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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期双清论坛
“

中国大气灰霾的形成机理、

危害与控制和治理对策
”

在京召 开

年 月
—

日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委 测平台 、实时感测平台 、决策平台以及对灰霾的有效

员会地球科学部会同数学物理科学部 、化学科学部 、 消减手段 。 他希望参会科学家通过论坛研讨梳理出

生命科学部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信息科学部 、管理 深层次的科学问题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将根据研

科学部 、医学科学部 、政策局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主题 讨结果积极制定相应的资助战略 。

为
“

中国大气灰霾的形成机理 、危害与控制和治理对 参会专家围绕
“

灰霾的形成机理、变化机制 、 源

策
”

的第 期双清论坛 。 来 自 全国高校 、科研院所 解析和时空分布规律
”

、

“

大气环流等气象因 素对细

的近 名知名专家 、学者 ， 以及来 自 国家 自 然科学 颗粒物的生成 、积累及区域输送的作用机制
”

、

“

灰霾

基金委员会各科学部和局室的近 位工作人员 出 对生态和人体健康影响的 机理
”

、

“

灰霾污染的预警

席了本次会议 。 北京大学唐孝炎 院士 、 中 国科学院 指标体系 和控制对策
”

、

“

灰霾多尺度监测 、预报 、预

副院长丁仲礼院士 、清华大学郝吉明院士 、 中 国气象 蒈和控制前沿技术
”

等 个主题进行 了广泛 、深入讨

科学研究院徐祥德院士担任本次论坛主席 。 国家气 论 ，凝练并提出 了该领域急需关注和解决的重大基

象局郑国光局长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资源环境委员 础科学问题 。 同时 ，论坛就该领域综合观测平 台 、资

会主任汪光焘应邀参会 。 料共享机制 、研究资助策略等提 出 了建设性 的意见

论坛开幕式 由基金委副 主任刘丛强院士主持 ， 和建议 。

基金委主任杨卫院士在开幕式上致辞 。 本次双清 论坛 达到 了 预期 目 标 ， 取得 了 圆 满

杨卫主任指出大气灰霾及相关的科学研究应致 成功
。

力于厘清灰霾或细颗粒物在物理空间 聚散 、分子化

学反应 、生物医学人侵上的三条发展
“

路线
”

，并形成 （地球科 学部 刘 羽 供稿 ）

研究霾 、预测霾 、控制霾 、消解霾的利器 ，包括建立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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