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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冰川冻土学科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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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问题

1
.

1 冰川冻土学科研究的意义

冰川冻土学科属于社会公益型基础研究
,

主要

研究冰川
、

积雪
、

冻土的分布特征
、

性质和形成机理
,

冰冻圈的特征和动态变化预测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反

馈作用和对社会经济效益的影响 ;冰雪水资源的形

成及其变化预测 ;冰芯和冰盖内全球变化研究
,

青藏

高原形成
、

演化
、

环境变迁和生态系统研究
。

应用研

究重点立足国家经济建设发展计划
,

解决寒区 自然

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环境
、

灾害和工程问题
,

研究寒区

自然资源的赋存规律和开发
,

寒区灾害的特点和形

成机制
,

寒区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及相互关系
。

冰川冻土研究中冰冻圈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

冰

冻圈是地球表层岩石圈
、

大气圈
、

水圈
、

生物圈的冻

结部分
,

在地球表层系统中
,

冰冻圈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

19 74 年世界气象组织斯德哥尔摩大会确认
,

冰

冻圈与大气圈
、

水圈
、

生物圈
、

岩石圈四大圈层并列

作为气候系统的五个组成部分
。

由联合国环境署和

世界气象组织联合设立的政府气候变化工作委员会

( ICP C )发表的全球变化第二次评估报告 ( 199 5 年 )强

调指出
: “

在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诸环境系统中
,

冰冻

圈首当其冲
” 。

我国是亚洲 山地冰川分布最多的国家
,

也是世

界上的第三冻土大国
,

且是世界上高海拔多年冻土

分布最大的国家
,

多年冻土 占全国总面积的 F S
,

包

括季节冻土在内的冻土面积占国土面积 70 %
,

随着

对冰冻圈与全球变化研究重要性的认识的加深
,

2X() 1年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 w C RP )中
,

又增加了
“

气

候和冰冻圈计划 ( C ll )C
。

由于冻土的冻融特性
,

对

冻土区工程建筑的稳定及施工造成严重破坏
,

如青

藏公路 19 86 年建成的沥青路面
,

每年以 印 km 速度

破坏
,

仅 8 年时间
,

其穿越多年冻土区 92 % 的路基

被迫返修
,

耗资超出 20 亿元
。

青藏铁路建设
,

南水

北调西线工程
,

青藏
、

青康等寒区公路改造及格尔木
一

拉萨输油管线改建等国家重要工程项 目都在积极

酝酿和实施
。

西藏那曲近年来每年发生特大雪灾
,

造成严重损失
,

新疆叶尔羌河上游多次冰湖渍决造

成特大洪水
,

威胁下游地区的人员安全和生产建设
。

这些问题都函待冰川冻土科学研究解决
。

亚洲的大江
、

大河均发源于以青藏高原为主体

的高亚洲冰冻圈
。

高亚洲冰冻圈内的冰雪融水的一

半补给了亚洲的大江
、

大河
,

最后人海
。

近百年来
,

高亚洲冰川退缩对海平面上升的贡献达 10 %
,

另一

半融水流人干旱 的内陆盆地
,

是内陆流域河川径流

补给的 25 % 左右
,

成为内陆干旱区十分宝贵而又相

对稳定的水源
。

千百年来正是冰雪融水和山区降水

维系着干旱区绿洲和丝绸之路的兴衰
,

大西北发展

的最大制约因素是水
。

所以冰雪水资源的研究对西

北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

以上可 以看出
,

冰川冻土学科的研究不仅仅是

社会公益型研究
,

其研究成果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

经济建设
,

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

1
.

2 冰川冻土学科研究面临的问题

20 世纪 60 年代应国家西部地 区的工作需要
,

中国科学院在兰州成立 了冰川冻土研究所
,

确定了

冰川和冻土学科研究方向
,

为我国冰川冻土科学事

业的发展及冰川冻土环境下的工程建设奠定 了基

础
。

40 年来
,

冰川冻土学科在全球变化
、

国家西部

资源环境
、

水资源研究
、

寒区工程以及国防建设中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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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重要 的作用
。

