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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通过与多国科学家合作，旨在统一和评估人类世的全球证据，协助人类世工作组确立人类
世全球年代地层单位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GSSP），构建和发展全球科学家与科技组织间的人类世
地质信息网络，推进和完善发展中国家在人类世研究领域框架体系等。

项目执行期：2021-2025年

q 本项目是该研究主题设立以来，被IGCP委员会批准的首个聚焦于人类世的研究项目。

q 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与人类世工作组长期合作的延伸。

项目研究主旨



项目参与人

项目参与人员从2022年103位全球科研人员，增加到150余位，来自
30余个国家

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保加利亚、喀麦隆、中国、埃及、法国

、德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肯尼亚、墨西哥、尼泊

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南非、韩国、西班牙、苏丹、瑞士、

土耳其、乌干达、英国、乌拉圭、美国等。



二、主要研究进展

在全球人类世层型剖面研究方面，我国提出的四海龙湾玛珥湖候选

剖面，获得了最高精度、高分辨率的主要放射性标志物钚和辅助标志物

记录，为成功争取进入人类世金钉子最后一轮投票做出重要贡献，最新

投票结果已将四海龙湾选定为辅助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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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GSSP研究站点

§ !"#$%&'()*+,-12./+012

全球人类世层型剖面对比研究

Sihailongwan

§ 将四海龙湾玛珥湖推进到人类世界线层型剖面全球对比计划中，参加全球比对，遴选人类世“金钉子”。

Picture from 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 (A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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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世金钉子候选层型剖面——四海龙湾玛珥湖

四海龙湾玛珥湖

• 年代学

• 物理指标：磁化率等；

• 化学指标：放射性钚同位素、黑炭等；

• 生物指标：环境DNA;

四海龙湾玛珥湖(42º 17’ N, 126º 36’ E ) 位于中

国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Ø 国家自然保护区内，几乎不受当地人为活动影响

Ø 典型的玛珥湖，无河流输入输出，仅接受大气沉降

Ø 湖泊近圆形，直径约750m, 湖盆呈“U”型，湖底

平坦，最大水深约50m

Ø 受季风控制，气候季节性变化明显，沉积物具有纹

层结构，可用于精确定年

Ø 丰富的前人研究基础



利用纹层计数和放射性方法建立四海龙湾沉积物年代框架

• 清晰的年纹层

• 明显的标志层

• 放射性Pb-Cs年代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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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标志物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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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标志物:
137Cs、129I、14C

燃烧指示物:
SCPs、PAHs、Soot

重金属:
Hg、Zn、Pb

其他:
13C、生物标志物、磁化率



DNA01231950s45.6789:;<

Yan et al,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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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1953年作为人类世的起始时间



（Han, et al., ANR,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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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Science采访，提出在欧美发达
国家以外地区建立人类世GS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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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龙湾放射性129I的沉降通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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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950年开始快速上升；

q 129I沉降通量与东亚大气沉降通量相比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可用于重

建大气129I的沉降历史。

(Zhang et al., Under review)



量化东亚地区129I的自然与人为贡献量

Phase Duration
Inventory, 1012 atoms
m-2

Contribution to total,
%

Total 1846-2021 11.9 100
Pre-nuclear 1846-1949 0.45 3.80
Post-nuclear 1950-2021 11.4 96.2

Global fallout 1950-1962 1.01 8.56
NFRPs 1963-2021 10.4 87.6

Nature 1846-2021 0.34 2.86
Anthropogenic 1846-2021 11.5 97.1

Pre-nuclear Post-nuclear
• Global fallout
• Nuclear fuel reprocessing (NFR)

Others: nuclear power plant, research reactor, …

3.6%
1.4%

0.1%
94.9%

Nuclear Fuel 
Reprocessing plants 
(NFRP)
6,000 kg 

Nuclear weapon 
testing  63  kg

Nuclear Accident 
before 2011
1.3-7 kg

Nature
250 kg

地球表层环境中129I的主要来源



2023年6月16-18日，我国“首届人类世科学大会”在西安成功召开。

q 大会设置7个专题， 口头报告140余个；

q 近400余名人类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线下参会；

q 大会开幕式直播在线参与近7000人次；

q 担任大会秘书长。

三、学术交流活动



2023年6月16日，中国地质学会人类世研究分会专业委员会2023年年度会议在西安召开。人类世研究分

会挂靠单位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自2021年12月被批准成立后，于2022年5月组建了第一届委员

