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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动态 

第二次青藏科考领导小组副组长、科技部

部长王志刚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科考队

队长姚檀栋院士汇报科考重点任务 

2019 年 5 月 27 日，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

（简称“第二次青藏科考”）领导小组副组长、科技部部长王

志刚主持召开第二次青藏科考专题会议，研究讨论第二次青

藏科考相关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科技部副部长李萌、

科考队队长姚檀栋院士、科技部战略规划司、资源配置与管

理司、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等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姚檀栋院士代表科考队汇报了第

二次青藏科考重点任务，重点介绍了 2019 年度的重点科考

任务，与会领导一致赞同。 

会议指出，第二次青藏科考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的贺信精神作为根本遵循，按照刘鹤副总理的要求，要坚持

目标导向，聚焦科学问题，围绕重大需求，合理部署科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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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要坚持“小核心”团队引领，充分调动全国优势科研单

位，组织精干力量，加快推进，抓紧落实，确保科考取得重

大成果。 

会议强调，第二次青藏科考实行科考队一体化管理机制，

科考队长作为总师，实行科考队队长负责制，对科考的实施

完成负总责，要团结、带领总体专家组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

总体实施方案，进一步优化科考任务，细化、实化科考目标

和方案，切实保证科考任务顺利实施和成果高质量产出。要

统筹兼顾科考单项任务和综合效益，实现需求牵引与技术推

动相结合，切实摸清青藏高原变化的趋势和规律。要加强国

际合作，提升青藏科考的国际影响力，弄清“第三极”与南、

北极的关系及其影响。要明确科考的检验标准，处理好青藏

科考与青藏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关

系，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战略实施、西部地区发展、全球生

态环境保护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第二次青藏科考任务和专题论证 

准备工作会议召开 

受第二次青藏科考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2019 年 5 月 31

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项目管理办公室（简称“项目办”）组织

召开了第二次青藏科考任务和专题论证准备工作会议，讨论

和部署相关工作。会议由科技部战略规划司余健副司长、中

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严庆局长、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

苏靖主任共同主持。科考队队长姚檀栋院士、十大任务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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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主要同志参加了会议。 

余健首先传达了 5 月 27 日王志刚部长主持召开的第二

次青藏科考专题会议精神：“第二次青藏科考实行科考队一

体化管理机制，科考队长作为总师，实行科考队队长负责制，

对科考的实施完成负总责，要坚持‘小核心’团队引领，组

织精干力量，加快推进，抓紧落实，确保科考取得重大成果，

同意成立第二次青藏科考项目管理办公室，由严庆和苏靖共

同兼任项目办主任”。随后，严庆和苏靖先后表态将按照领导

小组办公室要求和专题会议精神，组织专门力量，加强对接

合作，形成工作合力，做好科考的服务保障工作。姚檀栋院

士详细介绍了亚洲水塔变化及其广域效应、生态安全屏障建

设、灾害防治与川藏铁路沿线重大灾害问题、青藏高原隆升

与资源环境问题、科考综合基地与示范工程基地等 5 大综合

集成任务，并与十大任务负责人就科考成果的体系化设计进

行了充分讨论和部署。 

第二次青藏科考专题目标凝练会在京召开 

2019 年 6 月 13 日，第二次青藏科考专题目标凝练会在

京召开，会议由科技部战略规划司余健副司长主持，项目办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李加洪副主任、中科院科技促进

发展局赵千钧副局长，科考队队长姚檀栋院士、科考依托单

位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主要领导及十大任务负责人和各

专题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余健首先宣读了第二次青藏科考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总体专家组、专家咨询委员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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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通知，以及近期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纪要。

第二次青藏科考十大任务负责人和各专题负责人依次就科

考目标、实施方案及预期亮点成果进行了汇报。 

余健总结了本次专题目标凝练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

出各任务和专题负责人要切实履行责任，进一步凝练目标，

优化方案；要求各任务内部要加强统筹协调，提高科考效率，

保证野外科考安全，并对任务和专题负责人认真参与科考专

项层面的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李加洪建议科考数据汇交应

制定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专项层面要做好数据的共享管理，

加强任务间数据的相互支撑。最后，姚檀栋院士强调各任务

负责人应高度重视此次科考，切实负起责任，树立红线意识

和合同意识；要深入科研一线，聚焦重大成果产出；明确科

考报告表现形式。本次专题目标凝练会为第二次青藏科考任

务和专题的正式论证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任务动态 

7003米！第二次青藏科考浮空艇探空实验 

成功创造高空科学观测世界纪录 

2019 年 5 月 23 日凌晨 6 点，第二次青藏科考传来好消

息，我国自主研发的“极目一号”浮空艇在海拔 4730 米的西

藏第二大湖纳木错湖畔，成功创造了升空到海拔 7003 米高

空科学观测的世界纪录。这个纪录是由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空天信息研究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联合组成的浮空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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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空科考分队创造的。这是继 2019 年 1 月第二次青藏科考

