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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19 95 年 出版发行

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九五
”

优先资助领域》
,

其 中

的地球科学部分
,

对地学的科学基金项 目遴选 以及

各分支学科重点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强化
,

均起到 了

积极地导向作用
。

然而
,

在实施过程 中
,

其整体包容

面过宽
,

与部分领域过窄
、

针对性过强的弱点相当突

出
。

近年来
,

国内外发表的有关学科战略论著
,

包括

《固体地球科学和社会》 ( Sol i d
一

E a rt h Se i e n e e s a n d 5 0 -

ic e yt )
、

《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地球科学 》
、

《中国地球

科学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
,

以及待发表的 《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战略研究报告》等
,

对地球科学

最近一个时期的发展方 向和趋势
、

优先发展领域乃

至重大研究课题等均有广泛的讨论
。

鉴 于此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分别成立 了学科
、

学部专家咨询组
,

对地球科学及各分支学科近期发

展的方向及前沿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十五
”

期间优

先资助领域进行了研讨
。

在广泛征求学术界意见的

基础上
,

提请学科评审组会议审议
,

进一步修改补

充
,

最终形成地球科学
“

十五
”

优先资助领域 的基本

构架
。

1 地球科学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近期
,

地球科学已从分别研究各圈层的起源
、

结

构
、

演化和运动规律
,

发展到研究各圈层之间的相互

作用
、

内在联系
,

探讨地球系统 的整体行为
,

即地球

系统科学
。

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框架
,

国际地学界
,

尤

其是西方发达 国家已经或正在制定面 向 21 世纪的

地学发展计划
,

如国际地圈
一

生物圈计划 ( GI B )P
,

以

全球碳循环
、

水循环和生物圈等几个关键科学问题

为主线
,

开展综合集成研究
,

以进一步理解控制地球

系统变化的物理
、

化学和生物过程及其相互作用
,

以

及人类活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

美国宇航局实施了

耗资巨大的
、

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框架的
“

地球观测系

统
”

计划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

英 国 自然环境研究

委员会
、

日本地球科学技术分会 等最近都纷纷制定

了以地球系统思想为指导的跨世纪战略计划
。

尽管

国内外不同单位制定的发展战略计划有它 自己的运

作范围
,

然而对地球科学 21 世纪初发展趋势和特点

的认识确大同小异
,

主要表现在
:

( 1) 立足于全球性
、

统一性 的整体 观
、

系统观和

时空的多尺度
,

学科间大跨度交叉渗透
、

研究地球系

统的整体行为和各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
;

(2) 在有关地球过程的精确连续观测数据的支

持下
,

以过程为 目标
,

进行精细定量的区域动力学研

究
,

揭示其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规律 ;

( 3) 把地球环境与生命过程 (包括人类生存及活

动 )紧密联系起来
,

以谋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

( 4 )现代全球性 和区域性观测
、

探测技术
、

实验

技术和信息系统技术的应用
,

极大地扩展 了地球科

学实测和实验数据
、

基础资料的来源
,

已成为地球科

学发展的重要依托
。

我国的地球科学近期 已有长足的发展
,

有一支

相当规模的研究 队伍
,

具备独 自解决 国家经济发展

中资源
、

环境
、

灾害等重大问题的能力
。

同时
,

地球

科学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把 国外的地球科学研究成

果系统引入我国
,

迅速缩短了与 国际先进水平之间

的差距
,

并充分利用我国明显的地域优势和特色
,

在

某些领域取得了令国际同行关注的成果
。

其主要表

现在
:

( ! ) 已形成若干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科分支
,

如黄土古气候研究
、

地球早期生命与演化
、

日地物理

研究和东亚季风研究等 ; ( ii )在大型国际研究计划

中
,

我国科学家从参与发展到以我为主
,

发生了质的

变化
,

如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 W C R )P 和 国际地圈
一

生

物圈计划在我国实施 的六个大气科学实验
、

古全球

变化中的
“ P E lP l 计划

” 、

国际岩石圈计划的第 111
一

6 和

第 m
一

8 任务组 (碰撞造山与超高压变质作用 )
、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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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科学钻探计划 1 8 4航次 (东亚季风 史在南海 的

记录及其全球气候意义 )等 ; (ili )在国际学术组织任

职的科学 家有 明显增加
,

特别可喜 的是部分青年科

学家在 国际学术组织 中担任 职务
,

得到 国际同行的

认可
。

然而
,

从总体上看
,

我国地球科学在高水平科

学数据的取得
、

理论 的创新等方面与发达 国家还有

相当大的差距
,

对海洋科学和 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研

究领域的支持还不适应 国家发展 的需要
,

而全球地

学问题的研究
、

高新技术 的应用
、

新兴与交叉学科发

展等方面的差距相当突出
。

因此
,

要从总体上改变我 国地球科学的落后 面

貌
,

还需相当长时间的努力
。

当务之急是必须强化

我国地球科学的创新 能力
,

抓住地球 系统科学发展

新阶段带来的众多新机遇
,

在继续以 我国地域优势

和特色为主要依 托的同时
,

加强研究和利用全球 的

有关资料
、

集成力量
,

重点攻克国际重大地学前沿及

国家经济发展 中的关键难题
。

2 “
十五

”
优先资助领域的讨论

2
.

