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承办单位：浙江大学海洋学院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海洋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 

学术研讨会 

第 2 号通知 
一、会议时间 
2015 年 12 月 24-26 日 
二、会议地点 
浙江舟山浙大路 1 号，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浙江大学舟山校区)国际交流中心（海际酒店）。 
住宿：浙大圆正海际酒店（舟山校区内），请直接到前台登记入住，说明参加海洋地球物理

会议。 
三、会议目的 
中国海洋地球物理学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了进一步追赶国际前缘科学研究，大

力培养海洋地球物理学人才，提升海洋地球物理学科的影响力和公众认识度，决定在舟山召

开此次研讨会，展示最新研究成果、共同讨论科研合作前景。 
（1）交流并展示最新海洋地球物理研究成果； 
（2）探讨多边合作的方式，讨论科研合作前景，共同推动海洋科学的发展； 
（3）探讨目前海洋地球物理的前缘科学问题与研究方案； 
（4）交流与合作出版重要的海洋地球物理专题 SCI 文集。 
四、特邀嘉宾 
李家彪 院士 
五、会议召集人 
李春峰 教  授、浙江大学海洋学院 
吴时国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三亚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郝天珧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赵明辉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张 健  教  授、中国科学院大学 
宋海斌 教  授、同济大学 
七、会议组织人 
何小波 博士，xbhe@zju.edu.cn；159-6716-7146 
潘发斌 博士, panfabin@zju.edu.cn； 180-7279-1956 
会议秘书：仝波，tongbo0920@163.com；188-0580-1126 
八、赞助单位 
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海洋地质与资源研究所 
同济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附件  附件 1：会议初步日程；附件 2：舟山交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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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地球物理学术研讨会（浙江大学舟山校区）

会议初步日程

24日 第一天 （）

8:00-8:05 李春峰 会议情况说明

8:05-8:15 浙江大学海洋学院领导致辞

专题 1 大陆边缘与大洋岩石圈演化 （李家彪、孙珍）

8:15-8:30 郝天珧 渤海是华北克拉通岩石圈地壳减薄的中心吗？

8:30-8:45 刘丽华 海陆联测剖面揭示的华北块体与扬子块体地壳结构特征

8:45-9:00 阮爱国 超慢速西南印度洋中脊热液喷口下方岩石圈结构和 MTZ 厚度 

9:00-9:15 张锦昌 地球上最大火山是怎样形成的？来自西太平洋海隆最新海洋地球物理数据的启示

9:15-9:30 安美建 南极板块三维岩石圈结构与冈瓦纳大陆的聚合和裂解

9:30-9:45 刘晨光 南极普里兹湾海域地球物理场特征

9:45-10:00 姚永坚 南海西缘地球物理特征以其构造意义

10:00-10:20 集体合影；茶歇

专题 2 俯冲带研究 （吴时国、杨宏峰）

10:20-10:35 吴时国 东亚弧形俯冲带构造成因演化

10:35-10:50 邢健 对日本俯冲带与 IBM 俯冲带俯冲特征的地球物理研究：来自重力与震源分布数据的启示 

10:50-11:05 

王健 

Thermal lithospheric structur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Western Pacific: Implications for tectonic evolution 

