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首 页 | 研究所介绍 | 机构设置 | 科研队伍 | 科学研究 | 合作交流 | 研究生教育 | 创新文化 | 所图书馆 

 今天是:2008年4月1日 星期二 站内搜索 ...  

 

 

   
返回首页  关闭

当前位置：首页/科研动态  

“数字地球”在前进  

发表日期：2003-01-20 点击次数：195

 

    信息社会的浪潮在东方涌动     美国电脑节在拉斯韦加斯刚刚落下帷幕，信息技术??Ｉ

Ｔ??产业泡沫经济落到最低点的时候，韩国三星电子公司２００２年第三季度仍实现利润１４．

１亿美元，超过英特尔公司??６．９亿美元??和诺基亚公司??５．９亿美元??。韩国６５％的家

庭有电脑，６１％的人有手机。有网民２６００万，每周上网１９小时??法国只有６小时??。有

８００万个家庭利用光缆，其中５００万人利用非对称数字用户线??ＡＤＳＬ??的宽带线路接入

因特网，占全世界ＡＤＳＩ用户的２５％。韩国的网上贸易达到８９６亿欧元，比２０００年增

长９３％，韩国的崛起为亚洲国家信息化作出了成功的示范。     中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努力推进信息化和现代化。据有关资料，２００１年中国电信用户已增加到１７９００万

户，移动电话已增加到１４４８０万户，互联网用户增长到３０００万户以上，中国的电信市场

逐渐开放。截至２００２年９月底，固定电话中国电信占６２．１５％，中国移动占３６．

８％；而移动电话用户，中国移动约占７０％；中国联通约占３０％。     中国正努力推进 

    “数字地球”本土化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９日至１２月２日，在北京召开了“数字地

球”国际研讨会，发表了“北京宣言”。接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积极行动起来，推动“数

字地球”的本土化。据不完全统计，截止２００２年底，大约近１００个城市推出了“数字城

市”计划，约占全国大中城市的１／６。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还有数字“中关村”、“数字

王府井”等小区计划，包括“数字化园区”和“数码大厦”。全国“数字省区”已超过１６个，

约占省市自治区的半数。还有为综合治理与管理服务的大河流域的“数字长江”、“数字黄

河”、“数字海河”也提到日程上来了。它们都在为协调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为实现区域可持

续发展提供信息服务。     “数字中国”承上启下，在“数字地球”本土化的基础上，致力于

与国际接轨的中间环节，全国按国际１：１００万地图分幅的ＤＥＭ数据库，已于１９９９年公

开发行。风云气象卫星支持下的１?牛惫?里网格气象数据库，正在按世界气象组织的规定国际交

换，１：５０万的地质图数据库在自主开发的ＭＡＰ／ＧＩＳ软件系统支持下完成。用中巴资源

卫星等遥感数据不断更新的土地覆盖与土地利用数据库，地震数据库，草场资源、土壤数据库，

均已交付使用。科技部正组织技术力量，谋求进一步研制科学数据共享的公用平台、研究方法、

标准等有关问题。     “数字地球”应用于“知识创新”     中国成功地发射了气象、海洋和

资源系列对地观测卫星，结合亚太地区的通讯卫星和定位卫星，为全球变化研究和全球制图计划

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为国际科技合作正在做出多方面的贡献。     以卫星遥感估产为例，

我们不仅满足了本国农业决策部门的需要，由粮食作物推广到经济作物，构成了卫星、地面采样

与时空分析的技术系统，同时也服务于国际贸易，与美国、欧盟开展合作。     再以大气质量

监测为例，完善了国际通用模型，因地制宜改进了下垫面校正参数、检验方法，已推广应用了全

国２００多个城市，对北京周边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监测和预警。     对青藏高原臭氧槽的

作用，南方涛动、厄尔尼诺对中国水涝的影响，西风带对沙尘暴与森林火灾的关系，碳素循环与

ＣＯ２的排放与扩散，初级生产力与环境容量的评估……等等，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结合

ＣＥＯ、ＩＧＢＰ、地热、地球化学制图、大洋深钻等计划项目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共建

   



共享，缩小“数字鸿沟”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数字鸿沟”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

拥有信息的国家和地区将更加富有，失去信息机遇的将更加贫穷。ＡＰＥＣ会议为此设置“数字

ＡＰＥＣ”专门组，呼吁亚太地区的科技合作和信息交流，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资源的分配与跨

国公司发展的新形势。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国家，对信息化与现代化的愿望和需求十分迫

切，对如何缩小“数字鸿沟”有更深切的体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之后，对南—南合

作，共同富裕，如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有着深刻的理解。     “地球村”在继续变小，因

特网的新一代又即将问世。我们呼吁要呵护地球，“数字地球”应该共建共享，为全世界各国、

各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转自科学新闻周刊  作者：陈述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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