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人：章    程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

2023年12月18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
2023年度工作进展与展望



中心介绍

年度进展

未来展望



 1. 中心介绍

成立与续约

组织机构

目标与职能

国际平台建设

“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



成立：2008年2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
郎先生（左4）和中国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王寿祥先生（左3）
在法国巴黎签署了《关于建立岩溶中心的协定》。

 1. 中心介绍

续约：2016年5月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施莱格尔女士与中
国外交部副部长曹卫星先生签署了二期协定。

2023年6月30日中心与中国政府、教科组织完成三期协议续签。

1.1 成立与续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n Karst under the auspices of UNESCO



 1. 中心介绍

1.2 组织机构



IRCKObjectives Functions

Advance knowledge on karst science

Advanc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 ic 
cooperation of scientific platform

Provide advisory activities,  technical 
i n fo r m a t i o n  a n d  t ra i n i n g ,  a n d  ra i s e 
awareness on karst

Develop a network of demonstration sites

Promote monitoring, modeling and 
mapping system on karst dyanmic systems

Conduct technical, scientific and theoretical 
r e s e a r c h ;  c o o r d i n a t e  a n d  o r g a n i z e 
cooperative projects; and provide guidance 

Revise the website, build a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undertake science popularization,organize and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events

Cooperate with IGGP, IHP, MAB,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NGOs to pu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to practice

Organize international training courses

Gradually develop guidelines and criteria, 
conduct comparative study

 1. 中心介绍

1.3 目标与职能



IUGS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2020);Allocation from IUGS in 2021 and 2023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附属机构（2020）:2021,2023年获IUGS经费资助

1.4 国际平台建设——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附属机构

 1. 中心介绍



Two geoheritage sites were 

proposed to be the first 100 

IUGS Geological Heritage 

Sites by IRCK

作为附属机构，中心成功推

荐2处地质遗迹成为国际地

质科学联合会第一批百大地

质遗迹点。

 1. 中心介绍



GEO Participating Organization (2021)
地球观测组织参与机构（2021）

 1. 中心介绍

1.4 国际平台建设——地球观测组织参与机构

Applied GEO Pilot Initiative Project
获批地球观测组织试点项目



1.4 国际平台建设——中国—斯洛文尼亚岩溶地质“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1. 中心介绍

 为全力做好“一带一路”岩溶关键带对比研究，编制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国际标准，建设中国-斯洛文尼亚岩溶地质“一带一路”联

合实验室，支撑岩溶碳循环服务国家碳中和目标，2023年10月10日，中国-斯洛文尼亚岩溶地质“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筹）在桂林举

办岩溶关键带监测与研究学术研讨会。2023年11月23日，召开第一届联合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



ISO/ TC 319 (2019)
国际标准化组织岩溶技术委员会

8 Participating Members;参与国8个 
21 Observing Members观察国21个

1.4 国际平台建设——国际标准化组织岩溶技术委员会（ISO/TC 319）

 1. 中心介绍



 1. 中心介绍

1.5“全球岩溶动力系统资源环境效应”国际大科学计划 （“全球岩溶”大科学计划）

服务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9年“全球岩溶”大科学计划
进展国际研讨会

“全球岩溶”大科学计划支持函及进展报告



 2. 年度进展

组织管理

科学研究

国际交流与培训

国际标准化建设

科学普及



2.1 组织管理——三期协定正式签署完成

 2. 1组织管理

2023年，中心第二期评估正式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

会会议。2023年6月，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代表中国政府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雷·阿祖莱、国际岩溶研究中

心主任彭轩明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和国际岩溶研究中心 (中国) 关于续延该中心作为由教

科文组织支持的第 2 类中心地位的三方协定》，标志着中心

正式步入第三个运行周期。

《协定》三方达成关于中心运作、法律地位、组织条例、

目标职能、各方贡献与责任等重要内容的共识。



2.1 组织管理——参加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合作伙伴会议

 2. 年度进展

 2023年5月，中心参加中国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合作伙伴会议，

此次会议是2020年以来举办的首次全委

会线下会议。

 中心主任全面介绍了过去一年的主

要成果，与参会代表交流了中心新一年

的发展规划，包括申请执行国际组织项

目、国际培训交流、国际标准化及科普

合作等领域。



2.2 科学研究——正在执行的国际合作项目：项目成果均支撑“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

