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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和评述了%$年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研究进展&认为今后在方法论

上!需进一步强调以自下而上方法为主!以 自 上 而 下 方 法 为 辅!把 所 研 究 的 部 分 置 于 整 个 系

统之中#从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看!系统 分 析 和 综 合 集 成 的 方 法 将 得 到 更 加 广 泛 的 应 用#在

研究方向方面!综合自然区划的研究正向 着 综 合 区 划 的 方 向 发 展&现 代 自 然 地 理 过 程 的 研 究

将会朝微观深化和宏观综合两个方向发展!关 键 在 于 地 理 系 统 中 界 面 过 程 的 综 合 研 究 和 实 现

物理’化学’生物过程的综合研究&区域 自 然 地 理 研 究 仍 是 综 合 格 局 和 过 程!进 行 基 础 研 究

和应用研究的操作平台&应不断加强与人文地理学的密切结合!实现更高层次的综合研究&

关!键!词"中国#综合自然地理#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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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自然地理学是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着重研究自然地理环境各组成要素间

的物质能量关系!阐明自然地理环境的历史形成’现代过程’类型结构’地域分异和发展

演变&综合自然地理学是在部门自然地理学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同时也为高层次的综

合地理学提供基础&综合研究是发展自然地理学的最主要方向!也是带动部门自然地理学

最有效的途径&

!!综合研究有现代过程的研究和历史过程的研究两个互相关联’互相补充的方面&地理

环境中现代过程的综合研究包括"地表热量’水分的分布’转化及其在地 理 环 境 中 的 作

用#化学元素在地理环境中的迁移过程#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物质’能量的交换&景观

学和土地科学从类型结构角度对自然综合体进行综合研究!而自然区划则从区域角度进行

综合研究&

!!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中!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较之人文地理学更强一些&!$
世纪%$年代以前!林超’黄秉维等就已从事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工作!如黄秉维在:$年

代编撰了 +自然地理原理,(&)和 +中国地理,(!)等!周廷儒在:$""$年代开创对历史时期

环境变化的研究&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经历了!$世纪的初的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传入!又

继承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传统&还受到原苏联地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与国家的经济建设

密切结合!形成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目前在科学之林中占居一席之

地&%$多年来!中国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研究在古地理学’综合自然区划’景观学和土地

科学’现代自然地理过程’区域自然地理等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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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方向的古地理学!主要研究新生代以来的地理环境演变&此项研 究 遵 循

.将今论古/的现实主义原则!通过沉积’孢粉’同位素’冰芯’树木年轮’考古和历史

文献记载等多种分析手段获取各种代用资料!对过去的地理环境进行复原&

!!我国古地理学研究是随着近代地质学’近代自然地理学’近代气候学等地球科学的出

现而起步的&!$世纪%$年代后!古地理学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周廷儒于#$年代初提

出发展自然地理学的古地理方向!&;#!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开设古地理学课程!随

后创建古地理研究室&+中国自然地理3古地理,(:)和 +古地理学,(")!分别为国内古地理

研究的第一部区域性与原理性专著&9$年代后!他将自然景观-受人类活动改变的文化

景观-未来景观的预测联成一体进行规律的探索!以期把握未来环境变迁的方向!引领中

国环境变迁研究&I$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上对过去全球变化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

的古地理学研究也获得了重大进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竺可桢开创的基

于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的气候变化研究!刘东生’安芷生等领导的中国第四纪黄土及古季

风研究(%)!施雅风领导的中国东西部第四纪冰川研究(#)’以及全新世环境演变研究!汪品

先等领导的中国海域 第 四 纪 环 境 演 变 研 究!及 其 他 大 量 区 域 环 境 演 变 研 究(I";)&青 藏 高

原’第四纪黄土和考古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研究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新生

代以来的地理环境演变!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备受中外学者重视&

!!古地理学研究的突出成果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中国第四纪以来环境演变过程与全球

变化过程在总体格局上一致#青藏高原的隆起不仅使其自身从亚热带景观向干寒方向转

化!还导致现代季风环流系统的建立与加强!强化了我国西北内陆地区的干旱程度!出现

荒漠环境#新生代以来我国的环流系统经历了非季风’古季风和现代季风的演变过程#第

三纪是我国自然环境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该时期我国气候普遍比现代温暖!其后随着全

