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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资源环境领域的总体发展态势具有如下特征：整体观和系统观的指导思想不断加强，自然科

学与社会人文科学在环境和生态等问题的研究中走向交叉与融合；区域性、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

思路受到关注；长期连续观测资料的积累受到重视；面向资源环境领域的国家战略需求愈加明确

和强化。在总体态势分析的基础下，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遴选出我院资源环境领域

的战略重点，主要包括：紧缺能源、矿产资源的勘查理论与技术；区域环境演变与全球变化；海洋科

学研究；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机理与脆弱生态防治技术；环境污染对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的影

响及控制等。

""""""""

资源环境科学

与技术，是实现社

会和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基础，是

现代科学技术的重

要组成部分。该领

域的研究特点是：

时空巨大，问题复

杂，学科交叉，系统

开放。目前我国面

临自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

发等问题，严重困扰并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如何保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

环境的保护与改善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已成为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性问题。

("""我院资源环境领域战略发展的思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本世纪头 ２０年的

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将“可持续发展能

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

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列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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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我院

资源环境领域研究工作的重要机遇期。我们要面向

国家战略需求，面向国际科学前沿，凝练科学与技

术问题，提高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使中国科学院

资源环境领域的研究工作再创新的辉煌，在科学技

术创新方面做出有世界影响的贡献。对我院资源环

境领域战略发展的思路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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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加强顶层设

计和系统集成。

（
#

）加强原始科学创新，带动学科发展；加强技

术创新与系统集成，促进成果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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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院层面，优选战略重点领域，加强跨所、

跨学科的交叉与集成；在所层面，将研究组按领域



组成优势群体，推动研究组之间的交叉结合，深化

布局调整。提高创新效率，集中优势，突出重点，促

进重大创新成果产出。

!"""资源环境领域发展态势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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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与融合。现代资源环境科学发展的主

要趋势是，整体观和系统观得到加强，跨学科、多部

门的研究方式逐渐成为主流，自然与人文科学在环

境和生态问题的研究中走向融合。国际地学界在制

定新世纪的发展规划时，都较为一致地选择了以可

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框架的战略方

针。重大科学问题通过设立专门的研究计划来完

成，例如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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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候研究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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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化人文项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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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

水文计划
$%-()

等。这些科学计划都把地球系统各圈

层间的界面过程或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作为主要

科学问题，设置若干跨领域的核心项目。如“陆地水

文过程”、“水文循环中的生物圈方面”、“土地利用
/

土地覆被变化”、“全球能量与水循环”、“全球碳循

环”等。美国基金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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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地球科学规

划”中，也充分体现了综合性的特点，并将“地球生

态学”列为支持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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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思路受到重

视。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是当前

国际上针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的核心科学前沿。

在这一发展趋势下，世界各国高度重视选择典型区

域进行深入的连续观测研究，以揭示人类活动对地

球表层系统的影响机理和过程关系，在基本观测数

据的基础上，重视引入“复杂性科学方法论”，建立

区域空间格局和时间过程动态变化模拟系统，分析

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地球表层各种资源利用过

程的影响方式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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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长期连续观测资料的积累。重大研究

计划往往有大型观测计划相配合，全球和国家级的

有关地球环境资源变化的长期观测、监测与信息网

络正在形成，包括地球观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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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观

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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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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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陆

地观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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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全球数字地震台网等一系

列全球性巨型观测系统；还有众多地区性和国家性

大型观测系统；并且集地球空间信息存储、处理、传

输和分析为一体的“数字地球”即将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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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求导向愈加强化，服务于经济、社会

发展和国家利益的目标将更为突出。资源环境领域

既包含了诸如行星地球演化、地表过程等重大基础

科学理论，又涉及到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利用和生态

环境保护等技术性领域。目前，环境治理、能源开

发、水资源危机、土地可持续利用、海洋开发、预防

重大灾害等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决定了资源环境领

域科技发展的重点将进一步向技术方面倾斜。但毫

无疑问，重大基础理论的研究仍是保证技术进步的

根本所在。改变以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划界的组织

形式，针对国家战略需求，注重解决人类社会所面

临的资源、能源、环境、生态、灾害等问题，为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与技术的支持。

28""资源环境领域若干重大科技问题

291"""

紧缺能源、矿产资源勘查理论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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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天然气资源

