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召开 2023 年地理科学学部学术年会暨资源科学学科

建设 30 周年学术研讨会的通知

（第二轮）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学术年会已连续举办了 6 年，成为我校地

理学及相关学科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吸引了京区及京外专家学者的积

极参与，产生了良好效果。为进一步加强北京校区和珠海校区师生研究进

展的深入交流，促进科学研究团队的发展，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同时推动

自然资源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学部定于 2023 年 12 月 22-23 日在北京师范

大学举办 2023 年学术年会暨资源科学学科建设 30周年学术研讨会。

本次学术年会以“新时代地理学的融合创新发展”为主题，秉承“分

享新发现、交流新思想、探讨新发展”的宗旨，邀请地理学相关领域知名

专家作报告，按照不同的主题组织专题学术报告，深入交流学部最新研究

成果，探讨学科前沿问题，探索新时代地理学服务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区域高质量发展等战略的途径，共同推动地理学的创新发展。

一、会议时间及地点

1. 时间

2023 年 12 月 22 日（周五）下午学生分会场专题报告

2023 年 12 月 23 日（周六）上午主题报告，下午教师分会场专题报

告

2. 地点

主题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校区京师学堂一层京师厅



专题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校区京师学堂、生地楼及珠海校区国

际交流中心

二、会议内容

本次会议分为大会主题报告、分会专题报告和墙报三部分（详见会议

手册）。会议为作口头报告和墙报交流的学生设立“优秀报告奖”和“优

秀墙报奖”，并颁发荣誉证书。

三、会议议程

开幕式与大会主题报告

（京师学堂一层京师厅）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12 月 23 日

08:00-08:30 会议签到

宋长青
08:30-08:40 开幕式致辞

08:40-09:10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科建设 30 年

李晓兵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09:10-09:50
宏观生态系统科学的科技使命、基础理论及观测研究方法

于贵瑞 中国科学院院士

史培军

09:50-10:30
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及路径的思考

杜祥琬 中国工程院院士

10:30-10:50 合影

10:50-11:30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拓宽“两山”转化路径

冯文利 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

分会场专题报告

（报告内容详见各专题日程）

时间 专题名称 主持人 地点

12 月 22 日

13:30-16:00
本科生学术专场：科研训练与学术能力提升

李妍漳

柳 柽

京师学堂二层

第 5报告厅

12 月 22 日

13:30-16:45
研究生学术专场 1：全球变化下自然资源的演变及其生态保护

夏 楠

田越韩

杨雪仪

赵浩琳

京师学堂 B1

第 1 报告厅



12 月 22 日

13:30-16:45 研究生学术专场 2：重大自然灾害风险与应急响应

张健航

黄梦真

袁 浩

京师学堂 B1

第 2 报告厅

12 月 22 日

13:30-16:25
研究生学术专场 3：地理空间建模与遥感大数据挖掘

张 泽

肖志杰

京师学堂 B1

第 3 报告厅

12 月 22 日

14:00-17:20 研究生学术专场 4：人类世环境变化——从陆地到海洋

周 旭

王晓旭

罗登楠

珠海校区

国际交流中心

第 6会议室

12 月 23 日

13:30-17:50 教师专题 1：资源科学学科建设 30 周年发展研讨会

姜广辉

王 佩

黄庆旭

京师学堂

一层京师厅

12 月 23 日

13:30-16:50
教师专题 2：气候变化下的地表系统突变与多灾复合链生风险

效存德

何春阳

京师学堂 B1

第 1 报告厅

12 月 23 日

13:30-17:30
教师专题 3：人地系统耦合与可持续发展

赵文武

王 帅

京师学堂 B1

第 2 报告厅

12 月 23 日

13:30-16:20
教师专题 4：中国式现代化与人文地理学

朱华晟

戴特奇

张 华

京师学堂 B1

第 3 报告厅

12 月 23 日

13:30-17:00
教师专题 5：遥感定量产品研发与应用

程 洁

肖志强

京师学堂二层

第 5报告厅

12 月 23 日

13:30-16:30
教师专题 6：地理智能计算与应用

张立强

唐 宏

生地楼

148 会议室

12 月 23 日

14:00-17:00
教师专题 7：重大/重点科学研究前沿最新进展

武建军

蒋卫国

生地楼

180 会议室

12 月 23 日

14:00-17:10
教师专题 8：资源生态与健康

张文生

江 源

黄 伟

珠海校区

国际交流中心

第 6会议室

闭幕式与颁奖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地点

12 月 23 日

17:10-18:00
会议总结，学生报告奖和墙报奖颁奖 蒋卫国

生地楼

180 会议室



四、主题报告

报告一：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及路径的思考

杜祥琬，中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国家工程科学院

外籍院士，应用物理、强激光技术和能源战略专家，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无废城市建

