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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创新出硕果

—
记北京大学

“

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创新研究群体

冷疏影 宋长青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

北京 l以X)8 5 )

以陶澎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北京大学环境学院

研究群体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自

然科学基金会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首批资助的群体

之一
。

自 2(XX〕年以来
,

该群体在国外 SCI 刊物上发

表论文 34 篇
,

其中刊登在 sc ic cn
。
杂志上论文 3 篇

,

在环境生物地球化学领域陆地碳循环
、

区域多介质

模型及内分泌干扰物质研究等方面取得 了重大突

破
。

其中
,

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研究被 反 ic二 杂志

评选为 2X() 1年十大科技突破之一 ; “

中国陆地生态

系统碳循环及植被生产力的研究
”

亦被评选为 200 1

年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之一
。

1 交叉融合
,

新兴学科

环境生物地球化学是在环境地理
、

环境地球化

学
、

环境生物学和环境毒理学等学科基础上形成的

一门新兴交叉学科
,

近 20 年来发展迅速
,

是当前国

际上的研究热点方向之一
,

但 由于其涉及的领域广

泛
,

研究的难度较大
。

针对污染物特别注重其环境

过程
、

环境行为
、

生态效应
、

风险评价与控制技术的

研究 ;针对生源要素则注重其在陆地生态系统和水

生生态系统的环境过程
、

环境行为
、

生态效应与调控

机理
。

这两方面各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
,

但在基

础理论
、

方法学和研究手段等方面又有着诸多相通

之处
。

因此
,

通过学科交叉
,

将环境地理
、

环境地球化

学
、

环境化学
、

环境生物学和环境毒理学等相关学科

的研究思路
、

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紧密地结合起来
,

在研究工作中借鉴各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
,

最终发

展出一套具有交叉学科特色的研究路线和研究方

法
,

才有可能在学科理论上和研究实践中获得成功
。

该群体正是以这一思想为指导
,

开展工作
,

并取得了

突出的成绩
。

北京大学
“

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
”

是我国重要的环境生物地球化学研究基地之

一
,

该研究群体成员是这个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
。

群体中包括中青年教授 4 人 (均为博士生导师
,

2 人

为长江特聘教授 )
、

副教授 2人
。

群体中有 5 人分别

在美国
、

日本
、

德国和丹麦获得博士学位
,

先后有 3

人获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

1人人选国家劳动

人事部
“

百千万人才工程
” ,

1人人选教育部
“

跨世纪

人才培养计划
” 。

群体成员年富力强
,

平均年龄不足 40 岁
。

他们

学术视野开阔
,

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受到过 良好的

训练
,

研究方向涉及环境生物地球化学 (陶澎 )
、

植被

生态学 (方精云 )
、

污染物空间分析与地理信息系统

(王学军 )
、

微量污染物监测与风险评价 (胡建英 )
、

污

染物生态健康效应与系统模拟 (徐福留 )
、

环境生物

学 (黄艺 )
。

这些学科背景无疑为成员之间的交叉合

作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

2 求实创新
,

学术带头

该群体学术带头人陶澎教授是国家改革开放后

首批派出的留学生
,

在美国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后于

198 4 年回国
,

在北京大学任教至今
,

先后担任讲师
、

副教授
、

教授
,

现为长江特聘教授
、

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主任
、

环境学院副院长
。

近年来
,

陶澎教授在环境地理和环境地球化学

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

对推动国内该学科

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

迄今为止
,

他共出版著作

4 部 (含合著 )
,

发表学术论文 2 00 余篇
,

包括国外

本文于 2X() 3 年 5 月 20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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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I 刊物0 6 篇
、

国外文集论文 5篇
、

国内核心刊物

14 0 多篇
,

在国际会议作 口头报告 so 多次
。

他不仅

在国际上发表论文数量多
,

且许多文章发表在 J
.

百沙那 ior
n

.

& 1
. 、

J
.

乃那ior
n

.

Qua l
.

和 石袖
夕

ior
n

.

oP ll “
.

