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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学会文件 
 

 

关于举办首届人类世科学大会的通知 

（一号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团结多学科力量，推动人类世科学的交流与发展，

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由中

国地质学会主办、中国地质学会人类世研究分会等单位承

办的“首届人类世科学大会”拟于 2023 年 6 月 16-18 日在

陕西西安召开。热忱邀请各单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工程

技术人员莅临指导，积极参与会议交流。 

 

    附件：首届人类世科学大会（一号会议通知） 

 

                             中国地质学会 

                              2023 年 4月 21日 

 

地会字„2023‟4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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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首届人类世科学大会 

（一号通知） 

“人类世”概念是本世纪初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Paul 

Crutzen 和湖泊生物学家 Eugene Stoermer 根据意大利地质学

家 Stoppani 十九世纪论述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基础 上提出

的。它是人类活动改变地球系统边界条件的关键时段，在这一

时期，人类活动引起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变化。人类营

力在某种程度上或已超过自然地质营力，将地球系统推离自然

运行轨道，对地球各个圈层及其物质能量迁移转化等造成重大

影响，其直接表现是地球环境、气候、生态等以前所未有的加

速度发生变化。人类世科学强调人类活动在地球系统中的重要

作用，尤其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各个方面密切相关，对生态文明

建设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广泛、持续且深远的影响。人

类世科学通过多学科交叉和融合，以人类世和地球系统为时空

体系，揭示地球系统科学与人类过程的关联性，及其与社会经

济发展及人文科学的紧密联系，是地球科学研究前沿领域。因

此，构建人类世科学的研究范式，深化人地系统耦合与适应的

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技术创新，将更好服务于人类文明、宜居地

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国地质学会人类世研究分会”于 2021 年 12 月正式成

立，旨在打造交流平台，团结多学科力量，开展国际合作，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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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和发展我国和全球的科学家与科技组织间的人类世信息网络，

推进和完善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人类世研究领域框架

下的合作体系，并推动人类世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我国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技支撑。为团结

和凝聚国内学者力量，促进人类世科学发展，中国地质学会拟

于 2023 年 6 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首届“人类世科学大会”，

现诚邀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与会交流。 

    一、会议主办、承办、协办单位 

    （一）主办单位 

    中国地质学会 

    （二）承办单位 

    中国地质学会人类世研究分会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黄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筹） 

    陕西省基础学科（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 

    （三）协办单位 

    中国地理学会人类世与湖泊生态研究工作组 

    南京大学表生地球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人居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长安大学地质工程与测绘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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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大学地质学系 

    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 

    天津大学地球系统科学学院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关中平原生态环境变化与综合治理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地球环境学报 

    二、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23 年 6 月 17-18日(16日报到) 

    会议地点：中国 西安 

    三、会议组织机构 

    （一）大会学术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芷生、曹军骥、陈发虎、陈  骏、成秋明、程  海、 

    戴民汉、冯新斌、符淙斌、傅伯杰、郭正堂、侯小琳、 

    胡瑞忠、刘丛强、刘  羽、彭建兵、彭平安、任建国、 

    戎嘉余、沈树忠、史培军、舒德干、吴国雄、吴立新、 

    姚文艺、张云翔、周卫健、朱立新   

    （二）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任委员：周卫健 

    副主任委员：韩永明、谭亮成 

    秘书长：张路远 

    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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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锟山、陈  宁、陈清敏、陈  旸、董广辉、董志文、 

