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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 2003年第22卷第6期

资源环境研究的“模型工具箱”——评介《资源环境数学模型手册》 

作者: 刘纪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基地研究员岳天祥博士主编的《资源环境数学模型手

册》，由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10月出版。中国科学院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陈述彭先生为此书作序，并对此书的理论与实用价值给予

了高度评价。本书系具有深厚数学造诣的作者经过多年积累，是继查询、清理《地理学报》有关地学数学模型试点工作之后，对近百

年来有关应用于资源环境领域的数学模型进行逐一的精选、查证、汇编而形成的资源环境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工具书。 全书分4篇28

章，涵盖资源环境各个研究领域的数学模型3055组，共约220万字： （1）第一篇为地球信息科学，包括数学模型771组。其中，遥感

成像与信息传输机制（第一章）的数学模型143组、地物波谱与频谱特征（第二章）的数学模型134组、遥感信息处理与分析（第三

章）的数学模型34组、地图（第四章）的数学模型219组、地理信息系统（第五章）的数学模型46组、地球信息的其他综合模型（第六

章）的数学模型195组。 （2）第二篇为自然地理学，包括数学模型674组。其中，气候（第七章）的数学模型158组、地貌（第八章）

的数学模型68组、土壤（第九章）的数学模型111组、水文（第十章）的数学模型234组、植被（第十一章）的数学模型103组。 （3）

第三篇为人文地理学，包括数学模型415组。其中，工业地理（第十二章）的数学模型29组、农业地理（第十三章）的数学模型258

组、交通地理（第十四章）的数学模型8组、城市地理（第十五章）的数学模型47组、旅游地理（第十六章）的数学模型13组、区域地

理（第十七章）的数学模型60组。 （4）第四篇为生态学，包括数学模型1195组。其中，生态学一般理论与方法（第十八章）的数学

模型82组、个体与生理生态学（第十九章）的数学模型195组、种群生态学（第二十章）的数学模型190组、群落与生态系统生态学

（第二十一章）的数学模型201组、行为生态学与进化生态学（第二十二章）的数学模型97组、景观生态学（第二十三章）的数学模型

29组、全球变化（第二十四章）的数学模型46组、生物多样性（第二十五章）的数学模型63组、毒理生态学（第二十六章）的数学模

型51组、生态管理与恢复生态学（第二十七章）的数学模型115组、其它生态环境模型（第二十八章）的数学模型51组。 以ヒ四篇

外，书的附录部分还精选了目前理论比较成熟且具有较大实用价值的12种国际综合模型。 本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第一，该书的出版

可减少不必要的模型重复构建所造成的时间和财力浪费、可明确模型研究领域需填补的空白，使模型构建人员有的放矢，并有利于对

具有同一资源环境内涵、而有不同数学表达的模型的比较选择和模型一般模式的识别；第二，该书的出版为进一步构建资源环境模型

库系统奠定了扎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第三，该书体系完整、内容丰富，是资源环境研究领域一部重要的数学工具书，各个相应研究

领域的读者都能从手册中检索到适合与自己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的相关数学模型；第四，该书为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价值的国

际模型本土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之，《资源环境数学模型手册》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该书的出版将会推动资源环境数

学模型研究进一步发展。它不仅可作为地理学、生态学、应用数学、气象学、地质学、经济学等资源环境领域的相关专业和计算机软

件等专业科研工作者的工具书，而且可作为高校有关专业教学的课外辅导书和博士生、硕士生、大学生撰写学位论文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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