介绍如何通过“砸石头”来解

亮点活动１— 船－岸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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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特邀报告（左至右依次为：李献华、张人禾、谢树成、王克林、朱茂炎）

 “科研与科普：地球系统科学的启示”圆桌会 “华夏山水的由来”专题报告会

青年学者论坛

“优秀学生展板”获奖学生大会闭幕式现场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汪品先作总结发言

本年度，中国 IODP 通过中国 IODP“船－岸连线”直播活动、大洋钻探巡回学术讲座、同济大学
深海探索科普馆、会议设展等多种方式，针对中小学生、研究生、青年科学家等不同受众群体量身定制
了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2023 年中国 IODP 科普活动线下、线上参与人数近 780 万，显著提升了中国
大洋钻探的影响力和传播力。特别是在 2023 年 10 月在澳大利亚召开的 IODP 论坛会议上，国际各方
对中国 IODP 的科普活动成果表示一致的赞扬，并在会议纪要中对中国 IODP 在提升国际大洋钻探影响
力和传播力方面的成绩致以特别感谢。

简介：“船－岸连线”直播活动是重点针对青少年
开展的大洋钻探系列科普活动，通过邀请正在执行
IODP 航次的上船科学家为同学们科普航次任务和船
上生活，以激发青少年对深海大洋的好奇心、探索欲
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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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亚特兰蒂斯深部生命的秘密。本次活动作为全国科
技活动周的科普活动节目，直播在线观看超 300 万人
次！

8 月 4 日，IODP 395 航次“船－岸连线”科普直
播活动来到山西地质博物馆，邀请航次上船科学家浙
江大学海洋学院特聘研究员吴涛为同学们科普了大洋
钻探如何通过“解密岩芯”，来“探秘地球”，吴涛
还向大家介绍了船上科考工作与生活趣事。本次直播
在线观看超过 40 万人次。

9 月 25-26 日，IODP 400 航次“船－岸连线”科
普直播活动走进大理州乡村学校。邀请上船科学家自

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任健和中山大学海
洋科学学院副教授张彦成带领同学们“沉浸式”体验
了岩芯钻取、处理、分析的全过程。自然资源部第二
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嵘作为线下嘉宾，带领现场的
同学们与 IODP 400 航次的两位科学家进行了连线，
并从自身科研和科普工作经历、如何理解海洋科学、
国际大洋发现计划的由来和任务等方面给同学们带来
一场精彩纷呈的科普报告。来自云南省、贵州省、江
苏省、广东省、安徽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
治区等省、市、自治区的 100 余所乡村学校同步组织
师生收看，在线观看累计超过 235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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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活动２—巡回学术讲座

简介：“大洋钻探巡回学术讲座”是重点针对研究生
和青年科学家开展的大洋钻探系列科普活动，通过邀
请在大洋钻探领域活跃的专家到国内相关研究单位、
特别是非涉海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学术讲座，介绍大
洋钻探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发展方向等，吸引更多青年
科学家和学生了解并参与大洋钻探。中国 IODP 办公
室自 2021 年开始举办“大洋钻探巡回学术讲座”，迄
今举办了五期。

2023 年中国 IODP 办公室先后前往广西大学和深
圳大学举办了两场大洋钻探学术讲座，邀请了上海交
通大学王风平教授、中科院海洋所张国良研究员、同
济大学田军教授、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丁巍伟
研究员 4 位专家为大家开展学术讲座，介绍了大洋钻
探在深部生物圈、岩石圈演化、古海洋与古气候、板
块构造与地球动力学领域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

11 月 16 日，“大洋钻探巡回学术讲座”第五站
走进广西大学海洋学院。本期讲座首先由中国 IODP
办公室主任拓守廷博士从组织管理角度为大家带来大
洋钻探的背景介绍和最新国际动态。随后邀请上海交
通大学王风平教授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张国良研
究员分别为大家带来大洋钻探在深部生命和岩石圈演
化领域的成就和进展。讲座由广西大学海洋学院副院

长林武辉副教授主持，广西大学海洋学院院长余克服
教授出席了讲座。现场吸引了一百余名师生参加，现
场座无虚席，大家提问积极，讨论热烈。

12 月 7 日，“大洋钻探巡回学术讲座”第六站在
深圳大学顺利举办。中国 IODP 办公室主任拓守廷副
教授以“国际大洋钻探回顾与展望”为题开启了讲座
序幕，从大洋钻探的发展历史和重要成就讲起，并详
细分析了当前国际动向和未来发展。同济大学田军教
授和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丁巍伟研究员分别为
大家带来大洋钻探在古海洋学、板块构造与地球动力
学领域的成就和进展。讲座由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张
锐教授主持，现场吸引了一百余名师生参加，深圳大
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李晓光出席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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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同济大学深海探索馆和深海科学馆是中国 IODP
依托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海洋地质全国重
点实验室设立的科普教育基地，通过集中展示深海科
学领域的前沿发现、最新科技，面向广大高校师生、
中小学生以及市民普及深海知识，培养全民海洋意识。