设试点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名誉主任。

报告二：宏观生态系统科学的科技使命、基础理论及观测研究方法

于贵瑞，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生

态学学会理事长，中国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研究

网络理事长。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引进海

外杰出人才计划”资助。



报告三：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拓宽“两山”转化路径

冯文利，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

1986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先后在该系和资源学

院获得自然地理专业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

2000-2001 年留学荷兰国际地理信息与地球观测学院，

获城市规划与土地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报告四：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科建设 30 年

李晓兵，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霍英东青年

教师基金奖”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获得者、北京市“五四奖章”获得者。曾任中国自

然资源学会副理事长，目前兼任北京高校德育研究会副

理事长。

五、专题设置

专题 1：资源科学学科建设 30 周年发展研讨会

召集人：姜广辉 王 佩 黄庆旭

内 容：梳理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历程，总结过去 30 年在

学科体系与队伍建设、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方面

取得的成果，分析现在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探讨未来学科发展。



姜广辉，教授，博士生导师，自然资源学院院长。主

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项目30余项，在农村居民点用地形态演化与调控、耕

地保护与国土空间规划等方面取得系列成果，发表相

关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5部。获国土资源科技奖等

省部级奖励8项。

王佩，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生态水文学，同位素

水文学方面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及青年

项目3项，参与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4项，发表学

术论文80余篇。

黄庆旭，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城市景观过程和

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在Nature Sustainability、

Nature Communications等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入

选北京市优秀人才、北京市科技新星。

专题 2：气候变化下的地表系统突变与多灾复合链生风险

召集人：效存德 何春阳

内 容：极端气候事件和其他地表系统突变极易引发复合影响，损失巨大，

也易引起自然-经济-社会-政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气候变化将带来更为复



杂的要素关联关系转变；人口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关联将增加损失级联与放

大的可能性。本专题聚焦这类突变产生的机理、临界点预测、影响的传导

特点，探讨气候变化驱动下区域多灾种、灾害链和灾害复合的致灾机理、

成害过程与风险评估，开展多学科探讨。

效存德，教授，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主要从事冰冻圈与全球

变化研究。获中央国家机关十大杰出青年，全国先进工

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任 IPCC 第六

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主要作者协调人（CLA)和综合卷

主审（RE）。

何春阳，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土地利用/覆盖变

化、生态系统服务和城市景观可持续性研究。现任环境

演变与自然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地表过程与资

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

持续利用与减灾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

专题 3：人地系统耦合与可持续发展

召集人：赵文武 王 帅

内 容：专题聚焦不同尺度和类型的人地系统耦合，包括系统结构刻画，

动态过程和模型模拟，生态系统服务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方面。



赵文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陆地表层系统科学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院院长，Geography and Sustainability 副

主编，IGU 面向未来地球的地理学专业委员会主席。从

事土地利用与生态过程、生态系统服务、人地系统耦合

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

王帅，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水文、生态系

统服务与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等方面的科研与教学

工作。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全国青年地理科

技奖、国际地理联合会青年奖等。

专题 4：中国式现代化与人文地理学

召集人：朱华晟 戴特奇 张 华

内 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并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五大特征，其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 3 个特征与

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紧密相关，对人文地理研究如何讲好现代化的中

国故事、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特色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本专题将探讨人文

地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对此作出的积极响应。



朱华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地理

学与产业空间规划、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创新与创业

地理。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和面上项目、规

划类项目十余项，曾获省级优秀城市规划设计奖。

戴特奇，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地理、交

通地理、交通与城市发展等方面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家发改委研究课题及

规划类项目多项，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优秀研究成

果奖。

张华，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口地理、经济地

理、区域发展与规划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规划类项目十余项。曾获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优秀研究成果奖、《地理学报》创刊 80 周年高

