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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岩溶中心支持教科文驻华代表处开展线上培训

1.1  与教科文组织大家庭保持紧密联系

1. 组织与管理



• 参与中国全委会系列年会，2020

年应全委会邀请，做经验介绍。

• 专程拜访中国全委会。

1.1  与教科文组织大家庭保持紧密联系

2020年11月

1. 组织与管理



• 国际地科联第74届执行委员会会议顺利通
过中心申请成为国际地科联附属组织的申
请。

• 2021年，地科联资助中心3000美元用于开
展相关培训工作。

1.2  建实建强各类国际国内平台

1. 组织与管理



• 2021年7月8日，GEO第55届执委会研究
决定，同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
研究中心以参与机构身份加入GEO。

1.2  建实建强各类国际国内平台

1. 组织与管理



成功申报中国-斯洛文尼亚岩溶地质“一带一路”联
合实验室。

2020，9月

1. 组织与管理

1.2  建实建强各类国际国内平台



广西平果喀斯特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站成功入选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择优建设名单。

2020，12月

1. 组织与管理

1.2  建实建强各类国际国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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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岩溶中心工作成果（2020-2021）



2.1 完善地球系统科学构架下的岩溶动力学理论

2. 科学研究

Earth Critical Zone

Karst Critical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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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岩溶关键带特征

ECZ                   KCZ

Soil                   Soil+Epikarst zone       

①

2. 科学研究



横向异质性

异质性: 地质背景控制了关键带的生态环境物质组成
与循环。

②

2. 科学研究



完整性:
岩溶关键带的完整性包括具有清晰边界的完整的岩溶流域；输入输出的系统；地下地上

的物质循环与相互作用以及定量化的监测。

③

2. 科学研究



⇄

要点

地质
(岩石圈)

生态
(生物圈)

岩石圈与生物圈的相互
作用

2. 科学研究



地下：地质过程

地表：生态过程

水文过程，生物地球
化学过程

生物圈与岩石圈相互作用的产物

地貌景观、环境、水、作物

地质灾害

主要过程



 IGCP661:岩溶关键带物
质能量循环过程及可持
续性探究

正在执行的IGCP 项目

2. 科学研究



2.2  重要的国际合作项目

科技部项目

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

全球岩溶资源生态联合实验室——中国和斯洛文尼亚经典岩溶
区对比研究

2019-2021

"一带一路"重点区岩溶地质环境对比与编图 2018-2021

2. 科学研究

中国-斯洛文尼亚岩溶地质“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与关键
带对比研究 2020-2023

广西科技厅项目

东南亚岩溶地质与水环境保护 2020-2023

中-柬岩溶关键带科学与技术联合研究中心平台建设 2020-2023
广西-东盟岩溶景观资源可持续利用研发示范平台 2021-2024

桂林市科技局项目

桂林-东盟岩溶景观可持续发展管理联合实验室 2020-2023



2.3  主要进展

①岩溶碳循环

CaCO3+CO2+H2O  2HCO3
-+Ca2+

CaMg(CO3)2+2CO2+2H2O                  4HCO3
-+Ca2++Mg2+

For limestone

For dolomite

reversible

reversible

2. 科学研究



(1) Dissolution of Carbonate rock 

(2) Transportation of DIC along with karst water flow

(3) Conversion between the DIC and DOC/POC with 

hydrophytes  

岩溶碳循环三个主要过程:

流域尺度岩溶碳循环

2. 科学研究



大龙洞流域面积为379 km2，岩溶区面积约
占92%；岩溶碳通量为42.46 tCO2/km2▪a，约
有28.97%逃逸到大气中。

100%

2. 科学研究



珠江流域是典型的岩溶流域

珠江流域碳酸盐岩面积约有16.44×104 km2

，约占流域总面积的36.32%，其中有
44.38%分布在西江流域，14.89%分布在北
江流域。

2. 科学研究



珠江流域的岩溶碳循环：15%返回到大气，5%沉降，80%汇入大
海。碳通量为47.16tCO2/km2.a，大部分在上游返回到大气中，主
要的DIC固定中水体中。

