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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D01）

地理科学研究自然因素、人文要素和地理信息及地理综合体的空

间分异规律、时间演化过程和区域特征。研究对象是地球表层系统，

它由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冰冻圈、人类圈相互作用、相

互渗透而形成。地理科学研究必须把地球表层系统，又称“水-土-气-

生-人”综合体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核心是研究地球表层系统人-地

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理。地理科学所具有的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

特点，决定了其必须通过时空尺度依赖的多维和动态视角开展系统综

合研究。

D0101 地貌学

地貌学研究地球表面的形态特征、成因、分布及其发育规律，是

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地貌学旨在揭示地表形态在内外力

相互作用、岩性和地质构造以及作用时间三方面影响下的发生和发展

规律，分析地貌的成因和类型，建立地貌过程与地貌形态之间的关系，

明确地貌系统的发育过程。地貌学的时空尺度跨越较大，包括了构造

地貌学、气候地貌学、过程地貌学、系统地貌学、应用地貌学以及行

星地貌学等研究分支，其知识体系应用在包括土地利用、城乡建设规

划、水利、交通和港口工程的选址建设、水土保持等多个方面。

D0102 水文学和气候学

水文学和气候学包含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水文学与气候学。

水文学研究地球大气层、地表及地壳内水的分布、运动和变化规

律，以及水与环境相互作用。水文学采用测验、分析计算和模拟，预

报自然界中水量和水质的变化和发展，为开发利用水资源、控制洪水

和保护水环境等方面提供科学依据。

气候学研究气候特征、形成、分布和演变规律，以及气候与其他

自然因子和人类活动的关系。

D0103 生物地理与土壤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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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地理是关于生物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的一门学科，是研究生

物的地理分布以及和它相关的各种问题的科学。生物地理主要研究生

物群及其组成成分在地球表层的分布特点和规律，以及形成、演变及

其与环境条件的关系。即生物群落及其组成成分，它们在地球表面的

分布情况及形成原因。

土壤地理是关于土壤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主要研究土壤

的发生和演变、土壤分类、土壤分布、土壤区划和土壤资源评价几个

方面。

生物地理是自然地理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而土壤地理是自然

地理学与土壤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二者均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的特

点。生物地理和土壤地理在 2018年之前分别以独立申请代码存在，本

次调整后重新命名为“生物地理和土壤地理”，将生物和土壤与地理

环境系统的关系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

D0104 环境地理和灾害地理

环境地理（包含健康地理）以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为对象，研

究地理环境的发生和发展，组成和结构，调节和控制，改造和利用。

灾害地理研究地理环境中各类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和分布的地

理规律，及其对地理环境影响和防治对策。自然灾害是地球系统圈层

相互作用、内外动力耦合造成的剧烈物质运动和能量转化过程及其灾

害性效应。自然灾害研究涉及地理、地质、水文、气象、生态、工程、

管理等一系列学科，是典型的综合交叉学科。

D0105 景观地理和综合自然地理

综合自然地理是研究自然地理环境各组成成分的相互关系、彼此

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相互转化过程的学科。综合自然地理是自然地理学

的综合性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自然地理环境的总体，即各级自然

地域综合体。综合自然地理学包含了景观地理的研究范畴，但景观地

理强调地理学中人地相互作用过程与生态学中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研究

有机融合，形成以不同时空尺度下格局与过程、人类作用为主导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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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框架，强调自然与人文因素相结合。景观地理在解决“人地关系”

矛盾中更具优势，综合自然地理则以部门自然地理学研究为基础，侧

重从整体观方法论角度认识和阐述自然地理环境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

联系和整体联系的规律。

D0106 冰冻圈科学

冰冻圈科学是研究自然条件下冰冻圈各要素形成、演化过程与内

在机理，冰冻圈与气候系统其他圈层相互作用，以及冰冻圈变化的影

响和适应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冰冻圈科学的目的是认识自然规律，

服务人类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冰冻圈科学研究内容涉及冰冻圈的

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过程，以及气候和水文、生态和资源、工程灾

害、人文地缘、地理与地质地貌等多个方面。时间尺度从第四纪到未

来几百年，空间上则从地球向行星拓展。

D0107 地理环境变化与文明演化

地理环境指是生物（特别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层的

情况，包括地貌、水文、生物、土壤、气候和矿藏等要素，地理环境

为人类文明演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人类也在不断适应和改造地理

环境。地理环境变化与文明演化的研究范畴涉及到，追溯地理环境要

素的演变过程，对地理环境演变的多要素过程进行综合，分析地理环

境变化与人类文明演化之间的关系，厘清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变化的过

程、规律和机制等。

D0108 经济地理

经济地理研究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联系的地域系统的形成过

程、结构特征、发展趋向和优化调控。其研究内容包括经济活动的区

位选择；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涉及不同区域经济活动之间的协调发

展，区域之间经济差异，经济增长变化，经济分工与联合，经济要素

的区域流动等；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等地

理环境的相互关系。

D0109 城市地理和乡村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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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是研究城市（镇）的形成、发展、空间结构和分布规律

的学科, 侧重研究城市地域系统的空间组织和时间过程、城市地域系

统间以及城市地域系统与其他人地关系地域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主要

包括城镇化、城镇形态与体系、城市群和大城市集群区、城市地域结

构、城市土地利用、城市生态系统、城市综合地理研究等。

乡村地理是从区域性、综合性的角度探讨乡村地域系统的经济、

社会、人口、聚落、文化、资源、环境、生态等时空演变的学科，聚

焦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为乡村振兴、粮食安全、区域协调发展等

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城乡融合发展是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契合，给

