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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国际子午圈计划是一项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其

目标是整合、部署和运行一个全球研究和监测网络，充分利用电离层和中高层大

气的“显示屏’效果来追踪这些日地空间危害的踪迹封面展示了国际子午圈计划

全球观测系统所需的位置分布，即优先沿120。E一60。W大子午圈部署监测设备，

实现对主要地理和地磁纬度变化的最佳覆盖，继而辅之以30。E～150。w的第二

个子午圈来捕捉经度变化．通过国际子午计划的全球地基监测网络，对电离层和

中高层大气进行持续探测，从而监测、认知，甚至减轻威胁地球空间环境的扰动．

具体内容参见2056～2062页刘维宁等的文章．

表层地球

2015青藏高原第四纪孢粉研究五十年

唐领余，沈才明，吕厚远，李春海，马庆峰

文章对近50年来青藏高原地区的第四纪孢粉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重点就第四纪孢粉学对青藏高原古植被和古气候研究学
术贡献进行阐述，并对未来工作的挑战和展望作了论述．

固体地球

2035统计地震学在地震危险性概率预测方法研究中的应用与讨论

裴玮来，周仕勇，庄建仓，熊子瑶，朴健

文章对统计地震学的发展进行了简要综述，着重分析了统计地震学在地震危险性预测中的研究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对其发展方向

进行了讨论．期望将统计地震学新理论新进展引入长期地震危险性分析和工程地震应用研究中，以促进我国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

行星空间

2048嫦娥五号样品揭示月球20亿年前火山活动及源区性质

刘守偈，周琴，李秋立，胡森，杨蔚

2020年，我国嫦娥五号工程任务采回新的月球样品．样品的高精度年代学和岩石地球化学研究显示，月球20亿年前仍存在火山

活动，其源区不富含克里普组分，也不富水，这为未来月球探测和研究提供了新方向．

2056国际子午囤计划的科学挑战和观测系统

刘维宁，Michel BLANC，王赤，蹦c DONA、，AN，Jolln FOSTER，M破LESTER，Hemann 0PGEN00RTH，任丽文

国际子午圈计划是一项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其目标是部署、整合和运行一个全球研究和监测设备网络，利用

IMuA的“显示屏”效果来追踪这些日地空间危害的踪迹．文章展示了lMcP全球观测系统所需的位置分布，优先沿120。E～60。w

大子午圈部署设备，以最佳方式覆盖主要地理和地磁纬度变化．

行星空间

2063 1．27IIm辐射源迈克尔逊干涉仪观测火星风场：概念设计

杨娜，夏淳亮，余涛，左小敏，孙杨轶，闫相相，张健，王锦，乐会军，刘立波，william EdmundⅥARD

文章基于火星大气动力学观测项目(DYNAM0)设计的卫星仪器，利用迈克尔逊方程构建了由轨道子模型、大气背景场子模型

和仪器子模型组成的DYNAM0测量的正演模型，模拟了仪器测量火星大气中1．27¨m气辉光谱来观测火星大气风场．正演模型

的构建对将来火星大气风场探测的仪器设计和风场数据推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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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海洋

2079长生命史青藏高原东移对流系统的半理想模拟研究

傅慎明，麦子，孙建华，李万莉，钟琦，孙家仁，张元春

暖季，青藏高原频发中尺度对流系统(MCs)，这些系统在有利的背景条件下常常发展东移，引发高原及下游地区的一系列暴雨及

洪涝过程．文章基于16个暖季的高原Mcs统计结果，从共性上研究了此类系统的演变特征及内在机理．

2098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地区冬季辐射雾理化特征的观测研究

王元，牛生杰，陆眷松，吕晶晶，张晶，张鸿伟，张思蕊，邵乃夫，孙玮，靳雨晨，宋清海

2019年冬季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地区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辐射雾综合探测试验，基于此次试验结果，文章探究了该地区辐射雾

的生消机理和理化特征，加深了对冬季热带雨林辐射雾的认识和理解．

表层地球

2112气候变化和异常天气共同导致印度杰莫利冰．岩崩塌

周玉杉，李新，郑东海，李志伟，安宝晟，汪赢政，姜德才，苏建宾，曹斌

2021年2月7日印度杰莫利地区发生冰崩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但其触发原因和机制目前仍不明确．文章研究发
现，此次事件是由气候变化和异常天气共同作用于陡峭的地形和易断裂的地质条件造成的．

2126城市建筑立体结构和楼房温室效应对局地辐射通量的影响

张仁华，匡文慧，杨仕琪，李召良

文章发展了城市三维立体结构的“聚合元”等价计算原理与定量模型，发现城市建筑立体结构聚合面水泥墙与草地相比等效吸收
率差值为冷效应，玻璃窗的温室效应减缓了城市“聚合元”辐射收支的冷效应．

2140中全新世以来中国中部高山植被生产力和土壤侵蚀演变的古生态学证据

程颖，刘鸿雁，王红亚，陈德亮，Philippe CIAIS，罗耀，吴秀臣，印轶

自全新世中期以来，太白山高海拔地区的生态系统发生了显著变化，植被生产力主要受到年平均温度的驱动，而土壤侵蚀则与夏

季降水有羌研究结果表明，古生态学记录可为研究较长时间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提供有力证据．

2150西藏芒康晚始新世高山栎组化石的发现及其生物地理学意义

陈琳琳，邓炜煜东，苏涛，李树峰，周浙昆

在西藏芒康发现的晚始新世(34Ma)高山栎组叶片化石，将高山栎组植物的出现时间向前推了近两千万年．文章对该化石进行描

述和鉴定，结合现有化石记录分析了高山栎组植物的起源与扩散路径．

固体地球

2163桐柏地区火神庙矽卡岩型铁矿床的成矿时代、矿床成因及其与古生代构造．岩浆活动的关系

柴明春，胡浩，李建威，杜世广，侯林枫

在桐柏地区首次识别出早古生代商丹洋俯冲背景下形成的矽卡岩型铁矿床，确认秦岭造山带存在与古生代构造．岩浆热液活动有

关的成矿作用，丰富了秦岭造山带的区域成矿规律，为在桐柏地区及北秦岭寻找古生代多金属矿床提供了理论依据．

2184东特提斯开阔海环境中托尔期大洋缺氧事件的记录：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区域环境扰动的启示

付修根，王剑，文华国，宋春彦，王忠伟，曾胜强，冯兴雷，韦恒叶

文章报道了东特提斯开阔海环境早侏罗世T-0AE的地质地球化学记录，发现了羌塘盆地色哇剖面低能黏土岩中的高能粗粒沉

积与全球气候变暖相对应，提出了T-0AE有机质富集总体受全球气候控制，但也受到区域环境的扰动影响．

2197利用自制SEP电磁观测系统研究祁幔塔格山和西柴达木盆地岩石圈结构

底青云，薛国强，王中兴，何兰芳，裴仁忠，张天信，方广有

采用自主研发的电磁探测系统，在柴达木盆地西缘进行深部构造观测，数据质量与国际高端装备相当；发现祁曼塔格山下赋存上

地幔高导异常，推测可能存在一个向北方向的流体通道；推测柴达木盆地成因是青藏高原北部上地壳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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