被引频次论文奖。



专题 5：遥感定量产品研发与应用

召集人：程 洁 肖志强

内 容：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研发了全球和区域尺度的长

时序、高质量的多种遥感参数的定量产品，包括：（1）LAI、GPP/NPP 等生

物物理参数；（2）LST、发射率等地表辐射收支参数；（3）ET、土壤水等

水循环参量，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应用。为增进学术交流、提高产品的科

学应用潜力，本专题重点介绍遥感定量产品的研发进展，以及在各行业部

门的应用情况。

程洁，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定量遥感和地表

辐射能量平衡研究，研发了热红外关键参数产品

(ELITE 产品，https://elite.bnu.edu.cn)，以第一

和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60 余篇，担任 IEEE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Letters 等 SCI 刊

物副主编。

肖志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遥感参数反演

方法研究，发表 SCI论文 60余篇（包括 ESI高被引论

文 4篇），合作出版专著 3部，获“李小文遥感科学

奖”，研发和生产了叶面积指数（LAI）、光合有效辐

射吸收率（FAPAR）等参数长时间序列的全球产品。



专题 6：地理智能计算与应用

召集人：张立强 唐 宏

内 容：地理智能计算既是地理学研究前沿，也是促进遥感科学与地理学

及其相关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手段，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围绕“复

杂时空数据计算与分析”这一科学问题，本专题主要聚焦于面向多源时空

大数据的智能计算理论方法与应用。

张立强，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主要

从事 GIS 时空分析、遥感图像/点云处理等方面的研

究，获测绘科技进步一等奖、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一

等奖、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美国摄影测量与遥感

协会最佳学术论文奖等。

唐宏，教授，博士生导师。环境遥感与数字城市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长期从事遥感图像处理与模式

识别、遥感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研发和生产了连续多年全国建筑物遥感识别产品

（CBRA）。

专题 7：重大/重点科学研究前沿最新进展

召集人：武建军 蒋卫国

内 容：本专题聚焦国家重大/重点科研项目，介绍学部新获批项目科学研

究设想、在研项目科学前沿研究最新进展，分享已结题项目科学研究成果。



武建军，教授，博士生导师。环境遥感与数字城市北

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担任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

会专家，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减灾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蒋卫国，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副部长。

主要从事遥感科学与GIS技术在生态水文、湿地环境、

洪水灾害等领域的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先后主持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等 20余项。

专题 8：资源生态与健康（珠海校区）

召集人：谢 云 张文生 江 源 黄 伟

内 容：专题聚焦于粤港澳大湾区，基于水-土-气-生的系统关系，围绕海

岸带与岛礁资源环境、水土保持与生态安全、植物（药用）资源生态、城

市生态与环境健康等方向，针对人与地球双健康，探讨多学科交叉融合模

式下的研究方法与途径。



谢云，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水土保持学会水土保

持监测与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研究领域包

括土壤侵蚀机理与模型、水土流失监测与评价、气候

变化影响评价等。获得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一

等奖，发表论文百余篇。

张文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9 年毕业于北京中医

药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在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

重点实验室珠海基地工作。研究方向：①环境与中药

次生代谢产物、道地药材数字地域药匣；②地理环境

健康。

江源，教授。1996 年毕业于德国 University of

Karlsruhe （现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AT ），获博士学位。1996 年至今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

现为地理科学学部自然资源学院教授。研究方向：①生

物地理学；②自然资源生态学。

黄伟，教授。2004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博士学位。

现任职于珠海校区国土空间规划与不动产研究中心、

不动产学院。研究方向：①城市与区域发展；②国土

空间规划。



本科生学术专场：科研训练与学术能力提升

召集人：李妍漳 柳 柽

内 容：本专题聚焦本科生创新创业项目、开放课题、毕业论文、期刊论

文等方面的科研训练经历分享与科研成果展示，以激发本科生科研兴趣，

提升科研实践能力和学术素养。

李妍漳，2021 级本科生，地理科学（励耘）专业。获

国家励志奖学金、京师二等奖学金（荣誉）、校级优秀

学生干部、校级优秀团员等奖项。主持一项北京市级本

科生基础科研训练项目，参与一项校级本科生基础科研

训练项目。

柳柽，2021 级本科生，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获国

家奖学金、京师一等奖学金、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

团员等奖项。参与一项市级本科生基础科研训练项目。

研究生学术专场 1：全球变化下自然资源的演变及其生态保护

召集人：夏 楠 田越韩 杨雪仪 赵浩琳

内 容：人类活动驱动的全球气候变暖和土地利用变化等对资源要素产生

了深刻影响。明晰全球变化下自然资源的时空演变格局是实现生态环境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本专题旨在探讨全球变化下资源要素的时空格局及