城市地理与乡村地理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因此，将城市地理学

和乡村地理学合并，命名为“城市地理和乡村地理”，在保持两者传统

研究范畴的基础上，更鼓励地理学者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进行创新

性的探索和研究。

D0110 人文地理

人文地理是对除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乡村地理之外的其他人文

地理学研究内容的统称，包括社会地理、文化地理、人口地理、政治

地理、历史地理、旅游地理、行为地理等。其研究包括：各种社会集

团的区域分布、空间利用类型及其地域类型形成过程；人类文化在空

间上的起源、分布、传播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人口数量、结构、

迁移的时空差异及同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国际政治关系的格局及其

发展变化，研究政治区域的结构和功能以及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

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旅游的起因及其地理背景，旅游者

的地域分布和移动规律，旅游资源的分类、评价、保护和开发利用论

证，旅游区（点）布局和建设规划，旅游区划和旅游路线设计，旅游

业发展对地域经济综合体的影响；人类不同类群（集团、阶层等）在

不同地理环境下的行为类型和决策行为及其形成因素等。

D0111 土地科学和自然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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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管理研究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生态资源、

矿产资源、能源等的评价、利用与规划，关注自然资源系统与生态环

境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相互耦合关系。

土地科学研究土地要素结构功能、空间关系、演变机理，揭示土

地系统变化及其规律，寻找土地资源管控与运营理论与方法，探求土

地系统健康运行途径与工程技术。土地科学作为新兴的学科，致力于

探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格局及其变化规律，并具有鲜明的跨领域、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是深化地理科学综合研究的重要领域。

作为其他各类自然资源的重要基底和载体，土地既是资源，亦是

资产，是自然、经济与技术要素耦合作用的地域综合体，其内在的自

然要素与人文要素耦合过程、格局、机理及效应等基础科学问题亟待

深入探究。因此，将“土地科学”在代码当中单独体现，并与自然资

源管理合并，命名为“土地科学和自然资源管理”。

D0112 区域可持续发展

区域可持续发展强调可持续观念下，景观和区域尺度的环境可持

续性、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的总和。侧重研究区域可持续性

度量、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区域可持续性模拟和区域可持

续性评价。在地理科学下面设置区域可持续发展申请代码，主要是从

地理科学的角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独特的科学理论、技术

方法和应用实践支撑。强调地理学的区域特色，是在不同区域的角度

来让国家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地，充分利用地理学丰富的人类

关系研究基础，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独特的理论支持。

D0113 遥感科学

遥感科学是在空间科学、测绘科学、电子科学、地球科学、计算

机科学以及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

兴交叉学科。遥感是利用传感器或遥感器对地球表面的地学过程及特

征进行电磁波的物理量测量，并以数字量化的形式客观地收集、记录、

传输、处理、分析这一时空信息的科学。遥感科学的主要研究范畴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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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电磁波与地物相互作用机理、遥感器—大气—地表辐射传输过程

建模、遥感数据定量化处理、地表参数遥感定量反演、遥感与陆地表

层过程模型同化、遥感地学分析与知识发现等。遥感是研究地表和地

球系统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和科学方法，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推动地理学乃至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

D0114 地理信息学

地理信息学是研究地理信息采集、分析、存储、显示、管理、传

播与应用，以及地理信息传输和转化规律的一门科学。侧重研究空间

数据组织与管理，空间定位数据分析与应用，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科学

的理论与方法，地理信息技术在当代地理学综合研究中的应用，时空

大数据的地理解释及服务。在地理科学下面设置地理信息学申请代码，

主要是从地理科学的角度，揭示物理世界，人文世界和信息世界等三

元世界中地理信息产生、传输与转换机理，构建地理系统、地球系统

的信息表达与运转模型。地理信息学更加强调地理信息的基础理论、

空间表达、模型构建和科学问题解决。

D0115 测量与地图学

针对三维地理空间，研究任何区域和目标的位置、形态、关系和

演变等信息的感知、传输、处理和表达，包括天文大地测量、摄影测

量、工程测量、专业测量、地图设计、地图综合等内容。针对物理空

间、社会空间和信息空间构成的三元空间背景下泛在测绘和泛地图的

理论和技术需求，研究时空信息的精准探测、实时感知、动态建模、

可视表达、个性服务等，推动数智化的测绘与地图科学新范式、新方

法和新理论的构建。

D0116 地理大数据与空间智能

地理大数据与空间智能针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科学研究

范式的改变，研究人工智能与地理问题相结合的地理智能理论、方法

与技术；探索以多源实时对地观测数据和社会感知大数据作为地理现

象的观察介入，准确描述地理空间自然、人文要素和区域系统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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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变化过程；探索数据驱动的地理知识与规律的自动提取和发现；

推动地理事件与现象的可解释性因果分析，提升人类对地理问题的认

识和预测能力；构建时空大数据分析科学范式和技术体系。

D0117 地理观测与模拟技术

地理观测与模拟技术是针对解决地理科学有关科学问题所需的研

究手段和工具，既包括地面、水下、航空、航天传感器以及野外调查

的观测仪器的研发、测试及应用研究，也包括对地理及生态环境数据、

信息获取、分析和模拟的软硬件系统，还包括处理地理观测系统数据

所需的硬件（如系统架构）和软件工具（如分析、模拟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