等本领域最好的刊物上
,

发表的论文也被国内外同

行多次引用
。

由于在环境地理和环境地球化学领域

的研究工作有较大影响
,

他被三种 SCI 刊物和多种

国内核心期刊聘为编委
,

还被美国密苏里大学聘为

地球科学系兼职教授
。

此外
,

他还长期负责院
、

系科

研管理工作
。

3 团结协作
,

重点突破

群体成员近年来围绕着环境生物地球化学这一

主题
,

开展 了广泛的科研工作
,

取得了多项有国际意

义的科研成果
。

该群体集中了环境生物地球化学领

域优秀的理论和实验工作者
,

他们密切合作
,

在科研

工作中特别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

注重创新
,

完成

的工作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

研究内容集中在国际

前沿领域
,

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

也有很高的实

践价值
。

该群体在 200 1 和 2X() 2 的两年中
,

发表国

外 SC I 论文 34 篇 (包括在 cS ic cen 刊物上 3 篇 )
,

国内

核心刊物 72 篇 ;国内/ 国际会议 口头报告 21 次
。

此

外
,

还有相当数量的待发表和在审论文
。

3
.

1 中国陆地碳循环及植被生产力研究

方精云教授等利用生物量实测资料及相关统计

资料
,

建立了推算区域尺度森林生物量的
“

生物量换

算因子法
” ,

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尺度的长时间

序列 的生物量数据库
。

在此基础上
,

阐明了中国 50

年来森林植被 c仇 源汇功能的动态变化
,

为科技界

有重大争议的北半球陆地
“

碳汇
”

问题提供了直接的

证据
,

也为中国相关的环境外交谈判提供了有说服

力的科学数据
。

此外
,

他们利用近 20 年的卫星遥感数据和生态

学过程模型
,

结合相匹配的地面观测数据
,

研究了中

国陆地植被生产力 ( NPP )的时空分布及其与气候变

化的关系
,

发现中国植被生产力在过去 20 年里每年

以 l % 的速率增加
,

这种增加主要是温度和降水变

化的结果
,

其空间分布与土地利用变化以及气候的

区域特征关系密切
。

他们的研究还发现
,

我 国主要植被类型的生产

力具有显著的年际变化
,

这种变化与我国的降水格

局关系 十分密切
:
随着降水年际变动程度的增加

,

植

被生产力的变异性也显示 了明显的增加趋势
。

该结

果纠
i子厂 A

,

K K an p 。等人所得出的 N即 的变动与

降水变动无关的结论
。

上述结果为预测植被生产力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

促进 了我国碳循环及其相

关生态过程的研究
。

3
.

2 区域多介质模型

陶澎教授领导的微量有机污染物的区域环境过

程研究是群体开展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
。

他们在成

功运用多介质归趋模型研究多环芳烃和有机氯农药

在天津地区各环境圈层中的含量
、

分布
、

来源和通量

的基础上
,

在常用逸度模型框架中嵌人空 间变异结

构
,

并确定了重要的具有空间变异特征的输人变量

(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大气排放量 )
,

最终实现 了具空

间变异特征的区域环境过程模拟
,

成功地将微观机

理 (土壤有机物对污染物生物有效性和降解速率影

响的空间分异 )和宏观现象 (多环芳烃的空间分布特

征 )有机地结合起来
。

发现土壤有机质滞留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的主要机理并非如过去认为的由于热力

学平衡
,

而主要是通过其对微生物生物有效性的影

响
,

改变降解动力学过程所致
。

这一机理的发现和

计算机模拟 的成功不仅大大降低了常规模型的不确

定性
,

而且首次建立了具有等尺度空间分辨率的区

域污染物归趋模拟的方法
,

为逸度归趋模型在区域

尺度的应用和研究区域变异提供了重要手段
。

3
.

3 环境中内分泌干扰物质研究

在这一领域
,

胡建英教授等开展了环境中内分

泌干扰物质的监测研究
,

在建立 了先进的测试方法

的基础上
,

研究了两种不同区域中 (我国第一大江长

江及其支流嘉陵江重庆段
,

海河 流域天津段
,

钱塘

江 )壬基酚
、

壬基酚聚氧乙烯醚
、

双酚 A 和雌激素类

物质等典型内分泌干扰物质在各种介质中的暴露量

和暴露频度等
,

并进行了环境风险评价
。

饮用水是人类暴露内分泌干扰物质的重要途径

之一
。

在上述研究中
,

他们在作为饮用水水源使用

的长江和钱塘江中发现了高浓度的壬基酚和雌激素

等极性类内分泌干扰物质
。

为了研究饮用水这一暴

露途径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
,

他们对饮用水中的

残留水平及其在氯气消毒过程中的行为进行了研

究
,

发现这类物质很容易和氯气发生反应
,

生成不同

种类的消毒副产物 ;研究还发现这些副产物具有内

分泌干扰作用
,

而且其作用强度和模式都有很大的

变化
。

这一研究工作
,

已经有一部分发表在美国权

威杂志 百刀刃ior ~
刀勿z &

~
a
dn eT c hon 及哟 和 肠渊 i

-

or
~ 瓜al oxT ico l

吧

哪
。
dn hce us7I

t理 及其他刊物上
。

[ 述成里的产生
,

得益于群体对学科交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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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深刻认识和身体力行
。