球性的新生代衰退!温暖程度逐渐降低#第四纪时期!随着全球性冷暖期的交替变化!我

国自然地带发生多 次 推 移#全 新 世 暖 期 盛 期!我 国 东 部 地 区 平 均 温 度 较 现 代 高!5%H左

右!增温幅度北方大于南方#气候干湿程度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不亚于冷暖变化所带来的

影响!中国西部和华北的干旱化趋势得到认证#第四纪时期!海面随冰期Q间冰期的交替

而升降变化!最后冰期时海面低于现代海平面&:$"&%$<!与此相应!大规模的海陆变迁

成为第四纪东亚地区最显著的地理变化之一&

!!我国自然地理学方向的古地理研究恰与国际性的全球变化研究相接轨!积极参与了

,+’(1等国际研究计划!正进一步深入研究全球变化在中国的表现与响应’以及中国环

境演变对全球变化的影响&主要是关注&%万年来及两千年来两个时间尺度的环 境 演 变!
注重分析技术的改进’新代用资料的开发’高分辨率序列的建立!及定量化程度的提高&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研究(&$)

!!综合自然区划研究是对自然区域的划分’研究’描述&一个国家的自然区划水平是反

映对自然地理环境认识深度和自然地理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综合自然区划是从自然环境的综合特征出发进行的地域划分&综合自然区划不仅要正

确认识地域分异规律!还要深入分析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对各级自然综合体自

然环境与资源的全面认识&!$世纪%$年代以来!随着各地综合科学考察的逐渐深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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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观测站网的建立!比较全面地’系统地积累了许多基本科学资料!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研

究因而有 了 长 足 的 进 展&先 后 有 林 超 等(&&)’罗 开 富(&!)’黄 秉 维(&:"&%)’任 美 锷 等(&#!&I)’
侯学煜(&9!&;)’赵松乔(!$)’席承 藩 等(!&)以 及 郑 度 等(!!"!")’傅 伯 杰 等(!%!!#)几 个 方 案&其 中

侯学煜’郑度’傅伯杰等的方案更多地渗入了生态学的观点&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黄秉

维方案&由于该区划的主要目的是为农’林’牧’水等事业服务!区划所采取的原则!一

是先进行类型区划!然后进行区域区划#二是偏重现代的自然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三是以

地带性为第一性因素!非地带性为第二性因素#四是地带性因素先考察较难以人力改变的

温度!然后考察在一定条件下’一定限度内可以人力改变的水分状况#五是在拟定温度带

$原称热量带%和水分状况地区的界线时!一般先着眼由温度及水分状况的地域差异所导

致的其他现象的地域差异!然后选取界线!再寻求较能体现地理相关性的界线指标&原则

和方法既适合中国特点!又便于与国外相比较&综合自然区划的结果显著地显示出自然地

理地带性规律!将全国划分为:大自然区!#个温度带!&9个自然地区和亚地区!!9个

自然地带和亚地带!;$个自然省&这是中国最详尽而系统的全国性区划!在世界上也是

绝无仅有&#$年代和9$年代!黄秉维又对该方案进行了系统的修订&

!!%$年代以来!中国各省区大多先后完成自然区划研究!并有专著出版&如甘肃省综

合自然区划(!I)!青海省综合自然区划&一些特殊区域!如河西走廊’珠江流域’华南热

带’川西滇北’青藏高原’横断山区’干旱及半干旱区’黄土高原等也都作了相应的综合

自然区划&此外!还有为特殊目的服务的自然区划!如为水土保持服务的黄河中游黄土区

自然区划(!9)!橡胶宜林地区划!为公路建设规划服务的全国公路自然区划(!;)等&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自然区划的若干基本问题仍然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不同见解&
例如!从时空角度综合来看!地带性因素与非地带性因素相互作用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地

表最基本的分异规律&因此!在自然区划中!应该将贯彻始终’影响全局’决定分异本质

和过程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的有机结合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作为总的指导思想&但在具体