会，主任委员由周卫健院士担任，秘书长由谭亮成研究员担任，委员来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地矿部门等

机构，涉及十多个学科领域。

中国地质学会人类世研究分会专业委员会会议在西安召开



⼈类世会议与专题

第八届青年地学论坛，“人类世科学”专题
武汉，2023年5月5日

中国地质学会2023年学术年会，“多学科交叉的
人类世”专题，博鳌，2023年9月20日



IGCP 732项目2023年年度学术会议在西安成功召开
• 2023年11月15日-19日，学术年会在西安市惠宾苑酒店成功召开；

• 来自奥地利、韩国、巴基斯坦、尼泊尔以及国内科研院所的项目参加人员及相关领域专家、学生约50余名参

会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 来自英国、波兰、肯尼亚、菲律宾等国的相关领域专家、国内专家、学生30余名以线上参会。



人类世系列会议，被中国科学报、科学网、网易等新闻媒体进行报道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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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球科学计划732项目年会开幕

 

11⽉15⽇，联合国教科⽂组织国际地球科学计划（IGCP，UNESCO）732项⽬“⼈类影响的认识：统⼀和
评估⼈类世全球证据的地质信息⽹络” 2023年年度会议在西安开幕。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
所、黄⼟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筹）主办，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地球环境研究所⼩组、中国地质
学会⼈类世研究分会、西安地球环境创新研究院、陕西省科协共同协办。本次会议会场交流部分⽇程为3
天，安排了8个特邀报告，17个⼜头报告，会后组织赴洛川县对陕西黄⼟⾼原地球关键带国家野外科学观
测研究站进⾏实地考察。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加速器质谱中⼼主任侯⼩琳研究员代表承办单位致欢迎辞。中国科学院院⼠
、联合国教科⽂国际地球科学计划理事会原理事周卫健院⼠致辞。会议开幕式由IGCP732项⽬联合负责⼈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张路远副研究员主持。IGCP732项⽬负责⼈奥地利维也纳⼤学Michael Wagr
eich教授介绍了项⽬⼯作进展以及奥地利的⼈类世科学研究现状，张路远副研究员介绍了中国⼈类世科学
研究的进展，还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侯⼩琳研究员、韩永明研究员、国际⼈类世⼯作组（A
WG）秘书Simon Turner分别作“⼈类核活动与⼈类世——标志物、⽰踪与影响”“四海龙湾玛珥湖的特征—
—符合⼈类世全球年代地层单位界线层型剖⾯和点位（GSSP，“⾦钉⼦”）的标准”“⼈类世地层”的⼤会特
邀报告，还有来⾃奥地利、韩国、英国、肯尼亚的科学家分别围绕⼈类世研究作⼤会特邀报告。

会场。

相关新闻 相关论⽂

1 多位校长，跨省履新

2 美国批准⼀款AI医疗影像，⼀分钟识别脑出⾎

3 17⽇直播|第六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

4 1.3亿多年前的恐龙化⽯助解演化谜题

5 为中国半导体奠基的“⼤王先⽣”

6 穿越24亿光年，这群⾼能光⼦开启新物理⼤门

7 中⼭⼤学通报“贫困⽣炫富”：存在过度消费

8 新材料可像树叶般变⾊

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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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3年中国科学院外籍院⼠选举当选名单公布

5 他从澳⼤利亚全职回国，2年让仪器降价70万

6 南京航空航天⼤学领导班⼦调整

7 植物在周末的“⽣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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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读博历经波折，他说“眼⾼⼿低做不了科研”

10 中国阿尔泰⼭冰冻圈变化对区域⽔资源的综合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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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会议看破唯难

⼤学⽣“空⼼病”成因及其应对之策

氢⽓和⽣命的关系密切到令⼈吃惊

更多>>
 

⽤户名：  密码：  验证码：  登录  注册  找回密码 设为⾸页 中⽂ | English2023年11⽉27⽇ 星期⼀

 

