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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下午3时，全国首次野外科技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提起野外科技工作，人们不由得想起南极

的寒风、青藏高原的白雪、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区域，科学家或探索科学规律，或

为国家利益拼搏，甘愿以生命为代价，去寻找、求证和实现一个个梦想。60年来，中国贫油的帽子摘掉

了，中国植物的本底摸清了，中国在南北极的问题上发声了…… 

 

本次会议回顾总结了我国60年来野外科技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巨大成绩，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和

目标。同时，会议还为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站授牌，并表彰了一批全国野外科技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国

务委员刘延东与参会代表合影留念、为国家野外台站授牌、为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颁奖、与野外台站代

表通话表示慰问，并就野外科技工作作重要讲话。其中，受到表彰的有施雅风、袁隆平、吴征镒、李振

声、孙鸿烈、秦大河等长期从事野外科技工作、贡献突出的专家20人，另有46个野外台站和科研团队以

及192名在科研、观测、管理、示范等方面工作突出者获得表彰。 

 

如果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我国野外科技工作可划分为解放后30年，即从1949年到1978年的曲折

发展时期，和改革开放后30年，即从1978年到2008年的持续飞跃时期。20世纪50年代，《12年科学发展

规划》第一次把科学考察列入国家科学规划，极大地促进了大型科学考察的实施。这一时期的野外科学

考察以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为主，并对全国或区域范围的单项资源的开发进行综合研究，科研队伍逐渐组

建和成长起来。 

 

在此期间，青藏高原、海洋和沙漠考察不仅提出了一些新理论，也查清了多种资源的分布，建成了

我国第一个海上开发油田，首创了世界上山岳冰川的分类法，收集了大量极有研究价值的古生物化石标

本，极大地推动了古生物和第四纪地质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也进行了多次生态环境考察，在黄河流域和

内蒙古及西北五省(区)开展了大量的水土保持和沙漠治理工作，提出全面开展水土保持的指导性意见和

我国北方沙漠观测、科研和试验网络，并首次对我国主要地方性疾病的成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但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国家经济、政治形势的影响，野外台站建设落入低谷。70年代后期至

80年代，野外台站数量逐年加速增长，同时，台站的观测、试验、研究设施和生活设施逐步改善。这一

时期在气象、环境、水文等方面还组织了多次较大规模的野外试验，但由于受观测网络、试验技术等方

面的限制，试验尚不够深入。尽管如此，在此期间仍然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土壤普查和森林清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野外科技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不仅在南北极、青藏高原、海洋考察等一系

列科学考察中取得了显著的科研成果，而且形成了以行业为主的野外观测网络，以及集科研观测装备、

试验与观测场、简易实验室、生活基础设施于一体的野外观测研究台站体系，积累了长期的试验观测资

料，产出了一批科技成果，聚集了一支数量可观、综合能力较强的野外观测与研究队伍。如，基于中国

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研究网络（ChjnaFLUx）开展的中日韩（A3）前瞻计划项目，中美生物多样性与

生态系统功能大型试验，中欧草地大型放牧试验，中日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等均已取得重要进展。 

 

然而，会议认为，我国的野外科技工作在其科技支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管理机

制等方面的基础还十分薄弱，远不能适应国家科技创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与西方发达国家

相比仍存在巨大的差距。 

 

首先，许多科学发现需要长时间的观测与试验才能取得。由于社会缺乏对野外科技成果的价值认同

体系，野外的科技工作者经常面临科技含量不高、长期不出成果、见不到经济效益等批评。其次，由于

国家层次的野外科技工作整体规划布局不够充分，不少野外工作的任务和项目多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

或将其纳入其他国家项目中执行，使野外科技工作经常被误认为缺乏整体性。迄今为止，我国野外科技

工作所属各个野外观测研究体系的布局和建设，主要是依据行业和部门的需求，其总体布局尚不能满足

国家科学研究发展的需求，有些区域和学科领域分布较密，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相反，有些重要学科领

域和重要区域的野外观测研究体系布局过于稀疏，甚至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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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相关论文

1 日本科学家观测到呈直线扩散的超新星爆发  

2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将于9月在京举行  

3 美天文学家在银河系中心观测到3颗新生恒星  

4 栾锡武小组开展北黄海岛屿构造地质考察  

5 “科学一号”海洋科考船完成考察任务返航  

6 世界自然基金会呼吁遏制红耳龟在中国野外蔓

延  

7 PRL：日科学家首次观测到重电子费米面  

8 第20长期考察组成员奔赴国际空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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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闻排行 一周新闻评论排行

1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最新大学排行榜  

2 “双胞胎”论文曝光 上海两高校互指对方抄

袭  

3 上海交大：论文抄袭事件系“擅自更改题目并

一稿多投”  

4 西安电子科大学生游泳课上溺亡 泳池深仅1.3

米  

5 辽宁大学副校长涉嫌论文抄袭被确认基本属实  

6 一国际期刊接受假论文并索要出版费续：主编

辞职  

7 《自然》：金星或火星未来可能与地球相撞  

8 山东27岁博士生路边猝死  

9 五位科学家获颁2009年度邵逸夫奖  

10 加州理工两学生自杀 朱棣文表达哀悼  

更多>>  

 

编辑部推荐博文

分享王天铎讨论的SCI文章  

笑批NSFC2009基金申请（信口胡说切莫叫真）  

从科学家的故事看……  

教授上课：国内比国外差在哪儿？  

一路走来，为自己曾经的漫不经心付出代价  

真为我们的学术期刊捏一把汗！  

更多>>  

 

论坛推荐

[注意]一起来Wiki  

[分享]Polymer Handbook 第四版  

[分享]《聚合物相转变》程正迪  

自由体积与应变速率的关系  

[分享]《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  

[分享]光学设计理论基础(王之江)  



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查看所有评论 

与会者认为，未来10年，我国野外科技工作应优先发展几个领域：坚持原有的国家资源的定期考

察；发展中国生态系统长期观测研究(ChinaLTER)网络；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构造应力的时空演化过程

进行监测和研究，综合理解地震孕育和发生的环境与物理过程；在我国典型的自然环境（大气、水、土

壤）中建立试验站点的网络体系，对材料或构件在我国典型自然环境作用下发生腐蚀、失效的变化过程

进行长期观察与检测，为重大工程和创新工程的共享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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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评论。 

读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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