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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恒：喀斯特神奇地貌的探索者
本报记者 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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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杨平恒，1983年4月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地理科学
学院自然地理教研室主任。入选自然资源部2021年高层次科技创新
人才工程青年科技人才，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中国地
理学会会员，中国地质学会会员，重庆市地理学学会地理文化与科普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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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岩溶生态环境-重庆南川野外基地常
务副主任，西肯塔基大学地球、环境和大气科学系客座教员。

研究主要聚焦于喀斯特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地热地质方面，担
任国内外二十余种学术期刊审稿人，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内外知名期
刊上发表38篇论文，完成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多项省部级项
目，主研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1项国家社科基金。

“2007年春夏之交，为了监测暴雨
对喀斯特地下水文系统的影响，我在沙
坪坝的一个地下河观测站淋着暴雨熬
了十个通宵，每隔两个小时采样一次，
每次采样都要花大半个小时，样品采完
后在实验室花了两个晚上完成测试工
作，这才安心地回寝室睡觉。”

接受采访时，西南大学地理科学
学院自然地理教研室主任杨平恒向记
者分享了这次野外工作经历。类似这
种情况，对于做了十几年喀斯特地下
水文环境研究的杨平恒来说，还有很
多。但因为热爱，他都甘之如饴、侃侃
而谈。

儿时梦想
想用双脚丈量地球

1983 年，杨平恒出生在浙江苍
南。小时候，晚上和小伙伴们躺在院子
里看天空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看着美
丽的天空，杨平恒常常想：“宇宙到底有
多大？地球到底有多大？自己可能没有
办法去探究宇宙，但全球各地的地理、人
文风情又是怎样的呢？”那个时候，杨平
恒就想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地球。

怀揣着想深刻了解地球的梦想，
2001年9月，杨平恒考入了宁波大学攻
读资源环境和城乡规划管理专业；
2005年，他考取西南大学自然地理学
专业进行硕博连读，师从中国科学院院
士、地质学家袁道先教授。从导师身
上，杨平恒学到了三点关于自身科研、
教学之路至关重要的特质：自信、严谨
和带着问题做研究。

杨平恒举例道，有一次他和袁道先
院士讨论自己一篇论文投稿的问题，当
时他只是想投一个国内地质学学科的
最好期刊，而袁院士却认为这篇论文可
以往中国最好的期刊《科学通报》投。

“做研究或做学术，就是要在最好的平
台把你的东西展现出来，当然这些都要
基于你的实力。”袁院士说道。这些鼓
励，对于当时还是个不够自信的学生的
杨平恒来说，影响特别大，也让他明白
了做科研需要一定的自信。

对于批改学生的论文或学术报告，
袁院士总是很仔细，大到文章框架，小
到字、词、标点符号，他都会一一修改。
老先生的这种严谨治学精神，让如今身
为导师的杨平恒受益匪浅。

“无论你做什么研究，他（袁道先院
士）总是要强调你为什么这么做。”带着
科学问题去做研究，是杨平恒在导师身
上学会的又一个特质。科学问题贯穿着
研究的始终，必须要带着任务或者解决
一个什么样的科学问题去做研究，而不
是像只无头苍蝇似的没有目标地到处乱
撞，这样盲目的努力是不会有成果的。

研究领域
解密重庆主城区地热水资源

2012年 10月26日，世界温泉及气
候养生联合会第65届年会暨国际科学
大会召开，重庆被评为全球首个“世界
温泉之都”。重庆市的地热水资源丰
富，含有地热水的土地面积约一万平方
公里，且地热水都是非火山加热作用形

成的，每年可释放3323亿大卡的热量，
相当于4.75万吨标准煤，在节能减排、
保健养生和旅游等产业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那么，重庆的地热水来自哪里？水
质为什么这么好呢？带着这些问题，杨
平恒潜心研究，并在国际知名刊物
《Journal of Hydrology》上发表了题
为“基于水文地质和地质测温的重庆主
城区碳酸盐岩深部热水研究”的文章，
这也是首篇公开发表有关重庆市地热
水资源的英文论文。

杨平恒在主城区36口碳酸盐岩地
热井水100多个采样点进行了大半年
的采样，基于这些物理化学数据，结合
水文地质背景，系统分析了地热水中主

要化学成分的来源，估算了深部地热水
的初始温度、循环深度及其补给高程，
刻画了地热水的水循环概念模型。认
为华蓥山、铜锣山地区与主城区之间地
下水位存在高程差，在重力作用驱动
下，形成地下热水流系统，也就是补给
区（华蓥山、铜锣山地区）与排泄区（主
城区）的势能差和含水介质渗透性空间
分布是控制地热水循环的主要因素。