银2021年，张凯临在做漂浮式测风雷达的出海准备工作。

2007年，张凯
临（左二）和许振超
（左三）等人在桥吊项
目现场。

一对情侣静静坐在音乐厅里，期待着一场
听觉盛宴。与众不同的是，飘进二人耳中的悠
扬音乐，会在他们眼前化作“漫天花雨”。
“这对情侣都是‘联觉人’，能感受到普通

人感受不到的东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客座研究员孙维新告诉《中国科学报》，“听 -
视联觉者听到声音，缤纷的颜色就会在眼前漫
天飞舞，特别有趣。”

近日，英国利物浦大学教授瑞安·约瑟夫·
沃德领导的团队因“气味影响颜色感知”研究，
捧走了 2023年的菠萝科学奖心理学奖。

谈及该研究获奖的理由，菠萝科学奖心理学
奖评奖人兼颁奖嘉宾孙维新解释说，研究证明了
普通人其实也有一定的“联觉”能力。联觉是个神
秘、有趣又特别值得探究的脑科学“秘境”。

平均 23人中就有 1位联觉人

联觉也称共感，通俗地说，就是部分人会
出现多感觉“联动”的情况。

人类依靠视、听、嗅、味、触这 5种感觉来感
知世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感官都是“独立作
业”，比如眼睛听不到声音，耳朵看不到画面。但
有部分人会出现两种、三种，甚至多种感觉的“联
动”，即一种感官刺激会带动另一感官活跃。

目前，科学家发现各种各样的联觉组合有
80多种。联觉人有的是听 -视觉关联，听到音
乐，眼前会出现颜色；有的是视 -味觉联动，看
到文字，嘴巴里会泛出一种味道……

更令人惊讶的是，研究表明，平均 23人中
就有 1位联觉人。也就是说，人群中存在约 4%
的联觉人。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联觉人。”
孙维新说，“因为他们的联觉能力与生俱来，很
多特异现象在他们那里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比
如，看到数字 3，有些联觉人脑海中会出现红色，
他们会认为所有人眼中的数字 3都是红色的。”

目前，研究者认为联觉有 5种基本特征。一
是不受主观控制，联觉人无法自己打开或关闭感
觉的连接。二是联觉属于实体投射，联觉人的第二
感知并非联想出来的，而是真实地看到某种颜色、
听到某种声音。三是感觉不会改变，比如今天看到
数字 2是绿色，明天它依然是绿色。四是引起的第
二感知很强，比如看到一个名叫王晓华的女孩，联
觉人脑中会出现紫色。下次遇见她，也许想不起女
孩的名字，但会记得由她引起的紫色。五是联觉会
影响情绪，联觉人听到声音、闻到气味会引起情绪
变化，因此他们处理情绪的方式和普通人不一样。
“联觉现象也会给人们一些哲学上的启

示。”随着对联觉认识的加深，孙维新对“求同
存异”有了进一步理解：“有时候我们和他人看
法不同，并非一定是谁对谁错，有可能他们感
受到的东西确实不一样。”

联觉并非疾病，也不是“特异功能”

几个世纪前，人们就发现并记录了联觉

现象。比如，1690 年，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
记录了一位盲人将喇叭声与猩红色联系起来
的现象。但这样的感觉体验很少被人理解，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
或妄想症。

随着对联觉认识的深入，人们开始逐步理
解这一现象。文学、绘画和音乐领域中有很多
人坦承自己是联觉人。画家克劳德·莫奈、文森
特·梵高、瓦西里·康定斯基，作曲家尼古拉·里
姆斯基 -科萨科夫，当代艺术家大卫·霍克尼，
流行音乐明星雷迪嘎嘎等，都曾描述过自己的
联觉体验。
“有种科学的解释是，大脑中不同感觉的

脑区位置接近，部分人的某些脑区活跃会带动
另一些脑区活跃，从而出现联觉现象。”孙维新
说，“联觉并非疾病，也不是‘特异功能’，有联
觉能力并不代表可以做超越一般人的事。对于
他们而言，联觉是本然的特性。”