2023 年度，中国 IODP 通过同济大学深海探索馆
和深海科学馆，组织了多场大洋钻探相关不同主题活
动，线上线下共惠及全国 140 万参与人次，让大洋钻
探走进更多社会公众，有力促进了全民海洋意识的提
高。

亮点活动４——会议设展

简介：为了提升大洋钻探的国内、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2023 年中国 IODP 在国内外海洋与地球科学相关的重
大学术会议设立中国 IODP 学术展览，为海洋与地球
科学领域的同行介绍中国 IODP 的发展历史，重要进
展以及参与方式，吸引更多同行参与 IODP，为中国
IODP 下一步引领国际大洋钻探贡献中国智慧。

4 月 3-6 日，中国 IODP 在第七届全国沉积学大
会设立学术展览，全方位介绍中国 IODP 的发展历史，
当前进展和下一步规划，吸引了数千人的了解和参与。

12 月 11-15 日，中国 IODP 首次联合国际 IODP
美、日、欧三平台等在 AGU 秋季会议上共同设立展览，
宣传当前 IODP 重大进展、2024 年后新一轮国际大洋
钻探的筹备进展及其与 ICDP 的合作。通过此次联合
设展，中国 IODP 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同行的关注，有
力提升了中国 IODP 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强化了中
国与美、日、欧三方以及 ICDP 的合作关系，为下一
步中国推进发起新计划的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科研成果
人才培养

据不完全统计：2023 年度中国科学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大洋钻探相关英文期刊论文 74 篇，中文期刊论文 16 篇，专著 1 篇，共
91 篇。 其中，发表在 Nature、Nature Communications、Nature 
Geoscience、Geology、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等高水平期刊上论文 57 篇。

航次后研究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海洋大学李孜晔博士等的大洋钻探研
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Nature）上 (Li et al., 2023)；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姚政权研究员等的大洋钻探研究成果（Yao et 
al., 2023），中国海洋大学刘景昱和合作者，（Liu et al., 2023）以及
褚梦凡和合作者（Chu et al., 2023）的大洋钻探成果，南方科技大学田
晋雨博士和合作者（Tian et al., 2023）的大洋钻探成果等发表在国际
知名期刊《自然 • 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中国科
学院南海所张旭博副研究员和合作者（Zhang et al., 2023）、中科院
地球环境研究所王欢业副研究员和合作者的大洋钻探研究成果（Wang 
et al., 2023）发表在国际知名地学期刊《自然 • 地球科学》（Nature 
Geoscience）。

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 2023 年继续立项支持了一
批大洋钻探相关研究项目，给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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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获批
中国 IODP 相关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负责人 承担单位 经费（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24.1-2026.12）

1 地球不同圈层间相互作用的大洋岩石记录 42322604 杨阳 中国科学院广州
地球化学研究所 2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024.1-2027.12）

2 " 利用大气氧气浓度变化反演碳循环的冰期
旋回演变 " 42376082 颜余真 同济大学 51

3 东亚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形成过程和驱动机
制 - 基于三千万年来南海孢粉沉积的研究 42376061 程仲景 同济大学 51

4 中更新世以来澳洲河流输入对东印度洋海区
印尼穿越流古海洋学重建的潜在影响 42376062 徐建 西北大学 51

5
南大西洋 Tristan-Gough 地幔柱的岩性组
成：来自 IODP-391 和 397T 航次钻孔玄武

岩的制约
42373012 王小均 西北大学 54

6 印 - 太暖池浮游有孔虫钙化作用机理 42376072 秦秉斌 自然资源部
第一海洋研究所 51

7 中更新世转型期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体热
盐演化 42376073 贾奇 自然资源部

第一海洋研究所 51

8 基于 IODP 376 计划的兄弟潜活火山围岩蚀
变与火山热液系统演化规律研究 42372052 蔡元峰 南京大学 53

9 中中新世适宜期在西北太平洋的沉积响应和
控制因素 42376050 蒋富清 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 51

10 俯冲带变质脱水过程中的 K 同位素地球化
学行为研究 42373003 刘海洋 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 55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023.12-2028.11 ）

11 新近纪晚期印太暖池区海道闭合与高纬冰盖
演变的耦合机制研究

 2023YFF
0803900 田军 同济大学 14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24.1-2026.12）

12 " 晚中新世大洋碳位移与全球变冷事件耦合
机制的数值模拟研究 " 42306068 杜金龙 同济大学 30

13 " 始新世－渐新世气候转型期海洋碳酸盐反
向泵的演化及碳循环意义 " 42306067 马瑞罡 同济大学 30

14 北半球冰盖扩张期东亚夏季风演化的古海洋
学记录 42306069 杨策 西北大学 30

15 更新世南海北部古生产力变化及其对低纬季
风降雨等过程的响应 42306075 徐烨

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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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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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2023 年 11 月 22 日，中国 IODP 专家咨询
委员会副主任、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
授翦知湣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丁奕凡  | 同济大学
晚中新世以来印尼海道及印尼贯

