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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蒙将共建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发表日期：2006-07-28 点击次数：874

 

    新华社伊斯托米诺(俄罗斯)7月22日电(记者耿锐斌)中
国、俄罗斯和蒙古科学家计划在一年内初步建立东北亚地区生态
系统研究网络,三国科学家将利用这一平台实现相关数据和科研
能力的共享,并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正在西伯利亚地区考察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李爽博士介绍说,中蒙双方的合作已于今年年初启动。按照中方7
月20日和22日分别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伊尔库茨克和布
里亚特科学中心达成的协议,俄方已正式加入了这一项目。  

  建立东北亚地区生态系统研究网络是由中科院倡议并发起的
国际合作项目。通过与外国科学家合作建立以生态系统为研究对
象的网络平台,对于中国科学家而言尚属首次。  

  李爽说,按照协议,俄罗斯两个科学中心和蒙古科学院地理所
的科学家将采集并向中方提供二十余项数据资料,包括其所在区
域的地形、地貌、水文、气象、交通及社会经济状况等。中方将
集成我国去年发射的地球观测卫星“北京一号”所获取的东北亚
地区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和俄蒙两方提供的资料,并通过专业
科研网络实现三国科学家的协同研究。  

  据悉,这一网络建成后,中、俄、蒙三国科学家可随时共享最
新研究成果,并对东北亚地区的生态变化及时作出响应,为我国生
态安全提供技术保障。  

  土壤侵蚀状况是全球科学家共同关注的生态问题,也是东北
亚地区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人类在研制核武
器的过程中曾实施过多次核爆炸,微量的放射性元素铯137随爆炸
产生的尘埃进入大气,并随着环流扩散到全球各地,它是研究土壤
侵蚀的理想“指示剂”。  

  李爽说,通过研究各个地区地表铯137含量及其分布状况,科
学家可以掌握几十年来某一地区土壤侵蚀的分布格局。东北亚地
区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建立不但可以帮助科研人员了解本地状

   



况,而且也可为进一步研究周边地区土壤侵蚀所引发的生态问题
提供便利。 

(记者耿锐斌 发布时间： 2006-07-23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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