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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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长王志刚一行调研第二次青藏科考工作 

2019 年 9 月 5 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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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组书记、部长王志刚在参加科技部与西藏自治区第四次部

区会商期间，带队实地调研第二次青藏科考工作，并慰问在

青藏高原开展野外考察的科考队队员。第二次青藏科考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科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萌陪同调研。 

9 月 5 日，王志刚一行来到海拔 4730 米的中科院纳木错

多圈层综合观测研究站考察调研，听取了第二次青藏科考队

在纳木错开展的现代湖泊观测项目、深钻计划、浮空器观测

研究计划等情况介绍；在国家大气背景监测站，向科研人员

深入了解大气污染监测的情况。王志刚充分肯定了纳木错站

开展的青藏高原高海拔野外观测工作，强调第二次青藏科考

要用系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协同开展多圈层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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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更加注重高新技术的示范应用。调研组还到羊八井实

地考察了中科院全大气层观测台、国家天文台亚毫米波观测

站、国电西藏高海拔试验基地。 

9 月 6 日，王志刚一行来到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拉萨

部，调研青藏科考展厅和冰芯库，并出席第二次青藏科考专

题座谈会。会议由第二次青藏科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

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张亚平主持。张亚平在主持讲话中指

出，第二次青藏科考队要加强对全国层面科考力量的组织协

调，紧紧抓住国家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和“一带一

路”战略的有利时机，找到更多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充分发挥科考队人才

队伍特色和研究基础优势，努力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檀栋院士从不忘初心、国家使

命、阐明变化、前沿开拓、国际视野等方面系统汇报了第二

次青藏科考的相关工作和思考，与会领导和专家一致赞同。 

王志刚充分肯定第二次青藏科考已开展工作和取得的

初步成果，对坚持奋战在青藏科考一线的科考队员表达敬意。

他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第二次青藏科考，习近平

总书记的贺信精神为第二次青藏科考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

了方向。他强调，一项科研活动的开展，首先要有科学的方

法论。第二次青藏科考不同于一般的科学考察研究，具有不

可替代性，首先要有明确的系统目标，然后再分解成水、生

态、人类活动、地质等系统的任务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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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刚要求，下一步第二次青藏科考要重点做好以下几

方面工作：一是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意图，将第

二次青藏科考与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世

界科技强国建设等国家战略结合起来。二是要充分利用第一

次青藏科考的重要成果，并在第二次青藏科考中加以广泛应

用。三是要不忘初心，牢记国家使命和国家责任，科考的目

标和定位要紧密围绕国家战略任务。四是要坚持系统性科学

思维，充分利用现有的工作基础，集聚创新资源，形成工作

合力，使科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五是要深化开放合作，

在国际上牢牢掌握青藏高原研究的主动权。六是要加强科学

普及和传播，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

高峰的精神，扩大科考的社会影响。 

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孟晓林、副秘书长旦增伦珠，科

技部战略规划司、基础研究司、高新技术司、社会发展科技

司、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农村中心等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鸣一行调研 

第二次青藏科考工作 

2019 年 8 月 30 日，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鸣一行专程

到拉萨部实地调研第二次青藏科考工作，并现场慰问了部分

科考队员。受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檀栋院士委托，青藏

高原所副所长、科考队办公室主任安宝晟对曹鸿鸣一行调研

指导表示欢迎并汇报了科考相关工作。他首先汇报了习近平

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第二次青藏科考的系列指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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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深入学习了习总书记从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的高度对第

