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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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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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推进与国际各方共同发起 2024 年后新一轮国际
大洋钻探计划，成为新计划的平台提供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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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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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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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中国 IODP 派出的 SEP 代
表是：耿建华、柳中晖、徐敏、
张国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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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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P 
航次执行

航
次
执
行

Ex
peditions

2022 年，美国“决心号”执行完成了 IODP 392、390/393、
397 共 4 个航次，12 月 11 日开始执行 IODP 398 航次，预计 2023
年 2 月 10 日结束。中国 IODP 先后派出十位中国科学家参加以上
航次。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上半年中国科学家们以线上参加为主，
下半年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国际旅行不便，中山大学吴家望、北京
大学庞晓雷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陈贺贺三位中国科学家顺利登
船参加航次。

IODP 390 和 393 是科学目标相同，分段执
行的联合航次，主题为南大洋洋壳断面（South 
Atlantic Transect）， 以 IODP 853 号 建 议 书 为
基础。航次在南大西洋洋脊西侧钻取了一系列原位
无干扰的玄武岩和沉积物岩芯，研究：（1）精确
确定洋脊侧翼热液流体与洋壳岩石相互作用发生和
持续的时间和程度；（2）揭示洋底沉积物和基底

岩石中微生物群落随基底物质组成和年龄的变化规
律；（3）揭示新生代以来快速气候变化（包括大
气 CO2 浓度升高）条件下大西洋环流和地球气候
系统的响应。其中，IODP 390 航次于４月 7 日－
6 月 7 日期间执行，IODP 393 航次于 6 月 7 日－
８月 7 日期间执行。

IODP 390/393
南大洋
2022.4.7 - 8.7

李       娟      
航        次     IODP 392
船上岗位     沉积学
单        位     南京大学  

刘       佳   
航        次     IODP 392
船上岗位      火成岩岩石学
单        位      浙江大学  

田 丽 艳      
航        次     IODP 390
船上岗位     岩石学
单        位     中科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

余 甜 甜      
航        次     IODP 390
船上岗位     微生物学
单        位     上海交通大学

IODP 392 航 次 聚 焦 阿 加 勒 斯 海 台 白 垩
纪 古 气 候（Agulhas Plateau Cretaceous 
Climate），以 IODP 834 号建议书为基础，
研究地球气候系统从白垩纪超级温室气候到渐
新世冰室气候的转变以及大火成岩省阿加勒斯
海台的性质、形成及其对大洋海道打开时间的
影响。航次于 2 月 5 日－ 4 月 7 日执行，期间
在南大洋阿加勒斯海台（Agulhas Plateau）
和特兰斯凯盆地（Transkei Basin）进行了 4
个站位的钻探，共计 10 个钻孔。采集了大量
白垩纪－古近纪沉积物和火成岩基底样品，为
后续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IODP 392
阿加勒斯海台
2022.2.5 - 4.7



10 11

IODP-CHINA ANNUAL REPORT

中国大洋发现计划年报 2022

航
次
执
行

Ex
peditions

李 晓 辉       
航        次     IODP 398
船上岗位     无机地球化学
单        位     中国海洋大学  

陈 贺 贺    
航        次     IODP 398
船上岗位      构造地质学
单        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金 晓 波       
航        次     IODP 393
船上岗位     微体古生物学
单        位     同济大学  

张 国 良     
航        次     IODP 393
船上岗位      岩石学
单        位      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  

吴 家 望      
航        次     IODP 397
船上岗位     无机地球化学
单        位     中山大学

庞 晓 雷      
航        次     IODP 397
船上岗位     沉积学
单        位     北京大学

IODP 398 航次主题为希腊弧火山，以 IODP 
932 建议书为基础。航次计划在希腊弧火山区实施
钻探，获取火山和沉积记录，旨在研究岛弧裂谷环
境下的火山活动及相关地壳构造、岩浆作用和地质
灾害等。航次于 12 月 11 日开始执行，预计 2023
年 2 月 10 日结束。

IODP 398
希腊弧火山区
2022.12.11 - 2023.2.10

IODP 397 航次聚焦伊比利亚陆缘古气候，以
IODP 772 号建议书为基础。航次于 10 月 11 日－
12 月 11 日执行，期间在伊比利亚边缘海区 4 个站
位 16 个钻孔处累计获取深海岩芯 6176.72m，最

老至 1400 万年前，覆盖了中新世－更新世以来的
高分辨率连续地质记录，为后续研究北大西洋垂向
水团变化历史及其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提供了宝
贵材料。

IODP 397
伊比利亚边缘海区
2022.10.11 -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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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P 402
第勒尼安海盆
2022.2.9 - 4.8

航
次
召
集

Ex
peditions

2022 年，IODP 新 增 5 个 航 次 召
集上船科学家，其中，美国“决心号”
组 织 发 起 IODP 400、401、402、403
航次召集通知，欧洲大洋钻探研究联盟
（ECORD）组织发起 IODP 389 航次召
集通知。中国 IODP 每个“决心号”航
次可派出 2 位中国科学家参加、每个欧
洲“特定任务平台”航次可派出 1 位中
国科学家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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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
遴选推荐、美国“决心号”和 ECORD
科学执行机构以及航次首席科学家综合
评估，最终中国 IODP 完成了 IODP 400
和 389 航次上船中国科学家团队组建工
作，邀请 3 位中国科学家参加上述 2 个
航 次。 目 前 IODP 401、402 航 次 申 请
正在评审中，IODP 403 航次召集将于
2023 年 3 月 1 日截止。