但 目前国内没有一所大学开设冰

川冻土专业
,

也设有专门的教科书
,

冰川冻土学科的

人才培养只能靠自身的力量进行
。

进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

由于冰川冻土学科

研究经费和人才培养经费投人不足
,

对社会公益型

研究重视不够
,

再加上经济浪潮的冲击
,

造成大批人

员流失
,

出现了人才断代现象
。

19 86 年到 1997 年

10 来年间
,

生存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

20 世纪 90

年代后尽管还保留着一支相对完善的冰川冻土学科

研究队伍
,

但受专业和年龄的限制
,

从事该项研究的

主要人员以地理
、

地质
、

气象
、

水文为主
,

边缘学科的

研究人员因不了解该领域望而止步
,

导致冰川冻土

的骨干人才和交叉学科人才短缺
,

特别是应用型研

究人才更是奇缺
,

社会影响面小
,

冰川冻土学科很难

与国民经济建设挂钩
。

而此时的国际冰川冻土学研

究发展迅速
,

新技术应用与发展
、

边缘学科渗透以及

应用冰川冻土学科解决实际问题已相当普遍
。

日益

恶化的江河源生态
、

青藏公路
、

青藏铁路建设
,

南水

北调西线工程
,

青藏
、

青康等寒区公路改造及格尔木
一
拉萨输油管线改建

、

兰西拉光缆建设等国家重要

工程项目
,

都在等待冰川冻土学科解决面临的问题
,

而此时的冰川冻土学科由于缺乏人才显得力不从

心
,

很难满足国家战略调整需要
。

如何使得这个特

殊学科得以发展下去并能解决国家战略需求是冰川

冻土学科面临的严重问题
。

1
.

3 冰川冻土学科人才培养的作用及意义

一个学科的发展与崛起依赖于多个因素
,

其中

关键的因素是人才
。

处于濒危状态的冰川冻土学

科
,

199 8 年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列为特殊学

科试点单位给予特殊学科人才培养基金的资助
,

这

对冰川冻土学科来说无疑是
“

雪中送炭
” ,

在 199 8年

中国科学院冰川冻土研究所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可以

说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
。

经过 4 年时间的项 目执

行
,

在冰川冻土学科学研究中留住 了一批在职研究

骨干人员
,

培养了一批年轻队伍
,

同时通过青年论坛

活动促成了 2个人回国加人百人计划和 3 个高级访

问学者来所工作
。

冰川冻土学科教材整理与出版
,

完善了冰川冻土学科人才培养的基础
,

远程教育的

普及与推广
,

吸引了一批在校学子报考冰川冻土方

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

与 199 6 年相比
,

冰川冻土专

业的在学硕士生由 n 人增加到 32 人
,

在学博士生

由 9 人增加到 35 人
。

学生来源由过去的地理
、

水

文
、

地质单一专业增加了数学
、

化学
、

生物
、

材料
、

计

算机
、

物理
、

力学
、

工程
、

生态等专业
。

这些措施有力

地推动了冰川冻土学科 自身的发展
,

也满足了国家

发展战略需要的人才
,

同时为解决国家西部大开发

中面临的寒区技术问题
、

工程问题
、

经济问题
、

生态

问题等作了基础准备
。

人才培养项 目为冰川冻土学

科自身的发展
、

为国家西部大开发以及青藏铁路研

究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冰川冻土方面的人才资源
,

为

国家战略调整提供了研究基础和人才保障
,

意义非

常深远
。

2 明确 目标
、

找对路子
,

形成有效的冰川冻

土学科人才培养方法

冰川冻土学科属于边缘学科
,

大都是在艰苦地

区从事科学研究
。

根据冰川冻土学科的实际情况和

存在的问题
,

经过调查
、

讨论
,

首先明确冰川冻土研

究和国家战略需要的人才类型
,

最后确定冰川冻土

专业型
、

边缘交叉型
、

科普型人才培养为冰川冻土学

科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
。

围绕上述目标培养精干的

冰川冻土基础研究队伍
、

促进冰川冻土学科发展
,

拓

宽冰川冻土研究领域
、

为国家培养战略需要的人才
。

2
.

1 编写冰川冻土学科教课书

长期以来
,

国内没有一所大学开设冰川冻土专

业
,

冰川冻土一直由导师根据 自己的研究资料来讲

授
,

没有完整的教材体系
。

因此
,

我们把完善冰川冻

土教材建设作为首要任务
。

现在已经完成了《中国

冰川与环境》
、

《中国冻土》
、

《中国寒区水文学》
、

《冰

川水文学》
、

《冻土物理学》5 本教材
。

《冰雪遥感和

地理信息》
,

《冰川与冰芯中的环境记录》
,

《工程冻土

学》也即将完成
。

以上教材的完成基本保证了冰川

冻土学人才培养的基础教育
,

从而结束了 O4 年来冰

川冻土学研究生教育无系统教材 的局面
,

为冰川冻

土学后继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

2
.