DIC stable 

2. 科学研究



监测

模式

标准化

流域尺度岩溶碳循环

2. 科学研究



灰岩溶解消耗土壤CO2，使得土壤中
的碳循环受到严重影响。

土壤修复是提升岩溶碳循环和碳汇效
应的一个有效途径。

增加岩溶碳汇效应的途径

Winter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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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植被覆盖率和正向演化增加了灰岩溶
解率并消耗了更多CO2。

人工造林种草等将促进岩溶碳循环，提升碳
汇效应。

增加了4.38倍

右侧的溶解无机碳（DIC）
增加了 20%。

增加岩溶碳汇效应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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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水从硅酸盐地区流入，具有强烈的侵蚀性，监测数据显
示，在碳酸盐岩约占一半的流域，外源水的侵蚀性较强。

人工引入外源水灌溉，可有效增强岩溶碳汇效应。

增加岩溶碳汇效应的途径



Emergent

Floating-leaved

Submerged

Free floating 

地下河出口

来源于地下河的岩溶水含有丰富的溶解无机碳（DIC）可刺激水生植物的光合作
用，将溶解无机碳（DIC）转换为溶解有机碳（DOC），使得碳酸钙过饱和或饱和的
岩溶水变为不饱和，从寨底岩溶地下河出口流出的岩溶水体流动512m后，大约有
12.52%的DIC转为DOC，使得排放到大气中的CO2减少。

另一有效途径是培养水生植物。

Approach to increase karst carbon sink



增加岩溶碳汇的途径



② 洞穴石笋与古气候变化记录

2. 科学研究



	

要点：

石笋古气候记录

利用高分辨率的精准定年技术确定大气物理变化和极端气
候变化；好的石笋可用来重建古气候。



GSSP: Global Stratotype Section and Point

ICS: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Stratigraphy

4200Yr

4200年前，发生了极端气候事件，干冷气候持续
了100年，严重影响了农作物产量。

2. 科学研究



③岩溶水循环

岩溶水文地质结构

2. 科学研究



水循环
水资源

1：50000岩溶水文地质图

2. 科学研究



泸西岩溶盆地可开采水资源量

监测数据分析

2. 科学研究

类型 天然出露岩溶水源地 隐伏岩溶水源地

亚类 暗河 岩溶泉 表层泉 饱水带富水块段 包气带富水块段

统计数 7 120 27 2 2

允许开采量（
m3/d）

区间值 1000-41100 1-106444 0.76-145.15 53800-68800 2300-4700

平均值 14317 1754 19.68 61300 3500

总计 100300 208800 492.11 122600 7000

占流域允许开采总量的比例（%

）
22.54 47.54 0.11 27.92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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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层岩溶泉与水库耦合调控
2. 水柜及提水用于坡地灌溉
3. 利用过渡区的集中渗流
4. 泉水-湿地
5. 打井及抽水
6. 隧道泄洪
7. 修建大坝水力发电 7

优化调控地下水资源，以流域尺度开展有效利
用。

3

时空优化调控

2. 科学研究



表层岩溶泉：600,000m3/a

小型水库：140,000m3

供水概况: 提供14000人的饮用水
自来水管：6,500m

1. 表层岩溶泉与水
库耦合调控

表层岩溶泉

小型水库

2. 科学研究



集雨+修建人工含水层用于供应饮用水

2. 科学研究

1. 表层岩溶泉与水
库耦合调控



2. 水柜 + 提水
用于坡地灌溉

2. 科学研究



束流涌水60,000m3/day

3.过渡带中的集中渗流

2. 科学研究



功能：调节空气质量
旅游点
提升自净能力

4. 岩溶泉+地下水供应扩充湿地

2. 科学研究



5. 打井和抽水

2. 科学研究



保护土壤资源
增加农作物产量

6. 隧道泄洪

2. 科学研究



7. 修建大坝水力发电

7

高水力梯度

2. 科学研究



地质

水

土壤

植物

阳光 (紫外线)