孙维新认为，联觉是脑科学研究中一块有
趣又神秘的领地。

认知大脑不留“盲区”

在联觉研究领域，国外学者表现活跃，很
多艺术家、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脑科学家投

身其中，用调查问卷、解剖、功能磁共振成像等
手段探索联觉奥秘。2018年，德国马克斯·普朗
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神经科学家 Simon Fisher
和 Amanda Tilot 用联觉人家族基因数据进行
研究，发现了联觉人的 DNA变体。

与之相对应，国内联觉研究者以艺术家
或心理学家为主。目前发表的论文基本上也
是从音乐、绘画视角出发，或科普工作者基
于兴趣进行的研究。在有限的科普讨论文章
中，有作者对联觉现象仍存在误解。

对此，孙维新认为，以前国内认为联觉研
究是“不急之务”或“无用之学”，实际上，联觉
研究是脑科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人们把联
觉发展成脑科学的基础概念后，该领域研究一
旦取得突破，可能会改写脑科学教科书，甚至
开发出人类新的认知方式。
“过去这些年我们对实用价值或成果转

化关注较多，比如脑科学聚焦于脑疾病、躁
郁症、痴呆症等急迫且有需求的研究。”孙维
新说，联觉和它所属的认知科学没有受到应
有的重视，人类要真正弄清大脑是怎么回
事，就不能留下“盲区”。

近年来，孙维新一直在为联觉研究鼓与
呼。无论在大学教书、担任科普杂志主编还是
策办科普展览，他都希望更广泛地传播联觉概
念，让更多人发现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参与
这方面的研究，了解“大脑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我们掌握了联觉的本质，说不定还真

能用联觉做点事。”孙维新补充说，“在联觉研
究方面，人类还是名‘小学生’。当我们了解更
多、认知更深入时，相信整个世界在我们眼中
的模样会完全不同。”

按图索技

单层织物手环实时监测汗液钾离子浓度
本报讯近日，南方科技大学深港微电子学院

助理教授林苑菁课题组与香港理工大学教授郑
子剑课题组，在柔性可穿戴传感器件领域取得研
究进展。相关成果发表于《科学进展》。

汗液含有多种生物标志物，包括电解质、代
谢物、氨基酸和激素等，对这些生物标志物的持续
监测，有助于实现早期疾病的发现和管理。由于具
有舒适性和透气性，电子织物在汗液生物传感中有
很大潜力。然而，织物固有电阻大且电子集成度低，
现有方法通常只能将传感器集成在织物上，无法实
现整个电子系统的高兼容性集成互连。

聚合物辅助金属沉积（PAMD）作为一种低成

本、高产出工艺，可用于制造高导电纺织品，为制造
用于柔性传感的电子织物系统提供了新思路。

在该研究中，通过 PAMD工艺与改良的双
面光刻技术，研究人员在单层织物上形成了与传
统印刷电路板一样的电路图案。基于特别设计的
电路图案，他们制造了一种混合集成在单层织物
上的手环。手环由 3部分组成：用于离子检测的
高选择性传感器、用于信号提取和处理的电路，
以及用于无线数据传输的蓝牙模块和应用软件。
手环可在 0.3毫米至 40毫米范围内连续监测汗
液中的钾离子浓度，实现可靠的无线实时表皮生
物传感。该技术在移动健康和远程医疗等方面具
有巨大潜力。 （刁雯蕙）

相关论文信息：

运动者使用手环进行汗液监测。科研团队供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球科学
计划 732项目年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严涛）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
际地球科学计划（IGCP）732项目“人类影响的认识：
统一和评估人类世全球证据的地质信息网络”2023
年度会议在西安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地球
环境研究所、黄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筹）主办。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侯小琳和中
国科学院院士周卫健在会议上致辞。IGCP732项目负
责人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 Michael Wagreich介绍
了项目工作进展以及奥地利的人类世科学研究现
状，IGCP732项目联合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地球环
境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路远介绍了中国人类世科学
研究的进展。