知道了水量来自哪里，接下来就是
水质问题。通过大量的采样研究，杨平
恒发现主城区温泉的水质属于硫酸钙
型，极具有硫黄的味，对人体有杀菌消
毒的作用。通过环境同位素和离子比
值法，分析判断了温泉中硫酸根和钙离
子主要来自岩层中石膏的溶解，而石膏
的溶解为地热水的运动提供了良好的
循环通道。此外，还发生地热水中同离
子效应抑制了碳酸盐岩的溶解。

杨平恒的研究，有效地促进了人们
进一步了解重庆地热水（含温泉）的形
成、水质等方面信息，也为重庆地热水

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双碳”研究提供了
科学依据。

示踪技术
完美化解群企矛盾

关于水体人工染色示踪技术，通俗
来讲，就是追踪地下水的来龙去脉，即
把一些可溶的荧光染色物质投在水里
面，通过监测水携带这些物质流到哪
里，就可以证明出两个地方的地下水是
否联通。近年来，杨平恒已成功将该技
术应用于滑坡水源、隧洞涌水源、污染
源、水库渗漏源的定位，解决了一些较
为棘手的工程地质问题。

2019年暑假，重庆某地发生了一

次滑坡事件，除去降雨这个因素外，当
地百姓质疑还有其他因素导致此次滑
坡，处于滑坡地背后的小水电站则成为
了首要被怀疑对象。

鉴于此，当地人聘请杨平恒去鉴定
一下，通过水体人工染色示踪技术，证
明了滑坡的水源与水电站没有关系，也
就是说此次滑坡是自然的过程。“通过
科学技术的使用，既排除了老百姓的疑
问，又很好地化解了群众跟企业的矛
盾，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杨平恒说。

科普路上
十余次在《地理·中国》讲解

除了是一名地理科研专家，杨平恒
还是一名活跃于台前的地理科普人，他
几乎踏遍了重庆的每个角落，作为策划
人和考察组专家，曾先后十余次上中央
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地理·中国》、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远方
的家》栏目，为大众解释奇特的自然现

象，讲述地理的奥秘，挖掘和分享重庆
地区的地理、地质现象。

今年3月，《地理·中国》栏目播出
科普纪录片《大地的色彩·独韵留

“白”》，报道杨平恒带领团队揭开重庆
市酉阳县一处喀斯特洞穴里洁白如玉
沉积物的形成原因。通过实验鉴定发
现，钙、氧、碳是沉积物的主要成分，经
过数十万年的沉积、溶蚀、再沉积，最终
形成冰天雪地般的洞穴形态，有着极高
的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此外，《地理·
中国》栏目还播出《神奇的古井——飞
水井》《茨塘怪象》《神奇的米汤泉》《莲
花神迹之谜》《血色“谜”宫》《夔门探秘》
等节目，报道了杨平恒的科考活动。

“就是要以科普的形式，为大众揭
开重庆许多喀斯特地质地貌的神秘面
纱，展示神秘莫测、美轮美奂、纷繁多样
的自然景观，不能让这些漂亮的‘东西’
默默躺在深山老林里睡觉。”关于进行
科普事业的初衷，杨平恒这样回答道。

教学途中
体验式教育培养兴趣

“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兴
趣，其次就是对他们进行严谨的学术训
练。”杨平恒说道，“所有入学的学生，我都
要带着他们深入野外了解和掌握实际情
况。”他觉得，所有的兴趣都是可以培养的，
带学生们见识大自然的奇妙现象，告诉他
们这个东西存在哪些疑问或仍有哪些未解
之谜，这样他们才能进一步去钻研。

在本科教学方面，杨平恒本着“以
本为本”的理念，积极探索和改革教学
方式，组织撰写《地貌学》教材，更新专
业知识。杨平恒除了室内教学外，还发
挥专业优势，把课堂搬到野外，组织学
生深入武隆、金佛山、青木关等中国南
方喀斯特遗产地开展野外沉浸式教学，
与学生们一起从喀斯特地貌演化来重
建和反演地球历史变迁，将枯燥的理论
与三维立体的野外进行有机的联系，教
学效果明显，广受学生好评。

此外，杨平恒还积极探索“互联网+
教学”新模式，他推出的《沧海桑田喀斯
特地貌》微课野外版以师生问答、答疑
解惑为主要形式，引出喀斯特地貌的概
念和我国喀斯特地貌的特色两个知识
点，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还能欣赏
美景，凸显中国元素，提升中国地学文
化自信，荣获2021年重庆市本科高校
微课教学比赛一等奖。

提及未来的规划，杨平恒说自己还
会继续聚焦喀斯特的研究，“尽管喀斯
特只是地理学中一个很小的研究领域，
但它仍存在很多未知的领域，比如说喀
斯特洞穴里硝土矿产的成因等。”

▲ 2016 年，杨
平恒与研究生赴青
木关流域考察喀斯
特水文和地貌现象。

▶杨平恒（右）
和学生一起探讨利
用喀斯特地貌来重
建地壳抬升和水系
演化过程。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