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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动态 

第二次青藏科考 10大任务申报准备会召开 

2019 年 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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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办公室（简称“项目

办”）在京组织召开第二次青藏科考 10 大任务申报准备会。

第二次青藏科考领导小组办公室、项目办、科考队队长、总

体专家组有关领导、专家出席会议。 

科技部战略规划司余健副司长（正局级）首先代表领导

小组办公室传达了科技部、中科院关于印发《第二次青藏高

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国家科技

基础条件平台中心李加洪副主任代表项目办介绍了关于开

展第二次青藏科考 10 大任务申报的计划安排。科考队队长、

总体专家组组长姚檀栋院士介绍了科考前期筹划论证过程

和部分预研成果，与参会领导、专家一道就第二次青藏科考

的成果产出体系和 10 大任务具体申报要求进行讨论研究，

并就推动后续 10 大任务的申报和任务书签署等作出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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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动态 

青藏高原云降水过程大气低密度对对流云

的触发效应取得最新认识 

通过对 1961—2015 年夏季中国区域地面观测站低云量

资料分析可发现，雅鲁藏布江、三江源与高原东南缘区域是

中国区域低云量的极值区，这表明雅鲁藏布江河谷区是高原

对流云最为活跃的区域。第二次青藏科考“西风—季风协同

作用及其影响”任务团队根据气候数据研究发现，与中国东

部季风区相比，青藏高原中东部地区存在更强的热湍流和更

频繁的低云形成。 

该团队从气候统计和大涡模拟的角度研究了青藏高原

的对流特征与大气密度的关系，探讨了低密度条件下大气边

界层的动力和热力结构特征。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空气密度

下，出现相同数量的低云量，高空气密度下的混合层相对湿

度将高于低空气密度下的相对湿度。研究还发现青藏高原大

气低密度起着对流触发效应，可导致高原东南缘与三江源等

区域为对流活跃区，且有丰富的云水资源，亦可为亚洲水塔

云降水过程的重要驱动机制之一。 

全球科学家共商“第三极”水问题 

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高山区是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冰

川分布最广泛的地区，被称为“第三极”。它也是亚洲十大

主要河流的发源地，亦有“亚洲水塔”之称。气候变暖背景

下，第三极地区气温快速升高，冰川融化加速，储水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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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亚洲水塔正面临着冰川融化的挑战，全球 20 多亿人

的生存用水将因此受影响。2019 年 7 月 11—12 日，来自世

界各地的 50 位相关领域知名科学家在京举行亚洲水塔国际

研讨会。第二次青藏科考“亚洲水塔动态变化与影响”任务

团队提议在第三极的三个典型区域开展国际合作，从观测、

模拟和影响三个方面对亚洲水塔变化及应对方案进行研究，

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国际合作方案。 

该计划从中科院支持第二次青藏科考开始，便已在酝酿，

现已初步确定了观测研究的典型区域：祁连山黑河流域、唐

古拉山长江源与纳木错及色林错流域、喜马拉雅山波曲流域。

这三个区域分别位于西风模态区、西风季风过渡模态区和季

风模态区，其研究对于认识亚洲水塔变化的关键过程具有示

范效应。目前，亚洲水塔变化应对方案提议已在科学层面达

成共识，与世界各国科研人员的合作也在持续展开，后续，

将作为第二次青藏科考“亚洲水塔动态变化与影响”任务的

核心内容深入推进。 

专题动态 

山地冰川表面温度反演算法取得新进展 

山地冰川表面温度变化是定量化其对全球变暖响应程

度最直接的指标之一。然而，雪/冰作为自然界性质变化最快、

最丰富的下垫面，受其反射率变化迅速的影响，基于遥感数

据精确提取冰面温度变化仍是目前冰冻圈科学领域的难点

之一。近期，第二次青藏科考“亚洲水塔动态变化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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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冰川、积雪、冻土”专题团队利用 Landsat 7 多光谱影

像，在考虑雪冰下垫面变化、由冰川表面起伏引起的地表—

传感器入射角度对发射率影响的基础上，首次将冰川象元的

周边地形热辐射分量加入目前的山地冰川表面温度反演算

法，定量评估了冰川象元的周边地形对遥感反演冰川表面温

度的影响。 

研究表明，当不考虑冰川表面起伏地形及周边裸岩地形

影响时，可导致消融季七一冰川遥感反演的冰川表面温度高

估可达 0.28 K。即使考虑了周边地形的热辐射影响，遥感反

演的消融季冰川表面温度仍存在高估现象，尤其冰川的冰舌

区域，其误差仍高达 3.0 K，即目前仍存在未知的原因导致

了冰川表面遥感反演温度的高估。由此表明了进一步开展提

高遥感反演冰川表面温度精度科考研究工作的必要性。 

第二次青藏科考纳木错岩芯钻探计划 

启动实施 

2019 年 7 月 1 日，纳木错岩芯钻探科考队成功获取一根

长 3 米的岩芯，标志着这一工作正式启动。该工作是第二次

青藏科考“亚洲水塔动态变化与影响”任务“湖泊演变及气

候变化响应”专题团队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本次钻探工作

的核心目标是获取水下百米长度的沉积物岩芯，以高分辨率

的湖泊沉积岩芯记录重建大约 15 万年以来的气候环境变化

序列，并对本地区古气候变化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对比以及气

候变化机制开展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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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钻探使用了新设计加工的水上平台，面积约 54 平

