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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第 30 届大气环境科学与技术会议暨

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研讨会的第二轮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环境研究院和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共同主办的第 30届大气环境科学与技术会议暨大

气污染防治技术研讨会（由原中国大气环境科学与技术大会暨中

国环境科学学会大气环境分会学术年会与原大气污染防治技术

研讨会合并）定于 10月 21日至 22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形式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

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环境研究

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联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大气环境分会、中国环境科学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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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臭氧污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二、会议主题

科技助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三、会议报到

会议于 2024 年 10 月 21 日~22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

会期 2 天。

1. 报到时间：10 月 20 日全天报到。

2. 报到地点：合肥丰大国际大酒店（合肥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繁华大道 10555 号，总机：0551-62236666）

四、会议内容

会议将邀请相关领导、院士、专家出席开幕式，并作特

邀主旨报告，组织专题学术研讨（31 个分会场）、学术成果

墙报展示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交流等活动。专题分会场议题、

主席及召集人详见附件 3。

五、论文征集

1. 征文范围及要求：围绕会议主题和专题分会场议题提

交论文详细摘要。

2. 报名口头报告的需提交论文详细摘要。详细摘要

200~500 字，具体要素包括：论文题目、作者姓名、工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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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论文摘要、关键词、主要参考文献等，文件格式为word

文档（论文摘要模板见附件 4）。

3. 审核及录用：会议将组织专家对投稿论文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的论文将收录于《会议论文摘要集》。

4. 摘要提交截止日期：2024 年 9 月 15 日，投稿邮箱：

daqihuiyi@chinacses.org。

六、报名注册

（一）会议服务费

优惠注册

（9 月 15 日之前）

标准注册费

（9 月 15 日之后及现场）

普通代表 2000 元 2200 元

学会个人会员 1800 元 2000 元

在校学生 1600 元 1800 元

企业代表 2900 元 3100 元

（二）报名注册方式

会议采取在线报名注册方式，请扫描会议二维码在线注册。

第 30届大气环境科学与技术会议二维码

（三）缴费方式

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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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线缴费：参会代表在线报名注册时，可选择使

用支付宝或微信进行缴费。

（2）银行汇款

单位名称：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开 户 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账 号：7501 0188 0003 31250

汇款须知：个人转账请务必备注：发票抬头+姓名+手机

号；请将汇款底单上传至会议报名系统，财务审核后会更新

您的缴费状态。

（3）现场缴费：报到现场可刷银联卡（POS机）缴费。

（四）发票

会议提供电子发票，发票内容为：会议服务费。请参会

代表按照系统提示准确填写发票信息及发票接收邮箱和电

话。现场签到后，实时开具电子版发票。

七、住宿安排

会议召开期间住宿安排在合肥丰大国际大酒店，价格为

350 元 /间 /晚（单/标间同价）。会议协议价格仅对本次参会

代表有效，住宿费用自理。房间数量有限，参会代表可提前

与酒店联系预订及预付房费事宜，现场报到的参会代表以报

到的先后顺序予以安排。客房预订电话：耿纵 17372798170，

张润茂 1580569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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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方式

1.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联系人：张中华 陈永梅 饶阳 杨金丽 刘信德 张超 刘红光

电 话：010-62259894 68668291 58301152

2.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大气环境分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大气环境研究所

联系人：赵妤希 陈义珍

电 话：010-84915250

3.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

精密机械研究所

联系人：王晓林

电 话：0551-65591546

4.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环境研究院

联系人：张海燕

电 话：0551-62105272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联系人：刘浩然

电 话：0551-63600892

附件：1. 会议学术委员会

2. 会议执行委员会

3. 专题分会场议题、主席及召集人

4. 论文摘要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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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会议简介

6. 会议酒店交通信息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4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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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学术委员会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排序）：

丁一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 研究员

王文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山东大学 教授

王金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研究员

吕达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朱利中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 教授

朱 彤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 教授

任阵海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刘文清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江桂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研究员

