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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评与学术论坛
,

区域环境变化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21 世纪核心科学问题
”

论坛

冷疏影 宋长青 吕克解 陆则慰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

北京 l (x x】8 5

摘要 全球性环境问题是地球系统整体行 为的结果
,

既涉及地球 系统各圈层之间

的相互作用
,

也与人类对地球系统的作用密切相关
.

区域环境 变化是全球环境问题

在区域上的反映和缩影
.

探讨 区域环境变化 问题 既能丰富全球环境变化的研 究内

容
,

又可以为实施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十五
”

期间可

以优先资助从区域的角度开展的全球变化研究
,

并注重研究区域变化对全球变化的

影响和响应
.

具体研究方向
:
( l) 海洋

一

大气
一

陆地 相互 作用 与水循环 ; ( 2 )东亚季风环

境的形成演化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影响 ; ( 3 )陆地 生态系统生产力与全球变化的

相互作用 ; ( 4) 区域碳平衡及典型生源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 ( 5) 人类活动对区域

环境的影响
.

关键词 环境变化 区域响应

为了更好地遴选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十五
”

优先资助领域
,

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

策局
、

地球科学部
、

生命科学部
、

化学科学部等有关部 门组织 了 21 世纪核心科学问题
“

全球变

化的区域响应
”

论坛
,

针对区域环境变化研究的意义
、

特点及重大科学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

并初步达成 了共识
.

1 开展区域环境变化研究的意义

由于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影响迅速扩大
,

经济发展和人 l[ 膨胀带来的需求空前增长
,

造

成全球变暖
、

臭氧层破坏
、

土地退化
、

物种灭绝和资源匾乏等
一

系列重大全球性环境问题
,

人类

与其赖以生存发展的 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 日趋尖锐
,

构成 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严重障碍
.

地球环境的 日趋恶化是科学面临的严峻挑战
.

从科学 仁看
,

全球性环境问题是地球 系统整体

行为的结果
,

涉及地球系统及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 (物理气候系统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

相互作用 )
,

生命系统 与无生命系统的相互作用 (即人 与地球 的相互作用 )以及地球系统中 3 大

基本过程 (物理
、

化学
、

生物学过程 )的相互作用
,

最终影 响到地球 的可居住性的一个重大战略

性问题
.

我 国位于地球环境变化速率最大的东亚季风区
,

就其环境本身而言
,

具有空间上的复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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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性
、

时间上的易变性 ;就其对外界变化的响应和承受力而言
,

具有敏感和脆弱的特点
.

我 国

又处于经济高速发展
、

人 口压力剧增 (养育着 占世界五分之一人 口 )的时期
,

人类活动对环境 的

扰动作用显得尤为突出
,

造成我 国生存环境具有复杂多变
、

敏感脆弱和受人类活动影响强烈 3

个主要特点
.

由于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

导致资源浪费
、

灾害频发
、

环境恶化
,

已经构成我国经济

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

在我国开展全球变化的区域 响应和影 响研究可为国家
“

坚持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

提供科学依据
.

2 全球变化研究的特点

回顾十余年全球变化研究的历程
,

不难发现当今全球变化研究有其鲜明的特点
:

l( )重视理论研究的同时
,

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仁’ 〕 ; ( 2 ) 从探讨一般性全球变化 问题转向具

有区域特色的环境问题研究 ; ( 3) 在研究深度上
,

开展全球变化机制
、

区域环境预测研究 ; ( 4) 研

究方法上
,

强调多学科交叉
、

渗透
、

高层次的综合集成研究
.

3 开展区域环境变化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

全球变化研究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研究活动
,

涉及到地球科学
、

生物科学
、

环

境科学
、

天体科学及遥感技术
、

地理信息系统及网络化高科技技术的应用等众多学科领域
,

其

规模之大
、

持续时间之长
、

经费投人之多和高科技技术的应用程度等
,

代表当前世界科学的总

体发展趋势
.

结合了我国研究的优势和基础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十五
”

期 间应优先资助如下

5 个方面的研究
:

3
.

1 海洋
一

大气
一

陆地相互作用与水循环

我国位于东亚季风 区
,

地跨寒
、

温
、

热带
,

其海
一

陆
一

气相互 作用过程 远 比其他地 区复杂
.

海
一

陆
一

气相互作用和水分循环研究涉及大气
、

海洋
、

地理
、

水文和生态等多个学科侧
.

在 已有

资料积累的基础上
,

在周围海域及特定流域或区域继续深人开展海
一

陆
一

气相互作用的观测分

析
,

模拟及理论研究
,

分析其对水分循环的影响
,

对揭示区域环境变化与全球变化的联系
、

改善

气候和水文预测提供理论依据
.