其保护与复育，拓展学部研究生在本领域的学术视野。



夏楠，自然资源专业 2021 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

城市森林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地理格局与影响机理。曾获

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

实验室 2021 年青年学术论坛杰出研究生学术海报奖、

第五届自然资源研究生学术能力竞赛一等奖等。

田越韩，自然资源专业 2021 级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木本植物养分元素季节动态特征。曾获北京师范大学学

业三等奖学金。

杨雪仪，自然资源专业 2022 级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光

伏建设影响机理及立体化利用。主持自然资源学院英才

项目 1 项。曾获北京师范大学学业二等奖学金。

赵浩琳，全球环境变化专业 2022 级直博生。主要研究方

向为农田土壤呼吸建模。曾获北京师范大学学业二等奖

学金。



研究生学术专场 2：重大自然灾害风险与应急响应

召集人：张健航 黄梦真 袁 浩

内 容：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自然灾害并发、链发特征日益凸显，灾害

防治工作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本专题将围绕自然灾害发生机制、监测方法、

影响与风险评估以及防灾减灾成果应用等展开讨论。

张健航，2021 级硕士研究生，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专业。研究方向为自然灾害与植被响应。曾获北京师

范大学学业一等奖学金，2022 年地理学院研究生学术

能力竞赛三等奖。任伊犁河流域自然灾害调查评估项

目秘书。

黄梦真，2023 级博士研究生，自然地理学专业。研究

方向为干旱灾害影响评估。曾获北京师范大学学业一

等奖学金、地理学院研究生学术能力竞赛二等奖。担

任伊犁河流域自然灾害调查评估项目秘书、干旱灾害

调查评估课题秘书。

袁浩，2023 级硕士研究生，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

业。研究方向为自然灾害与生态遥感。任伊犁河流域

自然灾害风险区划与防治课题秘书。



研究生学术专场 3：地理空间建模与遥感大数据挖掘

召集人：张 泽 肖志杰

内 容：本专题重点关注地理空间建模与遥感大数据挖掘，包括地理空间

建模与应用、地理空间分析与预测、遥感影像智能解译与参数反演、地理

人工智能计算与遥感大数据挖掘、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估、自然灾害监测与

预警等研究。

张泽，2022级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主

要研究湿地遥感与空间模拟、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

续发展评估等方面。硕博期间在《地理学报》、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等期刊发表论文 14

篇，参编出版专著 2部。参与国家和省部级项目 6

项，主持开放课题 2项。

肖志杰，2022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红树林遥感

提取、湿地遥感与空间模拟等方面。硕士期间主持

开放课题 1项。



研究生学术专场 4：人类世环境变化——从陆地到海洋（珠海校区）

召集人：周 旭 王晓旭 罗登楠

内 容：人类活动极大地改变了地表的关键自然要素。气候变暖、地表侵

蚀加剧、海洋污染等人类世的全球环境问题凸显。本专题旨在探讨人类世

背景下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的响应，以便更好地解

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和环境问题。

周旭，2019 级博士研究生，全球环境变化专业。以第

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3篇。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岸带蓝碳

生态系统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与环境变化。

王晓旭，2021 级博士生，自然地理学专业。以第一作者

及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4篇。研究方向为土壤侵蚀与荒漠

化防治。

罗登楠，2023 级博士研究生，自然地理学专业。以第一

作者发表论文 1篇。研究方向为水土保持与土壤侵蚀。



六、会议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 任：傅伯杰

副主任：李小雁

委 员：（按姓氏笔画）

王 桥 史培军 朱华晟 苏 筠 宋长青 张科利 陈 晋

武建军 周尚意 赵文武 效存德 蒋卫国 程昌秀

七、会议组织委员会

主 席：宋长青 蒋卫国

委 员/召集人：（按姓氏笔画）

王 帅 王 佩 王晓旭 田越韩 朱华晟 江 源 李妍漳

李晓兵 杨建卫 杨雪仪 肖志杰 肖志强 何春阳 张 华

张 泽 张文生 张立强 张健航 武建军 罗登楠 周 旭

赵文武 赵浩琳 柳 柽 姜广辉 袁 浩 夏 楠 效存德

唐 宏 黄 伟 黄庆旭 黄梦真 程 洁 谢 云 戴特奇

八、会务联系人

张 英：010-58805832 zy81@bnu.edu.cn

孙晓芹：010-58804325 sunxiaoqin@bnu.edu.cn

附：会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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