李宗恺 南京大学 教授

张小曳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张远航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 教授

陈敏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

郝吉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 教授

侯立安 中国工程院院士/火箭军后勤科学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

洪钟祥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贺克斌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 教授

贺 泓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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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祥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高 翔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

唐孝炎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 教授

陶 澍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 教授

曹军骥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曾庆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魏复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研究员

主任委员：

柴发合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大气环境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副主任委员（以姓氏笔画排序）：

王书肖 清华大学 教授

王自发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王体健 南京大学 教授

王 韬 香港理工大学 教授

叶代启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冯银厂 南开大学 教授

朱法华 国家能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刘建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吴忠标 浙江大学 教授

岑超平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张庆竹 山东大学 教授

陈良富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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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民 复旦大学 院士

邵 敏 暨南大学 教授

范绍佳 中山大学 教授

胡京南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胡 敏 北京大学 教授

俞绍才 浙江工商大学 教授

高会旺 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

葛茂发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程水源 北京工业大学 教授

谢品华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研究员

廖 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

委员（以姓氏笔画排序）：

丁 焰 马 良 马鹏飞 王 飞 王亚强 王 亘

王 灿 王炜罡 王建成 王 强 王新春 车慧正

毛洪钧 邓 双 邓积光 邓 涛 龙 波 田程程

付 强 宁 平 邢 奕 吉东生 朱廷钰 朱重钦

刘永春 刘 欢 刘 诚 刘 恢 刘峰毅 刘 越

刘 鹏 闫雨龙 牟玉静 杜 林 李 红 李 坤

李松庚 李 昂 李 凯 李俊华 杨小阳 杨 洋

何 晓 伯 鑫 汪名怀 汪俊峰 汪黎东 沈成银

沈锋华 张士汉 张文杰 张玉强 张宏亮 张润铎

张 鹏 陆克定 陈义珍 陈东之 陈达如 陈建军

苑春刚 周 斌 郎建垒 赵 斌 赵 强 赵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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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君 胡建林 段菁春 晏乃强 高 阳 高 松

席劲瑛 唐幸福 唐晓龙 陶金花 黄 成 黄海保

盖鑫磊 彭 林 韩 冲 谢宏彬 楚碧武 雷 宇

鲍锟山 潘月鹏 薛志钢 薛丽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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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会议执行委员会

会议执行秘书长：

胡京南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陈永梅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秘书长助理兼学术部主任

会议执行副秘书长（以姓氏笔画排序）：

车慧正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刘 欢 清华大学 教授

刘 越 浙江大学 教授

张宏亮 复旦大学 教授

陆克定 北京大学 教授

陈义珍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胡仁志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研究员

黄 成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高工

雷 宇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研究员

薛丽坤 山东大学 教授

会议秘书处：

张中华 赵妤希 王晓林 饶 阳 张海燕 刘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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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专题分会场议题、主席及召集人

主席及召集人 工作单位 职 称

专题 1：大气边界层物理与大气环境

召集人： 范绍佳 中山大学 教 授

邓 涛 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 研究员

专题 2：大气环境外场观测与测量模拟

主 席 ： 盖鑫磊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 授

召集人： 赵 强 安徽建筑大学 教 授

汪俊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 授

陈敏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 授

专题 3：大气环境遥感监测与评估

召集人： 马鹏飞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正高工

刘 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 授

陶金花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副研究员

专题 4：大气环境立体观测技术

主 席 ： 刘建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召集人： 张 鹏 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 研究员

付 强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研究员

刘 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 授

周 斌 复旦大学 教 授

专题 5：多源大气污染监测技术融合与数据应用

召集人： 吉东生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杨小阳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王亚强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专题 6：大气化学机理与大气污染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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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召集人 工作单位 职 称

