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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介绍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 9 9 8年

中国百万分之一土地利用图

研 究单位
: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等 5 4个单位

资助项 目负责人
:吴传钧

土地是重要的 自然资源
,

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生产资料
。

土地资源的利用程度及

合理性
,

是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的重要标志
。

我国土地资源紧缺
,

土地的合理利用间

题更是显得迫切
、

重要
。

通过对土地利用的调查及其图件的编制
,

可摸清我国土地资源利用现状及各类用地分布
,

评价土地利用的合理程度和存在问题
,

探讨和规划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方向和途径
,

并为农业区

划
、

区域规划
、

国土开发与整治提供科学依据
。

该项研究是 由中国科学院
、

国家计委地理所牵头
,

组织全国 45 个从事土地利用和测量研

究的有关单位 300 多人参加的大型协作项 目
。

在对典型地区实际调查与充分利用和研究各有

关部门原始资料和卫星
、

航空遥感照片等多元信息的基础上
,

采用传统地理制图方法与现代技

术相结合
,

研究 出全新的图例系统和成图工艺
,

从绘制大
、

中比例尺图做起
,

逐步缩编而成
。

图

幅涉及范围之大
,

内容之广泛
,

在 国际上尚不多见
。

因而具有资料可靠
、

内容丰富
、

精度较高
、

科学性强等特点
。

它是我国第一套较详细
、

系统
、

全面反映土地利用全貌的图集
,

已完成的部

分图幅在京
、

津
、

唐地区国土规划和黄淮海平原的农业区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微波遥感大气及地物特征的研究

研究单位
: 北京大学

资助项 目负责人 :赵柏林

气象卫星微波遥感大气及地面微波遥感大气
,

在气象学上一直具有重要地位
。

由于微波

本身和微波与大气的相互作用的固有特性
,

使得微波遥感在气象探测 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

用
。

目前
,

作为微波遥感的一个分支— 被动微波遥感技术
,

无论在卫星上还是在地面上均已

成功地从遥感信息 中反演出大气温度
、

湿度
、

云中含水量和雨强等大气要素
,

为监视全球天气

形势和提高对中小尺度天气系统的探测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本项 目是在北京大学赵柏林教授主持下
,

由北京大华无线 电厂和北京大气仪器工厂共同

协作下开展的
,

并得到了总参的经费支持
。

研究 内容包括 : 微波遥感大气温度
、

湿度
、

压力层结

的研究和微波辐射计系统的改进 ;微波遥感天气系统的研究 ; 卫星微波遥感资料分析 ;地物微

波波谱特征的研究和大气微波窗区吸收特征的研究
。

经过三年的努力
,

研制和改进了一套多

波段的地面微波辐射计系统
,

成功地实现 了大气温度廓线
、

湿度廓线
、

压力层结和云中液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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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的测量
,

以及与气象雷达的联合遥感雨强分布
,

为开拓地面微波遥感技术应用打下了基

础 ;从气象卫星资料中分析了我国大气气溶胶透明度和东亚尘暴特征 ; 用室内
、

室外实验和理

论分析
,

开展 了地物毫米波介电常数和反射特性的测量
、

遥感水面油污状况的研究以及土壤湿

度的监测 ; 利用 8 毫米和 3
.

2 厘米波段得到大气消光及其与水汽的关系
,

并分析了它的年变化

等
。

以上研究成果为填补我国微波遥感大气的空白作出了贡献
。

19 8 5 年 12 月 由北京大学
、

总参组织鉴定
,

认为该项 目
“

填补国内空 白
” 。

跨人世界先进行

列
,

荣获 19 8 7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

地质体中新生物标志化合物研究

研究单位
: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资助项 目负责人
:
傅家漠

生物标志化合物 (或称分子化石 )系指地质体中产出的特征有机化合物
。

由于它们具有生

物体化合物的基本分子骨架
,

而能提供生物输人
、

沉积环境与成岩变化等多方面的信息
,

已在

国内外石油勘探 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

如进行原油对比
、

油源对 比
,

有机质成熟度的判别
、

确定

母质类型与生物输入源
、

生物降解油与重油研究
,

以及探讨石油的原生运移等
,

从而成为当代

有机地球化学的重要生长点之一
。

地质体中新生物标志化合物的研究成果包括
: 首次在茂名油页岩 中发现了标志生物输人

源的特征性生物标志物 ; 引进生物标志物的绝对定量研究
,

并有效地应用于生油评价 ; 在膏盐

沉积高硫原油芳烃馏分 中发现了多种新的含硫化合物及脱轻基维生素 E
,

并通过对其分布规

律的研究
,

提出了石油成因
、

演化的新见解 ;结合国家攻关项 目
“

煤成烃
”

研究
,

在煤及煤系地层

中检出许多特征化合物和新标志化合物
,

提出了煤成烃母质的成气
、

成油新模式
。

本项研究成果获 19 8 7 年 中国科学 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研究工作中还得到中国科学院

与美国皇家学会合作项 目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开发计划署项 目的资助
。

肉 户白 角 n 交灯
声

之导 早早
夕冤 二苏屯 脚目 「石习 口 习 -P

研究单位
: 北京工业学院

资助项目负责人
: 魏哀官

北京工业学院魏哀官教授在
“

液体传动的应用理论和发展研究
”

中
,

所研究的奥美伽离合

器 (滑差离合器 )是根据油膜剪切原理设计和创造的一种新型无级变速传动装置
。

这种设计改

变了人们常用的液压传动和液力传动原理
。

传统概念认 为
,

向作相对运动的两平行板间充油
,

其作用是减少摩擦 (起润滑作用 )
。

传统的离合器的工作状态必须分离彻底
,

接合可靠
,

绝不允

符在打滑状态下工作
,

打滑意味着离合器的烧毁
。

但奥美伽离合器与传统离合器相反
,

它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