队在实现浮空艇垂直上升到海拔 6204 米高空开展大气成分

观测之后的又一重大突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上述两次

科考活动分别进行了专题报道，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本次科考活动将国际前沿的亚洲水塔水汽传输研究与

我国自主研制的体积 2300 立方米的“极目一号”浮空艇观测

平台技术相结合，搭载各种科学观测仪器，以三维的视角对

亚洲水塔的水汽来源和大气组分垂直变化过程进行了研究，

并首次获得了青藏高原海拔 7000 米高空的大气水汽稳定同

位素、大气黑碳和大气甲烷含量等大气组分。本次观测可为

亚洲水塔水量变化提供关键数据，为全球变暖背景下青藏高

原水－生态－人类活动链式变化应对策略的提出提供重要

科学理论依据。 

“极目二号”“极目三号”目前均在研制中，“极目二号”

设计驻空高度为海拔 7000—7500 米，将在藏东南鲁朗站，藏

中部珠峰站、纳木错站，藏西部慕士塔格站等多个野外站点

通用。“极目三号”设计驻空高度将超过珠峰高度，平台技术

难度、驻空高度、携带载荷所取得的可能成果，都将是空前

和突破性的。 

第二次青藏科考夏河人研究成果推介 

暨专家咨询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9 年 5 月 2 日，《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第二次青藏

科考任务六陈发虎院士领衔团队关于“青藏高原中更新世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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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丹尼索瓦人的下颌骨化石”的研究成果。此项成果首次从

考古学上验证了此前只发现于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的

丹尼索瓦人曾在东亚广泛分布的推测，并将史前人类在青藏

高原活动的最早时间从距今 4 万年前推早至距今 16 万年前，

揭示了青藏高原史前人类对高海拔环境适应的悠久历史。成

果发表后，在丹尼索瓦人、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及中国古

人类演化等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公众

的广泛关注。为进一步提升该成果的影响，更好地开展下一

步化石出土地—白石崖溶洞的发掘和研究工作，6 月 14 日由

中科院青藏高原所和兰州大学联合主办，夏河县委县政府联

合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共同承办了“夏河人研究成果推介

会暨专家咨询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得到了甘肃省文物局的

大力支持，并邀请了国内古人类学界和旧石器考古学界的权

威专家进行现场考察和研讨。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洛桑江村慰问第二次青藏科考“高原 

生长与演化”科考分队 

2019年 5月，第二次青藏科考任务七“高原生长与演化”

科考分队在藏东南昌都地区开展国际联合野外科学考察，来

自中国、英国、美国、意大利、俄罗斯等 5 个国家，涉及古

高度重建、古生物学、古环境演化等多个领域的共 17 名研究

人员参与考察。5月 11日，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洛桑江村在昌都地区芒康县如美镇亲切接见了科考队



                       工 作 简 报           2019（01）期 

7 

员。洛桑江村询问了科考队员在藏期间的生活工作情况，对

外国专家参加藏区科考表示热烈欢迎，祝愿科考队员在第二

次青藏科考中多出成果。洛桑江村向外国专家介绍了中国共

产党在西藏实行的优越民族政策，希望外国专家回国后多宣

传西藏的新面貌，宣传美丽中国，争做国际友谊的使者，欢

迎专家们常来西藏，支持西藏发展。科考队员感谢西藏地方

政府对第二次青藏科考的大力支持，表示一定将实际科考成

果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服务。 

第二次青藏科考“高原生长与演化”科考分队在中科院

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科技与教育合作协议

的框架下，已先后组织了两次青藏高原国际联合野外科考活

动，在西藏日喀则和昌都地区分别对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隆

升过程和环境效应进行了详细野外考察与合作研究。希望通

过多学科深度交叉合作，在青藏高原隆升与环境效应研究领

域引领国际前沿，为推动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保障。 

专题动态 

青藏高原多站点大气探空联合 

观测实验顺利实施 

为深入研究青藏高原地气相互作用过程及其影响天气

气候的机理，第二次青藏科考任务一“地气相互作用与气候

效应”专题任务联合国内外十余家单位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地

区开展了历时 15 天的“地气相互作用与气候效应”立体综合

加强观测试验。此次试验在季风和西风断面上的 8 个地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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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进行，分别是珠峰、藏东南、阿里、那曲、平凉、沱沱河、

