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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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DP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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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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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 IODP 正在积极推进成为国际大洋钻
探平台提供者，自主组织航次，建设运行国际大洋钻
探岩芯实验室，进入国际大洋钻探领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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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条法司

5 外交部边海司

6 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

7 教育部科技司

8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9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科技发展部

10 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11 科技部基础研究司

12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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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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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担任。聘请上届专家委员会汪品先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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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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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良、柳中晖、徐敏、耿
建华担任 SEP 代表，孙珍、
尉 建 功 担 任 EPSP 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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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涛副处长担任 JRFB 委员，
上海交通大学王风平教授担
任 ECORD-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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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处长（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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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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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P 
航次执行

航
次
执
行

Ex
peditions

2021 年，美国“决心号”共执行了 2 个航次：8 月 6-10 月 6 日期间的 IODP 396 航次（主题：挪威中
部大陆边缘岩浆作用），该航次基于 IODP 944 号建议书，沿挪威中部大陆边缘钻探 7 个站位，获取火山和
沉积记录，旨在了解东北大西洋大陆破裂期间过量岩浆活动的性质、成因以及对气候的影响。12 月 6 日 -2022
年 2 月 5 日期间的 IODP 391 航次（主题：沃尔维斯洋脊热点），该航次基于 IODP 890 号建议书，在南大
西洋沃尔维斯洋脊（Walvis Ridge）钻探 6 个站位，检验地幔羽带状分布、热点漂移假说，研究沃尔维斯洋
脊的起源和地球动力学意义。目前正在执行中，由于执行期间有多位船员感染新冠，对航次带来很大困难。
因疫情原因，中国科学家未能上船，但仍在岸上参与航次，并将获得样品和数据开展航次后研究。欧洲“特
定任务平台”执行一个航次：4 月 13 日 - 6 月 1 日期间的 IODP 386 航次（主题：日本海沟古地震），航次
基于 IODP 866 号建议书。

IODP 396 航次基于 IODP 944 号建议书，沿
挪威中部大陆边缘钻探 7 个站位，获取火山和沉
积记录，了解东北大西洋大陆破裂期间过量岩浆活
动的性质、成因以及对气候的影响。主要科学目标
是：（1）确定地幔熔融条件；（2）确定轴向火
山通量的时空变化以验证不同地球动力学模型对火
山裂谷边缘形成的预测结果；（3）确定内熔岩流

和外熔岩流的沉积环境变化，以检验在整个张裂过
程中岩浆成因与热动力支持之间的相关性；（4）
评估火山和岩浆活动的时间演变与古气候指标的关
系，以检验大规模火山活动与气候变化事件之间的
联系；（5）研究北大西洋张裂初期两个关键过程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IODP 396
挪威中部大陆边缘岩浆作用
2021.8.6 - 10.6

罗       敏       
航        次     IODP 386
船上岗位     无机地球化学
单        位     上海海洋大学  

王 永 红     
航        次     IODP 386
船上岗位      古地磁学
单        位      中国海洋大学  

郭 鹏 远      
航        次     IODP 396
船上岗位     岩石学
单        位     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

王 梦 媛      
航        次     IODP 396
船上岗位     有机地球化学
单        位     中山大学

IODP 386 航次基于 IODP 866 号建议书，在
7000-8000 米水深的日本海沟使用重力取样器获
取沉积物岩芯，主要目标是建立古地震事件沉积
中沉积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地球化学等各种指标，
以便准确识别里氏 9.0 级别的地震和其他驱动机
制；研究古地震事件沉积物的物质来源、搬运和
沉积过程等。

航次分为海上部分和岸上部分，海上部分于
2021 年 4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执行。海上取样工作
由日本 JAMSTEC 旗下的 Kaimei 号调查船实施。
岸上初步研究工作推迟，预计在日本“地球号”
钻探船的实验室进行，为期约 4 周。由于疫情原因，
各国科学家无法进入日本，岸上初步研究工作将
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线下工作主要由日本
JAMSTEC 人员完成。