 2. 年度进展

 国际岩溶研究中心现执行国际合作项目共8项，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主要合作国家

1 全球典型岩溶区观测 地球观测组织试点项目
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洛文尼亚、

塞尔维亚、巴西、南非、津巴布韦

2 不同气候区喀斯特关键带水文-生态耦合过程对比研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

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斯洛文尼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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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科

技创新合作
斯洛文尼亚、泰国、伊朗

4 广西-东盟岩溶景观资源可持续利用研发示范平台 广西科技基地和人才专项 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5 中-柬岩溶关键带科学与技术联合研究中心平台建设 广西科技基地与人才专项 柬埔寨

6 东南亚岩溶地质与水环境保护 广西基金重点项目
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

菲律宾、老挝

7 “一带一路”重点区岩溶地质调查与编图 境外地质调查项目
伊朗、土耳其、泰国、斯洛文尼亚、

塞尔维亚、埃及、埃塞俄比亚

8 中国-斯洛伐克岩溶关键带碳水循环过程联合研究中心 桂林市技术创新引导计划 斯洛伐克



 2. 年度进展

    2023年9月，国际岩溶研究中心代表团赴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分别与

克罗地亚斯普利特大学、斯洛伐克帕沃尔·约瑟夫·沙法里克大学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就科

学研究、人员互访、项目合作、人才培养等领域达成合作共识。

    克方同意将现有的4个岩溶水文监测网、斯方同意将现有的2个岩溶洞穴系统监测站（点）

率先纳入岩溶中心牵头建设的GEO典型岩溶区观测网，推动GEO试点项目实施。相关成果在国内

外多家媒体报导。

2.2 科学研究-GEO试点项目“全球典型岩溶区观测”（多项目共同推进）

1）吸纳已有站点进入全球岩溶观测网



斯洛文尼亚——首次实现岩溶碳循环实时监测

数据远程传输

Bloska（布洛斯卡）坡立谷
林地和草地
    已于2019年建成了草地岩溶碳循环监测站，本
次更新维护，实现动态监测数据实时跨国传输，是
联合实验室第一个国际远程传输站点。
    斯洛文尼亚碳循环监测站将与热带雨林—中国
云南古林箐、亚热带—中国广西百色果化、广西柳
州官村共同构成全球岩溶碳循环监测网，推动“一
带一路”岩溶关键带和岩溶碳循环相关研究。
    应用远程传输技术，可实现监测数据实时传输，
快速响应，及时更新维护，有效提高国际监测站的
运行稳定性，在“一带一路”沿线岩溶研究中具有
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相关成果在自然资源报报导。

 2. 年度进展

2.2 科学研究-GEO试点项目“全球典型岩溶区观测”（多项目共同推进）

2）新建国际监测站点（中国-斯洛文尼亚“一带一路”岩溶地质联合实验室建设项目援建）



伊朗——境外首个干旱半干旱区岩溶监测站

监测站建设：
    安装Manta 3.0多参数水质仪属多点采样、
长期现场监测与剖面分析的经济型数据记录系
统，存储达512 mb。同时装载ph/orp、电导率、
溶解氧、氨氮、硝酸盐、水位、盐度、TDS、温
度等参数，太阳能供电系统。
    此监测站测定Sasan泉水的ph/orp、 电导
率 、溶解氧、 氨氮 、硝酸盐、水位、盐度、
TDS、温度，监测频率为15min/次，用于分析干
旱半干旱地区岩溶水文循环特征。

水文地质背景：
    卡泽隆位于伊朗西南部扎格罗斯山脉，研究
区位于卡泽隆的东北部。从地质角度看，研究区
是以长而规则的背斜和向斜褶皱为特征的扎格罗
斯褶皱带的一部分。现今，它们是伊朗地表水和
地下水的重要来源。碳酸盐岩含水层中的地下水
出现在岩溶泉，排泄邻的冲积含水层，或流入横
穿的河流。

 2. 年度进展

2）新建国际监测站点（“一带一路”重点区岩溶地质调查与编图境
外地质调查项目援建）

2.2 科学研究-GEO试点项目“全球典型岩溶区观测”（多项目共同推进）



 2. 年度进展

    2023年11月，国际岩溶研究中心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此次出访向合作单位介绍了地

