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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联合国核心的国际社会自1957年开始发起了数十个国际年和国际十年活动。
这些活动涵盖了国际社会最重要的领域。
本书对每一个国际年活动和国际十年活动开展的历史背景、发起机构、核心知识，国际组织、各国政
府及民间组织开展活动的具体方式、内容、影响，以及中国国内开展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况都作了详细
的阐述。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依托十几年的专业研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长期、全面、深入的考证，为本书的
专业水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该书属于涉猎范围极为广泛的综合性著作，资料翔实，内容准确，集知识性、趣味性、系统性、权威
性等于一身，为读者获得相关知识，认识相关问题，参与及开展相关活动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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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7-1958年 国际地球物理年　　国际地球物理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开展的第一个国
际年，也被称为国际地球观测年。
由于在此之前，国际社会已经开展了针对南北两极的两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活动，国际地球物理年也
被称为第三个国际极地年。
通过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人类获得了一些有关高空物理现象和极地关系的资料。
国际地球物理年科学活动的成功，使得北极和南极的科学考察活动进入了正规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
阶段。
　　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科学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共有13个项目：气象学、地磁和地电、极光、气辉和
夜光云、电离层、太阳活动、宇宙线与核子辐射、经纬度测定、冰川学、海洋学、重力测定、地震、
火箭与人造卫星探测等。
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以后的“上地幔计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国际地球物理年对地球进行多方面观测以获得各种数据资料的活动，不仅对于人们日常生产、生
活具有直接的意义，从长远看来，这种科研活动也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
实际上，随着北极的地理发现，一些环北极国家很早就开始了针对这一地区的地理学、海洋学、地质
学、冰川学、测绘与制图学、气象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考察。
1882年第一个国际极地年开始后，在12个月的野外科学考察工作期间，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15支考察
队（11支在北极，4支在南极）约700人参加了这一活动。
活动期间共建起了34个固定的观测站和49个临时性的观测点。
这是人类对两极地区的天文、地理、气象和地球物理在统一计划和安排下进行的第一次系统的综合性
科学考察。
由于对北极开展的科学考察活动相对规模较大，该活动不仅可以看作是北极科学时代的起点，而且也
标志着北极现代历史的开始。
对北极所进行的科学考察，不仅把北极的科学研究大大地往前推进了一步，而且也是北极历史上第一
次广泛的国际合作，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32年8月1日-31日，人类又开展了第二个国际极地年的科学考察活动，共有34个国家参加。
活动期间，建起了55个永久性的考察站。
其中43个在北极，5个在南极，还有7个在热带和温带地区。
这一次科学家对于地磁场、大地电流、大气的电压和电导性及电离层的高度等进行了连续的观测、测
量和记录，并对北极光与无线电传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此外，这次科学考察还完成了较为完整的气象报告和记录。
由于无线电通讯和飞机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科学家野外工作的安全系数，有效地避免了科学考察过程
中某些悲剧的发生。
因此，这次活动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比第一个国际极地年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可谓北极
科学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为了唤起国际社会对地球科学的关注，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科学研究，在1950年6月举行的国际无
线电科学联盟会议上，一些地球物理学者建议将50年举行一次的国际极地年活动改为25年举行一次。
这一建议得到了国际科学联合会等国际组织的支持。
1952年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成立。
1954年7月，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国际地球物理年筹备会议，正式确认1957年7月1日-1958年12
月31日为国际地球物理年。
　　1957-1958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标志着北极的一个新时代——国际化大规模科学考察时代的开端
。
从1957年7月1日-1958年12月31日，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由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即现在的国际科学
理事会，1998年4月改为现名）发起并组织，来自76个国家的2万多名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陆地和海洋
