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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一
·

环境与生态

与会专家提出如下优先发展领域的建议
:

1
.

人
一

地系统动力学与可持续发展机理及调控途径 包括
:

人地系统动力学 ;可持续发展机理

与调控途径 ; 区域灾情形成机制与中国主要 自然灾种的危险性与风险评价
;

地球表层系统的非线性

模型
。

2
.

生态系统动力学和受协迫
、

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模式 包括
:

我国邻近海域生态系统

动态监测和海洋水产资源评估 ; 淡水生态系统污染动力学及净化途径 ; 陆地受损生态系统动力过程

及其恢复与重建模式 ;土地退化机制与控制途径
。

3
.

中国东部季风区环境演变及人类活动的影响预测与调控 包括
:

中国东部沿海相对海平面

变化及对城市
、

港 口的影响评价 ; 2 0 0 0多年来东部季风 区土地利用与地表动态变化 (环境演变与农

业化过程 ) ;极端环境区早期可预测信息 (号 ) 的识别
。

4
.

环境生物地球化学与水污染防治和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 包括
:

N
.

P 环境生物地球化

学循环
;
环境污染区域控制理论与方法

;

潜在有害元素的环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河口和海岸海域

污染物和营养物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

5
.

优先污染物与痕量气体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及归宿研究 包括
:

优先污染物与痕量气体在

多介质
、

多介面环境中的迁移
、

转化及归宿 ;优先污染物在大气
、

水
、

土环境中的形态变化
、

生物有效

性及其监测新技术新方法 ;结构活性及其理化参数测试新技术新方法研究 ;有毒化学品评价及健康

危险度的定量评价
。

6
.

优先和潜在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及其生态毒理研究 包括
:

优先和潜在污染物对人体

健康的影响 ;优先和潜在污染物对生物的生态毒理学研究
.

7
.

应用于环境与生态间题中新技术与新方法的研究
。

包括
:

环境检测新技术 ;非线性科学 ;遥感

监测与信息系统技术 ;环境生物标本库
。

建立人地系统动力学

加强环境与生态问题的综合研究

张兰生 史培军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

,

北京 1 0 0 8 75 )

1 背景
1

.

1 人
一

地系统动力学研究是当今地球科学
、

宏观生态学
、

环境科学的前沿性课题 人

类活动对地球表层系统的影响所可能引起的变化率已经达到与 自然变化相当的量级
,

在局部

地段甚至几倍于 自然的变化
。

如中国东部沿海城市
,

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
,

使地面下沉
,

造成的

标高损失率大大超过因海平面变化而起的作用
,

一般年标高损失率高出自然海平面变化的 10

倍以上
。

全球 21 世纪议程中所涉及的许多影响甚至决定人类社会前途的重大环境与生态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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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都与人类活动密不可分
,

诸如土地退化
、

生态系统受损
、

灾情加重
、

环境污染
、

森林衰退
、

生

物多样性锐减等
。

所有这些重大的环境与生态问题之所以不能得到完善的答案
,

根本问题就在

于 人地系统动力学机制不清楚
。

当今国际性的重大地学研究项 目
,

如 I G B P
,

H D P
,

ID N D R
,

21
’

A ge da 中有关环境与生态问题最终关键莫不有赖于解决人地关系的症结
。

对于中国这样一

个拥有素质较低的超量人 口
,

人地关系已十分紧张的国家
,

从地球科学的角度
,

将人类活动作

为驱动因子纳入当代环境与生态动力过程
,

开展人
一

地系统的研究
,

实属刻不容缓
,

而且是对全

人类 负有重大责任的工作
。

科学技术的发展
,

控制论
、

系统论
、

现代非线性科学等方法论的引

入
,

遥感对地观测系统的建立
,

G IS 技术的广泛应用
,

全球性生态 网络站的设立与同步观测的

实施等举措
,

已经有可能将人地关系包含在地球动力过程的研究之中
,

并进而使揭示全球性的

环境与生态问题的根源成为可能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
,

由地学部组织
,

已开始了梦地球

表层系统及人地系统调控机理
”

的研究
,

这为我国进一步开展人地系统动力学的研究奠定了科

学认识的基础
。 、

基于上述分析
,

将人地 系统动力学研究作为当前环境与生态问题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已

势在必行
,

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
、

一些典型的
、

突出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人地系统问题
,

深入

开展基础性研究工作
,

必将扭转今日可持续发展进程决策中理论与科学依据严重不足的局面
,

从而使中国环境与生态问题研究实现
“

有所赶
” ,

并在世界科技之园占有一席之地
。

1
,

2 全面理解人地系统— 表层地球系统 不同的学科
,

对当代
“

环境与生态
”