IODP 386
日本海沟
2021.4.13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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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P 397
伊比利亚西南边缘海域
2022.10 - 12

航
次
执
行

Ex
peditions

IODP 391
沃尔维斯洋脊热点
2021.12.6- 2022.2.5

IODP 391 航 次 基 于 IODP 890 号 建
议书，在南大西洋沃尔维斯洋脊（Walvis 
Ridge）钻探 6 个站位，主要科学目标是：（1）
检验地幔羽带状分布、热点漂移假说；（2）
研究沃尔维斯洋脊的起源和地球动力学意义。

李 春 峰       
航        次     IODP 391
船上岗位     构造地质学
单        位     浙江大学  

王 小 均      
航        次     IODP 391
船上岗位      火成岩地球化学
单        位      西北大学  

IODP 
航次召集

2021 年，4 个航次发出船上
科学家团队召集通知。分别是欧
洲大洋钻探研究联盟科学执行机
构（ESO）组织实施的 IODP 377
航次（主题：北冰洋古海洋）、 
美 国“ 决 心 号” 科 学 执 行 机 构
（IODP - JRSO） 负 责 的 IODP 
397 航次（伊比利亚陆缘古气候）、
398 航次（主题：希腊弧火山）、
IODP 399 航次（主题：Atlantis 
Massif 深部生命）。

IODP 398
希腊弧火山区
2022.12 - 2023.2

IODP 399
亚特兰蒂斯热液
2023.4 - 6

IODP 377
北冰洋罗蒙诺索夫海脊
2022.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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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次
执
行

Ex
peditions

航次 姓名 职称 单位 船上岗位

377 肖文申 博士 同济大学 微体古生物学

397 吴家望 副教授 中山大学 无机地球化学

397 庞晓雷 博士 北京大学 沉积学

2022-2023 年执行航次中国上船科学家名单

IODP 377 航次分为海上部分和岸上部分，
海上钻探工作计划于 2022 年 8-9 月间实施，为期
约 50 天。岸上初步研究和采样工作计划于 2022
年底或 2023 年初在德国不莱梅大学 IODP 岩芯库
举行，为期约 30 天。只有部分科学家团队成员可
以参加海上钻探工作，全体科学家团队都将参加
在不莱梅的岸上初步研究。基于 IODP 708 号建
议书，计划在北冰洋罗蒙诺索夫海脊南部实施钻
探，获取长期、连续的沉积记录，研究北冰洋中
部新生代以来的古气候和古环境演化。

同济大学肖文申博士受中国 IODP 选派，上
船担任古生物学专家。

IODP 397 航次计划于 2022 年 10-12 月期间
执行。航次基于 IODP 772 号建议书，计划在伊
比利亚西南边缘海域不同水深处实施 5 个主要钻
孔，获取晚中新世—更新世以来高分辨连续地质
记录，重建北大西洋垂向水团变化历史及其与全
球气候变化的关系。

中山大学吴家望副教授、北京大学庞晓雷博
士受中国 IODP 选派，上船参加航次，分别担任
无机地球化学家和沉积学家。

IODP 398 航次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 - 2023
年 2 月期间执行。航次基于 IODP 932 号建议书，
计划在希腊弧火山区实施 6 个钻孔，获取火山和
沉积记录，研究岛弧裂谷环境下的火山活动及相
关地壳构造、岩浆作用和地质灾害等。

IODP 399 航次计划于 2023 年 4-6 月期间执
行。航次基于 IODP 937 号建议书计划利用亚特
兰蒂斯热液系统北部现有钻孔 U1309D（IODP 
304 航次），通过新型温度敏感采样工具采集高
温（>200℃）环境下的流体和岩石样品，研究大
洋核杂岩的发育演化及深部生命的基本组成和形
成机制。此外，航次计划在 U1309D 孔附近实施
一个较浅的钻孔，获取蛇纹石化橄榄岩拆离断层
的完整剖面，以深化 IODP 357 航次的发现。