的1000多个观测点对各种地球物理现象进行了广泛的观测和研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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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这一期间，太阳的耀斑活动将出现一个高峰期，并伴随有日食，所以国际地球物理年的重点是
从全球各地，特别是两极对太阳进行观测，其中也包括了像高空物理、气象、地磁、电离层、紫外线
、极光和气辉、经度和纬度、冰川和气候以及核放射性等方面的观测和研究。
此次观察活动，南极被列为重点地区之一，当时来自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智利、法国、日本
、新西兰、挪威、南非、美国、英国、苏联等12国的1000余名科学家奔赴南极，从后勤保证、科学考
察到资料交换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卓有成效的合作。
　　虽然国际地球物理年把观察的重点放在了南极，但对北极的科学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和推动作
用。
因此，国际地球物理年也可以看做是北极科学的第三个里程碑。
实际上，国际地球物理年最重要的成果与其说是科学上的进展，倒不如说是政治上的收获。
因为在这期间世界各国不仅建立了南极考察委员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为南极条约系统框架的建
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科学家们还想在北极建立类似的机构，但由于当时国际政治和军事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努力没
有获得成功。
直到30年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北极局势才出现了松动。
　　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在北极和南极，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科学家进行了统一目标、相互配合的
多学科综合考察，主要内容是固体地球物理、大气物理、地质与矿产、自然地理和生物科学。
这次国际合作大大推动了地球科学的发展，各国迅速增加了在两极地区设站的数量。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在北冰洋沿岸又建立了54个陆基综合考察站，以及在北冰洋中建立了许多浮冰
漂流站和无人浮标站。
在南极大陆建成了40多个常年考察站，在其周边的岛屿上建成20个常年站。
此外还有许多仅供夏季考察用的度夏站。
英国和新西兰完成了首次横穿南极大陆的探险。
联合国地球物理年的设立，为人类全方位、跨国界、跨学科开展对地球的研究开创了良好的先例。
1958年12月31日，国际地球物理年宣告圆满结束。
　　国际地球物理年大大推动了地球科学的发展，促使许多国家的科学家进行南北极的考察和研究。
国际地球物理年推动了联合国对外层空间的关注。
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通过一项正式决议，要求与会国对于在地球物理年利用人造地球卫星的问
题给予注意。
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美国和苏联在探索外层空间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在研制人造卫星方面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空间时代”的来临；美国则于1958
年1月31日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还于1958年12月18日发射了第一颗通讯卫星。
这些都标志着国际地球物理年胜利地实现了预定的目标，体现了科学合作与竞争促进科技进步的精神
。
随着1957年10月人造地球卫星一号的升空而迎来了宇宙探索的开端。
这一历史性的事件直接引起了联合国大会对外层空间的关注，并促成了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
会这一联合国处理为和平目的利用外层空间问题的主要委员会的建立。
　　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科技合作。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国际科学研究潮流的冲击下，少数国家间已经开始了一些专题性合作计划，
如1970-1976年美国和加拿大联合进行的北极冰动力学联合实验，就是在北冰洋进行的一项重要的国际
合作考察。
在这些国际科学实验中使用了卫星、浮标等新的遥感技术，获得了海洋学、气象学方面的丰富资料。
实验中布设在北极漂流浮冰上的8个自动浮标站，在实验结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在继续收集资料
。
国际科学界通过5年的研究，建立了北极大气、海洋和海冰运动的预报能力。
此外，在上述科研活动的推动下，1979年开始的全球大气研究计划的第一次全球试验、1980年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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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气候研究计划中的极地试验也都是在北冰洋实施的重大国际合作考察项目。
　　1986年3月19日，环北极健康国际联盟正式成立，其总部设在安克雷奇阿拉斯加大学的健康科学学
院，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和支持环北极地区健康科学的国际合作和信息交流。
同年6月20日，作为在南极考察科学委员会会议期间一次非正式讨论的结果，由来自德国、芬兰、法国
、日本、挪威、波兰、瑞典、苏联和英国的科学家共同起草和发起，建议成立非政府的机构，作为发
展北极科学考察及促进国际合作的一个讲坛。
1988年3月，来自8个在北极圈内有领土和领海的国家，包括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
、美国和苏联的代表一致同意，决定尽快建立一个非政府性质的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
1988年8月-1989年5月，美国、加拿大、挪威和英国联合组织实施了一项新的北极考察计划——北极东
部协调试验计划。
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北冰洋及其邻近海域的海洋学和声学特性，调查海域主要在斯瓦尔巴群岛周
围地区和北极中央海域东部地区。
此次计划，共获得了连续27天的模拟和数字化资料，有了这些资料，就可对测量海域的中尺度和小尺