划分中!往往需要根据不同分异联系的主导规律!是否应如此就引发了单列系统和双列系

统之争&发生学原则早在&;世纪后半期就已开始应用到区划实践中!但迄今国内外学者

仍缺乏共同的理解和明确的认识&!$世纪#$年代!中国学者发表了不少文章阐述对这一

问题的看法&此外!关于区域共轭性原则的争论集中在这一原则的具体应用上等&

!!对于区划原则和等级单位体系存在的观点分歧和方案的不同!集中地反映在各级区划

单元界线划定上&为了解决热带与温带之间连续过渡所产生的困难!结合中国亚热带性特

别显著的特点!借用气候学的概念!划分出一个亚热带!可以缓冲和弥补某些缺陷!更正

确地刻画自然界的渐变&竺可桢(:$)’黄秉维(:&!:!)等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亚热带的北界接近

北纬:"j!即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由于这条界线无论在自然条件方面!还是在农业

生产上!意义都比较明确!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但界线的具体拟定仍存在一些分歧&
中国的半湿润地区和半干旱地区地域广袤!两者之间无论在自然界的客观实际还是在农业

生产状况方面都存在显著不同!把它们区分开来是有意义的!但它们之间的界线划分至今

仍存在较多的分歧和争议(::""$)&

!!自然地域分异规律是地表最基本的分异规律!亦是进行自然区划的基础&关于地带性

学说!近百年来一直存在着广义和狭义的两种不同的理解&黄秉维主张从广义来理解地理

地带性分异规律!认为自然地理地带性包括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等:个

组成部分&胡焕庸等主张狭义理解!即地带性主要是指纬度地带性!而经度地带性和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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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性属于非地带性&中国自然环境异常复杂!在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客观上存在

着地带性规律难以辨识的困难!黄秉维&;%;年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方案揭示并肯定了地带

性规律的普遍存在!这对于中国自然地域分异规律研究!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自然地域

分异规律作为各类自然区划中最基本的理论依据而得到充分反映("&)&

!!在黄秉维&;%;年区划方案中!直至第三级的划分都遵守生物气候原则!即根据气候

与土壤’生物’农业的相关性来划分&所考虑的规律主要是广义的地带性!划分的结果亦

基本上是水平地带性规律的反映&低级区划单位的地域分异则是地方性差异!主要取决于

非地带因素!以地貌’地质构造与岩性’土壤温度与土壤水分’地表水’地下水11等因

素为划分依据&

!!在垂直地带性规律支配下!具有一定高度的山体所产生的由下而上的带状更迭!称为

垂直自然带&发育在不同地域山体的垂直自然带具有各自特殊的带谱性质’类型组合和结

构特征&发育在不同水平地带的垂直自然带的各类型之间!亦存在一定的联系!反映出它

们在三度空间上的规律变化&黄锡畴("!)研究了欧亚大陆温带山地垂直带结构类型!划分

出大西洋沿岸垂直带结构亚纲’大陆垂直带结构亚纲和太平洋沿岸季风区垂直结构亚纲&
姜恕(":)在划分川西滇北山地垂直带类型时!主张将垂直带谱分为纲’类’型等:级&

!!多山地和高原是中国自然界的突出特点之一&#$年代以后!随着青藏高原自然区划

工作的开展!高原山地自然区划问题逐渐被提上日程!并日益深化&应用三维地带性观点

进行垂直自然带谱分析!已较广泛进行&中国几大高原的地势结构不一!海拔高度不同!
在自然区划中的位置也不一样!郑 度 等(""!"%)认 为!要 阐 明 其 自 然 地 域 分 异!必 须 对 高 原

各种地貌类型组合的基面的海拔高度进行比较分析!按照不同区域确定代表基面及其海拔

高度范围!以便首先使水平地带性得到充分反映!然后再体现垂直地带性的差异&张荣祖

等("#)按照垂直自然带谱的基带’带谱结构’优势垂直带以及温度’水分条件等特点!将

青藏高原的垂直自然带划分为季风性和大陆性两类带谱系统!前者又分为湿润’半湿润和

高寒半湿润:个结构类型组!后者又分为高寒半干旱’高寒干旱’高寒极干旱’极干旱’
干旱和半干旱等#种结构类型组&郑度’杨勤业等("&)认为!热量平衡随高度而改变是垂