方米，由 150 个浮筒组成。科考团队将在 7 月份至少完成两

个孔位的钻探工作，为青藏高原气候环境变化机理研究提供

支撑。此项工作得到科学界和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中央电

视台、新华社等主流媒体进行该项科考活动进行了报道。 

冬春雪灾对三江源草地畜牧业影响的遥感

监测评估及加强雪灾应对能力建设建议 

服务青海省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自 2018 年 11 月以来，青海三江源中东部地区持续降雪，

部分区域发生了严重雪灾，对当地的草地畜牧业生产造成了

严重影响。近期，第二次青藏科考“生态系统与生态安全”

任务“草地生态系统与生态畜牧业”专题团队联合其他项目，

采用卫星遥感技术对雪盖范围和厚度进行了持续动态监测，

基于三江源各县家畜统计数据以及牧区冬季草场空间数据

等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三江源牧区雪灾对草地畜牧业的

影响进行了测算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雪灾应对能

力建设方面的几点建议。 

提出的咨询报告主要包括雪灾的分布状况与特点、雪灾

对三江源区家畜影响的测算与分析、雪灾重点区域草地畜牧

业综合御灾能力测算与分析、应对牧区雪灾的成功经验、应

对牧区雪灾存在的问题、关于加强三江源区雪灾应对能力建

设的建议等几方面的内容。该报告得到青海省省长刘宁的重

要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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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青藏科考重新发现中甸半脊荠 

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横断山区地形复杂，其间高山林立，

河谷纵切，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自 19 世纪末

大量植物采集家至此开展科学考察以来，发表了众多植物新

类群，但有部分物种自采集到模式标本后就再无采集记录，

犹如“人间蒸发”，中甸半脊荠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种自

奥地利植物采集家韩马迪于 1915年 6月 23日在云南中甸（现

香格里拉市）哈巴雪山采集到 1 号 4 份模式标本后，便再无

采集记录。 

2019 年 6 月初，第二次青藏科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

持续利用”任务“植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专题团队

在海拔 4300 米的哈巴雪山西坡发现中甸半脊荠。该物种生

长在碎石陡坡，生长状况良好，居群数量可观，但由于地处

高山牧场上方，随时可能会受到人为干扰，建议加强保护。

中甸半脊荠所在的半脊荠属是横断山高山冰缘带特有属，对

该属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揭示冰缘带物种和生物多样性形成

机制，该物种的重新发现为后续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青藏高原东北部柴达木盆地新生代地层 

磁极性地层学、物源和古气候研究进展 

柴达木盆地是青藏高原东北缘最大的沉积盆地，盆地内

巨厚的新生代河湖相地层记录了周边山脉隆升和区域环境

演变信息，其中大红沟地区的新生代地层出露良好（厚约

6200 米）。然而，此处新生代地层的年代学结果一直存在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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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其年代约为 5400 万年，

底部年龄为古新世；另一种则认为其年代范围约为 2400 万

年，底部年龄为晚渐新世。二者相差近 3000 万年，严重制

约了对高原东北缘构造与古环境演化的深入理解。 

第二次青藏科考“高原生长与演化”任务“古地理格局

与构造地貌过程”专题团队近期对这套含中中新世哺乳动物

化石的地层开展了磁性地层、沉积物源和古气候研究，借助

古生物化石提供的地层年代学约束，基于磁性地层学结果表

明，大红沟剖面年代约为 2100 万年。地层物源分析捕获了

研究区 3 次源区的变化，揭示了祁连山隆升和向南生长过程。

该研究深化了对柴达木盆地沉积地层年代、物源和古气候变

化的认识。 

新建川藏铁路昌都—林芝段隧道进出口 

高边坡变形稳定性评价及选线建议 

服务川藏铁路工程勘察设计 

新建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沿线

山高谷深，人迹罕至，线路穿越二郎山、折多山和色季拉山

等八座山脉，跨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等七

条河流，全线地形起伏剧烈、工程地质条件复杂、自然灾害

频发，设计浪拉山隧道、邦达隧道等 16 个隧道，隧道进出

口均处于深切河谷两岸的边坡体上，这些边坡极高极陡，岩

体结构十分破碎，受到强烈的河流侵蚀卸荷、地下水、冻融

循环、冰川、强烈地震等作用，如耦合施工、运行等人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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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活动扰动，极易产生高位岩崩、滑坡等变形破坏，使隧道

进出口及邻近的工程结构，如桥梁、路基等造成毁灭性破坏，

严重威胁川藏铁路建设运维安全。 

为响应川藏铁路建设的国家重大战略，第二次青藏科考

“地质环境与灾害”任务“重大工程扰动灾害及风险”专题

团队近期针对川藏铁路建设运维防灾减灾需求，以川藏铁路

昌都至林芝段隧道进出口高边坡为研究对象，通过遥感解译、

现场实勘、工程地质分析、稳定性计算等手段，开展全面系

统的调查研究，查明隧道进出口高边坡变形破坏现象及特征，

分析隧道进出口高边坡的变形破坏机制并预测未来演化规

律，厘定隧道进出口高边坡变形破坏潜在的灾害类型和致灾

模式，提出灾害防治对策及选线建议。团队所提交的《新建

川藏铁路昌都—林芝段隧道进出口高边坡变形稳定性评价

及选线建议》成果报告，被川藏铁路昌都—林芝段工程勘察

设计单位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采用，有效服务

支撑了川藏铁路勘察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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