组织撰写
IODP 建议书

同济大学与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中国科学院深
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推进中国大
洋钻探平台建设工作，已形成初步工作框架。在该框
架下，2021 年 4-5 月委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组织实
施花东海盆钻探站位调查航次，同年 10 月由同济大学
钟广法、黄奇瑜教授等牵头，多位国际国内专家联合
参与的花东海盆 IODP 钻探完整建议书顺利提交。这
份题为“The Huatung Relic Mesozoic ocean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adjacent Cenozoic marginal 
seas in Western Pacific”的建议书提出在南海以东
的花东海盆实施钻探，获取基底岩石和沉积地层，通
过对基底岩石样品的测年和其他地质和地球化学测试，
确认和了解中生代海洋残留遗迹，研究花东海盆的构
造、沉积和古海洋演化。

以中国 IODP 自主组织航次为目标的南海南部
巽他陆架大洋钻探建议书计划将于 2022 年上半年
提交。该建议书聚焦全球低纬陆架地区的海平面变
化、流域演化和碳循环等国际前沿科学问题，继续
扩大我国在南海大洋钻探和基础研究上的主导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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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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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多位国内外专家共
同撰写的建议书目前正在修改。这份题为“Southern 
Mariana Deep Drilling: Tectonic, geochemical 
and biological activities triggered by bending 
of the incoming plate at the world’s deepest 
trench”的建议书计划围绕“深部构造—流体—生命
活动”为主题展开设计，在地球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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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

3
1 月

2 月

4 月

1 月 11-14 日，SEP 第 15 次工作会议在
线上召开，香港大学柳中晖，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张国良，同济大学耿建华，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孙珍参加了
会议。

SEP
第 15 次工作会议

4 月 12 日大洋钻探成员国办公室会议在
线上召开，中国 IODP 办公室拓守廷、
李阳阳、张钊和温廷宇 4 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加强了 IODP 各成员国的沟通
交流，为各成员国交流最新工作进展和
交换意见提供平台。

IODP 成员国
办公室会议

2 月 25 日，中欧大洋钻探双边合作研讨
会线上召开，ECORD 各机构负责人，中
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翦知湣
教授，顾问汪品先院士，中国 IODP 办
公室和同济大学、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等单位的相关专家近 20 人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中欧双方达成高度共识，将在
2024 年后国际大洋钻探中加强合作，在
平台管理与运行、联合组织航次、岩芯
库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度交流与合作。

中欧大洋钻探
双边合作研讨会

4 月 26 日、5 月 6 日，IODP 论 坛 2021
年度会议，中国科技部社发司孙岩调研
员，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王文涛副处长、
揭晓蒙主管，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孙
珍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王风平教授，
以及中国 IODP 办公室拓守廷、李阳阳、
张钊和温廷宇等 9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
为 2050 大洋钻探科学框架的执行提供了
有力指导，为 2023 年后大洋钻探组织运
行模式的确定奠定了初步基础。

IODP 论坛
2021 年度
第一次会议

IODP
工作会议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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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7 月

10 月

6 月 23-25 日，“决心号”平台管理委员
会年度会议在美国圣迭戈市线下与线上
同步召开，中国科技部社发司孙岩调研
员，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王文涛副处长、
揭晓蒙主管，中国 IODP 办公室拓守廷、
李阳阳、张钊和温廷宇等 7 人参加了线
上会议。会议主要围绕“决心号”平台
的运行、管理和未来规划展开了讨论。

“决心号”
    平台管理委员会
    年度会议

10 月 11-13 日，IODP 论坛 2021 年度第
二次会议、成员国办公室会议，及资助
机构代表会议在意大利罗马线下与线上
同步召开。科技部社发司孙岩调研员、
窦挺峰，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王文涛副
处长、揭晓蒙主管，中国 IODP 专家咨
询委员会刘志飞教授，以及中国 IODP
办公室拓守廷、李阳阳、张钊和温廷宇 8
人线上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围绕 IODP
平台提供者当前工作进展、2024 后运行
规划及 2024 年后大洋钻探组织运行模式
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