在当前世界上的大油气田中，海相碳酸盐岩产

层占据主导地位，该地层储存的油气资源一直受到

国际地学界的高度重视，但中国前新生代残留盆地

海相地层油气勘探至今未获得重大突破。从客观上

讲，我国地下储油地质构造复杂，埋藏地层构造演

化历史多期叠加，过程复杂，一些地区地面条件恶

劣；从主观上讲，前新生代海相油气勘探理论技术

方面还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石油地质理论认识也

不够深刻，国外主要油田的成油理论并不适用于我

国油田的发现，因此探索适合我国前新生代海相残

留盆地油气资源研究的理论、勘探方法和技术势在

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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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水合物

天然气水合物是近 ２０年来在海洋和冻土带发

现的新型洁净优质能源，资源量巨大。据估算，全球

天然气水合物中蕴藏的天然气总量约
19:×101;—

!91×101;

<

2

=

相当于全球已探明传统化石燃料总碳量

的两倍。随着传统化石燃料的快速枯竭，天然气水

合物将很有可能在本世纪成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

的主要能源。因此，各国政府（如美国、日本、德国、

印度、加拿大等）都制定了各自的天然气水合物研

究计划，以尽早探明、开发和利用其天然气水合物

３３０ ２００３年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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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勘查评价工作正在进

行，调查表明中国广阔的海域可能蕴藏着丰富的天

然气水合物。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成熟的天然气水

合物资源勘探和评价方法，人们对天然气水合物形

成的复杂地质作用过程、天然气水合物正常和非正

常条件下的分解逸散机理及其对海底稳定性和安

全性影响等方面也不甚了解，沉积物中天然气水合

物形成机理和分布规律迫切需要进一步探索。我国

应立即加强天然气水合物相关的基础理论和应用

技术研究，建立天然气水合物形成和分解的热动力

学基础理论，建立相应的评价和判识体系，对中国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的形成、分布提出规律性认识，

为我国天然气水合物探测和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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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缺金属矿产资源

成矿理论研究从单个矿床成因研究向地球动

力学过程与全球成矿规律发展。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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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地质学

家从全球角度开始认识和探索世界矿床的形成与

分布规律，建立以地球动力学为核心的全球构造理

论，为认识全球矿床形成与演化背景奠定了理论基

础。通过研究岩石圈及其相邻圈层物质和能量迁移

与交换过程中成矿组分的分散与富集机制和时空

演化规律，预测矿床出现的种类和聚集的部位，特

别是大型、超大型矿床和矿集区的位置与矿化形

式，已成为当代国际地学界关注的前沿问题之一。

应用于矿产勘查的技术方法不断向大探测深

度、高分辨能力的高新技术发展，矿床定位预测工

作与高新技术方法已成为当前成矿学与成矿预测

学领域的前沿和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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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环境演变与全球变化

从科学角度看，全球环境问题是地球系统整体

行为的结果，它涉及地球及其各圈层的相互作用，

生命系统与无机系统的相互作用以及地球系统中

的物理、化学、生物过程和人类因素影响的相互作

用，最终影响到地球可居住性这一重大问题。目前，

国际关系中环境外交日趋重要，有关温室气体排放

已成为焦点。我国地处地球环境变化速率最大的东

亚季风区，具有空间上的复杂多变性和时间上的易

变性，对外界变化的响应和承受力具有敏感脆弱的

特点，随人口增加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对

环境的扰动更加突出。所以，开展区域环境演变与

全球变化的研究，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求。

可以通过对古气候和地质记录的研究（特别是古环

境参数定量化和多指标互证、高分辨率气候变化重

建、环境系统耦合与演变），揭示各种过程之间不断

变化的平衡关系。特别要加强海气、陆海、海陆气

相互作用与水循环动力学；气候系统模式；碳、氮、

磷、硫的生物地球化学行为；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

的响应等关键科学问题的研究，系统研究我国陆海

区域的环境变化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影响和响应，为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履行国际公约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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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海洋科学研究

海洋面积占地球面积的
(&)

