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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旭光：致力开发碳汇评估系统
本报记者 肖咸秋 通讯员 李元庆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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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旭光，1986年生，河南商丘人，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青年科技领
军人才协会会员，2020年入选重庆市巴渝学者青年学者。现任重庆金佛山
喀斯特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助理，遥感大数据应用重庆
市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重庆市地理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兼任中
国遥感应用协会遥感自主工程软件专委会委员、中国生态学学会生态模型
专委会委员、重庆地理学学会环境遥感专委会副主任委员、Scientific Re-
ports编委、Frontiers in Water/Remote Sensing/Atmosphere等国际
期刊客座编辑等。

汤旭光长期从事全球变化背景下的陆地生态系统碳水循环及其耦合关
系遥感监测研究，在国内外遥感及生态环境领域主流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
（一作/通讯作者40余篇），Web of Science引用1000余次。曾荣获中国
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院院长奖、中国林学会梁希青年论文
奖、中国通量观测研究联盟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奖项。主持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课题、科技部基础资源调查专项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市自然科
学基金等项目10余项。授权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5项。

全球气候变化威胁生态安全和人
类生存，是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
战。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我们赖以生存
的“家园”，事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
发展。“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
口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
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
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
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
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基于此，如何实现这一伟大的战略
目标，既是机遇，更是挑战。这也是汤
旭光及其团队当前正在思考和关注的
研究方向。

学途艰辛
只为寻找心中的梦

2008年，汤旭光从吉林大学资源
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毕业之后，出
于对遥感技术的好奇，在李晓燕老师的
推荐下，保送至中国科学院大学东北地
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继续深造，就读地
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从此开启了
植被遥感方向的探索。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最大的碳库，
但是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区域估算中
存在不确定性。基于此，在中国科学院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所长刘
殿伟研究员、王宗明研究员的引领下，
五年硕博连读期间，汤旭光着手研究如
何将激光雷达数据与光学遥感数据融
合，对森林结构参数及生物量进行反
演。2013年博士毕业之际，汤旭光提交
的《基于激光雷达与多光谱遥感数据的
森林地上生物量反演研究》一文，被评为

“中国科学院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荣誉之下，汤旭光深感过程艰辛。

科研道路从不平坦，需要解决一个又一
个的“拦路虎”，同时，这也是一个漫长
的积累过程，但他始终相信付出才会有
收获。凭借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系
统碳循环研究的浓厚兴趣，多年来，汤
旭光及其团队综合集成涡动相关地面
观测、卫星遥感以及生态系统模型模拟
等手段，围绕“碳”做研究，基于林龄序
列通量观测数据揭示了异龄林的固碳
能力显著优于同龄林，为优化森林经营
管理模式、提高森林碳汇能力提供了科
学依据；综合集成多源数据及遥感产
品，阐明了不同干旱条件下西南喀斯特
生态系统的响应与恢复机制；定量评估
了生态工程对区域生态系统固碳能力
的影响，以及城市扩张会显著削弱退耕
还林还草的积极效应。

不忘初心
当好学生的引路人

汤旭光认为，年轻就要多“折腾”，
追求梦想，做出一番事业。在中国科学
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从事科研工
作三年之后，2016年底，受马明国教授
的感召，汤旭光加入到西南大学地表过
程观测与模拟团队。2017年，该团队获
批“遥感大数据应用重庆市工程研究中
心”，汤旭光任中心副主任；2018—2020

年，在西南大学及地理科学学院大力支
持下，团队齐心协力，成功申报重庆市、
教育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2021年10
月科技部发文，“重庆金佛山喀斯特生
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获批
建设。马明国教授任国家站站长，汤旭
光任站长助理。这些平台的搭建，将为
获取基础数据，开展基础研究，实现

“3060”双碳目标提供科技支撑。
从科研院所到高校，汤旭光快速

地调整状态，融入到高等院校的人才
培养工作中。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汤
旭光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记“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近年
来，汤旭光一直承担着“遥感概论”和

“遥感数字图像处理”两门本科课程的
教学任务。任教多年的他，每次课前
仍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让“难啃”
的专业课变得通俗易懂，并融入一些
最新的科研进展，激发同学们的专业
兴趣与积极性。

关于对学生的选择，汤旭光有自己
的原则：做科研不需要太聪明，因为做
科研本身没有太多捷径，他考虑最多的
是学生是否踏实认真，是否具备良好的
心理素质，是否能够静下心来坚持。与
此同时，学生选导师，导师选学生，是双
向选择，也得看缘分。一旦选择了，就
意味着彼此之间建立了这种师徒联系，
未来三年时间就托付给了彼此，那么双
方也都要为此负责。

近年来，在汤旭光教授的指导下，

有10余名学生获批教育部、重庆市及
西南大学大学生科创项目，多人荣获国
家奖学金、优秀毕业论文等。更让汤旭
光欣喜的是，他所指导的3名本科生也
在中科院1区期刊Journal of Hydrol-
ogy、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
ment、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
ment等发表论文多篇。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汤旭光带着他
的学生做实验、写论文的日子，同时也
是汤旭光最难忘的一段时间。2018年
上半年，因为久坐，汤旭光患上了严重
的肾结石，时常因疼痛浑身冒汗，无法
站立。尽管如此，他没有耽误一节本科
生课程和一项科研任务。

聚焦喀斯特生态脆弱区
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智慧

2020年初，汤旭光和马明国教授获
批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课题

“野外观测数据获取技术与星-机-地综
合观测方法研究”。该项目针对高分系
列共性产品的特点和真实性检验的需
求，目标在于突破地面数据获取优化采
样关键技术，获取天—空—地一体化的
立体观测数据。为此，2020年10月5日
—11月20日，西南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中国科学院空天院等8家科研院
所/高校117人联合开展了北碚综合飞行
试验，人工同步获取生态系统关键参数
测量点1211个。近期，将正式启动高分
重大科技专项国家真实性检验场站网建

设项目，其中北碚站为全国42个真实性
检验站之一，汤旭光任首任站长。

不仅如此，汤旭光主编的《生态大
数据管理与多学科应用》也将于本月由
科学出版社出版。据汤旭光介绍，此书
以生态大数据为研究对象，介绍了生态
大数据的概念与特征、主要来源与技术
方法、重点关注方向，以及海量异构数
据存储管理的基本思路、技术特点与应
用模式，阐述了基于GEE云计算平台、
基于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算法等大数
据分析技术在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并
结合具体案例，介绍当前生态大数据在
生态工程成效评估、生态系统健康评
价、生态安全诊断、生境适宜性评价、旱

涝灾情监测与损失评估等领域的多学
科应用。

目前，该团队着眼于西南喀斯特地
区生态系统野外观测数据匮乏的问题，
初步建成了空-天-地立体化的综合观
测系统，并将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歇
马园区）智慧生态中心开展虚拟仿真体
验。未来，汤旭光及其团队将针对重庆
市典型生态系统类型，建设多站点的基
于涡动相关技术的通量观测系统，开展
联网观测与特征分析；综合集成野外定
位观测、卫星遥感以及生态系统模型模
拟等手段，构建重庆市生态系统碳汇潜
力评估模型；评估气候变化条件下植被
碳汇的响应特征与变化规律；研发碳中
和目标下重庆市生态系统碳汇潜力评
估系统，并开展应用示范研究。

◀ 汤 旭 光
（右二）和学生在
教学楼前合影留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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