IODP 论坛
2021 年度
第二次会议、
成员国办公室
会议

7 月 27-30 日，SEP 第 16 次工作会议在
线上召开，香港大学柳中晖，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张国良，同济大学马知途，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孙珍参加了
会议。

SEP
第 16 次工作会议

工
作
会
议

C
onferences

中国 IODP 
学术研讨会

7 月 7-10 日，为期 4 天的第六届地球系统科学大
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 185 家单位的 2000 余名专
家学者和青年学生齐聚上海松江，交流地球系统科学
研究最新进展，共话未来发展方向。

会议由中国大洋发现计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和同济大学海洋地质
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

为充分贯彻海陆结合、古今结合、生命科学与地
球科学结合、以及科学与技术结合的办会宗旨，本届
会议设六大主题：“地球表层环境演变”、“海洋与
气候”、“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深部过程与行星
循环”、“深海资源、灾害与技术”、“科普和教育”，
主题下分设 46 个不同的专题。围绕上述专题，会议共
安排 690 个口头报告，669 个展板报告，每天 10 个分
会场同时开讲，充分开展学术交流，极大地激发了各
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本届会议邀请毛河光、郭华东、
潘永信、焦念志院士，董海良、翦知湣和彭晓彤教授
等 7 位专家做大会特邀报告。报告涵盖地球表层变化
的深部因素、月基对地观测、地磁场与生物圈、海洋

负排放与碳中和、矿物与微生物协同演化、海洋气候
变化和载人深潜科学发现等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密
切相关的主题。

大剂量的信息交流是地球系统科学大会的一大特
色，除了白天口头报告和展板报告以外，大会还在晚
上安排了信息发布会，特别设计了“深空、深地、深海”
环节，邀请王成善院士、叶聪、朱岩研究员分别介绍
深时数字地球、载人深潜技术和火星探测方面的最新
进展。会议交流形式丰富多样，不断创新，有精心打
造的《华夏山水的由来》科普专题，汪品先院士、袁
道先院士领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南海演义、桂
林山水甲天下等题目，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关注。此外，
还有“深部地球的富氧活动”、“河口海岸地质资源”
圆桌论坛等特色内容。

为举荐我国地球科学领域优秀青年学者，本届会
议继续设置了“青年学者论坛”，邀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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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会
报告。会议还举办了“优秀学生展板”评选活动，并
给予 15 名优秀学生表彰和奖励。

第六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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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正值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办会十周年，为回
顾过去十年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展望未来
地球系统科学发展的美好前景，本届会议还特别举办
了十周年纪念活动。通过十周年纪念征文、纪念画册、
纪念视频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往届参会代表温馨回顾
了自己与地球系统科学大会过去十年的成长经历。

本届会议还新增了“地球系统科学战略研讨”板
块，紧扣目前四个主题战略研究方向，即重新认识海
洋碳泵、水循环及其轨道驱动、东亚—西太的海陆衔接、
深部与表层的相互作用。由汪品先院士领衔，郭正堂、
焦念志、金之钧、王成善等多位院士和专家参加的地
球系统战略研究组在会上进行了中期汇报。

为了让更多青年科学家和学生了解、参与大洋钻
探，中国 IODP 办公室在全国高校举办了大洋钻探巡
回学术讲座。2021 年办公室共在西北大学、北京大学、
兰州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举办了四场大洋钻探学术讲
座，邀请了 4 位在大洋钻探领域活跃的专家到国内相
关研究单位做学术报告，介绍大洋钻探研究的最新进
展和发展方向等。他们分别是同济大学田军教授（古
海洋与古气候）、中科院海洋所张国良研究员（岩石
圈演化）、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丁巍伟研究员（大

