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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一批优秀科学家，对过去50
年在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科学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与未来展望。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学科建设与发展主要从冰川学／冻土学、沙漠与沙漠化科学、高原大气物理研究等学科方
向，对中国科学院原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沙漠研究所和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前40年和“三所”整合
后10年来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进行全面回顾。
    第二部分研究创新与展望主要从“中国第四纪冰川与环境变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到“中国冰冻圈
变化影响研究50年”；从“中国冻土力学研究50年”到“中国多年冻土区环境研究”；从“50年来中
国风沙地貌学研究的主要进展”到“塔克拉玛于沙漠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50年”；从“大气电学研
究50年”到“边界层气象学和干旱环境研究50年”；从“中国沙漠生态治理研究50年”到“中国沙区
生态工程与生态恢复研究50年”；从“中国内陆河流域科学50年及发展趋势”到“中国绿洲研究50年
”；从“中国寒旱区遥感与地理信息科学现状与展望”到“中国寒旱区遥感研究进展与成果回顾”等
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对研究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第三部分学科平台建设首先对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两个中
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进行了全面介绍，然后从“耕耘于冰雪荒漠，铸就起寒旱区科学研究的强力基石
”出发，对该所5个国家级野外研究站和所级的几个野外台站以及主办的4种国家自然科学核心期刊，
作为重要研究力量和科学研究支撑平台，全面介绍了其发展历程和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涉及寒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的各个方面，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均可从中
获益，特别适合相关学科专业的广大研究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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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进展　我国风沙工程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塔克拉玛干沙漠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50年　中国西北干旱
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黄河风沙粗泥沙研究进展　大气电学研究50年　陆面过程实验和地气
相互作用研究进展　青藏高原气候研究　短期气候预测探索的新方向和新方法　边界层气象学和干旱
环境研究50年　与研究所同龄的干旱气候研究　大气环境研究工作回顾与展望　人工影响天气与雷达
气象科学发展50年　中国沙漠生态治理研究50年　中国沙区生态工程与生态恢复研究50年　寒旱区生
物抗逆生理生态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中国内陆河流域科学50年及发展趋势　中国绿洲研究50年　中国
干旱区生态水文研究10年　水文研究动态及荒漠水文水资源研究进展　寒旱所的生态经济研究　我国
寒旱区水文研究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黑河寒区水文过程研究10年　黑河流域生态一水文变化中的人为
因素研究回顾　中国寒旱区遥感与地理信息科学现状与展望　冰冻圈遥感研究与成果回顾　中国干旱
区遥感研究进展与成果回顾　寒旱区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与发展第三部分  学科平台建设　竞逐在国际
冻土科学研究前沿的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发展中的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回报社会  任
重道远——创新发展中的中国科学院沙漠与沙漠化重点实验室　生态水文与流域科学重点实验室　耕
耘于冰雪荒漠，铸就起寒区旱区科学研究的强力基石——写在寒旱区野外观测试验研究50年之际　守
望包兰铁路，开拓我国沙漠生态治理与研究的先河——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50余载硕果累累　中国
冰川定位观测与研究——天山冰川站50年回顾与展望　青藏高原冰冻圈环境的定位监测与综合研究—
—青藏高原冰冻圈观测研究站　从沙漠化治理到生态过程的长期定位监测与恢复生态学综合研究——
奈曼站从事农牧交错带沙漠化研究50年　从绿洲沙害治理到内陆河流域综合管理研究——临泽内陆河
流域研究站发展历程　从人工防雹到雷电雹暴和微气象综合观测研究——平凉雷电与雹暴试验站发展
历程及展望　我国寒旱区农业生态研究进展与展望——皋兰生态与农业综合试验站发展历程　开创极
端干旱区生态水文研究  支撑荒漠绿洲生态稳定建设——阿拉善荒漠生态一水文试验研究站回顾与展
里　近10年来我国海洋型冰川的研究进展——玉龙雪山冰川站简介　从“大雪山冰川站”到“祁连山
冰川与生态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风雨兼程50年　不觉春华耕耘忙，转眼秋实硕果丰　创新与超
越，构建《冰川冻土》期刊发展的品牌战略之路　创新与发展中的《中国沙漠》　《高原气象》近30
年回顾　科研成果集中展示的国际舞台——《寒旱区科学》（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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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学科建设与发展　　中国冻土学研究50年成就与展望　　程国栋　　（中国科学院寒
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回顾了50年来中国
冻土学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及其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冻土、冰冻圈与气候变化关系的研究，以及监测和预测气候转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
我国多年冻土状况变化及其环境效应、提升寒区工程理论和技术及加快遥感遥测和地理信息科学发展
的必要性。
　　关键词：冻土学；冰冻圈；成就；展望　　冻土是冰冻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冻土学是研究冰冻圈
的两大主要学科之一。
50多年来，经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冻土学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我国的寒区工程建
设、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灾害防治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发展历程　　冻土是一种由固体土颗粒、冰、液态水和气体4种基本成分所组成的非均质、
各向异性的多相复合体。
一般情况下，把温度在0℃或0℃以下，并含有冰的各种岩石和土壤都称作冻土。
冻土学的研究对象是冻土，包括季节冻土、隔年冻土和多年冻土，也研究正在冻结土、正在融化土、
己冻结土，以及人工冻土。
20世纪50年代以来，前苏联的什韦佐夫等将冻土学研究对象与冰冻圈联系起来，认为冻土学是研究冰
冻圈成分、构造和发展的学科。
冰冻圈是指水分以冻结状态（雪和冰）存在的地球表层的一部分。
目前，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和区域环境研究的日益发展，冻土学研究中对于冻土环境对气候变化和
人类活动的响应也日渐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有的研究已开始涉及行星或宇宙冰冻圈。
　　冻土学是研究冻土、土的冻结和融化、冻土地质过程和现象形成、发育和分布规律及其在自然或
人为影响下的变化和控制的科学。
冻土学既属于基础科学范畴，又属于应用科学范畴，它与地理、地质、地球物理、生物学、技术科学
以及数学、物理、化学、力学等学科均有着密切的联系。
鉴于影响冻土的环境条件复杂多样，冻土学必须考虑到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因而冻土学也是一门综
合性很强的学科。
　我国多年冻土广泛分布在青藏高原、西北高山和东北的北部，季节冻土、瞬时冻土则覆盖大半个中
国。
冻土的存在和发育制约着寒区经济建设和发展，所以，为了开发冻土区，保证以冻土为地基的工程建
筑的稳定性，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冻土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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