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方数据



目次
2019年 12月，第 49卷，第 12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专题

大气科学
1833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大气科学研究:大气物理与大气环境篇

‘~Itl俐 tiLl~畸型国
SCIENTIA SINICA Terrae

王体健，高太长，张宏异，葛茂友，雷恒池，张培昌，张鹏，陆春松，刘超，张华，张强，廖宏，阙海东，冯兆忠，张义军，
都秀书，蔡旭晖，李蒙蒙，刘磊，佟胜睿
大气物理与大气环境是大气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气物理与大气环境学科不断发展，为大气科学的发展

提供了重要支撑，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文章着重介绍了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大气物理与大气环境学科发展的总体
概况，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大气物理与大气环境学科的主要研究进展，总结了进入21世纪以来的突出研究成果，指出面临的重大
问题和挑战，提出未来的重点方向和发展建议.

1875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大气科学研究:天气篇
孟智勇，张福青，罗德海，谈哲敏，方娟，孙建华，沈学顺，张云济，汪曙光，韩威，赵坤，朱磊，胡永云，薛患文，
马亚平，张丽娟，是绩，周瑞琳，李枫，刘郁君，朱宇宁

天气现象瞬息万变，与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气候和环境变化背景下，不同尺度的天气系统表现出极为复杂的相互作用.文章

重点回顾过去70年我国在主要天气过程的观测、演变机理和预报方法领域取得的重大科学和技术成果.

海洋科学
1919 南海中深层动力格局与演变机制研究进展

王东晓，王强，蔡树群，尚晓点，彭世球，舒业强，肖劲根，谢晓辉，张志伟，刘志强，兰健，陈大可，薛患沽，王桂华，
甘剑平，解习农，张锐，陈慧，杨庆轩

南海具有远大于大洋的混合，并且孕育了独特的三层环流结构;南海深层环流又显著影响着地质沉积、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过

程.近年来，我国对深海研究持续投入，在南海中深层环流动力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1933 海洋微型生物碳泵理论的发展与展望
张传伦，孙军，刘纪化，蔡阮鸿

气候变化引发全球关注.微生物驱动的海洋碳循环，在调节气候变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文章概述了近几十年来中国海洋碳循环
研究历程，并突出介绍相关研究方向在国际同行中从跟跑到领跑的过程.

地球关键带研究专题
1945 地球关键带过程与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机理

张甘霖，朱永官，邵明安

关键带过程决定着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西南喀斯特、黄土高原、南方丘陵红壤区和典型城郊区开展了关键带过程研究，专

题论文展现了该研究的新进展，深化了对中国典型地区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机理的认识.

1948 稻田土壤微生物驱动的微好氧亚铁氧化藕合碳同化过程
李晓敏，牟山，陈娅婷，刘同旭，董军，李芳柏
微好氧亚铁氧化精合碳同化是水稻土维持其生产与生态功能的重要过程.采用凝肢梯度管法研究了红壤稻田微好氧亚铁氧化
精合碳同化效应，鉴定了其功能微生物，可为关键带土壤铁/碳元素循环精合过程研究提供借鉴.

1960 红墙农田小流域径流组分对氮素流失动态的影响
汪亚及，高磊，彭新华

红壤低丘区农业氮流失问题突出.基于小流域水文监测，文章解析了旱地生态系统和水田生态系统氮流失的水文路径，发现土

壤水·地下水"地表径流是该地区氮流失的关键路径.

1974 岩石裂隙决定喀斯特关键带地表木本与草本植物覆盖
刘鸿雁，蒋子涵，戴景钮，吴秀臣，彭建，王红亚，JeroenMEERSMANS, Sophie M. GREEN, Timothy A. QUINE
喀斯特地区树草覆盖度的比例与白云岩和石灰岩的比例密切相关.由于化学组成不同，白云岩发育着致密的裂隙，适合草本植物
生长;而石灰岩发育大而深的裂隙，适合树木生长.区域植被建设需要考虑岩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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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前沿论坛
1982 俯冲带地球深部碳循环作用

刘勇胜，陈春飞，何德涛，陈唯

评述

板块俯冲作用是碳从地表返回地球深部的主要途径.文章从俯冲带碳循环的观察和示踪、俯冲带碳的迁移与变化、俯冲带碳循

环通量以及俯冲带破循环的效应等四个方面对俯冲带碳循环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

地质科学
2004 重力驱动的特提斯单向裂解.聚合动力学

避展

万博，吴福元，陈凌，赵亮，梁晓峰，肖文支，朱日祥

潘吉亚超大陆形成后不断有陆块从南方冈瓦纳大陆裂解，它们受特提斯洋大洋板片北向俯冲的牵引进而北漂，最终与北方欧亚

大陆拼合汇聚.整个动力学演化过程能够比喻为一列受俯冲导航·重力驱动的"特提斯号"单程列车.

地理科学
2018 水·氮辑合机制下的中国粮食与环境安全

论文

喻朝庆

中国的粮食安全、水资源和水环境近60年来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可持续问题突出.文章通过重建气候、作物、水资源、氮素和水

质的演变关系，量化水环境氮容量的安全阀值，提出了在保障粮食安全下恢复水质的途径与对策.

环境科学
2037 河西走廊史前文化年代的完善及其对重新评估人与环境关系的启示

杨谊时，张山佳，Chris OLDKNOW ，仇梦岭，陈亭亭，黎海明，崔一付，任乐乐，陈国科，王辉，董广辉
在河西走廊史前遗址开展了AMS碳十四测年，结合已有的测年数据，检验了不同测年材料数据的可靠性.运用贝叶斯方法对炭

化作物种子和骨憾年代进行建模，厘定了史前文化的年代范围，重新分析了沙井和骗马文化衰落的原因.

大气科学
2051 大气中二次细粒子污染的宏观机制及其前体物环境容量

徐大海，陈军明
大气化学动力方程解得大气自净力、总体氧化速率和区域尺度所决定的前体物化学反应进程.文章阐明二次细粒子产生的宏观

机制，并估算出细粒子年均浓度重现期达标时所对应的集总前体物在中国大陆各地区的环境容量

2064 西北地区东部与西部汛期降水踹踹板变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张强，林蜻蜻，刘维成，韩兰英

目前对西北气候变异性及多种大气环流系统影响的机制认识有限，文章研究发现以夏季风北边缘线为界，西北地区东、西部汛

期降水的变化均呈显著的烧烧板现象，这是南亚高压、ENSO等对夏季风和西风带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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