球观测组织试点项目“全球典型岩溶区观测”合作计划，签署相关合作会议纪要，并开展岩溶景观资源野外

调查与关键带监测站选点工作。拟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及加里曼丹地区分别建设两个监测站点。

3）拟建国际监测站点（广西-东盟岩溶景观资源可持续利用研发示范平台项目援建）

2.2 科学研究-GEO试点项目“全球典型岩溶区观测”（多项目共同推进）



2.2 科学研究—— I 岩溶关键带、碳汇与气候环境

 2. 年度进展

以岩溶关键带：结构、物质循环和环境可持续性

研究为基础[1]，开展了有关人类活动产生的硫酸对

不同岩性碳酸盐岩风化及农业湿地碳汇的影响[2、

3]，及特定细菌对岩溶河流碳汇影响[4]研究，其中

关键带研究作为IGCP 661项目成果发表在地科联期

刊Episodes。

以环境同位素为主要研究手段，分析了降水、土

壤水和洞穴滴水中氢氧同位素信号的传输[5]、洞穴

石笋记录2009-2010年西南地区严重干旱事件[6]，

及华南亚热带洞穴水文气候变化的时间延迟差异[7]。

1               2                  4   

3              5        6          7         



2.2 科学研究—— II 岩溶水资源可持续开发与利用

 2. 年度进展

关注岩溶区河流、含水层，及水库等含水介质水量及

水质两方面，分别在中国西南及北方岩溶区开展水资源平

衡及水污染（有机质及重金属）研究，主要包括：近40年

粤港澳大湾区水资源环境演变格局，西南岩溶地下河流域

的水文地质作用[1]、华南典型岩溶泉流域雨水-潜水中溶

解有机物的迁移转化过程[2]、亚热带岩溶水库有机质的来

源、分布与转化[3]、中国南北岩溶地下水重金属迁移及其

影响因素研究综述[4]、中国北方岩溶地区地下水补给估算

[5]，及追踪复杂岩溶系统中流经河底的地下水中的污染物：

来自水化学、稳定同位素和示踪剂测试的线索[6]。
1                             2

3                       4                       5                           6   



2.2 科学研究—— III 岩溶生态

 2. 年度进展

应用岩溶动力学理论，将岩溶生态系

统重营养元素迁移转化规律与物质能量循

环进行关联，重点关注岩溶环境与生态健

康，主要包括：基于压力-状态-响应子系

统模型动态评价岩溶槽谷生态系统恢复健

康[1]、探究土壤钙对亚热带岩溶区氮矿化

和硝化速率的制约作用[2]、巴基斯坦极端

降水及其与NDVI、季风和海洋指数的关系

评估[3]等，以此指导生态恢复，如受地质

风化和采矿影响的水稻土中镉的积累：空

间分布模式、生物累积预测和土地安全利

用[4]、南洞地下河水系气候改良分离与产

流产沙生态恢复的定量研究[5]。

1                      4                       5

2                     3



2.2 科学研究—— IV 岩溶地貌与景观资源

 2. 年度进展

以湘西奥陶系红色碳酸盐岩碳、

氧同位素组成研究古环境意义[1]，

同时以湘西洛塔及贾坝剖面开展

典型岩溶高原夷平面沉积特征及

古气候环境研究[2]。保护桂林漓

江风景名胜区重要旅游洞穴[3]，

阐释典型地质遗迹景观及其他旅

游地学意义[4]。此外，在叙永地

区对比分析斜坡相昆古岩沉积环

境及低纬度古地理[5]，系统评价

公路建设对地质公园环境的影响。

1                                  3

2                      4                  5



2.2 科学研究—— V 岩溶塌陷监测预警与地质灾害防治

 2. 年度进展

中心学术委员George Veni教授组织举办岩溶塌陷与岩溶工程

环境作用多学科交叉会议(The 15th Multidisciplinary Conference 

on Sinkholes and the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Karst)[1]，中心客座研究员高永利教授作为特邀演讲嘉宾参与。