陆边缘动力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王风平教授（深部生
物圈）。

6 月 9 日，首场讲座于西北大学成功开讲，本次
讲座邀请了丁巍伟和张国良，分别介绍了构造和大陆
边缘动力学，海洋岩石圈演化等领域的最新进展，中
国 IODP 办公室拓守廷从管理运行角度对国际大洋钻
探计划进行了回顾与展望。讲座由西北大学地质学系
陈立辉教授主持，得到了西北大学科技处和地质学系
的大力支持，西北大学百余名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中国 IODP 办公室组织
大洋钻探巡回学术讲座

中国 IODP 
科普宣传活动

现场师生对讲座内容表示出极大兴趣，
互动环节气氛极为热烈。

6 月 28 日，大洋钻探巡回学术讲座
第二站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顺利举
办。本次讲座邀请了田军和中国 IODP
办公室主任拓守廷博士做学术报告。讲
座由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院长周力平教
授主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地
质大学（北京）近百名师生参加了本次
讲座，并对大洋钻探 50 余年来积累的样
品和数据的申请有了更详细的了解。  

9 月 30 日，大洋钻探巡回学术讲座
第三站在兰州大学成功召开。本次讲座
邀请了王风平和张国良做学术报告，分
别介绍深部生物圈和大洋岩石圈演化领
域的最新进展，拓守廷从组织管理角度
对国际大洋钻探进行了回顾与展望。讲
座由兰州大学聂军胜教授主持，取得了
圆满成功，吸引了兰州大学青年学生和
科学家从海陆结合的角度了解和参与大
洋钻探。 

11 月 16 日，大洋钻探巡回学术讲
座第四站在南方科技大学一丹图书馆成
功举办。本次讲座邀请了田军、丁巍伟
和拓守廷做学术报告。讲座由南方科技
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系刘青松教授主持，
报告厅里座无虚席，海洋科学与工程系
系主任陈永顺教授、副主任张传伦、徐
景平教授与近百名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共同探讨了中国大洋钻探下一步的发展
战略。

西
北
大
学

北
京
大
学

兰
州
大
学

南
方
科
技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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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 2021 年
发表 IODP 相关成果

研
究
成
果

R
esearches

1.	 Cao Licheng, Jiang Tao, He 
Jingke. Fingerprinting sand 
from Asian rivers to the deep 
central South China Sea since 
the Late Miocene.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tin, 
2021, 133(9-10): 1964-1978.

2.	 Chen Shuangshuang, Gao Rui, 
Wang Zewei, et al. Coexistence 
o f  H a i n a n  p l u m e  a n d 
stagnant slab in the mantle 
transition zone beneath the 
South China Sea spreading 
r i d g e :  C o n s t r a i n t s  f r o m 
volcanic glasses and seismic 
tomography. Lithosphere, 

m e t a b a s i t e s  e x h u m e d 
from the Mariana forearc: 
I mp l i c a t i o n s  fo r  P a c i f i c 
s e a m o u n t  s u b d u c t i o n . 
Geoscience Frontiers, 2021, 
12(3): 101117.

7.	 Duan Baichuan, Li Tiegang, 
P e a r s o n  P a u l  N . .  T h r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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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paleontology, 2021, 165: 
101989.

8.	 Feng Han, Lu Huayu, Carr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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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科学家
2021 年度发表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的英文期刊论文 55 篇，中文期
刊论文 24 篇，共计 79 篇。

2021 年 度， 国 家 科 技 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继续
立项支持了一批大洋钻探相关研
究项目。

英文期刊论文

2021, 2: 6619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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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 2021 年
获批 IODP 相关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负责人 经费（万元） 承担单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22.01-2026.12）

1 海洋沉积与古气候学 42125602 万世明 400
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22.01-2024.12）

2 低纬水循环地质演变 42122042 黄恩清 200 同济大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022.01-2025.12）

3
澳洲西北大陆架钻孔记录的晚中新世以来澳洲季

风降水演化研究
42172209 张文防 60

中国科学院南京
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4
上新世暖期西太暖池温跃层变化的

动力机制与气候意义
42176053 党皓文 59 同济大学

5
末次冰期以来南海北部生物碳泵对海水

二氧化碳源汇的影响
42176060 金晓波 59 同济大学

6
中更新世以来西北冰洋深海氧化 - 还原环境的

变化及其对碳循环的指示
42176223 肖文申 59 同济大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22.01-2024.12）