“

十五
”

期间应开展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
( l) 全球变化与大气

-

海洋相互作用研究 ; ( 2) 全球变化与大气
一
陆地相互作用研究 ; ( 3 )全球变化与海洋

一

陆地相互

作用研究 ; ( 4) 我 国及周边区域水循环研究 ; ( 5) 有限区域多圈层相互作用模式发展和模拟
.

3
.

2 东亚季风环境的形成演化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影响

东亚季风环境是 国际地圈
一

生物圈计划 ( IBG )P 及其核心项 目
“

古全球变化 ( PA GE s)
”

的重

点研究 内容闭
,

东亚季风环境的形成和演化是地质与古环境领域广泛关注但仍未根本解决的

重大前沿科学问题
,

是我国特色的研究内容
,

具有一定 的超前性
,

是理解大气圈
、

水圈
、

岩石 圈

和生物圈相互作用的切人点
.

近期应结合我国的特色和优势开展有限 目标 的研究
:

( l) 季风环

境的形成与重大气候转型的时代和原 因 ; ( 2 )季风环境短尺度 (千年
一

十年 )演化历史及其驱动

因素的识别和信号分离 ; ( 3) 季风驱动下的地质
、

古生态系统空间格局的演化及其对生物地球

化学循环的贡献 ; ( 4 )东亚季风环境的可预测性研究
.

3
.

3 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与全球变化的相互作用

全球变化研究的目的之一是预测全球变化对于生态系统 的可能影响及其反馈作用
,

以找

出应对的策略
.

因此
,

陆地生态系统 已成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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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 3 个本质过程
: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

生物地球

物理过程和生物地球社会驱动力
,

选择我国关键地区的陆地生态系统
,

开展以生产力为核心的

陆地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研究
,

为国家制定适合于国情 的 21 世纪全球环境变化条件下

的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策与宏观调控措施提供依据
.

今后应着重开展以下研究
:

( l) 全

球变化的生态系统生产力响应与适应机理 ; ( 2 ) 全球变化的生态系统生产力过程研究 ; ( 3) 全

球变化的多尺度生态系统生产力集成模型与情景模拟 ; ( 4) 全球变化的适应与减缓对策与陆

地生态系统生产力安全模式
.

3
.

4 区域碳平衡及典型生源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

生态系统健康在相 当程度上取决于碳
、

氮
、

磷等生命必需元素的正常循环
.

随着人类活动

的不断加强
,

自然界原有的元素循环被破坏
.

其结果不仅造成生态系统失衡
,

而且构成 了环境

质量以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极大威胁
.

碳
、

氮
、

磷在地表系统 中的迁移转化过程是其全球循环

中的重要环节
.

因此
,

地表系统中的碳
、

氮
、

硫
、

磷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其环境效应是全球变

化区域响应研究的重要 内容之一 0[]
.

环境生物地球化学不仅是全球变化科学问题中的两大子

系统之一
,

同时又与气候变化 以及我国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
.

针对我 国典型

生态系统碳
、

氮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特征
、

模 型及其与全球变化的藕合关系这一总体框架
,

近期

应开展如下几方面的研究
:

( l) 土壤的生物地球化学转化 ; ( 2 ) 氮磷碳等生源要素在土
、

水界

面的生物地球化学迁移 ; ( 3) 近海海洋系统碳氮磷的迁移转化 ; ( 4) 现代地质作用与碳的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 ; ( 5) 区域碳平衡
.

3
.

5 人类活动对区域环境的影响

人类活动从地理学
、

资源与环境科学的角度可以概括为农业化过程
、

工业化过程
、

城市化

过程和政治化过程 4 个方面
,

人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 7 , 8 ]

.

我国是一个人 口众多的国家
,

人类活动对 区域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因此
,

土地资源
、

淡水资源开发和能源消耗的急剧增加
、

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化进程加速
、

区域产业结构的快速

转型
、

消费方式的转变
、

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调整等构成人类活动对区域环境影响

的重要因素
.

针对我国国情
,

该领域的研究拟集中在以下 5 个方面
:

( l) 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

安全机制的研究 ; ( 2 ) 城市化及产业转型与环境安全机制 的研究 ; ( 3 ) 区域 自然资源开发与灾

害风险时空格局变化机制研究 ; ( 4 ) 流域生态环境恢复与景观生态重建 ; ( 5 ) 区域地球表层人

地相互作用机制
、

动力学与综合模型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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