1 优先资助领域战略目标

地球科学优先资助领域应贯彻
“

统观全局
、

突出

重点
、

有所为
、

有所不为
”

的指导思想
,

以地球各圈层

的相互作用为主线
,

从优势前沿领域找主攻
。

打破

原有的学科界线
,

强化学科交叉
。

重点研究地球 自

然环境
、

资源 以及人与 自然作用的藕合
,

在各种时空

尺度规模 中研究地球 系统 的整体行 为及其演变
,

为

我国资源
、

环境
、

灾害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宏

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

发展地球系统科学的理论与

方法体系
。

“

十五
”

期间
,

以 提高我国地球科学研究 的科学

质量和社会效益为 目标
,

充分发挥我国 自然条件优

势
,

巩固和扩大处于国际先进和 国际领先水平 的学

科领域
,

关注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相关 领域 的基础

研究
,

进一 步提 高依靠 自身力量 解决 我 国资 源
、

环

境
、

灾害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科学问题 的能力并在

科学理论创新
、

技术方法创新和研究思 路创新等方

面对世界地球科学有所贡献
。

2
.

2 优先资助领域遴选原则

( l) 鼓励学科交叉
,

培植和发展新兴领域
。

以重

大科学问题为导 向
,

扶持跨学科 的交叉
、

协 作与融

合
,

力争在发展地球系统科学 中有所突破
,

以带动地

球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
。

( 2) 扬长避短
,

充分发 挥我 国的现有 优势和特

色
,

立足创新
,

瞄准前沿
,

选择与大型国际研究计划

相衔接的有关领域
,

力争在 国际学术界站有更重的

位置
。

( 3) 注重与国家及部委其他科技计划 (如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

攻关计划
、 “ S 一 8 63

”

等 )的合

理分工与衔接
,

重点选择制约社会经济持续 发展的

重大基础性科学问题
,

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其他科技

计划的实施提供科学储备
。

(4 )关注我 国地球科学研究基地的建设和高素

质人才的培养
。

充分利用 国内外的优势条件
,

营造

有利于创新的学术环境
,

使更多 的年青科学家脱颖

而出
。

2
.

3 地球科学
“
十五

”
优先资助领域

( 1) 全球变化的 区域响应
。

主要包括
:

近海海洋

环境变异与发生机理及其对全球 变化的响应 ; C
、

N

等生源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 区域水循环与海

-

陆
一

气相互作用
; 东亚季风形成

、

演化及其对全球变

化的响应 ; 人类活动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影响 ; 环境演

变的内动力地质记录
。

( 2) 地球环境与生命过程
。

主要包括
:

地球表层

过程及其环境效应
; 污染物的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与

环境质量和健康 ; 生物多样性的起源
、

演化
、

危 机与

复苏 ; 人类演化过程的地史记录与环境
;地史转折时

期的地球环境与生命过程
。

( 3) 天气
、

气候 系统动力学
。

主要包括
:

西太平

洋暖池变异 和 E N S O 循环动力学
;
对 流层 与平 流层

的相互作用与气候变化 ; 天气
、

气候系统的复杂性及

非线性预测
。

( 4 )大陆动力学
。

主要包括
:

典型造山带的三维

结构
、

演化与盆山系统动力学及其资源效应 ;不 同构

造域的时空转换与深部过程 ; 古大陆形成与演化 ; 中

国东部 中新生代岩浆
一

火山系统及地慢动力学
; 中新

生代以来板 内变形过程及其效应
; 边缘海形成演化

及其资源环境效应
。

( 5) 区域可持续发展
。

主要包括
:

陆地系统多尺

度水循环及水资源可再生维持 ; 水土资源动态过程

与可持续利用 ; 非常规矿产 的形成机理与资源评估 ;

重点区域
、

城市化过程 的环境变化效应与可持续 发

展 ; 区域生态安全与环境风险评估 ; 区域数字地球建

模 与虚拟现实
。

( 6 ) 日地空间环境与空间天气
。

主要包括
:

太阳

等离子体和磁场输 出的空间结构及动力学过程 ; 空

间天气事件演化与预报 ; 高低层 大气之 间的相互作

用及地域特征
。

( 7) 地球系统探测新原理与新技术
。

主要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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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探测技术与遥感理论 ;地球内部
、