本次会议安排了 8 个特邀报告、17 个口头报
告。与会者还赴陕西省洛川县对陕西黄土高原地球
关键带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进行了实地考察。

据悉，IGCP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地球科学领域的
国际合作，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科学家之间
的合作，现已发展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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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联觉人”出没
姻本报记者张双虎

张凯临：攀登科研高地，创新巧做云梯
姻本报记者廖洋 实习生王冰笛

如果人生是一本故事书，张凯临的故事是
怎样的？

从小接触电子设备，大学坚定报考电子工
程系是故事序言；毕业之际毅然投身科研工
作，在多台雷达的研发过程中贡献力量是故事
主干；坚持开拓科研道路与提高理论水平是故
事发展方向；“创新驱动，砥砺前行”则是使故
事一直讲下去的驱动力……

随着在科研路上不断迎接挑战与取得成
绩，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技术学院正高级工程师
张凯临的人生故事书越讲越厚……

“这儿正是我想工作的地方”

1994年，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工程
才通过一条国际专线接入 Internet，实现了与
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而作为 1993级电
子系的学生，张凯临从小就接触了电子领域。

8岁起，张凯临跟着姥爷迈进电子领域大
门，焊接收音机、遥控模型等电子设备。12岁，
当大多数同龄孩子对计算机懵懂好奇时，张凯
临已经跟着父亲学习 BASIC语言编程。高考
时，结合自己的兴趣，张凯临考取了青岛海洋
大学（后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电子工程系电
信专业。

大一时，由于学校电子领域缺乏兴趣小
组，张凯临牵头组建起电子爱好者小组，向志
同道合的同学普及电子知识，分享计算机编程
经验。大二后，他开始担任全校电子爱好者协
会负责人，同时为老师、同学以及实验室义务
维修和维护仪器设备。从大三开始，他接触到
科研仪器研制方面的工作。大四时，他在青岛
海洋大学海洋遥感研究所完成毕业论文和实
习，跟随多位资深的教授学者深入科研领域学
习。就这样，张凯临不断创新和探索，向电子技
术领域深处迈进。

1997年毕业时，正值各类企业大步发展初
期，对于大多数毕业生来说，就职于薪资优厚
的企业似乎是更好的选择。但对于张凯临而
言，海洋遥感研究所里的各种电子、光学和机
械类仪器，以及多台计算机和外设，例如激光
器、数控激光振镜和高速数据采集卡，更让他
难以忘怀。研究所不乏具有科学知识和数理能
力的教授，但缺乏善于创造的工程技术人才。
于是，毕业之际，研究所向张凯临发出了留校
邀请。
“好！”张凯临仍记得当年的回复十分爽

快，“我太喜欢这样的科研环境了，这儿能发挥
我的创造力，正是我想工作的地方！”这位大学
期间在电子技术方面表现突出的年轻小伙儿，

放弃了各大名企投来的橄榄枝与优渥薪资，开
心而满怀期待地接受了留校邀请，开启了科研
工程师的生涯。

工作不同于学习，面对的是“真刀真枪”的
实战。留校后，张凯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研制非
相干激光测风雷达。“给氙灯泵浦的激光器进
行种子注入，只有使注入后的激光器线宽变
窄，才能用于风速遥感测量，这无疑是难度
最大的部分。”张凯临说，虽然他对电子电路
非常熟悉，但激光器是集光学、机械、电子于
一体的设备，对于刚刚本科毕业的他来说，
极具挑战。

为破解这一难题，张凯临几乎阅读了所有
能找到的相关文献资料、请教了国内外所有能
请教的专家。白天查资料，晚上在实验室避光
做实验，累了就睡在实验室……就这么没日没
夜地苦干了两个月后，他终于在实验中实现了
激光器的种子注入。

张凯临解释说：“通过思考和实验，我发现
破解难题的关键是将激光器原厂的温控部分
创新改造，实现激光器内循环水的温度控制。
结合光路电路的改造，种子激光注入最终成功
实现。”据悉，这是当时国内首次使用注入技术
实现非相干激光测风雷达。