穿流的协同演化及其气候效应

导师 | 田军

4

王鹏伟  |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南海北部新生代盆地基底地层

和岩浆岩分布规律

导师 | 雷超

11

张天翔  | 河海大学
东太平洋加州湾瓜伊马斯盆地洋

中脊岩浆作用过程研究

导师 | 颉炜

8

2023 年中国科学家通过大洋
钻探相关数据培养了 11 名硕士，
11 名 博 士。 中 国 IODP 科 研 人
才队伍日益壮大！（硕士生 :01 - 
11，博士生 :12 - 22）

刘冰瑾 | 同济大学
末次冰盛期以来热带表层海水

氧同位素变化

导师 | 黄恩清

2

郑畅 | 同济大学
利用长链烯酮 重建早中新世（17-

22 Ma）大气二氧化碳浓度

导师 | 刘传联

3

刘红玲  | 中国科学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蚀变洋壳的锂（Li）同位素组成

及其指示意义：以 IODP U1502B

钻孔为例

导师 | 田丽艳

9

任镇杰  | 同济大学
晚渐新世 - 早中新世南海北部微

体化石组合揭示的古水深演化

导师 | 金海燕

1

胡钊彬 | 同济大学
南海西南次盆地震地层学与重

力流沉积

导师 | 钟广法

6

何志  | 同济大学
利用鱼牙化石钕同位素重建中中新

世气候转型期太平洋深水环流变化

导师 | 田军

5

王明  | 河海大学
新西兰希库朗伊边缘海山俯冲过
程与构造变形研究：基于离散元
数值模拟的认识

导师 | 王毛毛

7

杨廷根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超钾质和花岗质岩矿物间钾同位

素分馏及对弧岩浆钾同位素组成

的启示

导师 | 刘海洋

10

2023 年度中国科学家
培养的 IODP 相关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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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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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C
ultivation

靳华龙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晚始新世以来南海北部沉积记录

及其对古环境变化的响应

导师 | 万世明

16

袁帅  | 中国科学院大学
伊豆 - 小笠原俯冲起始早期阶段岩浆

地球化学特征及对源区性质的启示

导师 | 孙卫东、李贺

20

钱施 |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东部晚新生代以来水热格局
的演化：来自地质脂类的证据

导师 | 谢树成

14

Muhammad Sarim | 西北大学
Clay Mineral and Grain Size 
Records of Deep-sea Sediments off 
the Northwest Australian Margin 
over the Last ~800 kyr and Their 
Paleoclimatic Implications

导师 | 徐建

15

舒威  | 同济大学
南海北部晚渐新 - 中新世大洋红层

的沉积过程及其古海洋学意义

导师 | 刘志飞

21

郝世豪  |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南海北部陆缘强减薄带地壳结构、

裂陷特征、岩浆活动以及陆缘分

段模型

导师 | 梅廉夫

13

唐艺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晚渐新世以来西太平洋风尘沉积记

录的亚洲气候与植被演化

导师 | 万世明

18

李梦君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晚渐新世以来华南植被和大陆风

化演变在南海北部的沉积记录

导师 | 万世明

17

钱芳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冰期旋回中热带西太平洋上部水
体环境演化及其高低纬联系

导师 | 李铁刚

19

颜钰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第四纪以来西北太平洋不同沉积环
境的差异沉积响应及影响因素

导师 | 曾志刚

22

杜和曼 |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澳大利亚西南海域晚更新世以来高

分辨率年代学研究及其古海洋演化

意义

导师 | 姜涛

12

经费
支出

中国大洋发现计划 2023 年
经费支出主要涵盖两部分：一是
“决心号”联盟会员费 300 万美
元，由科技部支付给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会；二是中国 IODP 办公
室运行经费 145 万元，由同济大
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海
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提供支持。
此外，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还立项支持IODP相关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2023 年获批 14

个项目，总直接经费 2133 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科技部通过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布局了一批大洋
钻探装备和技术相关项目，由于
立项信息不完全公开，没有列入
清单。其他部委和省市，如自然
资源部、上海市、广东省、山东
省等均有经费支持大洋钻探研究
工作，这里不再一一统计。

300
万美元

IODP 会员费

航次后研究
资助费用

31
万元

国际合作与交流

劳务和专家
咨询费用

举办学术会议14
万元

国内差旅费用

20
万元

信息出版费

日常办公费用 2133
万元

科技部、基金委
航次后研究资助

10
万元

15
万元

5
万元

派出科学家和代表
资助费用

35
万元

15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