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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经历： 

专业方向： 

主讲课程： 

教材编写： 

科研： 

主要论文： 

地理教育与科普作品： 

联系方式： 
Tel: 010-62207449
010-58807454-1243

XFang@bnu.edu.cn 

方修琦老师简历 
 

 

职务:教授 

二级学科: 自然地理学 

学历: 博士 
 

学习经历： 
 

·       北京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博士（1994）、古地理学硕士（1987）、自然地理学学士（1984）。 

·       澳大利亚Macquarie大学Climatic Impacts Centre 访问学者（1994～1995） 

·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地表层系统开放实验室高级访问学者/项目研究员（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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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 主要从事环境演变影响与适应、自然灾害和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教学、研究和科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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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课程： 

 

·       本科生课程：环境演变（全球变化）、地理学思想史 

·       研究生课程：地球系统与全球变化、中国自然环境演变、环境演变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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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 

 

·       面向21世纪教材、国家教育部“九五”重点教材《全球变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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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 

 

·       主要集中在过去环境演变重建、环境演变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人类对环境演变影响的适应研究。 

近期承担的主要项目： 

·       东北地区过去300年土地覆盖空间格局变化研究（自然科学基金，2006-2008） 

·       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过程与机理的实证研究（自然科学基金，2003-2005）  

·       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的重大事件复原及其影响研究（中国科学院创新基金，2002-2005）  

·       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中国科学院创新基金，200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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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论文: 

 



 

 

2005年 

1.        方修琦,萧凌波,葛全胜,郑景云. 湖南长、衡地区1888-1916年春季植物物候序列重建. 第四纪研究2005,25
(1):74-79

2.        方修琦，叶瑜，葛全胜，郑景云. 从城镇体系的演变看清代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发. 地理科学. 2005.25
(3)：129－134 

3.        方修琦,王媛,朱晓禧.气候变暖与黑龙江省夏季低温冷害变化.地理研究. 2005,24(5)：664－672 
4.        方修琦, 牟神州.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思想透视.人文地理.2005,20(4):110-113 
5.        方修琦，孟胜修. 关于地球形状和大小的三次争论.地理教学. 2005,(8):1-3 
6.        方修琦.2.2 末次冰期冰盛期与全新世气候. 见：秦大河，丁一汇主编. 中国气候与环境变化.(第二章 中国

气候变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69-73 
7.        任国玉.方修琦.9.3.1 过去的人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 见：秦大河，丁一汇主编. 中国气候与环境变化.

( 第九章 人类活动在中国气候演变中的作用).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485-490 
8.        云雅如，方修琦， 王媛，陶军德，乔佃锋. 黑龙江省过去20年粮食作物种植格局变化及其气候背景. 自然资

源学报. 2005, 20(4):697-705 
9.        王媛,方修琦, 徐锬, 戴玉娟.气候变暖与东北地区水稻种植的适应行为. 资源科学.2005,27(1): 121-127 
10.     田青，方修琦，乔佃锋. 从吉林省安图县个案看人类对全球变化适应的行为心理学研究. 地球科学进

展.2005, 20(8)：916－919 
11.     葛全胜,方修琦,张雪芹,吴绍洪. 20世纪后半叶中国地理环境的巨大变化. 地理研究. 2005. 24(3)：345－

358
12.     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葛全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东部温度变化. 第四纪研究2005,25(2):129-140 
13.     李家洋，陈泮勤，葛全胜，方修琦. 全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 —我国下阶段全球变化研究工作的重

点. 地球科学进展. 2005,20(4):371-377  
14.     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 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回顾.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4, 

(1):5－14 
15.     刘洪滨，邵雪梅,黄磊,梁尔源,方修琦,王丽丽.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地区近千年来年降水量变化特征分析. 

第四纪研究2005,25(2):176-183 
16.     FANG Xiuqi, YIN Peihong and WU Wenxiang. The food security in China. In: LIU Yanhua, et 

al. ed. Research on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China. Beijing: 
Meteorological Press. 2005, 141-146

17.     GE Quansheng, FANG Xiuqi and ZHANG Xueqin. Overview on Human activities and remarkable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China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In: LIU Yanhua, et al. ed. 
Research on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China. Beijing: 
Meteorological Press. 2005, 9-21

18.     ZHANG Xueqin, FANG Xiuqi and Wang Dawei.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NC-IHDP. In: LIU 
Yanhua, et al. ed. Research on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China. 
Beijing: Meteorological Press. 2005, 155-164