项目结题会上，中国光学界泰斗、专家组
组长王大珩院士高度评价了测风雷达项目的
技术突破，称“这是国际领先级别的”，并点名

表扬了作为年轻科研骨干的张凯临。
“这犹如一针强心剂，给了我更多动力投

身工程技术创新！”张凯临说。

既要搞科研，也要抓理论

第一个项目成功后，张凯临继续肩负重
任。2002年，张凯临开始负责首个“863”项目子
课题———机载海洋激光荧光雷达。

该课题要把刚发展不久的海洋激光雷达
安装到飞机上并测量海洋参数。当时国内只
有为数不多的几家机构对此展开研究。张凯
临带领团队克服参考资料不足的困难，逐一
击破难点、疑点，研制出我国首台机载海洋
激光荧光雷达，于 2005 年正式飞行测量并
获得圆满成功。

机载雷达项目完成后，张凯临与中国海洋
大学教授傅圣雪带领团队与青岛港劳动模范
许振超共同完成集装箱桥吊装卸作业 3D 定
位导引系统。研发团队使用多传感器信息融合
和计算机视觉技术，显著提高了港口装卸操作
效率。

2008年，张凯临又参与研发了一个重大项
目———海上石油平台溢油在线监控系统。他研
制出了一个石油平台适用的激光荧光探头，可
对海表的溢油油膜进行探测和报警。2012年，
该项目获得中国海洋学会海洋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
探索不止，步履不停，既要在科研道路上

不断精进，也要保持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
2009年，张凯临考取博士研究生，师从中

国海洋大学教授管磊，研究方向是高精度红外
海表测温辐射计的研制。这种辐射计基于黑体
红外辐射理论，在科考船或者海上平台部署，
可以自动、连续、高精度地测量实时海表皮温，
提供卫星海表测温数据的现场印证和校准，服
务于气候变化和减灾防灾等领域。

面对全新领域，张凯临跃跃欲试。他将创
新能力与科研经验充分结合，研制出 OUC-
FIRST海表测温辐射计，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首台 0.1K高精度海表测温辐射计。
“在自研设备出现以前，我国使用较多的

是进口仪器。由于近岸雾霾等污染影响，进
口设备往往‘水土不服’，维护校准周期较
短，在维护周期内精度下降较快。”张凯临介
绍说，“我们研制的辐射计有多光学窗口现
场自动切换方案和干燥气体正压力吹扫方
案，破解了应用方面的难题，并且使用了内
置的可溯源的测温仪作为基准源，为数据准
确度打下了基础。”

2016年 6月至 7月，张凯临携其研制的辐
射计 OUCFIRST，参加了于英国国家物理实
验室举行的 2016国际辐射计与黑体标定对比
实验，来自中国、英国、美国、德国、丹麦、澳大

利亚等国 13 家研究机构的团队参加了比测。
在室内标准黑体测温实验和湖面测量实验
中，OUCFIRST 的各项数据结果均为参测设
备前两名，外场实验测量结果在所有仪器中
名列前茅。

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张凯临自研设备测量
精度的最好证明。

做好三件事

科研路上，虽然同时参与了多类项目，但
对于一留校就涉足的激光测风雷达方向，张凯
临从来没有与它“断联”。

在第一台非相干激光测风雷达研制成功
后，他参与了车载可移式激光测风雷达的研
发。2008 年奥运会帆船赛气象保障、神舟飞
船回收着陆场气象保障都有这台车载雷达的
贡献。2006年，他作为课题副组长负责了浮游
植物分类激光雷达的“863”项目；2011年，他参
与研发了水汽和云探测激光雷达；2012年，他
参与研发了船载非相干测风激光雷达；2014
年，他负责了无人机机载测风激光雷达的改
研；2016年和 2018年，他作为结构负责人参与
了两台海洋水体参数激光雷达的研发；2020
年，他主持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下的“海
洋大气边界层动力学剖面激光雷达研制”课
题，并于 2022年顺利结题验收。中国海洋大学
激光雷达研究团队获得了 2022 年度教育部
的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一项项成果让张凯临在科研路上越走
越远，从事研发工作二十余载后，他开始思
索：身为高校科研人员，究竟应该履行什么
样的职责？