IODP 403
弗兰姆海峡
2024.6.4 - 8.2

IODP 389
夏威夷岛周边海域
2023.8 - 10

IODP 401
直布罗陀海峡
2023.10.12 - 2024.2.9

IODP 
航次召集

IODP 400
格陵兰西北边缘
2023.8.12 -10.12

航次 姓名 职称 单位 船上岗位

400 张彦成 副教授 中山大学 地层对比

400 任健 副研究员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古生物学（硅藻）

389 陈雪菲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无机地球化学

 IODP 400、389 航次中国上船科学家人选

IODP 400 航次聚焦西北格陵兰冰盖边缘（NW 
Greenland Glaciated Margin），由美国“决心号”
负责执行，预计执行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12 日 ~10 月
12 日。航次以 IODP 909 号建议书为基础，计划在格
陵兰西北边缘实施 7 个站位的钻探，获取一套渐新世
至第四纪以来的综合地层序列，研究新生代北格陵兰
冰盖的长期演化。航次首席科学家由丹麦与格陵兰地
质调查局 Paul Knutz 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北极和
高山研究所 Anne Jennings 担任。目前，“决心号”
科学执行机构正在积极筹备航次各项工作，期待中国
科学家顺利参加航次。

IODP 401 航次聚焦地中海－大西洋海道交流
（Mediterranean-Atlantic Gateway Exchange），
由美国“决心号”负责执行，计划执行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10 日－ 2024 年 2 月 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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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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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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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次
召
集

Ex
peditions

IODP
建议书筹备

2022 年中国 IODP 通过积极组织研讨，成功推
动巽他陆架大洋钻探完整建议书（IODP 1007-Full）
的 正 式 提 交， 题 为“Evolution of the Pliocene-
Pleistocene Tropical Sunda Shelf (SE Asia): 
Reconstructing Sea Level Change, Drainage 
System Development, and Carbon Cycling”。该
建议书于 6 月通过 IODP 初步评审，计划 2023 年提
交修改版建议书。

该建议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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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他陆架
大洋钻探聚焦上新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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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检验低纬海洋大
陆的地貌变迁及其碳储库演变是否驱动了上新世—更
新世全球变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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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国 IODP 也在积极为 2024 年后中国自
主组织国际大洋钻探航次储备更多建议书。前期中国
科学家提交的马里亚纳海沟、花东海盆相关海区的大
洋钻探建议书，都在积极推进中。

马 里 亚 纳 海 沟 南 部 俯 冲 板 块 IODP 预 建 议 书

（997-P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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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 为“Southern Mariana Deep Drilling: 
Tectonic, geochemical and biological activities 
triggered by bending of the incoming plate at the 
world’s deepest tren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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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对建议书内
容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将在补充站位调查数据后
进一步提交完整建议书。

花东海盆 IODP 完整建议书由同济大学钟广法、
黄奇瑜教授等牵头并联合多位国内外专家共同撰写，
聚焦花东海盆的构造、沉积和古海洋演化。该建议书
此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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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完善内容和
数据，计划 2023 年重新提交。未来中国成为国际大洋
钻探平台提供者后，中国多功能平台将会联合国际优
先实施基于这些建议书的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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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次首席科学家由英国布里
斯托大学 Rachel Flecker 和法国波尔多大学
Emmanuelle Ducassou 担任。航次申请已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截止，目前正在评审中。

IODP 402 航 次 主 题 为 第 勒 尼 安 洋 陆
过 渡 带（Tyrrhenian Continent-Ocean 
Transition），由美国“决心号”负责执行，
预计执行时间是 2024 年 2 月 9 日－ 2024 年 4
月 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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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次申请已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截止，目前正在评审中。

IODP 403 航次聚焦东弗拉姆海峡古记录
（Eastern Fram Strait Paleo-Archive），
由美国“决心号”负责执行，预计执行时间是
2024 年 6 月 4 日 － 2024 年 8 月 2 日。IODP 
403 航次以 IODP 985 号完整建议书为基础，
计划在弗兰姆海峡东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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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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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次申请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3 月 1 日，目前正
在申请中。

IODP 389 航 次 以 夏 威 夷 沉 没 珊 瑚 礁
（Hawaiian Drowned Reefs） 为 主 题， 由
ECORD 特 定 任 务 平 台（Mission Specific 
Platform, MSP）负责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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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次分为海上工作和岸上工作，
海上钻探工作预计于 2023 年 8 月中旬－ 10 月
底间实施，5-8 周；岸上初步研究和采样工作
计划于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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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由于钻探装备尚未确定，以上航
次执行时间仅供参考，准确时间有待进一步通
知。航次首席科学家由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Jody 
Webster 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Ana 
Christina Ravelo 担任。目前，ECORD 正在
积极筹备航次各项工作，期待中国科学家顺利
参加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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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 月