2 冰川冻土远程教育系统对人才培养产生了积

极的作用

鉴于国内大学中没有冰川冻土学科的专业以及

所内研究生和在职研究人员学习冰川冻土的需要
,

同时达到普及冰川冻土学科教育
,

吸引在校本科生
、

研究生加盟冰川冻土学科领域
,

为其他学科的研究

人员提供冰川冻土基本概念的目的
,

建立了以冰川

冻土专业学习
、

冰川冻土交叉学科指南
、

冰川冻土学

科普及宣传为主的网上远程教育
。

制作了冰川冻土

远程学习课件
,

为冰川冻土授课教师提供了课件制

作与发布的平台 ;为远程学习者提供了在线
,

离线学

习环境和讨论空间
。

结合冰川冻土学科的实际应

用
,

开辟了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重大项 目论坛
,

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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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铁路
、

黑河水资源生态研究等
,

为冰川冻土学的

学习提供实际应用的现身说法
,

增强在校学生学习

冰川冻土的热情
,

架起了冰川冻土学科通往高等院

校的桥梁
,

为冰川冻土学研究后备力量的稳定提供

了有利的保障
。

2
.

3
“

青年论坛
”

成为活跃学术气氛吸引人才的场

所

为了活跃学术气氛
,

交流学术思想
,

激励青年奋

发创新
,

提高冰川冻土学及冰川冻土延伸领域的科

研水平
,

建立了青年论坛
。

青年论坛设网
_

_

卜
“

学苑论

坛
”

和
“

学术沙龙
” 。

4 年来
,

先后开展了一系列专题

讲座
、

学术讨论和新技术培训工作
。

邀请美国阿拉

斯加大学教授平建陆博士
、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国家

冰雪数据中心副教授张廷军博士等 12 人次作专题

讲座
。

开展 了
“

黑河流域综合研究
” , “

青藏铁路基础

研究
” , “

冰川水资源
”

等学术讨论
。

先后开展了
“

GI S

与地理信息系统 sA
℃ / NI oF

” 、 “

高性能并行计算在

冰川冻土研究中的应用
”

等 4 期培训班
。

通过青年

论坛
,

提高了研究人员 的水平
,

加强 了学科相互渗

透
,

起到吸引人才和促进学科发展的效果
。

2
.

4 加强学术交流
,

引进优秀人才

通过不定期学术交流促进 国内外冰川学
、

冻土

学研究的相互交流
,

了解国际上冰川冻土学的最新

研究前沿及新技术的应用情况
,

从而提升我国冰川

冻土学的研究水平
,

促进了人才交流
。

采取
“

送 出

去
” , “

请进来
”