多，随着世界人口

的持续增长和人均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
*+

开发海

洋、利用海洋
*$

满足人们的需求，已经成为世界各国

的共识。我国拥有
!,,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及其从热

带至寒带漫长的海岸线和宽阔的大陆架，蕴藏着丰

富的矿产资源（石油资源量约
-./

亿吨，天然气
/-

万亿立方米，有
0&

种以上的海滨砂矿）、生物资源

（生物资源种类达
%

万种以上，最大持续渔获量达

-(&

万吨
1

年）、能源资源 （总蕴藏量约
-"!/

亿千

瓦）。从总体上看，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很

低，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是我国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途径。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

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等海洋法制度的建立以及周

边国家大规模的资源掠夺，使国家主权、海洋权益

的维护问题日益突出。然而海洋权益和国家安全的

有效维护，必须建立在掌握海洋国土和海洋资源状

况的精确资料以及海上长期立足能力的基础之上。

随着沿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

水排放入海，致使近海海域水质恶化，严重地影响

了海洋生物的生存。水体环境的恶化和过度捕捞造

成了海域生态结构失衡，物种急剧减少，生物多样

性下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所以，亟待加强海洋资

源调查和物理海洋学、海洋生物技术和海洋生态环

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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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机理与脆弱生态防治

技术

由于人口急剧增长，经济迅速发展以及对生态



系统不合理的利用和掠夺式开发，使我国
!"#

的生

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进行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

是我国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半干旱农牧交错

区、西北荒漠绿洲过渡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长

江中上游干热河谷区和西南岩溶山地区生态环境

已出现了明显的恶化。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日趋

严重，沙漠化面积不断扩大，生物多样性降低，自然

灾害频繁。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这些地区资源数量

减少，生产潜力下降，经济发展受阻，人民生活更加

贫困；长江黄河中上游水源涵养功能衰退，泥沙入

河量加大，中下游洪涝水患频发；生态屏障作用消

减，使我国东部地区的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针

对重点地区的关键问题，研究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

重建机理，开发一批生态可行、经济有效的适合于

脆弱生态防治的模式与技术，已成为全面贯彻实施

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落实“全国生态环境建

设规划”的当务之急。因此，应从机理上摸清生态系

统退化的过程，恢复重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为生

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提供科学依据；通过研究与试验

示范，提出脆弱生态区生态环境治理的适用和成套

技术；研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如三峡工程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动态监测与综合评估；重大生态

环境建设工程，如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退牧还草工

程的生态环境效应、动态监测与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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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对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的影响及控

制

生态环境安全和国家的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

一样作为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得到

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环境污染问题是影响我国生

态安全与人体健康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与此

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首先水环境安全处于濒危状态，污染物的排放

超过水环境容量，城市化过程的加快与工业污染的

持续加剧进一步恶化了水环境，不合理的水资源开

发，加速了水环境污染，并加大了治理难度；区域生

态环境的破坏，严重降低了水源恢复功能，使水环

境恶化雪上加霜。

其次土壤污染严重影响着我国农作物质量，土

壤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复合污染加剧，农用化学物

质以及污水灌溉已对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构成严重

威胁。

长期以来，国内针对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土

壤污染及其对环境质量变化的影响开展了大量研

究工作。但在常规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

下，持久性有毒污染物（
()*

）所引起的环境安全与

健康问题已经显现，例如为控制血吸虫流行，我国

曾历时
$"

年之久，在沿长江流域
+$

个省、市每年

耗用
&'"""

多吨五氯酚钠消灭钉螺，二恶英是五氯

酚钠的杂质，因而造成了我国水体与土壤大面积的

持久性有毒污染物污染，据估计，仅此一项造成的

我国二恶英污染就达到了美国和德国垃圾焚烧二

恶英排放量的总和。持久性有毒污染物已成为影响

我国环境安全的重要因素，已严重制约我国农产品

的出口创汇以及加入
,)-

后的国际竞争能力，影

响到人体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

重点研究复合污染的机理和治理途径，发展污染控

制技术的集成和清洁生产工艺。

总之，资源环境科学的发展应坚持以国家战略

需求为导向，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集成，从以跟踪

为主转向以原始科学创新为主、以模仿为主转向以

自主技术创新与系统集成为主；从以学科为主进行

科技布局转向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态势

优选创新领域和聚焦创新目标；从分散自由的研究

模式为主转向加强跨学科跨所力量的组织与凝聚，

为我国的资源保障、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做

出重大贡献。

３３２ ２００３年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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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期 ３３３对我院资源环境领域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