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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科学
865 俯冲带斑岩铜矿系统成矿机理与主要挑战

陈华勇，吴超

斑岩型铜矿床是板块俯冲带最具代表性的成矿类型，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研究和经

济价值．文章系统梳理和总结了斑岩铜矿从深部岩浆起源到浅部热液成矿过程的机

理认识，提出了未来斑岩铜矿研究面临的挑战和关键科学问题．

地理科学
887 基于卫星数据的地表下行短波辐射估算：方法、进展及问题

胡斯勒图，施建成，李明，王天星，尚华哲，雷永荟，姬大彬，闻建光，

阳坤，陈良富

文章从卫星载荷、反演算法和发展趋势等方面，总结了近十年来地表下行短波辐射

(DSSR)的相关研究，提出未来需要有机结合物理方法和机器学习方法，利用新一代

静止卫星和极轨卫星资料生产高时空分辨率DssR产品，推进辐射产品在陆面水文

模型和气候模式中的应用．

地质科学
903 “进源找油”：论四川盆地页岩油气

邹才能，杨智，孙莎莎，赵群，拜文华，刘洪林，潘松圻，吴松涛，袁懿琳

四川盆地发育海相、海陆过渡相和陆相三类多套富有机质页岩，具有可媲美北美页

岩层系的优越地质条件，页岩油气资源丰富，“甜点段”“甜点区”是工业开发的主要对

象，有望引领中国陆上页岩油气“进源找油”征程．

地球化学
92l 合肥盆地南缘碎屑锆石定年及其对大别造山带超高压岩石折返的指示

王勇生，白桥，田自强，杜辉

合肥盆地防虎山组砾岩中砾石来自于宿松杂岩带，且下一中侏罗统碎屑锆石年龄中缺

失佛子岭群部分特征年龄峰，指示防虎山组具有混合物源的特征，而佛子岭群被掩

盖，不作为物源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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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学
海底大地基准网建设及其关键技术

杨元喜，刘焱雄，孙大军，徐天河，薛树强，韩云峰，曾安敏

文章系统论述了海底大地测量基准建设系列关键技术，提出海底对称网型设计准则，

设计了圆形差分观测和交叉十字非差分观测相结合的海底定位模式，构建先验标校

改正与参数补偿相结合的系统误差影响控制方法．建立了3000m水深的长期海底基

准点，定位结果内符精度优于5cm．

联合多种资料确定华北岩石圈三维热．流变结构：对裂陷形成的意义

王·恺，熊熊，周宇明，冯雅杉

华北克拉通岩石圈破坏伴随着分布广泛的、东西差异巨大的裂陷构造，其形成机理

是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综合多种观测资料构建华北岩石圈三维热一流变结

构模型，探讨了岩石圈热一流变结构对裂陷形成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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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 基于人工合成地震目录的地震发生概率初步分析

孙云强，罗纲，胡才博，石耀霖

文章建立了青藏高原东北缘的三维黏弹塑性有限元模型，人工合成了区域几万年时

问尺度的地震目录，结合人工合成地震目录及实测数据分析了区域各断层上不同位

置、不同震级的地震复发特征及长期平均的地震发生概率．

环境科学
977 孢粉．气候定量重建方法体系的建立及其应用——以青藏高原东部全

新世温度重建为例

梁琛，赵艳，秦锋，郑卓，肖霞云，马春梅，李焕，赵文伟

准确的气候定量重建结果可以为气候模拟提供边界条件和验证．文章建立了基于孢

粉的古气候定量重建方法体系，提高重建规范性和精确度，并基于此重建了青藏高

原东部若尔盖盆地的全新世温度变化历史

995 过去2700年太阳活动对青藏高原东北部柴达木盆地荒漠植被与气候
干旱频率的驱动

李泉

文章基于柴达木腹地苏干湖纹层沉积物的孢粉记录，揭示了2700年来流域植物多样

性伴随荒漠植被的扩张(退缩)而升高(降低)；该地区气候湿度呈现200年准周期性变

化，主要是受控于太阳活动的驱动及区域大气环流的调制．

地理科学
1009全球历史LUCC数据集数据可靠性的评估方法及评估案例

方修琦，赵琬一，张成鹏，张顿呖，魏学琼，邱维理，叶瑜

基于可用于全球历史土地覆盖数据集数据可靠性评估的证据极为有限的事实，文章

构建了历史Lucc数据可靠性评估框架，从准确性、合理性和一致性三个方面提出4

种可靠性评估方法，并给出了5个历史耕地可靠性的具体评估案例．

海洋科学
1021气候变暖背景下全球平均海洋环流在加速

吴立新

地球海洋环流系统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如何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基础科学问题．近期发

表在＆沱ncP Adv鲫cPs的一项工作显示，全球平均海洋环流在过去20多年中存在显

著加速趋势，文章对该工作进行了点评，指出未来应该加强对全球海洋的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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