直地带性的起因!是在能量分布和水分作用等基本分异背景下派生的地域分异规律&垂直

自然带既有与水平地带相同的成分!但亦有大量相似的和独特的成分!它不完全重现纬度

地带的序列&同时!垂直带的类型结构存在于它所处的水平地带!是在水平地带的基础上

发育和发展起来的&

!!水平地带和垂直自然带关系的深入研究!为高原山地的自然区划提供了可能&关于青

藏高原地域分异规律!长期存在不同观点&或认为水平地带性被垂直地带性所掩盖!或认

为高原上的地带仅能由垂直带辨认!或强调高原非地带性明显!不应划分为自然地带等&
郑度等("I)认为!从三维 地 带 性 出 发!高 原 边 缘 的 垂 直 带 与 毗 邻 低 地 的 水 平 地 带 有 联 系!
在内部其基带优势垂直带在高原面上联结’展布!反映出自然地带的水平分异!反过来又

制约着垂直自然带的特点!是三维地带性在高原上的体现&从上述认识出发!依据大地貌

的区域差异!温度’水分条件的不同组合!地带性植被’土壤和垂直自然带结构类型的异

同!高原被划分为;个自然地带&这一划分已经成为协调区域资源’环境’人口’发展的

重要自然基础&亦为世界其他高原山地提供了借鉴("9)&

!!地表的自然地带性是复杂历史过程的产物!每一个地带都有自己的历史和年龄&由于

现代自然地域分异规律是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四度时空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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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等("#)研究了上新世以来青藏高原水平地带和垂直自然带的变化!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
邢嘉明等(";)分析了更新世以来华北平原水平地带的变化&杨勤业等(%$)绘制了黄土高原不

同时期自然地带示意图!认为现代自然地带是第三纪以来地质历史演变的产物&但时间因

素或残遗因素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尚待今后进一步深入&

:!景观学与土地科学研究

!!土地类型的研究对象是自然地理各要素 $气候’水文’地貌’植被’土壤等%相互作

用形成的自然综合体&它是在自然地理要素研究!以及继综合自然区划研究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类型研究!因而其形成’发展被看作是!$世纪综合自然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自!$世纪%$年代中期起!陈述彭等(%&)就开展了大比例尺景观调查与制图的 实 践&
此后从%$年代末至#$年代初在广东鼎湖山’北京怀柔’内蒙古毛乌素’甘肃民勤等地进

行大比例尺的土地类型调查与制图!随后相继开展了中比例尺制图与调查研究 工 作&#$
年代以来对许多山区进行的山地垂直带研究和制图工作!也是中’小比例尺的土地类型研

究(%!)&自I$年代起!以土地类型为基础进行土地资源评价!确定土地利用结构并开展农

业区划的应用研究有较大的发展&在林超’赵松乔’陈传康的倡导和推动下!吸取德’苏

景观学派和英’澳土地学派的长处!以土地类型为基础的土地 资 源’土 地 评 价’土 地 利

用’土地规划和土地管理决策的系统研究!已经全面发展为土地科学的 系 统 研 究&根 据

&;I9年制订的全国自然科学和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在全国开展了编制&R&$$万土地类型

图’土地资源图和土地利用图的研究工作&此期的研究成果!一是提供了宜农荒地自然类

型’质量高低’开发条件和面积数量!为国家农业开垦提供了基本依据!二是在土地类型

分级和土地系列制图上积累了经验!逐步完善和建立了独立的土地类型学体系!并为土地

科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世纪9$年代我国土地类型调查和制图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