4 月

1 月 11-13 日， SEP 第 17 次会议在线上召开。来自 SEP
工作组成员，IODP 各平台管理、执行机构，以及成员国
办公室等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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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国 IODP 办公室拓守廷、
李阳阳参加了会议。会议共评审了 11 份建议书。

SEP
第 17 次会议

IODP 论坛（Forum）在奥地利维也纳及线上同步召开。
会议由 ECORD 管理机构承办，IODP 论坛主席、荷兰
皇家海洋研究所 Henk Brinkhuis 教授主持会议。来自
IODP 资助机构、科学执行机构、成员国办公室，及科学
家代表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
刘志飞，中国 IODP 办公室拓守廷、李阳阳和温廷宇 4
人线上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 2024 年后“欧洲－日本
国际大洋钻探计划”的基本框架，美国 2024 年后的可能
规划以及中国推进成为 2024 年后国际大洋钻探平台提供
者的最新进展。

IODP 论坛

3 月 28 日，国际大洋发现计划成员国办公室（Program 
Member Office，PMO）会议在线上召开。会议由美国
科学支撑计划主任 Carl Brenner 主持。来自 IODP 各成
员国 20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 IODP 办公室拓守廷、
李阳阳和温廷宇参加了会议。会议确定了面向 2050 大洋
钻探科学框架下五大旗舰计划（Flagship Initiatives，
FI）的推进实施方法。

IODP 成员国
办公室会议

5 月 24~26 日，IODP“决心号”平台管理委员会（JOIDES 
Resolution Facility Board, JRFB）会议在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会（NSF）所在地佛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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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晓蒙、李宇航主管，以及中国 IODP 办公
室拓守廷、李阳阳 5 人线上参加了会议。会议确定了“决
心号”2024 财年的 4 个航次计划。

“决心号”
    平台管理委员会
    年度会议5 月

参加 IODP 
工作会议

工
作
会
议

C
onferences

2022 年 IODP 召开 6 次重要国际工
作会议，国际各方交流了当前最新进展，
研讨了 2024 年后新一轮国际大洋钻探的
筹备情况。中国 IODP 组织相关人员积
极参加会议，会上积极宣传中国大洋钻
探平台建设的最新进展，获得美、日、
欧等国际各方的肯定和支持，中国成为
国际大洋钻探平台提供者，自主组织航
次，建设并运行国际岩芯实验室已经成
为国际共识，为下一步引领国际奠定了
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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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月

6 月 29-30 日， SEP 第 18 次会议在英国
南安普敦国家海洋中心与线上同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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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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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中国 IODP 办公室成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评审了 6 份建议书。

9 月 14-16 日，2022 年 第 二 次 IODP 论
坛（Forum）及成员国办公室会议（PMO）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蒂
地球观测所及线上同步召开。IODP 论
坛 主 席、 荷 兰 皇 家 海 洋 研 究 所 Henk 
Brinkhuis 教 授 主 持 会 议。 来 自 IODP
资助机构、科学执行机构、成员国办公
室及科学家代表 50 余人参加了会议。中
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刘志飞，中国
IODP 办公室拓守廷、李阳阳和温廷宇 4
人线上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 ECORD
和日本联合发起的“欧洲—日本国际大
洋钻探计划”最新进展以及美国 2024 年
后的参与计划，高度关注中国参与 2024
年后国际大洋钻探的科学计划、平台管
理以及岩芯库建设等动态，期待中国平
台早日建成运行。

第二次
IODP 论坛
及成员国
办公室会议

工
作
会
议

C
onferences

SEP
第 18 次会议

2024 年后
中国大洋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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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因经费原因将不再
领导 2024 年后新一轮的国际大洋钻探计
划，而是致力建造新船。欧洲和日本积
极联盟发起“欧洲－日本国际大洋钻探
计划”。我国正在积极推进与国际联盟
共同发起 2024 年后新一轮国际大洋钻探
计划，成为新计划的平台提供者、自主
组织航次，建设运行国际岩芯实验室。
围绕以上目标，在科技部社发司等主管
部门的指导下，2022 年中国 IODP 通过
积极组织研讨、对内协作联盟凝聚力量、
对外开放合作争取支持等内外联动的方
式，全方位推进 2024 年后中国大洋钻探
的战略规划、平台建设、国内外合作等
重点工作。在上述努力下，中国 IODP
确定了 2024 年后中国大洋钻探的长期发
展规划，中国大洋钻探装备技术能力显
著提升，中国自主组织大洋钻探航次的
首个科学建议书正式提交，为下一步引
领国际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 式 开 始 编 制《 中 国 大 洋 钻 探 十 年 发 展 规 划 2025-
2035》。2022 年中国 IODP 召开 5 次国内会议，就 2024 年
中国大洋钻探的科学计划、平台运行管理框架和国际合作等
关键问题形成了重要共识，正式开始编制《中国大洋钻探十
年发展规划》，为中国引领 2024 年后新一轮国际大洋钻探计
划的发展做好顶层设计。

成功推动中国科学家提交巽他陆架大洋钻探建议书。通
过组织召开“巽他陆架大洋钻探建议书第三次国际研讨会”，
进一步完善了巽他陆架大洋钻探完整建议书，推动了建议书
的顺利提交。该建议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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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通过初
步评审，计划 2023 年补充站位调查数据后再次提交。该建议
书有望成为中国大洋钻探自主组织的首个航次，为未来中国
引领国际大洋钻探做好科学上的准备。