召集人： 龙 波 贵州民族大学 教 授

何 晓 华东师范大学 教 授

朱重钦 北京师范大学 教 授

刘峰毅 陕西师范大学 教 授

专题 7：大气中亚硝酸的源汇及其环境影响

主 席 ： 牟玉静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研究员

召集人： 刘永春 北京化工大学 教 授

韩 冲 东北大学 教 授

专题 8：大气量子化学与环保大数据

召集人： 张庆竹 山东大学 教 授

谢宏彬 大连理工大学 教 授

专题 9：对流层臭氧与光化学污染

召集人： 李 红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陆克定 北京大学 教 授

薛丽坤 山东大学 教 授

专题 10：大气环境过程与大气污染成因

召集人： 杜 林 山东大学 教 授

葛茂发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李 坤 山东大学 教 授

专题 11：大气污染与生态环境效应

召集人： 潘月鹏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张玉强 山东大学 教 授

鲍锟山 华南师范大学 研究员

专题 12：电力行业减污降碳技术及应用

主 席 ： 高 翔 浙江大学 院 士

召集人： 朱法华 国家能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 正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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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召集人 工作单位 职 称

刘 鹏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 研究员

专题 13：钢铁、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新技术及应用

主 席 ： 朱廷钰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召集人： 邢 奕 北京科技大学 教 授

王建成 太原理工大学 教 授

李 凯 昆明理工大学 教 授

专题 14：建材及固废焚烧烟气污染控制技术

主 席 ： 岑超平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召集人： 邓 双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王新春 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 教授级高工

苑春刚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教 授

李松庚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陈建军 清华大学 副研究员

专题 15：有色金属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

召集人： 刘 恢 中南大学 教 授

宁 平 昆明理工大学 教 授

晏乃强 上海交通大学 教 授

沈锋华 中南大学 副教授

专题 16：石油石化行业烟气污染深度控制及资源化利用技术

召集人： 马 良 四川大学 研究员

田程程 华东理工大学 特聘研究员

王 飞 山西大学 副教授

专题 17：机动车尾气污染控制技术与创新

召集人： 丁 焰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毛洪钧 南开大学 教 授

专题 18：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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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召集人 工作单位 职 称

召集人： 叶代启 华南理工大学 教 授

邵 敏 暨南大学 教 授

专题 19：恶臭异味监测及控制技术

召集人： 陈东之 浙江海洋大学 教 授

王 亘 生态环境部恶臭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 正高工

王 灿 天津大学 教 授

席劲瑛 清华大学 教 授

专题 20：大气污染防治环境功能材料研究与应用

召集人： 唐晓龙 北京科技大学 教 授

邓积光 北京工业大学 教 授

黄海保 新疆大学/中山大学 教 授

专题 21：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技术

召集人： 薛志钢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伯 鑫 北京化工大学 教 授

专题 22：颗粒物与臭氧复合污染来源解析

召集人： 彭 林 北京交通大学 教 授

冯银厂 南开大学 教 授

闫雨龙 北京交通大学 教 授

专题 23：大气环境数值模拟与预报预警技术

主 席 ： 张宏亮 复旦大学 教 授

召集人： 张玉强 山东大学 教 授

赵 斌 清华大学 特别研究员

胡建林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 授

专题 24：O3和 VOCs监测溯源与执法管控

召集人： 沈成银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高 松 上海大学 高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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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召集人 工作单位 职 称

专题 25：区域联防联控和城市“一市一策”研究

召集人： 胡京南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王书肖 清华大学 教 授

雷 宇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研究员

张文杰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专题 26：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的精准溯源和防控

主 席 ： 俞绍才 浙江工商大学 院 士

召集人： 郎建垒 北京工业大学 教 授

李 昂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潘月鹏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专题 27：CO2捕集、利用与固定（CCUS）技术

召集人： 汪黎东 华北电力大学 教 授

王 强 北京林业大学 教 授

张士汉 浙江工业大学 教 授

专题 28：重点行业减污降碳及协同增效技术

主 席 ： 吴忠标 浙江大学 教 授

召集人： 李俊华 清华大学 教 授

唐幸福 复旦大学 教 授

张润铎 北京化工大学 教 授

彭 林 北京交通大学 教 授

专题 29：大气化学实验室研究及相关基础研究

主 席 ： 陈建民 复旦大学 院 士

召集人： 王炜罡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楚碧武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研究员