中心工程地质研究团队系统梳理了岩溶塌陷机理研究进展[2]，

提出城市路面塌陷类型与防治对策[3]，以及桩基施工诱发岩溶塌

陷的机理模式及防控措施[4]，为岩溶区重大工程、基础设施建设

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际支撑。

1                         2

3                          4



2.3 国际交流与培训——主办学术活动

 2. 年度进展

成功申报2024年 第37届国际地质大会“岩溶地质与可持续发展”专题研讨会

Successfully applied the seminar on karst ge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37th 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 2024, Busan, Korea



2.3 国际交流与培训——主办学术活动

 2. 年度进展

    2023年5月19日，承办“中国-东盟岩溶区可持续发展专题研讨会”圆满召开。会议主题：团结协作，互利

共赢，推进中国—东盟岩溶地质务实合作。专家学者分享了有关水资源配置开发、水平衡与国土空间协调发展、

岩溶碳汇、岩溶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及大数据平台构建方面的工作经验、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理念，为拓展中

国—东盟岩溶地质未来合作，进一步服务岩溶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来自中国、菲律宾、泰国等23个

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



2.3 国际交流与培训——参加重要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2. 年度进展

全国岩溶地质学术年会暨第五届青年学术论坛

（左上）

斯洛文尼亚岩溶研究所第30届岩溶学校（右上）

第50届国际水文地质大会（左下）

2023年国际地球化学年会（右下）



2.3 国际交流与培训——主办国际培训班

 2. 年度进展

5月16日-29日，国际岩

溶研究中心第十五届国际培

训班成功举办。培训班主题

是“岩溶区自然资源要素可

持续利用（一）：遥感与监

测”，分别在南宁、重庆及

桂林开展活动，来自五大洲

23个国家（地区）的51名中

外教员及学员参加。



2.3 国际交流与培训——协办国际培训班

 2. 年度进展

 2023年4月12日-21日，与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

中心联合举办“发展中国家岩溶与低碳地质生态产业可

持续发展研修班”。

中心联络邀请教员授课列表（11名）

教员 授课主题

曹建华 “一带一路”岩溶发育类型及岩溶地质特征

夏日元 中国岩溶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进展

徐宪立 岩溶关键带生态水文研究进展

陈伟海 中国岩溶景观与洞穴旅游

蔡演军 石笋与全球气候变化

章    程 岩溶动力系统与碳循环

黄    芬 岩溶碳汇计量方法及人工固碳增汇技术

蒋忠诚 岩溶石漠化及生态产业

蒋勇军 岩溶区生态环境问题现状及治理途径

吕    勇 广西岩溶堆积型铝土矿矿床特征

朱同彬 岩溶区土壤氮循环过程及其指示意义

罗劬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发展历程



完成ISO/TC319第二次全体会议纪要与决议总结提交

国际标准提案《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再次提交ISO/TC319委员会内部立项投票

《岩溶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规程》国际标准新工作项目提交审核

与TC94人员安全防护服装与设备技术委员会讨论，推进《溶洞科研及探险用可穿戴防护服技术规范》

与国际伙伴沟通，提升其ISO/TC 319参与度。邀请斯洛文尼亚（SIST）成为观察成员国，邀请伊朗（INSO）成为参与成员国

2.4 国际标准化建设

 2. 年度进展



2.5 科普活动

 2. 年度进展

   

    在世界地球日、全国科技活动周、

全国防震减灾日、全国土地日、全国生

态日等期间，均开展了主题科普活动，

年度开展科普天数达230天，科普受众

11000人次。

    发表科普文章7篇，制作科普视频1

部，网站增设科普园地版块。

    《珠江源神奇的岩溶》获得2023年

广西十佳科普读物大赛优秀奖。创作一

部科普短剧剧本，获得2023年“我是生

态环境讲解员”广西赛区剧本类作品优

秀奖。



 3. 未来展望

1.中心理事及学术委员换届，进一步指导中心第三期建设运行

2.国际标准化组织岩溶技术委员会相关职务换届，推动制订岩溶领域国际标准

3.拓展全球岩溶监测站网，覆盖不同气候类型区及地质背景的更多岩溶国家

4.多渠道申报国际合作项目，支撑广泛领域的岩溶国际合作交流

5.建成全球岩溶数据系统，形成全球岩溶数据资料智慧汇聚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