我国首艘超深水科考钻探船——大洋钻探船实现主船
体贯通，大洋钻探核心装备能力建设趋于成熟。由自然资源
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地质调查局负责管理的大洋钻探船于
12 月 18 日在广州市南沙区实现主船体贯通，预计将于 2024
年正式入列。该船投资 32 亿元，设计排水量 42000 吨，长
179.8 米，宽 32.8 米，具备 DP-3 动力定位，全球海域作业能力，
设计水深加钻深达 10000 米，建成后将成为中国大洋钻探的
重要装备技术平台，为我国成为国际大洋钻探平台提供者，
自主组织国际大洋钻探航次提供关键装备技术能力支撑。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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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IODP 
学术研讨会

3 月 11 日，由中国 IODP 和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
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的“巽他陆架大洋钻探建议书
第三次国际研讨会”在线上召开。该建议书聚焦上新
世—更新世热带巽他陆架的海平面变化、流域演化和
碳循环，此前已于 2015、2016 年召开两次国际研讨会。
本次会议是在上述基础上，继续深化科学目标和研究
思路，以期通过研讨形成完整建议书，为中国自主组
织的首个大洋钻探航次做好科学准备。会议由同济大
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刘志飞、欧洲大洋钻探研
究联盟（ECORD）管理机构 Gilbert Camoin 和泰国
朱拉隆功大学 Thanawat Jarupongsakul 共同召集，
由刘志飞和 Gilbert Camoin 负责主持。来自泰国、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日本、法国、英国、
德国以及中国共 9 个国家逾 30 位科学家出席会议，同
济大学汪品先院士、翦知湣、钟广法、马鹏飞等人参
加会议。

会上，汪品先院士首先从巽他陆架 20 年来热
带海平面变化研究历史的角度介绍了巽他陆架大洋
钻探建议的发展历程，并从古水系演化和碳循环角
度 综 述 了 巽 他 陆 架 在 全 球 气 候 环 境 变 化 研 究 中 的
重 要 意 义。 随 后， 泰 国 朱 拉 隆 功 大 学 Sukonmeth 
Jitmahantakul、 马 来 西 亚 登 嘉 楼 大 学 Edlic 

Sathiamurthy、 印 度 尼 西 亚 国 家 研 究 和 创 新 机 构
Wahyoe S. Hantoro 分别对贯穿巽他陆架自北向南的
Pattani、Malay 和 Natuna 盆地的地质背景、构造历
史、沉积演化和海平面变化等展开详细介绍。刘志飞
和马鹏飞报告了建议书的科学目标、钻探策略、站位
调查和规划安排等。刘志飞强调，建议书聚焦 5 百万
年来巽他陆架海平面、河流演化和碳循环历史，设计
的 16 个钻探站位涉及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等国水域，希望相关国家政府能提供相关站位调查支
持，建议书规划了两个航次，计划由中国 IODP 与欧
洲 ECORD 联合实施。

与会代表围绕上述报告进行了充分讨论，高度肯
定了建议书的科学目标和设计思路。泰国、马来西亚
和印度尼西亚代表表示非常乐意为建议书提供站位调
查支持，希望与中国 IODP 进行深度合作，共同推进
建议书的顺利提交。ECORD 表示特定任务平台（MSP）
十分乐意接收建议书，强烈希望与中国 IODP 合作执
行该航次。会议最后决定，将在此次研讨基础上继续
完善内容，完整建议书将在 4 月初提交至 IODP。

中国 IODP 当前正在积极推进成为平台提供者、
建设并运行国际岩芯实验室，巽他陆架大洋钻探期望
成为中国多功能平台自主组织的首个国际大洋钻探航
次，将为中国共同引领 2024 年后国际大洋钻探计划奠
定坚实基础。对此，汪品先院士表示，未来大洋钻探
还应在科学框架和会员制度两方面实现创新：希望巽
他陆架的进一步研讨有望拓展到全球低纬陆架演化和
碳循环上，为大洋钻探科学框架提供一个具体的科学
范例；同时希望以该建议书为契机，采用灵活的新机
制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吸引进来，实现国际大洋钻探计
划的宏伟蓝图。

巽他陆架大洋钻探建议书
第三次国际研讨会在线上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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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将于 2024 年 9 月结
束，当前正是推进我国与国际上联合发起新一轮国际
大洋钻探计划的关键时期。为了进一步凝聚共识，讨
论我国参加 2024 年后国际大洋钻探的科学计划、平
台运行管理框架等，由中国 IODP 主办的“中国大洋
钻探发展战略研讨会”于 2022 年 9 月 7 日在北京召开。
科技部社发司、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自然资
源部科技发展司、外交部条法司、外交部边海司、教
育部科技司、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和中国科学院
科技促进发展局等主管部门领导与丁仲礼、汪品先、
金振民和王成善院士等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同济大学副校长童小华教授，以及活跃在大洋钻
探一线的专家代表等 30 余人在现场参加会议，林间、
杨胜雄等部分专家因疫情防控原因在线上参加了会议。