度海洋过程，特别是对内波及其与海冰的相互作用有了深刻的了解。
美国、加拿大和苏联等国亦分别参加了“全球大气研究计划”、“全球气候实验”和“世界气候研究
计划”等全球性的科学计划中有关北极的科研活动。
目前，在北极地区的各种考察站达数百个，此外至少有10艘以上的核潜艇以科学为名航行在北冰洋。
　　1990年8月28日，经过四年多的艰苦谈判之后，在北极圈内有领土和领海的加拿大、丹麦、芬兰、
冰岛、挪威、瑞典、美国和苏联共8个国家的代表，在加拿大的瑞萨鲁特湾市最后签署了国际北极科
学委员会章程条款，成立了第一个统一的非政府国际科学组织——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
该组织的成立将北极科学的所有领域纳入其合作管理范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信息交流提供了一个
讲坛。
至此，北极科学研究则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这就是北极科考活动的第四个里程碑。
1991年1月，该委员会在挪威的奥斯陆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接纳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波兰、英
国6个国家为其正式成员国。
至此，人类在北极地区的国际科学合作终于迈出了艰难的，却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成立后，在北极“和平、科学、合作”原则的基础上，该委员会积极协调并指导
了各国的北极考察活动；针对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组织起庞大的国际合作计划；以“公约”、“议定措
施”、“现行决议”等方式对北极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能源及环境实施及时有效的保护。
该委员会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地区的科学家们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和表达见解的机会。
实际上，对于北极环境的保护最早可以追溯到1911年，当时美国、俄国、日本和英国共同签署了一项
保护毛皮海豹的条约，规定在北纬30度以北的太平洋里禁止捕猎海豹。
两年以后，美国和英国又签订了一项保护北极和亚北极候鸟的协议。
类似的条约和协议还有：1923年由美国和英国提出并签订的保护太平洋北部和白令海峡的鱼类的协议
；1931年美国和其他25个国家所签订的捕鲸管理条约；1946年，共有15个国家签订了捕鲸管理国际条
约，并成立了一个国际捕鲸委员会；1973年，由加拿大、丹麦、挪威、苏联和美国共同签订的北极熊
保护协议；1976年由苏联和美国签订的保护北极候鸟及其生存环境的协议等。
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极地地区的保护突破保护某一种动物的局限，而变成对北极环境进行综合性的
全面保护。
1989年9月20日-26日，根据芬兰政府的提议，在北极圈内有领土和领海的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
、挪威、瑞典、美国和苏联8个国家的代表召开了一次咨询性会议，共同探讨了通过国际合作来保护
北极环境的可能性。
1990年又召开了一次预备性会议，并于1991年正式签署了一项叫做“北极环境保护战略”的共同文件
。
至此，有关北极的环境保护问题有了一个国际性的协议来加以实施和控制。
　　中国在国际地球观测方面也同样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1952年，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成立后，为了促进国际地球物理年科学的发展，增进各国科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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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之间的友好交往，中国曾决定组织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由竺可桢任主席，赵九章、涂长
望任副主席。
1955年6月18日，中国科学院常务会议决定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正式成立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
员会。
主任委员：竺可桢；副主任委员：赵九章，委员9人。
1956年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为中国参加国际合作活动制造障碍，中国
退出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
1956年8月20日-25日，陈宗器等3人赴莫斯科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东欧区域会议。
8月29日-31日，陈宗器等3人赴布鲁塞尔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电离层委员会。
9月10日-15日，陈宗器等3人赴西班牙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会议。
1957年2月25日-3月2日，以赵九章为团长，涂长望为副团长的中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代表团一行6
人赴日本参加西太平洋区域会议。
6月29日，竺可桢致电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抗议该组织屈从某些人制造的“两个中国”，决定
退出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
但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中国仍按原计划进行了风、温度、湿度的地面观测，进行了地磁、宇宙线
、电离层等参数的观测和记录，进行了极光、海洋和天文的观测，并综合研究了太阳活动时对近地空
间环境的影响和规律。
一部分科学家针对当时国际科学界关心的人造卫星、星际航行和空间物理等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
总之，中国在国际地球观测方面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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