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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更高起点关注土地利用与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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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变化对全球气候的影响亟待关注  

   “人类活动作为主导因素所导致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LUCC）通过地球生物物理过程影响全球气

这不利于科学界为制定全球变化策略提供全面系统的科学支撑。”  

   日前，在京召开的国家“973”计划全球变化研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大尺度土地利用变化对全球气候的影

家、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刘纪远作上述表示。  

   该项目是“973”全球变化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于2010年正式启动的19个项目之一。项目由中科院地理资源所主持，

所、北京师范大学、中科院遥感所、国家气候中心等。  

   项目专家组成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澜评价说：本项目难度非常大，这个项目实际动员

累的团队。  

   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可以归结为：温室气体、气溶胶——会影响到辐射、云过程等，以及土地利用活

   工业革命以来，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发生快速变化，增加地球表层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同时也成为全球

   从大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来看，比如，在最近100年之内，中国、美国、巴西、俄罗斯/苏联，都分别有过

与植被恢复的过程。  

   具体从城市化来看，欧洲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美国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在近30年都经过城市化集中期。 

   “中国当代土地利用变化剧烈，会导致什么生态与气候后果？”刘纪远表示，“国际对比可以提高我们

   LUCC及其生态、气候效应是一些全球变化国际科学计划的核心问题之一。  

   国际上有学者认为，通过合理调控土地利用变化缓减气候变化，可能是比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更有效的途

   刘纪远表示，本项目研究将在土地规划、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城市布局、气候外交谈判等方面提供决

   “973”计划强调在重大科学问题上取得进展  

   “要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不能单纯地着眼于申报奖项、专利和发表文章上，‘973’计划与一般研究工作的不同在于，

问题上取得进展。”启动会上，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副司长彭以祺指出，“一定不能把重点放在最终到底是发



   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副局长冯仁国也对此作了应和：“文章肯定不能作为最重要的产出指标。

果。”  

   “我们一定要凝练若干高水平的成果在国际最核心杂志发表，比如《自然》和《科学》等杂志，这样才能引起

水平的科技人员中形成交流。”虽然认同项目重心并不着重在发表文章的数量，但作为项目专家组成员，中科院院士童

质量提出了更高期望。  

   “童先生鼓励我们在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与追求SCI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而且在开始时我们就要有所

   彭以祺同时强调要关注研究方法的转变：“尤其是‘973’项目，我们已经多次强调，基础研究强调创新的、前瞻性的、突破性的方法和思

不是一味跟随别人怎么做、怎么说，一定要自我创新，敢于提出新方法，不要怕失败。”  

   此前，科技部部长万钢也曾提出：尤其是基础研究不要怕失败，失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进步。  

   彭以祺提醒，今年申请全球变化科研项目的一共有77个项目，都非常有竞争力，最终批准了19个项目。

惜，这样才能把任务做好。通过大量专家咨询、评审，能获得批准，也说明这个项目在队伍组织、科学目标

面，都做得比较好。”  

   国际合作进入新时期  

   冯仁国指出，该项目最大的特点是在“大尺度”上，因此要更多地关注国外数据的获取，为国家长期的相

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研究LUCC对气候的影响，要将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纳入全球气候模式中，关注各模式的空

力求作出标志性的成果，积极参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5次评估报告，到其中去展示

   对于LUCC的研究，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与全球变化研究联系起来的，最初主要是中小尺度或国家尺度。

没有这个条件，现在可以做了。”中科院院士郑度表示。  

   童庆禧也强调，只有把中国的问题放在全球背景下，回过头来才有可能对中国的问题看得更清楚。  

   作为项目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认为，不能就中国说中国，工作应站得更高，这非常重要，因

有多大，只是全球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只是囿于自己一个小的范围，不留意周围，不与整个国际去接轨，很

较全面的结论和对比。  

   “与国际接轨，现在我们的研究确实到了转折时期。”李文华说，以往我们参与了不少国际计划，大部分工作是

国家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我们的仪器不比别人差，我们的很多人员在国际上接受过培训，有相当多的工作

条件，而且是多种多样的自然条件。  

   “这个项目，在全球层面上，要拿出中国人的志气和智慧。”李文华强调，“全球问题如果不尊重我们

准，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对于中国问题，我们最有发言权。”  

   李文华同时认为，在民族性方面，中国科学界确实需要好好跨越一步。比如中国过去很少想到自己要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很少想到我

国或者亚洲要作出什么贡献，但韩国人就不这么想，提出亚洲人应该组织起来，研究自己的东西。  

   “对于国际合作，我们应该好好琢磨一下，比如怎么与国际接轨，了解周边国家对土地利用、全球变化、

不同。”李文华建议。  

   研究中还应强调的方面  

   “要充分利用各种卫星资料，目前看，中国正处在卫星遥感、卫星对地观测的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虽然

如环境与减灾卫星、北京一号卫星等，基本可以在短时期得到全球每年土地覆被空间分辨率在30米左右的数

条件。”童庆禧表示。  

   而在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专项未来要发射的卫星中，有些卫星会有超过1米的分辨率。“可以充分利用好

采样。”童庆禧说。  



   童庆禧也强调模拟的重要：只有把研究放在定量平台上，建立模拟环境，我们才能从过去到现在，去把握未

   “我个人理解，土地利用变化更多是由于人的干预所造成的，而土地覆被变化，往往是自然条件的影响

灾区给予了较多关注，他看到由于地震对土地覆被变化的破坏和影响非常大，有些恐怕是若干年甚至几十年都恢

变化也应给予高度重视，对于中国来讲，自然灾害非常频繁，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项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曾澜提醒，不能忽视历史上大的事件对土地利用的变化。比如大的战争的影响。“德国在二战后成为一片

放入研究视野，会更准确。”  

   李文华建议，如果谈土地变化对全球变化的影响，碳的问题不能回避，要考虑与碳循环研究怎么互相配合，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