所主持下!&;9&年&月成立了由:;个科研’教学’生产单位组成的中国&R&$$万土地

类型图编委会 $主编赵松乔%!参与此项研究的专业人员!$$余名!至!$世纪末!取得的

进展包括"第一!确立了土地类型在综合自然地理学中的地位!明确其研究对象是地理环

境中的类型综合体!具有反映地段综合特征和属性的功能&通过系列制图的实践!土地类

型基本上可分为三级"土地类’土地型和土地单元&从中国国土辽阔’地域差异大的实际

出发!中国&R&$$万土地类型图编委会在土地类之上设立$级单位 $土地纲%!作为土地

类型分级的控制单位!实际上也是综合自然区划的基本单位&土地纲划分的基本依据是水

分’温度大尺度分异!将全国划分出"+湿润赤道带!\湿润热带!/湿润南亚热带!‘
湿润中亚热带!(湿润北亚热带!M湿润半湿润暖温带!’湿润半湿润温带!-湿润寒温

带!.黄土高原!Z半干旱温带草原!T干旱温带暖温带荒漠!0青藏高原&土地类为土

地类型分级单位的高级单位!反映了主导分异因素地貌的变化!如滩涂!低湿河湖洼地!
海积平地!冲积平地11等&适用的制图比例尺为小于&R&$$万&土地型是土地类下的

续分单位!表示植被型 $或亚型%!土壤类 $或亚类%的组合匹配形式!适于&R!$"&R
%$万比例尺作图&土地单元是土地类型分级的基层类型单位!表示的是植被群系 $或群

系组%’土壤属 $或种%的组合!或局部地段的综合特征!适宜于&R%万"&R&$万比例

尺成图#第二!具有大批同一区域不同比例尺土地类型系列图件!适于满足不同管理层次

级别的精度需求&至&;9;年!按国际分幅出版了西宁等9幅彩图!鉴定评审通过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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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幅!覆盖面积达国土面积的"$L以上&各省 $区%同期为农业区划需要编制了大量

&R!$"&R%$万比例尺土地类型图件!基本制图单位为土地型&以省区级独立完成的有

宁夏等&;个省区!大部完成的有四川等&$个省区#第三!拥有大量典型区域以土地单元

为制图对象的资料’图件!是深入解析不同自然区的地域分异规律和土地合理布局的基本

依据#第四!对某些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土地 类 型!如 沼 泽’海 涂!荒 漠’绿 洲 等 进 行 调

查’制图!在促进区域开发和环境整治中起到了特殊作用&第五!亦 有 不 少 理 论 方 法 总

结!如 +土地类型结构与农业综合自然区划的初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贵州省

地域结构与资源开发,(%")’+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土地系统,(%%)等&

!!以土地类型为基础进行不同利用目的的应用研究!在9$年代取得了重大进展&应用

最为广泛的是农业合理用地规划’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方面&+中国&R&$$万土地资源图,
的编制 $主编石玉林%!基本摸清了我国宜农’宜林’宜牧土地质量与数量!并为国家制

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农业发展规划提供决策依据&在若干地区的研究中!也取得成绩&
如西藏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研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应用航空航天遥感技术!完成大中

比例尺的现状调查!这在全国是没有先例的&服务于单项目的的土地质量评价研究!亦有

很大发展!如对水稻’柑橘’茶叶’橡胶的单项土地适宜性研究!均可视为土地属性深入

研究的成果&9$年代后!土地的应用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扩展到旅游’城市用地和环境

综合整治方面&旅游质量用地评价依据土地利用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观赏价值’科学研

究价值!采用景点’景观单元’游览线和景区的结构分析方法进行评价!通过对北京旅游

区’乌鲁木齐南山风景区’广东丹霞山风景区’黄果树瀑布区等的研究!初步确立了我国

旅游用地评价体系&城市土地评价在;$年代中国房地产业的兴起中起到了突出作用!不

仅考虑土地的自然属性!更多地依据城市土地的经济价值 $地租%进行评估!对于建立城

市用地合理结构有积极意义&以土地类型生态属性为基础开展环境综合整治的 研 究!有

9$";$年代在中国 .三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林灌草布局规划’黄土高原重点产沙区水

土流失治理设计’吉林西部退化土地恢复整治生态建设’中国脆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
利用土地类型空间结构分析方法进行自下而上综合自然区划的工作!9$";$年代完成了

北京市’贵州省’青海省’云南省’甘青宁 .三北/地区’江汉平原区’关中地区’秦巴

山地等区域&在土地类型与土地资源评价研究基础上!9$";$年代相继开展了土地生产潜

力与人口承载能力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开展了以土地评价分等单元为依

据的类型等级法!进行了柴达木盆地’黄河大柳树灌区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由静态研