19.     SHAO Xuemei, HUANG Lei, LIU Hongbin, LIANG Eryuan, FANG Xiuqi,WANG Lili. Reconstruction 
of precipitation variation from tree rings in recent 1000 years in Delingha, Qinghai.  
Science in China Ser. D Earth Sciences 2005 48(7):939—949 

2004年以前发表的主要论文： 

1.      方修琦,王媛,徐锬,云雅如.近20年气候变暖对黑龙江省水稻增产的贡献分析. 地理学报. 2004. 59(6)：820
－868 

2.      方修琦,葛全胜,郑景云.环境演变对中华文明影响研究的进展与展望.古地理学报.2004.6(1)：85-94 
3.      方修琦,葛全胜,郑景云.全新世寒冷事件与气候变化的千年周期.自然科学进展.2004. 14（4）:456-461 
4.      方修琦,江海洲, 连鹏灵. 2002. 3500aBP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降水突变的幅度与速率.地学前缘，2002,9

（1）：163-167 
5.      方修琦,章文波,张兰生,罗海江,李志尧.近百年来北京城市空间扩展与城乡过渡带演变. 城市规划. 2002，

（4）:56-60 
6.        方修琦, 盛静芬. 2000. 从黑龙江省水稻种植面积的时空变化看人类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适应. 自然资源学

报. 15(3):213-217 
7.        方修琦. 1999．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自然资源学报 14(3): 

212-218 
8.        方修琦．1999．论人地关系的主要特征．人文地理．(2):19-21  
9.        方修琦, 章文波, 张兰生.1998.全新世暖期我国土地利用的格局及其意义.自然资源学报 13(1): 16-22  
10.     方修琦,孙 宁.1998.降温事件:4.3kaBP岱海老虎山文化中断的可能原因,人文地理，(1): 71-76  
11.     方修琦 张兰生  1998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3500aBP的降水突变事件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增刊）  
12.     张兰生, 方修琦, 任国玉. 索秀芬 1997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环境演变 地学前缘. (1): 127-136  
13.     方修琦  1989 天山托木尔峰地区7500年来的气候变化 《干旱区地理》(1) 6-10  
14.     方修琦  1989 建立历史灾情序列方法的探讨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增刊2 57-64  
15.   方修琦  1987 陕北及鄂尔多斯地区的降水变化与沙漠化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 90-95  
16.   Xiuqi Fang, Weihong Yu,  Yuling Ma. Response of the Grassland in Hulun Buir Steppe of 

Northeast China to Global Warming Based on NOAA/AVHRR NDVI. In Xiaolin Pan, Michael 
Glantz, Yonshiaki Honda eds. Ecosystems Dynamics, Ecosystem-Society Interactions, and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s for Semi-Arid and Arid Land, 2003：788-794 

17.   XIUQI FANG, YUN XIE and LINGJUN LI. EFFECTS OF DUSTSTRORMS ON THE AIR POLLUTION IN 
BEIJING Water, Air, and Soil Pollution: Focus, 2003(3):93–101. 

18.   Ge Quansheng,  Fang Xiuqi and  Zheng Jingyun. Quasi-periodicity of Temperature changes on 
the Millennial Scale. 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s, 2003，13(8):601-606 

19.   Quansheng Ge, Jingyun Zheng, Xiuqi Fang, Zhimin Man, Xueqin Zhang, Piyuan Zhang and Wei-
Chyung Wang. Winter Half-Year Temperature Reconstruction for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Yangtze River during the Past 2000 Years. Holocene, 2003 13
(6):995-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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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教育与科普作品: 

 

1. 方修琦，孟哲虹，王燕津. 环境教育资源库，华夏出版社2001. 
2. 方修琦 李志尧 罗海江 漫步地球村。 知识出版社 1998 
3. 方修琦 成人教育百科全书（地理环境卷）南海出版公司，1994 环境演变部分  
4. 方修琦.面对气候变化话说人类“适应”.中国气象报/ 2004 年/ 03 月/ 18 日/ .2004(1368)  
5. 方修琦，孟胜修. 地球年龄探究史话. 地理教学. 2004.(5):4-6  
6. 方修琦, 孟胜修.人类活动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气体增加的主要证据. 地理教学. 2002, (12):  
7. 方修琦,周苹. 全球变化研究与地理学. 地理教学. 2002, (8):3-5  
8. 方修琦. 2000. 固体地球系统的过程及其意义. 地理教育. (5) 
9. 方修琦，孟胜修.1999. 大气成分变化与全球环境变化. 地理教育.(4):6-8  
10.方修琦 孟胜修 1991 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  地理知识 5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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