H. ET

自然状态

④岩溶生态系统和石漠化治
理

2. 科学研究



掌握灰岩土壤的成因和土壤侵蚀；
土壤资源利用和保护之间达到良好平衡

要点: 

Limestone soil

Red soil

Plant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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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的偏性
Plant species

Limestone soil

Red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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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碳酸盐岩母岩限定了土壤性质和植物群落

2. 科学研究



仿自然植被修复
试验田

 种子来源
 水分
 阳光

Seeds Seeding Young tree Mature tree Community  Ecosystem

Early stage 

Adaption and beginning

very difficult

Late stag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matter cycle balance

2. 科学研究



仿自然植被修复
试验田

森林中的上层土壤：种子来源

网箱: 阳光

水柜: 水分

90 试验田

2. 科学研究



15种木本

植物, 31%

9种灌丛植

物, 18%

7种藤蔓

植物, 14%

18种草本植

物, 37%

Tree Shrub Liana Herb

15种木本

植物, 13%

16种灌丛

植物, 14%

11种藤蔓

植物, 10%

72种草本植

物, 63%

Tree Shrub Liana Herb

仿自然植被修复试验田

原始林诱发型试验田

与原始林有52% 的相似度

2. 科学研究



⑤灰岩溶解与地质灾害

2. 科学研究



随着三峡水库水体与水平面的巨大变化，岩体变得愈加脆弱。

2. 科学研究



2. 科学研究



（2012.6） （2019.6）

2. 科学研究



2. 科学研究



湘西世界地质公园,成立于 2020年

⑥岩溶景观与地质公园



红石林 岩溶峡谷(峡谷)

岩溶台地岩溶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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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岩溶中心工作成果（2020-2021）



3.    学术交流

3.1 组织或参加重要国际国内会议

召开第二届中国岩溶专家论坛暨“一带一路”重点
区岩溶地质环境对比编图交流会（2020，11月）

召开中国-东盟岩溶地质对比研究与编图研讨会
（2021，5月）



岩溶中心派出了两位青年科学家出国担任访问学者，来自伊朗和巴
基斯坦的两位青年科学家来中心开展工作。

3.2 人才与奖励

3.    学术交流



3.2 人才与奖励

3.    学术交流



Chris Groves

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2019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2020  中国政府友谊奖

3.2 人才与奖励

3.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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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岩溶中心工作成果（2020-2021）



4. 国际培训

岩溶资源、环境效应和生态产业
2020年10月26-30日，11月9-13日
来自18个国家的36位学员

2020

2021

岩溶与可持续发展
2021年11月15-26日
来自13个国家的32位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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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岩溶中心工作成果（2020-2021）



5. 科学普及

开展大中小学生的科普教育

获奖科普画作：保护地球



与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开展合作

5. 科学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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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岩溶中心工作成果（2020-2021）



6. 岩溶中心新基地建设

总投资 : 1.592 亿元；建筑面积:14583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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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岩溶中心工作成果（2020-2021）



7. 其他成果

Nico Goldscheider, et al. 2020 Guanghui Jiang, et al. 2020 Crofts, R., et al. 2020

代表性文献2篇，IUCN出版的指南1本



7. 其他成果

IYCK 2021 和 Cave MAB



汇报大纲

二、岩溶中心工作规划（2022）



IRCK 的工作计划 (2022)

 通过实施现有的国际国内项目，持续推进国际大科学计划

 完成二期评估，启动三期协定签署

 积极申请新一轮IGCP项目和GEO项目

 通过人员派出，积极培养国际合作人才；积极引进高水平客座研究
人员，提升中心人力资源水平。

 形成科普联动网，与典型世界地质公园或自然遗产地等形成科普联
动网，开展研学教育，编制科普产品。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