二次青藏科考做出的具体指示，要求聚焦水、生态、人类活

动，揭示青藏高原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

推动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

球生态环境保护，并介绍了第二次青藏科考的目标定位、十

大任务、科考区域、科考标志性科学工程总体设计和重要进

展。同时，他详细回顾了第一次青藏科考的历程、重要成就

和历史贡献。随后，他还简要介绍了青藏高原所的建所背景

与发展历程、高水平人才队伍、高海拔观测研究平台、青藏

高原地球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建设和国际计划与海外中心建

设等情况。 

视察期间，曹鸿鸣一行还观看了由姚檀栋院士团队制作

的《第三极环境变化》和丁林院士团队制作的《青藏高原的

形成与隆升》视频，并参观了青藏高原冰芯库。曹鸿鸣副主

席充分肯定了青藏科考工作的重要性及取得的成就，他希望

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全面贯彻落实好习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重要指示，弘扬老一辈科学家不畏艰险、团结奋进、

勇攀高峰的青藏精神，服务美丽青藏高原建设。他表示致公

党中央将结合此次调研，进一步支持第二次青藏科考国家观

测体系和国家级研究平台建设。 

第二次青藏科考队设立兰州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15 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兰州办公室在兰

州大学正式成立。科考队兰州办公室旨在为第二次青藏科考



                       工 作 简 报           2019（04）期 

5 

涉及甘肃地区的科考工作提供后勤保障、人员培训及物资中

转等综合服务支撑。科考队兰州办公室下设高原科考及野外

生存实训部、成果转化评估中心、物资中转服务保障部等部

门。科考队兰州办公室的成立，同样能够为统筹在甘科研单

位科研力量，发挥野外科研工作开展的地域优势，更好地参

与和服务支撑第二次青藏科考产出系列重大成果提供重要

服务支撑平台。 

任务动态 

青海雪灾防抗救能力提升咨询报告得到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批示 

近期，第二次青藏科考“地质环境与灾害”任务研究团

队为深入贯彻落实并实现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坚持、三个转

变”的重要方略，提升青海省抵御重大灾害事故风险的综合

防范能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在第二次青藏

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支持下，联合应急管理部—教育

部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

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国家气象局、青海省气象局

等相关部门专家，深入青海省南部牧区雪灾现场进行实地考

察，并调研了玛多民政局、下拉秀镇政府、玉树州农牧局等

部门，提出了加快青南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智慧牧区发

展、完善生态畜牧业合作社运行机制、构建畜草料储备与应

急调度体系的建议、加强牧区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教育、加强

人才智力与科技支撑等建议，以进一步提升青海重特大雪灾



                       工 作 简 报           2019（04）期 

6 

防抗救能力，保障青海省安全生产与社会稳定。 

以此为基础撰写的咨询报告，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有关领

导同志批示：“该报告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

对我省加强灾前预防、补齐防灾抗灾短板，提升生产经营和

防灾能力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请农牧委认真学习，

并请有关部门研究推动。”  

首届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 

暨中国地理学和自然灾害风险与 

综合减灾专业委员会年会顺利召开 

1989 年，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活动倡

议，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成绩斐然。

为了加强自然灾害风险研究，开展学术交流与科学传播，支

撑综合减灾工作，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2019 年中国地理

学会自然灾害风险与综合减灾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二次

青藏科考“人类活动与生存环境安全”任务“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与环境健康”专题史培军教授担任该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地理学会自然灾害风险与综合减灾专业委员会旨

在搭建国家自然灾害风险和综合减灾方面的学术交流平台，

为第二次青藏科考综合灾害风险评价与防御研究提供交流

平台。此次召开的首届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旨在

汇聚人才智力，服务高原发展，依托已有对青藏高原研究及

全球高原地区综合性研究的科研积累，围绕高原防灾减灾等

方面的焦点、热点，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深入研讨高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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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防灾减灾的前景，力图形成对高原科学研究、青藏高原地

区科研创新和经济社发展的深刻见解。 

专题动态 

研究揭示基于大涡模拟揭示大尺度湍涡 

导致涡动相关能量不闭合的机制 

近期，第二次青藏科考“西风—季风协同作用及其影响”