赵德峰 复旦大学 研究员

专题 30：大气污染与天气气候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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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召集人 工作单位 职 称

召集人： 杨 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 授

高 阳 中国海洋大学 教 授

汪名怀 南京大学 教 授

廖 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 授

专题 31：大气污染防治科研成果在城市和区县的应用

召集人： 胡 君 浙江师范大学 正高工

段菁春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陈达如 浙江师范大学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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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论文摘要模板
全球温室气体控制与 CCS技术（例）

李一圣，李二圣，李三圣

（XXXX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200000）

摘要：现代化工业社会过多地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汽车大量排放尾气，这些燃料燃烧

后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进入大气后发生积聚。温室气体具有吸热和隔热的功能，

它们能够吸收和释放地球表面、大气和云发出的热红外辐射光谱内特定波长的辐射，在大气中积

聚后形成一种无形的玻璃罩，使太阳辐射到地球上的热量无法向外层空间发散，其结果是地球表

面变热。目前，温室效应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从而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水汽(H2O)、二氧化碳(CO2)、氧化亚氮(N2O)、甲烷(CH4)和臭氧(O3)是地球大气中主要的温室

气体。此外，大气中还有许多完全人为产生的温室气体，如《蒙特利尔议定书》所涉及的卤烃和

其它含氯和含溴的物质。除 CO2、N2O和 CH4外，《京都议定书》将六氟化硫(SF6)、氢氟碳化物(HFC)
和全氟化碳(PFC)也定为温室气体。

温室效应，是大气保温效应的俗称。大气能使太阳短波辐射到达地面，但地表向外放出的长

波热辐射线却被大气吸收，这样就使地表与低层大气温度增高，因其作用类似于栽培农作物的温

室，故名温室效应。如果大气不存在这种效应，那么地表温度将会下降约 3℃或更多。反之，若

温室效应不断加强，全球温度也必将逐年持续升高。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向大气中排入的二氧

化碳等吸热性强的温室气体逐年增加，大气的温室效应也随之增强，已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等一系

列严重问题，引起了全世界各国的关注。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IPCC)出版的第 3次评估报告指出，自 1860年以来，由于 CO2大量

排放，全球平均地面温度上升了 0.6±0.2℃，预测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到 2100 年将比 1990 年上升

1.4~5.8℃，这一增温值将是 20世纪内增温(0.6℃左右)的 2-10倍，是近 10000年中最显著的增温。

CO2捕集技术目前分为三类：燃烧前捕集、燃烧后捕集和富氧燃烧捕集。三种方法有各自的

有点和缺点，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表 1 CO2 捕获流程和系统概况

序号

1

2

3

4

5

图 1 CO2 捕获流程和系统概况 6

关键词：温室气体；辐射；CO2捕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xxxx）
（全文大纲级别均为正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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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会议简介

第30届大气环境科学与技术会议暨大气污染防治技术

研讨会，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大气环境分会主办的大气环境

科学与技术大会（已连续举办29届）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秘

书处主办的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研讨会（已连续举办27届）合

并举办。会议将继续遵循“自由、开放、交流、共享”的办会

理念，进一步强化大气科学与技术在大气环境领域的核心支

撑作用。

会议致力于构建一个高端的交流和合作平台，汇聚高校、

科研机构、政府决策者和产业界人才资源，交流学术观点，

引领学科发展，展示我国大气环境科技技术与污染防治领域

的成果，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附件6

会议酒店交通信息

1. 新桥国际机场➡合肥丰大国际大酒店（约40公里），乘

出租车约40分钟可到酒店。

2. 合肥南站➡合肥丰大国际大酒店（约9公里），乘出租车

约20分钟可到酒店。

3. 蜀山东站➡合肥丰大国际大酒店（约9公里），乘出租车

约25分钟可到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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