7
南海古低温热液区残留的深部生物圈生命的

生存机制研究
32100081 李海洲 30 同济大学

8
西太平洋暖池轨道尺度的水热条件变化驱动中

更新世转型的机制研究
42106060 王星星 30 同济大学

2021 年
培养研究生

林冠宇  | 同济大学
南海中新世钙质超微化石群落

演化与古海洋研究

导师 | 刘传联

4

周海玲  | 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沉积物毛细管作用对天然

气水合物生成及分布的影响

导师 | 曹运诚

11

叶圣彬  | 同济大学
第四纪西南太平洋水体结构的

变化——基于有孔虫氧碳同位

素研究

导师 | 李丽

8

廖仁强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南海新生代玄武岩地球化学特征

及其对岩浆演化的启示

导师 | 孙卫东

13冯晗 | 南京大学
渐新世以来印度河流域侵蚀演变的

阿拉伯海沉积记录

导师 | 鹿化煜

12

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利
用大洋钻探样品或数据为主培养
的研究生有 20 名，其中硕士研究
生 11 人，博士研究生 9 人。（硕
士生 :01-11，博士生 :12-20）

何蕾 | 同济大学
南海中新世大洋红层的陆源碎

屑粒度和粘土矿物组成及其古

环境意义（U1502 站位）

导师 | 刘志飞

2

梁栋 | 同济大学
有机地球化学指标重建南海北

部中中新世古气候变化

导师 | 李丽

3

张楷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
南海中晚中新世底栖有孔虫及

其底层水团指示意义

导师 | 李保华

9

冯佩君  | 暨南大学
淇澳岛红树林硅藻群落对近 300

年珠江三角洲气候变化的响应

导师 | 姜仕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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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非洲东南纳塔尔海谷 U1474 岩芯

MIS14 期以来的黏土矿物记录及其

古气候意义

导师 | 韩喜彬

6

罗顺开  | 同济大学
加瓜海脊铁锰结壳地球化学特

征及其环境指示

导师 | 周怀阳

5

王乙晶  | 同济大学
南海北部早中新世晚渐新世之

交 T60 构造运动的古环境响应

导师 | 翦知湣

7

赵茜 | 南京大学
新西兰兄弟火山 VMS 矿床的矿

物学及水岩反应机制研究

导师 | 蔡元峰

10

吕璇  | 同济大学
南海中央海盆中新世大洋红层深水

沉积作用及其区域环境和构造意义

导师 | 刘志飞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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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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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Postgraduate C
ultivation

宋泽华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晚始新世以来孟加拉湾沉积记录的

南亚古环境演化

导师 | 万世明

15 王亚苏 | 暨南大学
钙质超微化石在我国中 - 新生代海

相地层与古海洋学研究中的应用及

意义

导师 | 姜仕军

16

张维骐  |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不同岩浆供给环境下洋壳性质及

增生过程

导师 | 刘传周

18 赵仁杰  | 山东科技大学
哥斯达黎加西海岸 IODP344 航

次沉积物地球化学研究

导师 | 鄢全树

19

29

王轶婕 | 同济大学
南海渐新世以来高分辨率陆源碎屑

记录及其构造和环境演变意义

导师 | 刘志飞

17

郑子涵  | 中国科学院大学
沉积作用及深部甲烷通量对水合

物成藏影响的数值模拟

导师 | 韦刚健、陈多福

20

2021 年
经费支出

中国大洋发现计划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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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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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还立项支持 IODP 相关研究，据不完全统计，
2021 年获批 8 个项目，总直接经费 897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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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立项信息不完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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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万元

举办学术会议
费用

国内差旅费用

信息出版费用

15
万元

专家咨询费用

15
万元

办公设备更新

日常办公费用

897
万元

科技部基金委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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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万元

5
万元

5
万元

5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