任务“地气相互作用及其气候效应”专题研究团队基于大涡

数值模拟，分析了无背景风速和水汽时非均匀地表诱发的大

尺度湍涡导致涡动相关能量不闭合的机制。研究结果发现：

垂直速度的积分长度、大气稳定度参数、平均水平速度和平

均时间为直接导致能量不闭合的大尺度湍流结构的 4 个特征

量。与之前的定量关系相比，上述关系式物理机制更清楚，

更容易理解。最重要的是，基于上述定量关系，可以推导出

目前已知的大部分因子与涡动相关能量的关系。这间接地证

实了上述定量关系的合理性、正确性。 

山地冰川物质平衡研究获系列进展 

冰川物质平衡是表征冰川积累和消融最重要的参数之

一，是目前国际冰川学界重点和前沿观测研究领域。第二次

青藏科考“亚洲水塔动态变化与影响”任务“冰川—积雪—

冻土变化及影响与应对”专题研究团队近期取得了系列研究

成果并在国际期刊发表。 

研究发现，基于地基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的大地测量法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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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表面高程变化值与冰川学法获取的同名点高程变化值相

关。大地测量法冰川物质平衡与冰川学法物质平衡在冰川大

部分区域空间差值的绝对值很小，两种方法计算出的物质平

衡线高度十分接近。这表明采用地基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开展

年度或年内物质平衡观测研究具有巨大潜力，可作为传统冰

川学物质平衡观测的替代方法。 

基于天山冰川 7 年物质平衡实测资料和冰面气象与再分

析数据，利用模型重建了该冰川 1999—2015 年的年际和季

节物质平衡，揭示了其变化规律和控制因素，为中亚地区冰

川物质平衡观测增添了长序列数据。同时，针对乌源 1 号冰

川反照率遥感反演发现，消融初期，冰川表面反照率值很高，

空间变化不明显。随消融进行，反照率逐渐降低，至消融中

后期降至最低，空间上呈现随海拔升高而增大趋势，且物质

平衡线附近增加最快。另外，围绕天山托木尔峰青冰滩 72

号冰川，通过对气候变化、冰川响应延迟、冰川地形特征和

表碛覆盖影响的综合分析，揭示了随气候持续变暖，表碛范

围和厚度增大，对冰川消融抑制作用增强，表碛覆盖型冰川

退缩会有所减缓的响应规律。 

西藏色林错地区不同时间尺度气候和 

湖泊环境变化研究取得新进展 

西藏色林错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印度季风与西风相互作

用的过渡带，湖泊面积由 1976 年的 1667 平方公里扩大到

2017 年的 2389 平方公里。近期，第二次青藏科考“亚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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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动态变化与影响”任务“湖泊演变及气候变化响应”专题

研究团队将西藏色林错地区作为重点地区之一，重点关注该

区域的气象、湖泊、河流、冰川、大气状况和生态系统的近

期变化以及全新世以来的环境演变。近期，研究团队以新闻

和评述的形式从气象要素、大气边界层水汽交换、现代湖泊

学特征、湖泊面积与水量水质变化、水量平衡要素分析、湖

泊生态系统、植被类型与植物多样性、动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土地覆被变化、全新世以来环境演变等方面对前期科考成果

进行系统总结发表，为后续该地区湖泊与环境变化研究提供

了重要的基础数据和科学论点支撑。 

第二次青藏科考西藏林芝市米林地区生态

安全屏障功能与优化专题会议召开 

2019 年 8 月 21 日，第二次青藏科考“生态安全屏障功

能与优化体系”任务“重大建设工程的生态环境效应”专题

研究团队与林芝市米林县召开专题会议，就区域生态环境保

护与安全屏障功能区划和优化方案等进行深入研讨。会议由

米林县委副书记主持，他首先介绍了米林县生态环境概况，

随后科考分队对科考任务需求进行说明。科考分队介绍到，

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在我国气候形成与演变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科考旨在阐明重大道路工程、水电开发工程及矿

产开发工程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影响。掌握生态环境修复

状况，提出适用于不同建设工程和区域的优化修复方案。进

而实现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发挥生态安全屏障作用，促

进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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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拉萨地方病野外采样与入户调查及 

