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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What is inside)

封 面 故 事

酸化如何影响未来海洋？模型结果表明全球海洋束毛藻的固氮潜力将在本世纪内平均下降 27%，其中尤以铁匮乏的东南和东北太平洋的下降比

例最大（详见第 7 页）

mailto:lizhen8214@xmu.edu.cn


航次名称 科考船 航次日期 参与人员 参与课题 组织形式

台海夏季航次 延平2号
2018年

7月25日~8月23日
6 1，3 基金委共享

南海SEATS航次 嘉庚号
2018年

8月2号~8月11号
4 1，3 搭载

西北太平洋航次 嘉庚号
2018年

8月16号~9月15号
2 1，2，3 搭载

南海西部航次 实验3号
2018年

8月25日-9月26日
2 1 搭载

南海中部海盆航次 嘉庚号
2018年

9月17日~10月19日
2 1，2，3 基金委共享

西太平洋航次 科学号
2018年

10月6号~11月5号
3 1，2，3 基金委共享

西太SILICON航次 嘉庚号
2019年

3月15日~4月20日
10 1，2，3 联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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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ICON 航次第二阶段站位图

本项目组布放沉积物捕获器

本项目组进行生物垂直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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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法估计寡营养海区群落呼吸速率

DNA 和 RNA 所表征的微微型真核生物群落组成具有显著差异



硅甲藻赤潮更替过程中硅甲藻代谢途径基因表达变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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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观测吕宋冷涡中心结构

（a.d. 盐度； b.e.温度; c.f. 密度）



模型估算的本世纪内束毛藻固氮潜力的变化

（a. 1990s 固氮潜力; b. 2090s 变化率)

固氮束毛藻的资源最优化分配细胞模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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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部近岸岩芯近 2000 年来有机碳埋藏

台湾海峡表层沉积物堆积速率的空间分布 a) 土壤有机碳, b) 植被有机碳, 和 c) 海洋有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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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研 讨 会

项目组召开了 2018 年度学术研讨会暨中期总结会，交流项目研究进展，讨论研究亮点，针对中期检查评估

工作，展开讨论并制定中期评估方案，研讨后三年的研究重点和实施方案。

2018.07

青岛

课题一组织了“海洋典型生态系统固碳过程与浮游植物群落结构” 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围绕课题一的两个主

要科学问题“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变化对生态系统固碳过程的影响如何？”、“浮游植物群落组成和固碳在不同时

空尺度上的变动规律和调控机制是什么？”从边缘海浮游植物群落演变集成、浮游植物固碳与群落结构、固

碳遥感新方法、中尺度物理过程与生态系统群落结构、Bio-Argo 的应用以及全水柱 POC 输出等方面梳理了

课题执行前两年的研究进展。重点讨论了未来三年的研究思路、研究重点和实施方案，特别是各研究组之间

的交叉协作，同时初步讨论了 2019 年夏季航次等。

2018.10

厦门



学 术 会 议

2018.07

上海

香港

2018.10

克罗地亚

香港

南京

2018.11

英国

美国

2019.04

杭州

2019.05

台北

黄邦钦、史大林、李骁麟、柳欣参加第五届地球系统学大会，作口头报告

李芊受邀参加香港科技大学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探讨海

洋科技发展的国际热点与展望

李忠平参加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举办的“第十四届国际海洋光学会议”，作大会报告

李骁麟受邀参加香港科技大学组织的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intensifying eutrophication, hypoxia and the ecosystem

consequences around Hong Kong waters: coupled physical-biogeochemicalpollution studies 项目评估会议。

史大林参加了在南京举办的第五届青年地学论坛，并做大会报告

庄昀筠参加第 6 届中国海洋大学-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学术论坛（英国诺维奇），作口头报告

史大林应邀请赴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参加 BioGeotraces 的策划启动学术会议

黄邦钦、史大林等参加 The 4th Global Ocean Acidification Observing Network (GOA-O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史大林做大会报告

黄邦钦、王大志、史大林、王明华、柳欣等参加第十二届海峡两岸海洋科学研讨会，参会的项目组成员均作口头

报告，史大林做大会报告

访 问 交 流

课题二李芊课题组吴正超博士、刘子嘉博士生、刘旺硕士生访问厦门大学林森杰老师课题组，学习微型浮游

动培养技术和超微型浮游生物流式观测技术

李芊课题组陈寅超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赴德国亥姆霍兹基尔海洋研究所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访问

2018.07

厦门

2018.08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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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大林作 GON-ON 大会报告项目组多位成员参加两岸海洋科学研讨会 黄邦钦在两岸研讨会上作本项目主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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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2019年 7 月-8 月

广州

拟招开MARCO项目 2019 年年度学术研讨会展暨航次协调会议，汇报课题

研究进展，以及后续研究计划，推进数据分析、交流、学科交叉，促进成

果水平提升。针对项目的夏季航次计划，明确调查站位、时间、方案，协

调合作、分工、人员、预案等内容。

南海

拟开展MARCO项目组自行组织的 2019 年夏季南海科学考察航次。内容将

包括：调查项目所关注的核心海区物理场的变化（温、盐、流）；观测生

物、化学基础参数的变化（溶解氧、叶绿素、营养盐等）；布放表层漂流

式沉积物捕获器，观测真光层浮游生物关键类群生物量，以及浮游植物生

长率、被浮游动物摄食死亡率、颗粒物输出通量、初级生产力及细菌生产

力、新生产力、净群落生产力等关键生物地球化学过程速率。同时，多个

课题将协同合作开展船载甲板酸化围隔实验，以期从浮游生物群落响应、

碳和主要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途径的响应、响应分子生物学与细胞学机制，

以及对应酸化条件下浮游生态模型与生物地球化学模型等方面获得突破，

更好地了解海洋固碳与储碳过程对海洋酸化的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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