的理解

不完全相同
。

生态学家认为
,

生态系统完全体现了
“
环境与生态

” ,

因此
,

认为环境与生态实质上

是生态系统中非生物环境与生物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
,

即生态系统能流
、

物流的机制
;
地

球科学家则认为
, “

环境与生态
”

实质上是地球各圈层之间相互作用 的机制
,

即各个界面间的

能流
、

物流
、

信息流
、

价值流的机制
,

也就是大气圈
、

水圈
、

岩石圈合为地圈与生物圈之 间的关

系
,

这正是 IG B P 所追求的 目标
;环境科学家对

“
环境与生态

”

的认识
,

强调以人类为核心
,

阐述

人类生存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

即在认识地球自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
,

探讨人类与地球系统

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

也就是把地圈与生物圈共同看成是地球系统
,

而把人类及其活动的产物

看成是人类圈.( 人类
一

技术系统 )
,

进而探讨地圈与人类圈的关系
。

上述三种认识都有其非常合

理而科学的一面
,

但又有其局限性
。

我们认为
,

当代环境与生态问题
,

是地球系统发展中的产

物
,

是地球系统从
“
夭文时代~ 地文时代~ 生文时代~ 人文时代

”

的突出特征 (据章申院士报告

中所谈之观点
,

1 9 93
.

12
.

)
。

因此
,

从发展的角度看
,

即纵向看
,

是当代地球系统客观现象
,

是人

类与地球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
;
从横向看

,

地球系统可以划分为服从 自然规律的流体地球
、

固

体地球与服从自然与社会 (人文 )规律的
“

表层地球
” 。

对于流体与固体地球来说
,

人类只是这些

地球子系统中的一个因素
;而对于表层地球来说

,

人类与这一子系统中的各个 自然要素形成了

密不可分的整体
,

即没有人类
,

就谈不上表层地球
。

因此
,

表层地球是当代环境与生态问题产生

的温床
,

亦是人地系统动力学研究的对象
。

因而传统上所讲的人地关系研究
,

远远不能满足这

里所阐述的人地系统动力学的要求
。

表层地球是一个由多相介质组成的复杂系统
,

是由各种自

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所组成的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

今日而言世界可持续发展
,

就是创造一切有

利于人类生存的
“
环境与生态

” ;
从科学发展来讲

,

是揭示人地系统 (表层地球 ) 的发生
、

发展规

律
,

为失调的人地系统提供调控的科学依据
。

2 选择
“

环境与生态
”

研究优先领域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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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以贡要性程度筛选 主要考虑中国国情
,

选择目前已面临的环境与生态间题
,

或未

来有可能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

例如环境演变影响评价
、

自然灾害
、

土地退化
、

海陆水生

态系统污染等等
。

2
.

2 以迫切性程度筛选 主要针对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对人类生存环境的需要
,

选择与

农业发展和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环境与生态问题
,

即对那些影响发展决策的不确定性问题
,

诸

如土地退化机理
、

自然灾害危险性评估
、

有害于人类健康的元素或化合物的生态毒理学
、

有机

元素的环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

污染生态学
、

受损生态系统重建的途径等等
。

2
.

3 按国际前沿性水平筛选 在筛选
“
环境与生态

”

优先研究领域时
,

应与前述国际研

究计划接轨
,

针对中国国情
,

考虑在哪些方面有可能实现
“

有所赶
”

的目标
,

按前沿性水平排队
。

2
.

4 按学科综合性程度来筛选
“
环境与生态

”

是表层地球的复杂问题
,

试 图以单学科

的组合研究开展工作
,

难以在短期奏效
。

因此
,

组织多学科综合协同攻关
,

把地球科学
、

生命科

学
、

数理科学
、

信息与材料科学等相关科学家以某一攻关目标凝聚在一起
,

互相补充与促进
,

有

望对交叉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
,

或加强其发展的力度
。

这就要求筛选优先

领域时
,

要根据综合性程度来排队
。

3
“

环境与生态
”

研究优先发展领域的建议
3

.

1 地球表层系统动力学机制与人地系统发展调控原理的研究 包括人地系统动力学
;

可持续发展机理与调控途径
;
地球表层系统模型

。

3
.

2 重大环境与生态问题的研究 中国东部季风区环境演变与影响评价
;
中国自然灾害

危险性评价与区域灾情形成机制和减灾对策
;
中国土地退化机制与控制途径

;
中国水域生态系

统污染动力学及其净化途径
;
中国陆地受损生态系统动力过程及其恢复与重建模式

;
中国自然

资源价格体系与产品环境成本核算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
农业化与全球可持续发展

。

3
.

3 应用于环境与生态问题中新技术与新方法的研究 环境检测新技术
;
非线性科学的

应用 ;
遥感监测与信息系统技术

;环境生物标本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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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行为及生态效应

王连生
( 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

南京 21 0 0 08 )

l 有机污染物生态效应研究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