鼠疫疫源地生境考察顺利完成 

2019 年 9 月 7 日，为深入考察西藏大骨节病、地方性氟

（砷）中毒及自然疫源性疾病鼠疫与高原生态环境变化和社

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二次青藏科考“人类活动与生存环境

安全”任务“高山地方病与高原生理适应”专题研究团队与

西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高山地方病与高原生理适应科考

研究进行了专题座谈。双方进行了充分交流，并共同制定了

典型地方病病区环境考察与入户调查以及喜马拉雅旱獭鼠

疫疫源地高发疫点区生态环境考察的详细方案。 

双方联合科考队于 2019 年 9 月 9—14 日调查了涵盖拉

萨地区海拔 3400—5200 米之间的农牧区，包括 7 个区/县的

20 个乡/镇、40 村、80 余农户。采集河水、饮用水、青稞植

株、土壤、牛粪等环境样品 440 余份，青稞、糌粑、小麦、

菜籽、面粉、砖茶、清茶等食物样品 320 余份，尿样 101 份，

完成当地农牧民调查问卷 80 份，问卷涵盖农牧民日常食物

消费状况、经济收入、供水方式等内容。在深入了解拉萨地

区鼠疫流行状况基础上，在堆龙德庆等高发疫点区，发现喜

马拉雅疫源地主要宿主旱獭，获得包括土壤结构、植被类型、

坡度等与喜马拉雅旱獭活动密切相关生境信息。此次科考为

进一步分析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等对青藏高原大骨

节病、地方性氟（砷）中毒的影响，以及开展喜马拉雅旱獭

疫源地鼠疫流行风险预测预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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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夏季风爆发异常对高原中南部降水 

径流过程影响及作用机制取得新认识 

近期，第二次青藏科考“地质环境与灾害”任务“重大

山洪灾害及风险”专题研究团队通过多源数据融合与综合分

析，区分印度季风水汽输送的两个通道，考虑水汽输送的动

力与热力机制，揭示了印度夏季风爆发、消亡异常对青藏高

原中南部降水、径流过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阐明了其空间

差异性。结果显示，印度夏季风爆发异常较消亡异常更显著

影响青藏高原东南部的降水与径流过程，且爆发时间提前较

推迟更显著地导致降水偏丰 20%以上、径流偏丰 15%以上，

且易伴随暴雨与山洪等灾害发生。研究结果可为青藏高原中

南部暴雨洪涝及其次生地质灾害预测预警提供科技支撑。 

青藏高原西北缘中巴喀喇昆仑公路沿线 

地表变形动态监测和地质灾害早期识别 

与易发性评价取得新进展 

近期，第二次青藏科考“地质环境与灾害”任务“重大

滑坡灾害及风险”专题研究团队初步开展了青藏高原西北缘

中巴喀喇昆仑公路沿线地表变形动态监测和地质灾害早期

识别与易发性评价研究，该研究将小基线集雷达技术应用到

研究区地质灾害早期识别和监测中，得到了中巴公路沿线毫

米级地表变形结果，圈定了地质灾害危险区，并结合野外调

查验证了形变结果的精度，实现了该沿线区域大范围高精度

的地质灾害早期识别；分析了典型地质灾害体的变形特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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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地形、植被盖度、地层岩性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应用

随机森林算法对中巴公路沿线地质灾害易发性进行评价，按

照易发性等级分区制图；创新性地将星基增强系统形变结果

和易发性等级结果结合构造应变矩阵对易发性等级分区进

行优化，优化结果可减少由于历史地质灾害点的不完全而造

成的结果误分类。 

通过与巴基斯坦合作方的有效衔接和深入合作，该研究

成果已在该区及周边地区地质灾害隐患调查、早期预警和防

灾减灾规划工作中得以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并可被广泛应用于中巴喀喇昆仑公路的建设维护中，并可为

未来中巴铁路建设以及输油管道建设等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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