科技部社发司资环处处长康相武代表科技部社发
司致辞。康相武表示，我国参加大洋钻探 20 余年来，
在深海科学研究、大洋钻探装备技术以及人才队伍建
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希望通过此次会议，深入研讨
2024 年后中国大洋钻探发展战略，以此为基础推进中
国 IODP 进一步发展。

 中国 IODP 办公室主任拓守廷汇报了当前国际上
开展 2024 年后新一轮大洋钻探计划组织管理框架和
运行规则制定的最新进展。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副局
长许振强介绍了我国深海钻探装备建设最新进展。 

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同济大学汪品
先院士从战略高度提出了中国大洋钻探 2024-2035 年
的科学计划，即聚焦气候演变的低纬驱动，大洋俯冲
带的板块运动，海底下的深部碳循环。建议放眼全球
海洋，立足临近海域，优先选择我国学术界有优势的
研究方向实施，充分发挥我国优势，形成鲜明中国特色，
向“海陆结合”、“三深并举”的方向进军。

中国大洋钻探
发展战略研讨会在京召开

会议现场

科技部社发司资环处处长康相武致辞

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同济
大学汪品先院士作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 IODP 专家咨
询委员会主任丁仲礼院士总结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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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
副主任、同济大学翦知湣教授报
告了新形势下中国 IODP 面临的
重要任务和下一步工作计划。翦
知湣建议下一步中国 IODP 聚焦
三大任务：一是做好顶层设计，
启动编制我国深海钻探科技发展
规划，改组中国大洋钻探组织架
构；二是与 IODP 国际各方开展
国际合作研讨，共同制定国际大
洋钻探新规则；三是集合国内优
势力量，统筹资源，共同支持中
国大洋钻探事业发展。

与会专家围绕上述报告进行
了深入研讨。一致赞同汪品先院
士提出的三大科学研究方向。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刘
羽处长、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王
文涛处长、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
司刘海岩处长和外交部条法司赵
文婷副处长等先后发言。各部委
高度重视、积极支持中国 IODP
的工作，下一步将给予更多支持，
进一步加强各部门间的合作，共
同推进中国 IODP 的发展，并对
中国 IODP 人才培养、国际合作、
科学目标和管理架构等有关方面
提出了宝贵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丁仲礼院士做总结讲话。丁仲礼
表示，下一步应继续深化大洋钻
探在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和规划中
的定位，建议国内各系统各部门
围绕大洋钻探形成战略合作联盟，
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加强中国大
洋钻探完整独立的能力建设，力
争在深钻等能力上有所突破；科
学方面，建议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继续细化三大科学方向和未
来 5 年的具体计划，中国大洋钻
探管理部门之间要做好组织协调，
共同推进中国大洋钻探的进一步
发展。

中国 IODP 办公室主任拓守廷（左）、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副局长许振强（中）
和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同济大学翦知湣教授汇报（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
刘羽处长、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王文涛处长、自然资源部科技发
展司刘海岩处长和外交部条法司
赵文婷副处长发言

南海及邻域关键基础
地质问题研讨会成功举办

9 月 25-27 日，由广州海洋
地质调查局、同济大学、中国科
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
国 IODP 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南
海及邻域关键基础地质问题研讨
会”在广州南沙召开。会议旨在
交流南海及邻域关键基础地质问
题最新研究进展、推进南海及邻
域重大科学问题研究突破和技术
创新、谋划实施南海深海钻探工
程，合力推进中国大洋钻探实现
跨越式发展。来自国内涉海机构
和高校共 15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方海洋
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
主任张偲，中国科学院院士、南

京大学教授杨经绥，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
所研究员徐义刚等知名专家共同
主持了会议。广州海洋局局长叶
建良出席会议并致辞。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
教授汪品先受邀作大会报告，报
告围绕南海张裂与板块学说展开
探讨。汪品先强调，南海不是小
大西洋，南海是在西太平洋俯冲
带挤压背景下的张裂，具有独特
的成因模式。汪品先认为，板块
学说在过去五十年走了板块运动
和威尔逊旋回这两大步，现在正
跨全地幔环流这第三步，而南海
正是板块学说时空拓展的“缺口”

或“软肋”，下一步应以钻探为
核心，结合地球物理与海底探测，
对南海进行多手段跨学科的探索。

活跃在大洋钻探一线的众多
知名专家围绕深部构造、物质循
环与生命演化，深海沉积过程及
资源环境效应，深海探测前沿技
术方法与应用等主题做了汇报，
提出了多个南海大洋钻探相关钻
探建议。研讨会设立了南海科学
钻探圆桌会议，研讨了南海及邻
域钻探的重大问题的实施方案，
一致认为要统筹谋划，合力推动
我国大洋钻探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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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沉积物就如同一本厚厚的气候变化档案，
科学家们通过研究这些沉积物，可以重建地球气候的
演化机制和过程。”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副
教授黄宝琦在与北京、宁夏、贵州、陕西、河南、山
西等地的中学生进行实时科普连线时介绍道。11 月 28
日，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第 397 航次首次面向
中国青少年开展了一堂海上科普直播课。活动全程由
新华网全平台同步直播，各渠道总计收看人数达 350
余万人，参与人数创历次直播记录新高。