海洋探测技术

与实验研究 ;微区分析与高精度定年 ;地球信息系统

与虚拟现实技术
。

3 实施
“
十五

”

优先资助领域的几点思考

l ) (求真务实
,

提高地球科学研究的科学质量

地球科学的基本科学数据
、

资料和信息的收集
、

质量控制
、

积累
、

处理和综合分析
,

是地球科学创新

的基础
。

随着探测
、

观测和实验技术的发展
,

特别是

高性能计算机的应用
,

忽视野外第一手资料获取的

现象值得注意
,

尤其是对探测
、

观测和实验数据的质

量评估有待加强 ; 对基本数据进行 区域或全球对 比

研究
,

认识研究区域 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的工作应该

加强
,

尤其是应强化区域特殊性的研究
,

它可能会出

现创新性思维的突破 ; 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应

提出基本科学数据积累
、

流通的要求
,

具体办法可参

照将要出台的《国家基础性工作发展计划 》的有关规

定执行
。

( 2) 强化学科交叉
,

应有相应的项 目组织形式保

证

研究地球系统各圈层 (大气圈
、

水圈
、

生物圈
、

岩

石圈 )的相互作用及其整体行为
,

不仅需要地球科学

各分支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
。

而且必须吸收数理
、

化学
、

生物和信息等科学的知识
。

实现学科交叉的

难度在于地球系统 中不同圈层 的作用过程在时空尺

度上存在 巨 大的差异
。

不 同学科的科学家很少对

话
,

很难确定学科交叉点
。 “

八五
” 、 “

九五
”

期间
,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了部分学科交叉项 目
,

对学科交叉起到了一定 的促进作用
,

但
“

拼合式
”

的

缺陷乃相当明显
。

国际上以地球科学为主的各种大

型研究计划
,

已有多年的成功经验
,

围绕某一个重大

前沿问题
,

以项 目矩阵的方式开展研究
,

组织不同学

科的科学家
,

广泛对话
、

研讨
,

有效地促进 了学科交

叉渗透
。

这种方式值得借鉴
。

( 3) 继续加强研究基地的建设

地球科学的研究基地应包括两种类型
,

即野外

研究基地
、

优秀 的研究群体与重点实验室
。

对优秀

研究群体和重点实验室的建设问题
,

国家及有关部

委已有多种措施和办法
,

在此不再赘述
。

这里要指

出的是
,

地球科学与其他学科不同
,

更依赖于野外的

观测
、

探测数据和必要的实物标本
;地球科学的另一

特点是它的区域性
,

也就是我 国的自然条件给我们

提供的地域优势 (如青藏高原
、

黄土高原
、

岩溶高原
、

宽阔的大陆架和典型的边缘海
、

经济高速发展的东

南沿海 )
。

选择不同内涵的典型区带作为野外试验

研究基地
,

组织多学科 的科学家开展 长期 的
、

立 典

式的精细研究
,

对地球科学取得理论突破
、

以及该地

区的可持续发展均有重大作用
。

( 4 ) 以我为主
,

继续推动国际合作与交流

科学技术 已成为 国际竟争的关键
,

地球科学亦

不例外
,

在国际上既存在激烈的竞争
,

又围绕着全球

性的重大科学问题形成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

根据我

国社会经济与地球科学发展的需要
,

发挥我国地域

特色
、

学科积累和智力优势
,

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与

交流
,

博采众家之长
,

是提 高我国地球科学研究水

平
、

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的重要途径
。

在国际交往中
,

要避免一般性的国际交流
,

加强多种形式的
、

以我为

主的实质性合作研究 ; 在积极参与重大国际研究计

划的同时
,

以我 国具有全球意义的地域单元为依托
,

发起和组织国际性研究计划
,

在周边和其他相关国

家和地区开展一定的实地考察研究
,

逐步形成全球

性的综合研究 ; 尽力 发挥 中青年科学家在国际合作

与交流中的作用
,

为他们跻身国际学术舞台提供必

要的条件和帮助 ; 注意发挥境外留学和工作人员的

桥梁作用
,

尊重他们 的创造性劳动
,

为他们报效祖国

提供更多的方便
。

有关加大资金投人
、

学科与科研机构调整
、

大型

观测调查设备建设
、

数据资料共享
、

教育改革与人才

培养等问题
,

在各种战略研究报告中均有详细地论

述
,

本文不再重复
。

应当指出
,

这些 因素对实施
“

十

五
”

地球科学优先资助领域同样重要
,

应引起地学界

的关注
。

致谢 本文提出的优先资助领域是地球科学部

专家咨询多次研讨的结果
,

各学科评审组专家在审

定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
,

在此一并致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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