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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基础研究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助力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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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我国重

要的生态屏障建设区、粮食主产区和经济发展区,保
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然

而,在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影响下,叠加黄河流域本

底条件限制,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水沙治理

与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经济和社会发展质量有待

提高,亟待深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

科学机理重大基础研究,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

供科学依据.为有效支撑“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

进大治理”的战略需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

球科学部和管理科学部联合推出“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与可持续发展专项”项目,从综合性、系统性视角

出发加强黄河流域三方面基础研究工作.
第一,从流域系统整体性出发,明晰气候变化和

人类活动对黄河流域水循环过程、生态系统变化和自

然灾害风险的影响机理.从流域整体量化水保工程、
水资源配置和水沙调控的级联效应,提出黄河流域水

资源配置和水沙调控优化方法;解析上游自然保护与

生态恢复、中游退耕还林还草、下游水沙调控及湿地

保育等综合措施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提出黄河流

域生态屏障功能提升和优化方案;阐明流域地质—地

貌—气候多过程互馈、重大灾害全流域联动机制,提
出黄河流域灾害风险防范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第二,把握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前沿,揭示以水为

主线的流域人地系统耦合机理,为系统应对黄河流

域资源环境问题和流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基础.
黄河流域是我国人地矛盾最为突出和复杂的区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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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联合会 副 主 席.主 要 从 事 综 合 自 然

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在土地利用与

生态过程、景观格局与生态系统服务优化

等方面取得 了 系 统 性 成 果.获 国 家 自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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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域自产水量严重不足,粮食、能源、生态竞争激

烈,为了提高流域保护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

同性,需要解析人—水关系、水—粮食—能源纽带关

系等人地系统耦合机理,构建流域人地系统耦合模

型,为大型流域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要素的统筹优

化提供系统方案.面向人地系统耦合模型构建这一

地球科学研究难点,有必要集成整合黄河流域气候

变化、资源环境与人类活动数据,构建黄河流域人地

系统耦合大数据平台,为流域人地系统耦合机理研

究提供数据共享、模型研发、计算服务等技术支撑.
第三,面向新发展阶段的目标要求,阐明黄河流

域生态、城市群和产业发展交互作用机理,提出城市

群高质量发展和产业体系布局优化的原理和方法.针

对黄河流域产业发展布局与生态环境安全格局、产业

发展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两对突出的人地矛盾,探
索城市群与产业发展“控规模、优布局、调结构、提效率、
促和谐”的调控路径,提出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协同的推

进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整合调控机制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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