自 2014 年以来，中国 IODP 办公室积极组织参
加 IODP 航次的中国科学家开展船－岸连线科普直播
活动，海上科学钻探走进中小学生课堂。本次直播由

中国 IODP 派出的船上科学家——北京大学海洋研究
院庞晓雷博士和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吴家望副教授
通过视频连线直播的方式，围绕 IODP 397 航次的科
考任务、目标、成果以及科学家生活等各方面进行科
学普及。

两位科学家还在直播中展示了刚从海底钻取的岩
芯样品、船上实验室设备，生动直观地阐述了如何利
用大洋钻探船在伊比利亚西南边缘海域不同水深处进
行钻探，解读岩芯中蕴藏的地质记录与全球气候变化
的关系，并通过连线方式，解答了来自同学们的提问。
通过直播，同学们“云游”了科考船，了解了科学家
们科考期间的工作和生活，目睹了钻取岩芯的场景，

350 余万人共同参与：
IODP 397 航次船—岸连线科普直播活动
参与度再创新高！

中国 IODP 
科普教育活动

2022 年 12 月， 中 国 IODP 专 家 咨 询 委 员 会 联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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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筹备第七届地球系统
科学大会（Conference on Earth System Science, 
CESS）。会议计划于 2023 年 7 月 5~7 日在上海举办，
目 前 已 发 布 会 议 一 号 通 知（http://www.cess.org.
cn）并开始召集专题，已收到 60 余份专题建议。

“地球系统科学大会”（Conference on Earth 
System Science, CESS）是以学科交叉为特色、两年
一度的学术盛会。其目标在于促进学科交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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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我国地

球科学、尤其是海洋科学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大会的
宗旨在于提供“陆地走向海洋，海洋结合陆地”的交
流平台。

大会自 2010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六届，会议的规
模逐届增大，从第一届的 500 余人，至第六届已逾
2200 余人。“学科交叉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加强，
跨越地球圈层的同时，也提倡科学与技术的结合，积
极推动中国地球科学的转型。会议最大的特点在于高
度的跨学科性、强调并着重讨论，形式上从大会报告
到展板到晚上另外组织的讨论及信息发布会。经过多
年来地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已经
成为中国地球科学的一张靓丽名片。

第七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开始召集专题建议

科
普
宣
传

Education &
 O

utreach

船上科学家回答来自贵阳市第三实验中学学生的提问
新华网客户端全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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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钻探船在海上航行的壮观景象，通过本次活动，
同学们感受到更生动、更有现场感的科普教育。

 本次活动由中国 IODP 办公室、同济大学海洋地
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
中国海洋学会、中国科技教育杂志社和新华网等单位
联合主办。活动全程由新华网客户端、微博、B 站等
全平台同步直播，各渠道总计收看人数达 350 余万人。

还有来自山西吕梁临县一中附属崇文学校、宁
夏海原县第四中学、河南范县陈庄镇中学、北京市第
一六一中学、贵阳市第三实验中学、贵州省道真仡佬
族苗族自治县道真中学、贵阳市观山湖区第一高级中
学、贵阳市清华中学和贵阳市南明甲秀高级中学，线
下共计 1800 余名中学生参与连线。

自 2014 年以来，中国 IODP 办公室就通过“船－
岸连线”直播的形式将科学大洋钻探介绍给国内成千
上万的中小学生、普通市民、科研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
我们的直播连线活动将科学知识从教科书中脱胎而出，
通过与船上科学家进行“面对面”互动，让民众了解
地球科学的前沿研究，以及他们在船上生活和工作。

每年根据 IODP 航次安排情况，每个航次会举办
1 ～ 2 次“船－岸连线”活动（视具体航次执行情况
等因素而定）。目前，我们已经同全国各地多所大中
小学校、博物馆和科研院所等开展了 20 余场直播连线，
涉及全国 13 个城市，总参与人数达 500 余万人。有意
向的学校、团体组织、社会机构可随时与中国 IODP
办公室联系，一同参与大洋钻探科普连线直播吧！

庞晓雷（左图）和吴家望（中）在船上实地讲述岩芯和实验室相关内容
黄宝琦（右）直播连线两位上船科学家

中国科学家 2022 年
发表 IODP 相关成果

Y o n g s h e n g ,  Z a r t m a n 
Robert E., et al. 2022. Large 
iron isotope fractionation 
d u r i n g  m a n t l e  w e d g e 
serpentinization: Implications 
f o r  i r o n  i s o t o p e s  o f  a r c 
magmas.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583, 117423.

8.	 Fan Qingchao, Xu Zhaokai, 
M a c l e o d  K e n n e t h  G . ,  e t 
a l .  2 0 2 2 .  F i rs t  Re c o rd  o f 
Oceanic Anoxic Event 1d at 
Southern High Latitudes: 
Sedimentary and Geochemical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据不完全统计：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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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篇，中文期刊论文 25 篇，共
85 篇。 其 中， 发 表 在 Nature、Nature Communications、
Geology、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等高水平期
刊上论文 39 篇，同济大学翦知湣教授与合作者基于深海岩芯的研
究成果登上《自然》（Nature）杂志，论文质量显著提升！

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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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期刊论文

Ocean Discovery Program 
Expedition 369.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 ters,  49(10), 
e2021GL097641.