究转变为跟踪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准提高的动态研究!以适应动态管理决策的需求&

!!由于航空航天遥感资料和计算机的应用!土地研究日益向定量化方向发展&9$年代!
利用假彩色合成卫星图像和彩红外合成航空像片逐渐普及!解译准确性和制图精度亦渐趋

成熟!;$年代开展了超小比例尺航空像片的解译及应用&利用卫星像片编制&R%$万土

地类型与土地资源图件在9$年代已经成功!利用&R&$万]W 卫星像片编制相应比例尺

土地图件!已较广泛应用于若干重大项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 $’.1%进行土地利用管理

决策和+*/*.6M)软件制图的新技术应用!;$年代亦日渐成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

化研究作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正广泛开展!并取得可喜成绩(%I!%9)!成

为土地系统分析与评价’土地质量指标体系建立与环境效应预测的重要科学基础&但是!
不同驱动力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驱动力尤其是人类活动的定量化表述存在难点!从而严

重阻碍了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综合研究以及动态预测模型的建立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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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作为科学名词被引入地理学!具有地表可见景象的综合与某个限定性区域的双重

含义&最早是&;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倡导景观研究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索由

原始景观变成人类文化 景 观 的 过 程&自!$世 纪:$年 代 景 观 生 态 一 词 为/5]G344首 先 提

出!景观的概念被引入生态学!作为位居生态系统之上的一种尺度单元&景观生态学是一

门在景观地理学和生态学综合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它以生态学的理

论框架为依托!吸收现代地理学和系统科学之所长!研究景观的结构 $空间格局%’功能

$生态过程%和演化 $空间动态%!研究景观和区域尺度的资源’环境管理!具有综合整体

性和宏观区域性的特色!并以中尺度的景观结构和生态过程关系研究为所长&

!!景观生态学的建立源于西欧!$世纪:$年代!在9$年代进一步发展&在我国的发展

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9&"&;99年是引入介绍阶段&&;9:年林超发表了/5]G344的

.景观生态学/和纳夫的 .景观生态学发展阶段/两文的译文!在国内是首次介绍景观生

态学的代表性文献&&;9%年陈昌笃发表 .评价Y5纳维等著的景观生态学/!&;9#年景贵

和发表 .土地生态评价与土地生态设计/!陈昌笃发表 .论地生态学/!对景观生态学和地

生态学内涵作了有意义的探讨&&;99年李哈滨等发表 .景观生态学Q生态学领域里新概

念构架/!重点介绍美国学派的景观生态学研究进展(#$!#&)&9$年代末!研究工作主要集中

于我国景观生态学的发展方向’景观空间结构’景观异质性动态变化’景观生态类型’遥

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生态过渡带研究’以及其他方法研究&;$年代!出版了几种景

观生态学教材&以后!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被国内同行广泛接受&

"!现代自然地理过程研究

!!早在!$世纪%$年代黄秉维就提出自然地理学要分别研究地表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

的自然过程!然后加以综合&他指出!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个方向存在着外延部分叠合

的关系!可以将不同尺度的研究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并将导致对地理环境中现代

过程及其地域分异秩序的全面了解(#!)&这样!就突破了描述性的’以要素为主体的传统

综合研究模式!为综合自然地理学的深入和自然地理综合研究开创了新路&物理过程包括

风力作用’水力作用’地表水分和热量平衡#水力作用研究包括径流的形成过程!侵蚀作

用与河床过程!则与坡地利用和坡地持续生产力研究相联系!偏重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学

科本身的系统研究只是在!$世纪末才渐有起色&化学过程原以盐分平衡开端!水盐动态

着手!后来转向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地方病和环境保护研究#生物过程则与农业生产潜力相

联系&后来!发展为土壤Q植物Q大气系统 $1,+/%的综合研究&它包括蒸发过程’蒸

腾过程’根系吸水过程’土壤水分运动’土壤水与地下水的相互交换过程以及水分在传输

过程中各环节和界 面 上 的 势 能 变 动 和 阻 力 等 在 内 的 水 分 传 输 和 能 量 传 输 研 究&&;%#年!
黄秉维就提出要发展自然地理定位观测与实验&#$年代初相继在石家庄’德州’衡水和

延安’武功’民勤等地开展定位试验&又于&;I;年在山东 禹 城 建 立 了 禹 城 综 合 试 验 站!