范宣梅、方  兰、韩贵林、韩建业、韩永明、侯小琳、 

侯甬坚、胡建芳、胡兆初、华丽娟、黄小忠、金章东、 

金  钊、兰恒星、乐  旭、李  芳、李  力、李明松、 

李  平、梁  锋、刘  欢、刘建宝、刘  健、刘连友、 

刘维明、刘兴起、刘  羿、罗维均、吕鹏瑞、石建省、 

苏  芳、谭亮成、谭志海、王传超、王海涛、王启元、 

王树芝、王云强、吴一平、肖唐付、谢周清、薛  冰、 

杨石霞、易  亮、袁海潮、岳  超、张  科、张路远、 

赵  良、赵  雪、郑艳红 

    秘书组：周家茂、严东娜、陈  宁、韩  梅、徐  杰、 

    李晓娜、李  洋 

    四、专题设置 

本届人类世科学大会将设置大会特邀报告、专题报告和墙

报。经科学家自由申请及大会组织委员会综合确定，首次人类

世科学大会将设置七个会议专题。 

  专题 1、全新世：人类世的历史背景 

  专题召集人：董广辉、黄小忠、倪  健、谭亮成 

  专题 2、人类世记录、标志物与界线 

  专题召集人：韩永明、刘  羿、邓文峰、张路远 

  专题 3、人类世与考古、历史地理和人类文明 

  专题召集人：杨晓燕、侯甬坚、韩昭庆、李  钢、潘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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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 4、人类活动和极端气候的环境效应与地质灾害 

  专题召集人：许  强、陈  旸、金  钊、张帆宇 

  专题 5、人类世海洋环境与海陆相互作用 

  专题召集人：王厚杰、秦  松、侯立军、吴  晓 

  专题 6、人类世大气环境与健康 

  专题召集人：曹军骥、苏  杭、王启元 

  专题 7、人类世人文-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地系统科学 

  专题召集人：方  兰、李裕瑞、苏  芳、滕海键 

五、会议重要时间节点 

4 月 21日：发布一号会议通知，开放注册并接收摘要； 

5 月 30日：摘要提交截止，注册报名截止； 

6 月 5日：发布二号通知； 

6 月 10日：会议系统报名关闭； 

6 月 16-18日：会议召开。 

六、论文摘要格式要求 

    口头报告者必须提交论文摘要，格式参见附件。会议将择

优评选优秀报告、优秀墙报奖。 

七、注册报名 

本次会议注册费须在中国地质学会官网完成，请登录中国

地质学会官网（http://www.geosociety.org.cn），点击进入“中国

地质学会智能会议服务平台”，选择“首届人类世科学大会”，

在线填写个人信息，进行摘要提交和注册，并填写发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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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注册费并选择住宿，完成整个报名流程。会议原则上不接

受现场缴费。 

1、会议注册费 

注册类型 
注册费用 

（5 月 30 日前） 

注册费用 

（5 月 30 日后） 

职工 1200元/人 1500元/人 

学生 750 元/人 900 元/人 

陪同人员 500 元/人 500 元/人 

2、餐费与住宿费：参会代表用餐由会议统一安排；住宿由

会议安排，费用自理 

3、会议注册费缴纳方式： 

方式 1：通过微信、支付宝扫码，在“中国地质学会智能会

议服务平台”上在线支付； 

方式 2：通过银行转账汇款（注明“RLSKX+姓名+电话”）

并上传缴费凭证至“中国地质学会智能会议服务平台”，方可

完成注册。 

户    名：中国地质学会 

账    号：0200001409014430830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百万庄支行 

行    号：1021 0000 0144 

4、发票开具 

请参会代表于会前在“中国地质学会智能会议服务平台”

填写发票信息，会议报到当天签到成功后在电脑端登录会议服

务平台自行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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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酒店交通信息 

会议酒店：西安锦江国际酒店 

 

 

九、会议联系人 

张路远（13186017212；zhangly@ieecas.cn） 

周家茂（18629492235；zjm@ieecas.cn） 

 

    附件：首届人类世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格式 

 

mailto:zjm@ieec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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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首届人类世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格式 

 

题目（3 号黑体，居中） 
 

作者姓名（4 号仿宋体，居中） 

（请写姓名全称，姓在前名在后，不采用缩写。通讯作者右上角标记“*”） 

 

作者单位（5 号宋体，居中） 

（作者的工作单位应写标准的对外全称、并写明所在城市、国家和邮政编号） 

 

论文摘要正文（5 号宋体） 

 

 

 
 

图 1 ********** （5号字）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采用小 5 号宋体） 

 

本文系****项目(No. ****)资助。 
*E-mail: 通讯联系人 E-mail 地址  

 

 

（注：摘要内容在 1 页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