9.	 F e n g  H u a ,  T i a n  J u n , 
Ly l e  M i t c h ,  e t  a l .  2 0 2 2 . 
H i gh  re s o l u t i o n  b e n t h i c 
foraminiferal δ18O and δ13C 
records at ODP site 807 over 
the past 5 Ma, Ontong Java 
Plateau: Evolution of North 
Pacific ventilation, Pliocene 
t o  Hol o c e n e.  G l ob a l  an d 
Planetary Change, 103945.  
 

10.	Guo Qimei,  & Li  Baohua. 
2022.  Intermediate water 
variability of the subtropical 
Northeastern Atlantic during 
490–424 ka (late MIS 13 and 
MIS 12).  Marine Geology, 
444,106730.   

11.	Heng Xing Lei，Li Qianqian，
Meng Qingwei, et al. 2022. 
Enlightenment of the Mariana 
Fore-arc Sedimentary Basin 
Evolution to the Subduction 
P r o c e s s .  Ac t a  G e o l o g i c a 
Sinica(English Edition), 96(1), 
71-80.   

1.	 C a i  M i n g j i a n g ,  C o l i n 
Christophe, Xu Zhaokai, et 
al .  2022.  Climate and sea 
level forcing of terrigenous 
s e d i m e n t s  i n p u t  t o  t h e 
eastern Arabian Sea since the 
last glacial period. Marine 
Geology, 450, 106860.  

2.	 Cen Yue, Wang Jiasheng, Ding 
Xuan, et al. 2022. Tracing the 
Methane Events by Stable 
Carbon Isotopes of Benthic 
Fo r a m i n i f e r a  a t  G l a c i a l 
Periods in the Andaman Sea.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 33(6), 
1571-1582.   

3.	 Chen Hongjin, Xu Zhaokai, 

Bayon Germain, et al. 2022. 
Enhanced hydrological cycle 
during Oceanic Anoxic Event 
2 at southern high latitudes: 
New insights from IODP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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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荣伟，汪俊 . 2022. 发育大洋斜

长花岗岩的南海管事平顶海山：
深部地壳和莫霍面钻探的优选区 ? 
地质学报 , 96(8), 2647-2656. 

79.	张新康，贾国东 . 2022. 沉积物埋
藏深度和碳酸钙含量对南海沉积
物干密度的影响 . 海洋地质前沿 , 
38(6), 25-33.  

80.	赵明辉，袁野，张翠梅，高金尉，
苏晓康，王星月，程锦辉，张佳政 . 
2022. OBS2018-H2 测 线 反 射 与
折射数据联合揭示南海北部陆缘
洋陆转换带的深部地震结构 . 地
球物理学报 , 65(6), 2210-2225. 

81.	郑子涵，曹运诚，杨胜雄，陈多
福 . 2022. 沉积历史对大陆坡甲
烷水合物成藏的影响 . 地球化学 , 
51(4), 462-471.  

82.	张翠梅，孙珍，赵明辉，庞雄，
Manatschal Gianreto. 2022. 南
海 北 部 陆 缘 结 构 及 构 造 – 岩 浆
演 化 . 地 球 科 学 , 47(7): 2337-
2353. 

83.	孙 珍， 南 海 的 形 成 与 演
变 . 自 然 杂 志，2022，44
（1）：31-38. DOI: 10.3969/
j.issn.0253-9608.2022.01.003 

84.	杨小秋 , 曾信 , 石红才 , 于传海 , 
施小斌 , 郭兴伟 , 王迎春 , 任自
强 , 邵佳 , 许鹤华 , 卫小冬 , 陈
顺 , 赵鹏 , 庞忠和 . 海底热流长
期 观 测 系 统 研 制 进 展 . 地 球 物
理 学 报 , 2022, 65(2): 427-447, 
doi:10.6038/cjg2022P0190 

85.	陈 顺 , 杨 小 秋 , 何 昌 荣 , 徐 子
英 , 林 為人 , 姚文明 , 施小斌 , 
许 鹤 华 , 孙 珍 . 南 海 神 狐 峡 谷
群 海 底 沉 积 物 摩 擦 特 性 . 地 球
物 理 学 报 , 2022, doi:10.6038/
cjg2022Q0522. ( 已 录 用 待
刊 , 2022.10.15)

2022 年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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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2025.12）

1 低纬西太平洋温跃层与气候演变 42222603 党皓文 同济大学 2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023.1-2026.12）

2 南海北部陆缘超伸展区物源示踪及其对岩石
圈临界破裂过程的响应 42272126 雷超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57

3 加利福尼亚湾洋中脊玄武岩指示海底扩张早
期洋中脊地幔改造机制 42276067 颉炜 河海大学 55

4 北太平洋深海沉积中风成石英来源示踪研究 42273005 闫龑 中国科学院广州
地球化学研究所 5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5 长江口 - 东海陆架 - 冲绳海槽断面的反风化
作用与关键元素循环 42230410 杨守业 同济大学 272

6 南海中央海盆壳幔横断面精细结构探测与海
底扩张动力学机制 U2244221 孙珍 中国科学院南海

海洋研究所 25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23.1-2025.12）

7 南亚降雨量轨道尺度变化机制研究 42206060 周辛全 同济大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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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培养研究生