and seismicity   

11:05-11:20 高玲举 马里亚纳海沟南段深部地球物理研究

11:20-11:35 陈传绪 马尼拉俯冲输入板块的差异及其构造响应

11:35-11:50 杨宏峰 智利大地震的破裂特征及对俯冲带的启示

11:50-12:05 薛梅 用 OBS 数据反演南海海盆和马尼拉俯冲带地幔楔及地壳各向异性结构 

12:05-13:30 午餐 （）

专题 3 深部地壳结构探测 （郝天珧、赵明辉）

13:30-13:45  夏少红 琼东南盆地深部地壳结构

13:45-14:00 郑彦鹏 南海或渤海 OBS 研究进展 

14:00-14:15 贺恩远 南海东部次海盆残余扩张脊的构造特征：来自 OBS 深地震探测证据 

14:15-14:30 王强 南海西北次海盆深地震测线 OBS2006-2 数据重处理及深部地壳结构 

14:30-14:45 王建 南海中央次海盆 M4A4 测线 Tomo2d 二维速度结构 

14:45-15:00 万奎元 OBS 广角地震中二次反射 Pg 震相特征及在地壳结构成像中的作用 

15:00-15:20 茶歇

专题 4 南海大陆岩石圈破裂 （张健、丁巍伟）

15:20-15:35 张健 南沙海槽的构造-热演化分析 

15:35-15:50 孙珍 南海北部陆缘白云-荔湾地区拆离断层发育机制模拟研究 

15:50-16:05 丁巍伟 南海西南次海盆的扩张模式

16:05-16:20 

吕川川 

Melt extraction and residence in southwest sub-basin in South China Sea, modeling from residual gravity 

anomaly inversion with seismic constraint 

16:20-16:35 胡立天 南海西南次海盆共轭大陆边缘的综合地球物理研究

16:35-16:50 宋陶然 南海洋陆过渡带的地壳结构及其破裂过程

16:50-17:05  董淼 南沙海域的重磁异常与地壳结构

17:05-17:20 王英民 从沉积响应看南海扩张历史

18:00-20:00 晚宴 （）

20:30-21:30 丘学林 主题讨论 1: 基金委 2016 年南海北部地球物理共享航次 



25日 第二天 （）

专题 5 深海探测技术 （施小斌、徐辉龙）

8:00-8:15 孙金龙 珠江口海域三维深地震探测的进展与经验教训

8:15-8:30 徐行 深海潜标的地磁观测数据分析

8:30-8:45 温燕林 日本南海海槽发生罕遇地震情况下我国华东沿海的海啸危险性评估

8:45-9:00  陈金虎 南海东北部三维地震探测部分测线处理结果

9:00-9:15 王元 海洋面波探测技术

9:15-9:30 李午阳 海洋重磁异常反演方法与处理结果

9:30-9:45 李官保 海底沉积声学特性原位测量系统研制进展

9:45-10:00 张文涛 基于光纤激光器的海洋地球物理传感器研发

10:00-10:20 茶歇

专题 6 海洋地球物理应用 （郑彦鹏、王英民）

10:20-10:35 王大伟 琼东南盆地深水沉积旋回对更新世气候事件的启示

10:35-10:50 何小波 利用地震波各向异性探测 D”层的地幔流动 

10:50-11:05 

赵芳 

Recurrent slope failure enhancing source rock burial depth and seal unit competence in the Pearl River 

Mouth Basin offshore South China Sea 

11:05-11:20 

马本俊 

The late Cenozoic deep-water channel system in the Baiyun Sag. Pearl River Mouth Basin: Development 

and tectonic effects 

11:20-11:35 唐显春 海相盆地地热与页岩气研究进展

11:35-11:50 谢杨冰 南海北部陆坡盆地埋藏砂体超压形成机理

11:50-12:05 秦芹 南海北部深水盆地浅层气的地球物理识别研究

12:05-13:30 午餐 （）

专题 7 地震海洋学 (宋海斌、唐群署) 