等方式
,

达到培养和引进高素质人才

的目的
。

通过以上活动
,

促成了留美张廷军博士进

入冻土学的中国科学院
“

百人计划
” ,

留加张齐兵博

士成为寒区生态学的高访学者
,

留美李忠勤博士和

留加何元庆博士为冰川学高访学者
。

3 人才培养对冰川冻土学科发展产生了重

要的作用

人才培养项 目的执行在稳定人才
,

解决冰川冻

土人才短缺的同时帮助所内一批从事冰川冻土学研

究的青年人才迅速成长
,

成为学术带头人
。

这些人

才对冰川冻土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开拓性作用
。

在人才培养的同时
,

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
,

为解

决西部寒区面临的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重要问

题
,

通过人才培养项目
,

邀请沈阳生态所肖笃宁教授

作专题讲座
,

在冰川冻土学科相互交融的过程中
,

形

成冰川冻土与寒区生态学的结合
,

促成冰川冻土学

研究的延伸
,

建立 了寒区景观生态学
。

为解决寒区

工程问题
,

通过岩土工程
,

寒区遂道与冻土学的进一

步渗透
,

形成了一批工程冻土学的应用研究队伍与

研究基础成果
。

这些冰川冻土学科的拓展成果为江

河源生态研究
、

青藏铁路研究等国家重大项 目准备

了关键技术
。

与 199 7 年相比
,

冰川冻土研究被 S CI 收录的文

章从 9篇上升到 2 00 1年的 30 篇
。

可以看出
,

人才

项 目不仅仅使受益者为冰川冻土学科的发展做出了

开拓性贡献
,

也为解决了寒区工程建设
、

生态建设中

面临的问题作好了技术储备
,

还在项 目的执行中延

伸了冰川冻土学科的研究领域
。

取得的这些成果
,

将用于解决全球气候变化
、

江河源生态恶化
、

寒区灾

害预防预报
、

寒区经济建设
、

寒区工程中面临的问

题
。

肯定地讲
,

特殊学科人才培养项 目的成果为冰

川冻土学科的开拓性发展奠定 了人才基础
,

对我国

冰川冻土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

4 人才培养为冰川冻土学科解决国家战略

急需创造了条件

人才培养项 目的实施
,

在稳定所内骨干研究人

员的同时还为冰川冻土学科培养了骨干
,

吸引了国

内国外冰川冻土专业的优秀人才
。

这些人才在冰川

冻土学研究中取得 的成绩
,

已应用于国家建设项 目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如赖远明推导的结论在大坂

山的应用研究结果表明
,

围岩渗流对寒区工程的冻

深影响很大
,

良好的保温层可 以大大减小隧洞围岩

的冻结深度
。

计算结果还表明
,

隧道运营后
,

随着时

间的推移
,

隧道 围岩将逐渐形成 多年冻土 的结论
。

又如他还提出了冻土工程地震的计算方法
,

为今后

寒区隧道的建设和寒区隧道规范的建立做了开拓性

的工作
。

根据这一研究成果
,

设计部门对大坂山隧

道的设计方案进行了修改
,

使得这一造价 1
.

5 亿元

的隧道勉遭冻害的破坏
,

从而延长该隧道 的使用寿

命
。

人才项 目取得的不仅是人才成果
,

同时取得了

冰川冻土的研究成果
。

这些研究成果为冰川冻土学

科解决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提供了基础
。

由于有了

人才和学科的准备
,

冰川冻土学科才得 以在中国科

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和 国家战略调整 中发挥重要作

用
。

随着国家战略转移
,

今后西部地区将成为经济

和生态发展的重要地区
,

因此解决西部寒冷地区的

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成为冰川冻土科学事业

的首要任务
。

国家和中国科学院
“

十五
”

期间在西部

部署了一系列重大项 目
。

如
“

青藏铁路工程与多年

冻土相互作用及其环境研究
” 、 “

西 部行动计划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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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 、 “

97 3国家重大项 目
”

等
,

旨在解决西部资源

环境中的基础科学问题和工程建设问题等
,

这充分

说明冰川冻土学科的重要性
。

是冰川冻土学科体现

价值的机遇和挑战
。

这些重大项 目的顺利承接和开

展
,

特殊学科人才培养项目起到了重要作用
,

也是对

四年来冰川冻土特殊学科人才培养的检验和总结
。

5 正视现实
,

展望未来
,

进一步培养符合国

家战略需要的人才

“

九五
”

计划期间人才培养项 目的实施为冰川冻

土学培养了一批年轻队伍
,

形成了冰川冻土学科人

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西部大开

发
、

青藏铁路建设打下了冰川冻土科学人才和研究

的基础
,

从而使冰川冻土学科进人一个崭新的阶段
。

“

九五
”

计划期间人才培养项 目取得令人兴奋的成

绩
,

促进了冰川冻土学科的自身发展
,

解决了国家战

略急需
。

但从未来冰川冻土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国家

战略需求来看
,

还存在人才结构问题
,

计划通过
“

十

五
”

计划期间人才培养的调整
,

进一步培养符合冰川

冻土学科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的人才
。

进一步完善冰川冻土学科人才结构
,

培养专业

型的冰川冻土观测人才
、

数值模拟研究人才
、

高素质

仪器分析实验人才
、

解决工程建设实际问题的应用

型人才等
。

加强冰川冻土学科年轻的将帅人才培养
。

进入

21 世纪
,

冰川冻土科学研究迎来了一个美好的春

天
。

国家的战略调整非常有利于冰川冻土学的发

展
,

体现冰川冻土学的价值
。

如何把握好这个机遇
,

推进冰川冻土科学事业的发展
,

如何更好的为国家

战略服务
,

关键还在人才
,

更重要的是在冰川冻土学

的帅才和将才
。

因此
“

十五
”

计划期间将有计划地培

养冰川冻土学科年轻的学术带头人— 帅才和精干

的业务骨干— 将才
。

利用
“

十五
”

计划期间人才培养项目加强冰川冻

土学复合型人才培育
。

如何恢复生态
、

保护生态
、

在

生态平衡与经济发展中寻找协调
。

作为寒区基础研

究的冰川冻土学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

因此
,

要利

用
“

十五
”

人才培养项目有计划的培育冰川冻土学与

生态学的复合型人才
。

青藏铁路的实施
,

要求冰川

冻土学来解决工程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

为工程建设

提供冻土区实施的关键技术
,

同时为将来铁路投人

运行后提供可靠的冻土路基稳定保障
。

这就需要为

冰川冻土的应用培养一批应用型研究人才
。

总之
,

人才培养是一种长期效应
,

体现的是长远

价值
。

我们希望
“

十五
”

计划期间特殊学科人才培养

项 目能够持续支持
、

看中未来效果
,

为特殊学科长远

发展
,

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人才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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