朴青峰  | 同济大学
南海北部洋陆过渡带地壳结构及

陆坡－海盆地震地层对比分析

导师 | 钟广法

4

可菲  | 西北大学
20 万年以来澳大利亚西北岸外

沉积物源区风化的 Mg 同位素

记录及其对澳洲古季风的响应

导师 | 徐建

11

张骞月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第四纪西菲律宾海和东阿拉伯海

沉积有机质成因及其碳循环意义

导师 | 徐兆凯

8

苏克凡  | 北京大学
南海北部 U1500 站位晚渐新世－

早中新世玻璃质底栖有孔虫组合

及其古海洋意义

导师 | 黄宝琦

13胡凯 |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南海北部临界破裂区源汇系统

研究

导师 | 雷超

12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科学家
依托大洋钻探研究培养学生 30
位，其中硕士 14 位，博士 16 位，
中国大洋钻探后备人才储库日渐
充 足！（ 硕 士 生 :01 - 14， 博 士
生 :15 - 30）

华桂玉 | 同济大学
随钻测井资料在 IODP 311 航

次天然气水合物储层识别中的

应用

导师 | 钟广法

2

龚瑞雪 | 同济大学
颗石藻对中中新世气候转型事

件的响应及机制研究

导师 | 刘传联

3

董宏坤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南海北部晚中新世红绿韵律层

成因研究

导师 | 万世明

9

汪镇  | 同济大学
利用 ODP 807 站位浮游有孔虫

壳体的 δ11B 值重建晚中新世大

洋碳位移时期的大气 pCO2

导师 | 田军

1

孔丽茹 | 上海海洋大学
Hikurangi 俯冲带沉积物水岩反应

和流体活动示踪研究

导师 | 罗敏

6

张惠  | 同济大学
南海北部晚中新世以来颗石碳

酸钙通量变化及环境响应

导师 | 刘传联

5

江寓荺  | 
台湾大学理学院海洋研究所
边缘海沈积物之铀系不平衡应
用——以 MD18-3523 及 IODP 
367 U1499A 岩心为例

导师 | 苏志杰

7

杨佳毅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北半球大冰期在菲律宾海北部

的沉积响应

导师 | 蒋富清

10

陈凌轩  |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
IODP U1502B 孔基岩绿帘石脉的

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对海底热液循环

的指示意义

导师 | 田丽艳

14

研
究
生
培
养

Postgraduate C
ultivation

冯华  | 同济大学
晚中新世以来赤道西太平洋碳酸

盐沉积的洋流影响和溶解效应

导师 | 田军

19

徐烨  | 中国科学院大学
第四纪不同碳同位素重值期南

海北部浮游有孔虫群落与上部

海洋环境特征比较

导师 | 李保华

26

张哲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IODP U1503A 站位早－中中新世海

相红、绿色粘土岩成因及其地质意义

导师 | 孙珍

23

杜金龙  | 同济大学
晚中新世大洋碳位移与末次冰期

海洋储碳过程的数值模拟研究

导师 | 田军

28陈漪馨 | 西北大学
晚上新世－早更新世帝汶海区印尼

穿越流中层水对气候和构造变化的

响应

导师 | 徐建

27

马瑞罡 | 同济大学
始新世－渐新世颗石藻演化与

驱动机制研究

导师 | 刘传联

17

李芳亮 | 同济大学
东亚陆缘沉积的物源与风化强度演

变及对晚新生代变冷的响应

导师 | 杨守业

18

李翔  |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B-Mo 同位素对西太平洋板块起始

俯冲过程的制约

导师 | 李洪颜

24

彭娜娜  | 同济大学
上新世以来赤道西太平洋的陆

源碎屑输入及水热循环演变

导师 | 翦知湣

16

陈红瑾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东南印度洋曼达岬海盆对中－新生

代极端气候事件的沉积响应

导师 | 李铁刚

21

王毕文  | 同济大学
南海北部深海平原地震地层学

与重力流沉积的时空分布

导师 | 钟广法

20

王薇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东南印度洋曼达岬海盆对始新世
构造和气候变化的沉积响应

导师 | 李铁刚

22

赵瑞鹏 |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
化学研究所
马里亚纳岛弧俯冲板块的水化－脱
水－熔融过程：弧前蛇纹岩泥火山
和岛弧火山地球化学研究

导师 | 李洪颜

25

胡哲  | 北京大学
渐新世至中新世南海北部沉积环境

与深层水演化

导师 | 黄宝琦

29

杨策 | 同济大学
中新世－上新世南海北部上层海洋

水热变化及其指示的东亚季风演变

导师 | 翦知湣

15

王帅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印太汇聚区海盆玄武岩成因地球化学

研究：以苏禄海及西里伯斯海为例

导师 | 张国良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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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IODP 办公室
2022 年经费支出

中国大洋发现计划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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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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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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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获批 7 个项目，

总直接经费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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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万元

举办学术会议
费用

劳务和专家
咨询费用

信息出版费用20
万元

国内差旅费用

18
万元

航行资助费用

日常办公费用 665
万元

基金委航次后
研究资助

36

30
万元

15
万元 8

万元

5
万元

经
费
支
出

Funds Ex
pendi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