13:30-13:45 宋海斌 地震海洋学—反射地震的新应用

13:45-14:00 唐群署 地震海洋学南海东北部内孤立波观测

14:00-14:15 拜阳 南海东北部内孤立波相位反转的发生区域

14:15-14:30 耿明会 南海东北部雾状层的反射地震研究

14:30-14:45 卓海腾 珠江河口一陆架体系的地震地貌学研究

14:45-15:05 李家彪 特邀主题报告

15:05-15:20 茶歇

15:20-15:50 吴时国 主题讨论 2：马里亚纳俯冲带动力学与西太平洋演化 

15:50-16:20 张健 主题讨论 3：“南沙海域”的海底构造与海洋地球物理 

16:20-16:50 郝天珧 主题讨论 4：大洋和地球物理处理方法技术，如何跨出边缘海盆走向深海 

16:50-17:20 李春峰 主题讨论 5：南海演化与新特提斯海关闭的对比研究

17:30-20:00 晚宴 （）

20:00-20:30 李春峰 

吴时国 主题讨论 6：国际会议专题、SCI 期刊论文发表讨论 

20:30-21:00 何小波 

潘发斌 野外考察说明

26日 第三天  野外考察。

8:00-16:00 组 1：普陀岛（30 人组）； 组 2：摘箬山岛（李春峰、何小波、潘发斌、杨宏峰、陈家旺） 

17:30-19:30 晚宴 （）

赞助单位：

浙江大学海洋学院; 同济大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海洋地质与资源研究所 



浙江大学舟山校区交通攻略 

 

舟山普陀山机场——浙江大学舟山校区： 

普陀山机场坐 25 路公交到“新舟山医院”站，转 BRT 快速公交 1 号线，或 28 路，或 37 路

公交到“浙大站”。 

从机场直接打车到校区，约 100 元  

  

宁波火车站——浙江大学舟山校区 

出站进入宁波火车站南广场，汽车南站位于南广场西侧 

宁波南站发往舟山的班车从早上 5:55 开始，到晚上 22:00，每隔 15—20 分钟一班，约 1.5

—2 小时到达舟山新城站。 

买票时说明舟山新城站下车。 

新城站下车后，可乘坐 28 路、27 路等公交车到达“浙大站”，打车约 15 元。 

宁波汽车票网上购票   http://dzsw.nbgy.com/ 

  

宁波栎社机场——浙江大学舟山校区 

前往舟山的机场大巴票价 60.00 元 

发车时间：09：45、10:30、11:00、12:30、13:30、14:30、15:30、16:30、17:30 

约 1.5 小时到达舟山 

沿途停靠：1.定海颐景园路 80 号、2.沈家门东港麦当劳门口（兴普大道 76 号）； 

建议在定海颐景园路 80号下车，坐 28 路公交车到“浙大站”下车，打车 25 元左右。 

  

杭州城站火车站——浙江大学舟山校区 

方式一： 

从杭州城站火车站下车，坐地铁 1 号线到定安路站下车（1站），下车步行至吴山广场。 

买票时说明舟山新城站下车。 

新城站下车后，可乘坐 28 路、27 路等公交车到达“浙大站”，打车约 15 元。 

吴山广场的大巴时刻表（大巴从黄龙出发，经停吴山广场）： 

 

方式二： 

步行至城站火车站公交站，乘公交 39 路，到汽车南站公交站下，步行至杭州汽车南站 

南站大巴时刻表： 

6:50 7:30 8:15 9:05 10:00 11:30 12:55 

http://dzsw.nbgy.com/


13:40 15:20 16:05 17:00 18:10 19:35   

  

杭州东站——浙江大学舟山校区 

建议直接从杭州东站坐火车到宁波站。 

  

杭州萧山机场——浙江大学舟山校区 

方式一：15:30 有机场大巴从萧山机场发车前往舟山  

方式二：杭州萧山机场乘机场大巴，到杭州城站火车站下，步行至城站火车站公交站，乘公

交 39 路，到汽车南站公交站下，步行至杭州汽车南站  

  

上海虹桥火车站——浙江大学舟山校区 

建议从虹桥火车站坐火车先到宁波站，班次较多，具体时刻请前往 12306 网站查询。 

  

上海长途客运南站——浙江大学舟山校区 

南站大巴时刻表： 

6:50 7:39 8:05 8:39 8:59 9:39 10:15 

10:39 11:09 12:05 12:45 13:25 13:55 14:35 

15:15 16:05 16:50 17:30 18:19 19:29   

时长：4 小时 

  

上海浦东机场——浙江大学舟山校区 

方式一：从浦东机场坐公交或者打车到上海南站，从南站坐大巴回舟山  

方式二：上海浦东机场直飞普陀山机场，东方航空 MU5205，11:3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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