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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What is inside)

封 面 故 事

基于南海十年尺度的浮游植物群体

生态学（synecology）数据集，建立

了一个由温度、光强和营养盐组成的

图示化三维生态位周期表（periodic

table of niches），将浮游植物群落

组成与 15 个三维生态位相关联。该

生态位周期表将浮游植物群落划分

为三种类型：高光高营养盐、冷型和

暖型，冷型浮游植物类群生态位通过

光强进一步区分，暖型类群的生态位

通过营养盐进一步区分。通过三维生

态位周期表可以预测浮游植物群落

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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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次名称 科考船 航次日期 参与人员 参与课题 组织形式

夏季 MARCO 航次 嘉庚号
2019年6月17日

-7月5日
33 1,2,3,4 独立组织

夏季 SEATS 航次 嘉庚号
2019年7月10日

-7月22日
2 1 联合组织

台湾海峡夏季航次 延平2号

2019年7月21日

-7月30日

8月17日-8月29日

8

11
1,2，3 共享航次

台湾海峡秋季航次 延平2号
2019年9月30日

-10月4日
5 1,2 共享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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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生态位边界和创建多少生态位

最小标准化生态位方差与所有可能生态位数量

之间的平滑曲线

十五个三维生态位反映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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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绿素、初级生产力、营养盐同化速率作为浮游植物群落功能的重要特征



东海原甲藻在藻华期间高度表达营养吸收、吞噬、能量代谢和碳水化合物相关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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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化条件下三种硅藻对光合碳固定、Ci 吸收、

呼吸、CCM 和细胞内 pH 值的不同反应示意图

不同水层的纤毛虫群落结构受环境因素控制

蛋白银染色的南海纤毛虫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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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部近岸岩芯获得的海温变化记录与亚洲季风

地质指标比较

钼进入珊瑚骨架及其在珊瑚组织层中同位素分馏的假设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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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研 讨 会

项目组召开了 2019 年度学术研讨会暨夏季航次协调会，交流项目研究进展，讨论研究亮点，

拟定夏季南海调查航次计划。

2019.05

广州

项目研讨会围绕项目的三个科学问题，即（1）海洋生态系统群落结构、固碳与储碳，（2）海

洋酸化对生态系统固碳与储碳的影响，以及（3）海洋储碳沉积记录，汇报交流了 2018-2019

年度的研究进展与亮点。专家组充分肯定了项目和各课题进展，并从重大成果集成凝练、创新

性的体现、课题间交叉合作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性的意见。



学 术 会 议 与 交 流

2019.06

厦门

马来西亚

德国

2019.07

英国

香港

新加坡

2019.08

天津

青岛

2019.09

三亚

青岛

重庆

2019.10

西宁

厦门

武汉

西安

美国路易安娜州立大学 Edward Laws 教授在厦门大学与黄邦钦合作开展海洋生态系统固碳与生物泵研究

黄邦钦、林森杰参加第三届南中国海大会 (SCS 2019)，作口头报告

商少凌参加欧洲激光与电光会议和国际量子电子学会议（CLEO/Europe –IQEC）

林森杰参加 Life Sciences (EMBO) 2019 Workshop/Conference，作口头报告

徐杰课题组何茂求参加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s: Marine Molecular Ecology

徐杰参加亚洲大洋地球科学学会第十六届年会，并做口头报告

洪海征受邀参加第十届全国环境化学大会，做邀请报告

王大志等参加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nomics-Ocean (ICG-Ocean 2019)，作口头报告

林森杰、李堂成等参加海峡两岸珊瑚礁研讨会

王大志等参加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nomics-Ocean (ICG-Ocean 2019)，作口头报告

史大林参加 2019 中国科协第 381 次青年科学家论坛-第十一届全国微生物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并做大会主

旨报告

史大林、戴荣波、郭王欢、林文芳参加第六届青年地学论坛

史大林邀请各高校及研究所 30 余位专家召开 BioGeoSCAPES 国际研究计划中国策划研讨会

黄邦钦、陈纪新、江艺勇等参加第八届海峡两岸海洋环境监测及预报技术研讨会

柳中晖参加多尺度气候变化与动力学研讨会（Multiscale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Dynamics Symposium）

第 10 页



第 11 页



第 12 页



第 13 页

2019 年 11 月 厦门

拟招开MARCO项目航次数据分析及项目进展研讨会，汇报课题研究进展，

以及后续研究计划，推进航次数据分析、交流、讨论数据集成方案，促进学

科交叉和成果产出。

2020 年上半年 厦门、青岛、广州

拟通过召开不同专题的小型研讨会，推进项目不同课题间的学术交流与学科

交叉，推动综合性论文的撰写。

2020 年 2 月 San Diego, USA

鼓励MARCO项目组成员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宣传与交流项目成果，

促进项目成果学术水平提升，如多位项目组成员拟参加AGU主办的 2020 海

洋科学大会（Ocean Sciences Mee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