群体的形成
,

无疑是在

长期研究工作中针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

不同成员

渐渐走到一起的
。

但是
,

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始终

是群体带头人的主导思想
,

是群体发展的重要手段
。

为了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
,

他们注重吸纳不同学科

和领域的研究人员
,

努力实现群体中每个成员所开

展的工作既有各 自的特点和领域
,

与群体其他成员

的工作也可以很好地结合 ;防止了学科过于集中
,

难

以从不同知识背景发掘和解决问题
,

同时又避免了

研究领域过于分散
,

造成研究重点不突出
,

为此
,

群

体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
,

提出研究中关键的难点问

题
,

群体人员从各 自的学科特点提出思路和解决办

法
。

针对
“

土壤生态系统健康指标体系研究
”

这一在

国际上刚刚起步
,

在 国内又是迫切需要开展 的研究

课题
,

在尚无成熟的思路和系统的方法可以借鉴的

情况下
,

群体成员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出发展开 了充

分的讨论
,

吸取以往研究项 目
“

湖泊生态系统健康评

价研究
”

和
“

土壤微量有机污染物环境过程与生态效

应研究
”

中的成果
,

建立了针对我 国土壤生态系统特

点的基本研究思路
,

遴选出部分切合实际的土壤生

态系统健康的指标
。

此外
,

群体成员还通过共同组

织申请和实施项 目
,

从不同视角和环节解决所关注

的科学问题
。

陶澎教授
、

王学军教授和徐福 留副教

授等联合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他们

充分利用各自在环境生物地球化学
、

污染物 空间分

析与地理信息系统
、

以及污染物生态健康效应与系

统模拟等方面的专业特长
,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

从这一群体的成长不难看出
,

学科交叉仅仅是一个

手段
,

交叉的 目的在于从全新的角度认识问题的本

质 ;通过学科交叉
,

将相关学科的研究思路
、

研究方

法和研究手段紧密地结合起来
,

在学科理论建设和

研究实践中取得成功
,

实现不同学科的相互融合
,

促

进了高水平成果的产生
。

学科体系的构建是群体建设的一个方面
,

另一

方面是人员组成构架建设与人才培育
。

人员组成构

架是实现学科体系建设的关键
,

也是群体能否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

群体核心人员 由学科背景各

异
,

研究领域密切联系的优秀中青年教师组成
。

这

些人员所代表的学科和领域方向是群体发展所需要

的
,

他们的研究水平也是国际上前沿的
。

为了使每

个核心成员 的研究方向都能很好地发展
,

同时
,

也为

了群体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拓展新的领域准备后备

力量
,

群体十分重视培养周 围的年轻科研力量
。

通

过引导和鼓励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
,

申请国家有关

研究项目
,

尽快形成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等方式
,

使一

批年轻研究人员成长起来
。

青年教师刘文新
、

李本

纲
、

贺京生
、

刘鸿雁
、

曹军等在与群体成员合作的同

时
,

独立承担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 目
,

在从事科

学研究起步伊始
,

关注和研究的就是国际前沿课题
。

此外
,

群体也非常注意对研究生
、

博士生和博士后的

培养
,

大胆让他们承担具体的科研工作
。

许多学生

在毕业后迅速成为各单位的科研骨干
。

该研究群体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归因于群体成

员共同的努力和奋斗
,

同时
,

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
、

教育部
、

科技部和北京大学共同支持的结

果
。

随着研究条件和宏观环境的不断改善
,

相信在

各方面的支持下
,

这一充满活力 的年轻群体将取得

更加丰硕的成果
。

该研究群体的形成和成长经历同时证明
:
专业

背景有一定差别但存在内在联系的一些优秀研究人

员所组成的群体
,

针对共同感兴趣的某一领域的前

沿科学问题展开学科交叉研究
,

易于形成真正 的学

术交融气氛
,

产生新的苗头
,

从而取得突破
。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遴选创新研究群体应适当关注不同研究

方向的融合
、

互补 ;针对当今地球科学发展的水平
,

为了更好地阐明地球各圈层间物质能量转化的规

律
,

鼓励这种具有一定学科跨度的研究群体是非常

必要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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