回顾过往，他给出了坚定而简单的答案：
高水平完成好科研项目，培养教育好学生和年
轻人，把成果尽量向科技市场转化。

迄今，张凯临负责和参与的科研项目达 30
多个，发表论文 50多篇，获授权发明专利近 20
项；培养硕士生 30人，每年课时量 120小时以
上；实现科研成果知识产权转让 1 项，有两项
正在洽谈中。2018年起，他与激光雷达方向的
几位同事一起，作为初创团队成员参与孵化了
青岛镭测创芯科技有限公司，为生态环境立
体监测、智慧风电、航空保障等行业提供高
性能、高可靠性的激光雷达传感器产品和遥
感应用整体解决方案。公司发展得到学校和
各级领导的肯定和支持，成为产学研成功结
合的优秀范例。

创新驱动，砥砺前行。这既是张凯临的人
生座右铭，也是他科研路上始终践行的准则。

首届国际卫星导航学术会议
在河南理工大学举办

本报讯（记者温才妃）近日，2023 年首届国际
卫星导航学术会议在河南理工大学举办。来自中
国、日本、德国、西班牙和俄罗斯等国科研院所的近
400位专家学者参会。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斗导航系统副总设计师杨
元喜，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 Kosuke Heki，德国地球
科学研究中心教授葛茂荣等带来大会特邀报告和
专题报告 70余场。

大会期间还召开了《卫星导航（英文）》期刊编
委会第五次工作会议，并颁发了 2022年—2023年
《卫星导航（英文）》优秀论文奖。

2000 年，
张凯临在进行非
相干激光测风雷
达相关工作。

受访者供图

国内首个存算一栈式
液冷数据中心落地华南理工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记者日前从华南理工大
学获悉，该校液冷数据中心已成功落地和应用，成
为业内首个成功部署的存算一栈式液冷数据中心。

据介绍，曙光 ParaStor液冷存储系统落地华南
理工大学后，基本完成了全栈式液冷数据中心建
设，直接扩展近 25PB存储空间，最高可使数据中心
能耗降低 30%，有效解决了智算及存储的功耗、散
热和成本问题。测试显示，存算一栈式液冷数据中
心部署后，电源使用效率值可降至 1.2以下。



• 2023年7月11日，人类世工作组宣布，中国四海龙湾玛珥湖获得了

超过60%的支持，作为GSSP的辅助剖面，提交到国际地层委员会。

• 在人类世工作组内部的三轮讨论期间，人类世金钉子的竞争异常激烈，

主要标志物放射性钚的数据是争论的核心要点，我们提供的数据更是

在讨论中始终占据优势。

四海龙湾被选为人类世GSSP辅助剖面，提交ICS

三、取得成果



• 入选中国科学院“青年国际合作人才库”（2023）；

在本项目的国际合作基础上，申报并获批项目1项。中国联

合负责人张路远副研 究 员 与奥地利维也纳大 学Michael 

Wagreich教授、Veronica Koukal博士，以及巴基斯坦Bibi 

Mehwish博士合作申报中国科学院未来伙伴网络专项《人类世

放射性标志物欧亚记录对比研究》，已获批准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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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项目1项



• 受聘中国科协决策咨询专家团队“中国地质学会人类世环

境变化决策咨询专家团队”
安芷生院士以及周卫健院士受聘为决策咨询专家团队首席专家，张路远

副研究员受聘为团队青年研究员。

安芷生院士与周卫健院士聘书



其他学术成果

Microplastic Characteristics in Equus kiang (Tibetan Wild Ass) Feces
and Soil on the Southern Tibetan Plateau, China
Xuke Liu, Peng Cheng,* Jie Zhou, Yukun Fan, Yunchong Fu, Liangcheng Tan, Jianghu Lan,
Luyuan Zhang, Huachun Gu, and Yanting Bi