9$年代筹建了北京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对太阳辐射能’光量子能量’农田二氧化碳浓

度’土壤水分状况’作物叶面温度’作物气孔阻力等进行了为期数年的测定!还对灌水定

额和灌溉制度’耕作和轮作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开展了研究!完全与农业生态系统研究融为

一体&随后几年研究的主要进展是建立了田间试验研究网络&&;99年由中国科学院直接

主持的田间试验网络包括从中温带至中亚热带!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及干旱地区不同生

态类型的9个试验站!在9$年代进行了两整年的同步观测’其中作为农业生产潜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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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组成部分的太阳辐射分光谱 $包括紫外’可见光’红外辐射%观测研究在国内是首次

开展#建立了计算农业自然生产潜力的数学模型&这些定位观测试验的部分研究可以认为

是黄秉维开创的热水平衡研究和左大康开创的太阳辐射研究的继续&但实验研究和测定技

术仍然薄弱&&;I:年黄秉维首先提出了光合潜力的概念’计算公式及公式中各项系数的

数值&认为!光合潜力是在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正常!其他环境因素都处 于 最 适 宜 状 态

时!具备最适宜于接受和分配阳光的群体的!高光合效能作物充分利用阳光所能生产的植

物质 $包括根’茎’叶和繁殖器官含水&%L 的干物质%&所采用的光合潜力估算方法是将

太阳总辐射 5卡*厘米!6数 值 乘 以$5&!" $后 订 正 为$5&!:%便 是 光 合 潜 力 (斤*亩)数

值&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每项参数的选择都经过比较仔细的考虑!又经过一些验订!总的

倾向是偏保守一些&随后又完成了光温潜力’光温水潜力的分析计算方法!并就全国各区

域的情况分别予以讨论&此后!农业生产潜力研究被广泛应用到不同自然区域的综合研究

工作中&过去几十年!点上的观测试验’方法论研究和过程模拟已经相当深入!还可以继

续深入下去!深入是无止境的!但工作内容过细!学科比较单一!已经不像综合自然地理

意义上的试验研究&似应建立更加综合的试验基地!开展自然地理’地貌’水文’气候’
生态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是正确的方向&同时!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的综

合显得十分不够!亦需要予以解决(#:)&

%!区域自然地理研究

!!区域研究是自然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全国性的自然地理研究成果主要有"!$
世纪%$年代的中国自然区划 $初稿%丛书’I$"9$年代的中国自然地理丛书的 +总论,’
任美锷主编的 +中国自然地理纲要,’ +中国自然区域及开发整治,!赵松乔的 +,@XF>?=4
’A3EG=J@X3P/@>B=,以及各大学地理系编撰的 +中国自然地理,教科书等&

!!区域性的自然地理研究成果丰硕&+中国干旱区自然地理,(#")从综合自然地理’地貌’
气候’水文’地下水’土壤地理’植被以及动物地理等方面对干旱地区分别进行了概要分

析和探讨&+新疆综合自然区划概要,(#%)分析了新疆自然地理特征’自然资源概况!并对

区划划分的各个单元进行综合研究!阐明其基本特征及其利弊!以及开发利用中的问题!
和相应的建设性意见&+西藏自然地理,和 +中国的青藏高原,(##)全面阐述了青藏高原基

本自然特征’组成自然地理环境的诸多要素!揭示了高原区域的自然地 域 分 异 规 律&其

中!+西藏自然地理,是我国第一部重视从生态学角度进行区域地理阐述的著作!受到国

内学术界的关注和赞扬&+横断山区自然地理,(#I)讨论了横断山区地域分异特点’垂直自

然带谱’地形因素以及区划界线等问题!进行了综合自然区划&+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土

地系统,探讨了高原山地地区土地系统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特征!分析了土地类型’土地结