敦煌、尼泊尔加德满都。立体观测试验站点涵盖了青藏高原

及周边地区的荒漠砾石、林间草地、高寒草甸、黄土塬上、

戈壁沙漠等诸多典型陆地下垫面。联合观测实验的开展将为

揭示西风—季风协同作用区大气边界层过程的变化特征及

其空间差异，为青藏高原大气热源精细化分布的估算，以及

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水分循环变化的模型模拟提供第一

手的观测资料。 

珠峰地区大气环境和冰冻圈要素综合 

科学考察研究圆满完成 

珠峰地区是冰川分布集中区，是固体淡水资源宝库，也

是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的敏感区域。全球变暖背景下，珠峰

地区冰川萎缩、冰湖扩张、跨境大气污染物输入、冰湖溃决

的潜在风险增大。珠峰地区快速的气候和环境变化，对本区

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带来潜在的不确定性。2019 年 4

月 20 日—5 月 30 日，第二次青藏科考任务六所属专题团队

在珠峰大本营、中间营地和东绒布冰川等区域开展冰冻圈要

素综合科学考察研究。 

此次科考过程中，科考分队按照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

的要求，广泛吸纳地方科技人员全程参与。科考队员历时 40

天完成了从珠峰大本营至珠峰海拔 7028 米处的新雪和雪坑

采样；在 6500 米的东绒布冰川垭口钻取了一根长达 126 米

的透底冰芯和两根分别长 25 米的浅冰芯；在东绒布冰川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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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架设一台自动气象站，进行气象要素观测，并对冰川开展

了雷达测厚工作。本次科考获得的冰川与大气环境数据，将

进一步加深对珠峰地区环境变化的认识，并将为极端环境下

的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第二次青藏科考任务九团队承办“一带 

一路”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 

国际学术大会 

“一带一路”沿线自然环境差异大，灾害类型多样、分

布广泛、活动频繁、危害严重，沿线国家多数经济欠发达，

抗灾能力弱，频发的灾害严重影响民生安全、制约经济社会

发展，减灾需求迫切。防灾减灾是“一带一路”沿线共同面

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民心相通”的重要切入点。2019

年 5 月 11—12 日，“一带一路”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国际

学术大会在京召开，第二次青藏科考任务九“地质环境与灾

害”团队承办并参与大会。来自联合国相关机构代表、有关

国际组织负责人、“一带一路”沿线及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专家学者参加大会。大会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防灾减灾学术交流，共同发表了《“一带一路”防灾减灾与

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提出将共同致力于加强科技与政策

交流，推进构建“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协同机制。 

川藏铁路沿线活动断裂考察取得初步进展 

第二次青藏科考任务九所属的“活动断裂与地震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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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围绕川藏铁路沿线的活动断裂与地震灾害进行了多项

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工作，在科学支撑川藏铁路建设方面奠定

了良好基础。取得的主要进展包括：（1）怒江断裂带野外科

考：主要对怒江断裂带开展野外科考工作，重点关注该断裂

邦达段。通过高精度遥感解译、构造地貌分析，结合野外调

查，获得了怒江断裂带邦达段全新世活动的确凿证据，最新

活动性质以逆断为主，类比巴塘断裂和理塘断裂带，未来可

能最大突发位错量估计为垂直位错量约 2 米，左旋走滑位错

量 3—4 米，影响带宽度 10—20 米。（2）甘孜—玉树断裂带

野外科考：通过断裂展布区卫星影像和航空照片信息的提取，

结合野外实地考察，对甘孜—玉树断裂带的晚第四纪活动性、

变形强度以及位移分布等进行了综合分析与研究，初步获取

了断裂的位移量、典型位错地貌等资料，研究显示甘孜—玉

树断裂带晚更新世以来活动强烈，以左旋走滑为主，在地质

和地貌上有着良好表现，断裂在遥感影像上显示线性笔直，

两侧差异明显，断裂穿过的水系、阶地、洪积扇等一致左旋

位错。 

南亚通道资源环境承载力基础 

考察顺利开展 

近期，第二次青藏科考任务十“南亚通道资源环境承载

力基础考察与综合评价”专题任务顺利开展。科考分队先后

赴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那曲地区、阿里地区、日喀则市、林

芝市与山南市共 6 地/市、37 区/县（含 16 个边境县、5 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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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开展了为期 31 天、行程超过 7000 公里的中尼廊道及

周边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面向土地、水和生态承载力评

价，科考分队与地方政府召开了 10 次座谈会，并开展了入户

访谈与问卷调查，累计完成有效问卷 118 份；收集中尼廊道

及其周边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基础数据资料 50 余本

（册），收集影像和照片资料 60 GB。为完善中尼廊道相关地

区考察研究工作，科考重点就 8 个边境县和 2 个口岸地区进

行了资源环境承载力基础考察，为西藏建设我国面向南亚的

大通道提供了基础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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