Cite This: https://doi.org/10.1021/acs.est.3c00582 Read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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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plastics (MPs) are emerging pollutants, and
limited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ir exposure to terrestrial wildlife
and transport mode on the remote Tibetan Plateau (TP).
Therefore, we investigated MPs in the southern soil and feces of
Equus kiang (Tibetan wild ass), a species peculiar to the TP, which
is known as the “third pole.” We found that MP median
abundances were 102 and 4.01 particles/g of dry feces and soil,
respectively. In both media, the MP morphology mainly comprised
∼50 μm slender fibrous particles. In total, 29 MP type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feces, compared to 26 types in the soil. Among
them, the acrylate copolymer (35.9%) and polyurethane (24.9%)
were predominant in the feces, while polyurethane (22.5%) and
silicone (20.4%) were predominant in the soil. After ingesting MPs
at one location, E. kiang may become a source of MP pollution when moving to other meadows on the TP. The potential MP
transport flux of a herd of 20 kiangs has been estimated at 1736 particles m−2 a−1. A unique “source−sink−source” MP transport
model comprising an “atmospheric deposition−vegetation−feces−atmosphere” cycle on the TP was observed based on atmospheric
transport simulations and terrestrial food chain transfer processes. Owing to human settlements in south and East Asia adjacent to
the TP, atmospheric long-distance transmission is an essential route for MPs to enter the TP.
KEYWORDS: microplastics, Tibetan plateau, terrestrial food chain transfer, laser infrared imaging spectrometry, source-to-sink process

1. INTRODUCTION
The concept of microplastics (MPs, diameter < 5 mm) has been
a broad concern since it was initially proposed.1−3 As a global
pollution problem only caused by human activities, MPs have
profoundly a!ected Earth’s ecosystems.4,5 Researchers have
suggested that MPs can be used as a potential indicator of the
Anthropocene Epoch.6 Owing to the fate and universality of
MPs, MP pollution has swept across the globe, and only a few
“pure lands” remain that have not been contaminated by MP
particles.3,7,8 MPs can enter and exit the soil through wind,
water, and organisms9 and a!ect the soil ecosystem’s physical
and chemical balanc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addition,
environmental MPs pose a potential long-term hazard to
wildlife.10,11 For example, in the digestive system, MPs can
cause indigestion and impact the rumen,12,13 and the smaller the
MPs entering the intestine, the more likely they are to imbalance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14 Because plastic particles several
micrometers in diameter can even enter the blood and cause
reproductive toxicity,15 smaller plastic particles require more
attention because they can cause greater harm than larger plastic
particles. In addition to biological e!ects caused by the MP dose
and physical size, MPs can cause severe adverse e!ects as heavy
metal carriers,16,17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18 and

some pathogens,19 and the biological toxicity of raw materials
can be further increased by mixing materials with MPs.18 In
addition, MPs can be transferred along the food chain, which
certainly poses risks to biological organisms and public health.20
The Tibetan Plateau (TP, which has an average altitude of

more than 4000 m above sea level (a.s.l.)), known as the “third
pole,” is a remote, sparsely populated, and primitive area.
Because of its unique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climatic
conditions, the TP is a hot research area for study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e!ects and global changes under human activities
(such as MP pollution).21−24 As a unique flagship species on the
TP, Equus kiang (Tibetan wild ass, which is commonly known as
“kiang”) is a national first-level protected wild animal in China25
and was listed as a “species of least concern” on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in 2015.26 Reportedly, although the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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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人工放射性核素示踪气候变化对北冰洋海洋环境的影响；

2. 首次利用西藏野驴粪便揭示了青藏高原微塑料的沉降与传输机制；



四、项目年度计划

第1年-2021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启动会议——线上；

2022年：在肯尼亚内罗毕举办年度研讨会——线上；

第2年- 2023年：在中国举办年度研讨会与实地考察；

第3年- 2024年：在巴西举办年度研讨会，及国际地质大会组织专题（IGC，

韩国）；

第4年- 2025年：在巴基斯坦举办年度研讨会；

第5年- 2026年：在美国AGU会议(或其他大型会议)上组织专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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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路远: zhangly@ieecas.cn

• 地环所人类世项目组；

• IGCP732项目组和IGCP中国委员会;

• 中国地质学会人类世研究分会;

• 中国科学院先导B专项;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基金;

• 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

•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

致 谢

IGCP 732项目主页：https://igcp732.univie.ac.at

敬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