构’土地分区’土地评价’土地生产潜力’土地发展规划和土地人口承载潜力等子系统!
并讨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作用&+中国绿洲,(#9)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干旱荒漠区

的基本自然地理过程!绿洲地域系统及其类型’特征和演变!绿洲结构及其功能!绿洲经

济与文化!绿洲发展规划与管理体系建设等&+中国天山自然地理,(#;)是对我国境内天山

全面系统论述的自然地理著作&此外!较具代表性著作还有 +湖南自然地理,(I$)’ +湖北

省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I&)’+河南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I!)’+青海省自然地理,(I:)’+黄

土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及其演变,’+青海可可西里地区自然环境,(I")’+南迦巴瓦峰地区自

然地理与自然资源,(I%)’+喀喇昆仑山Q昆仑山地区自然地理,(I#)’+广东自然地理,(I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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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区域自然地理研究大多与综合考察相结合!始于边远’资料缺乏的地区!而后才逐

渐向较发达’人口较多的地区延伸&同时!研究亦从单纯的自然地理学向自然地理学与人

文地理学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此外!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工作还包括资源合理 开 发 利

用’退化土地的整治与恢复’坡地改良与利用’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景观生态规划

与设计’自然灾害的综合研究以及环境脆弱与环境冲突研究等领域亦都取得成绩(I9"9$)&

!!区域地理学新的发展趋势包括综合研究与区域整合’新区域地理学的兴起’全球环境

变化及其区域响应’区域地理研究的信息化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强调自

然与人文的结合!关注人在区域性质的产生’延续与演变时所起的作用(9&)&

#!结语

!!没有综合性地理研究!地理学便失去其存在的依据(9!)&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研究符合

学科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地球表层整体研究的需要&综合自然区划’土地系统科学’现

代自然地理过程以及区域自然地理等领域的研究是相互联系’彼此结合的!区域’类型和

过程的综合研究是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基础!也是地球系统科学重要的

理论基础&部门自然地理学和专门自然地理学的研究为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理论和资料基础&为了综合!需要分析&既要发展综合自然地理学!也要发展部门自然

地理学!重要的是要把它们联系起来(9:)&但是在过去已经取得的进展中!分析的深度和

综合的广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欠缺和不足&虽然我国已累积了地面台站观测’遥感对地观

测’长期野外观测’实验室模拟与理化分析’社会经济统计等海量时空数据!但是!所取

得数据’资料的地点不同’时间有异’方法口径参差不齐!要分析’综合这些资料来揭示

自然环境的具体规律及其变化过程!难度极大!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今后!在研究的方

法论上!需进一步强调以自下而上 $D3CC3<OJ%方法为主!以自上而下 $C3JN3VB%方

法为辅!在综合指导下分析!在分析基础上综合!把所研究的部分置于整个系统之中!力

求与相邻部分的衔接(9")&从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看!定位试验’数据库’系统分析’专

家智能’计算模拟’对地观测’空间信息系统等技术的发展为自然地理综合研究提供了技

术支撑!系统分析和综合集成的方法将得以更加广泛的应用!可以大大促进综合自然地理

学发展并提高到一个新的研究水平&中尺度对地观测系统数据资源将日益丰富!也对综合

自然地理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9%)&在研究方向方面!综合自然区划的研究正向着黄

秉维先生晚年提倡的综合区划的方向发展&但是!在理论’方法!在严密完整理论体系的

构建等方面都有待深入#现代自然地理过程的研究将会朝微观深化和宏观综合两个方向发

展!关键在于地理系统中界面过程的综合研究#区域自然地理研究始终还会是地理学家综

合格局和过程!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操作平台(9#)&传统的区域地理学多是要素的

集合!如何实现跨学科的研究仍然是今后研究的突破口&地理学应该研究和解决社会发展

与自然的矛盾!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如不与经济’人文结合起来!仍不能起到为社会出谋

划策的作用(9!!9I)!因此!无论从学科发展!还是从应用实践的角度!今后应不断加 强 与

人文地理学的密切结合!实现更高层次的综合研究&在实践上!当今世界面临着人口’资

源’环境和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综合自然地理学可以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退化

土地的整治与恢复’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治’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和

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发挥作用!为国家建设和人类美好未来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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