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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学科发展和学术繁荣，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自2002年起每
年组织编写一本反映上一年度学科发展基本情况的文献资料性大型工具书——学科发展蓝皮书。
中国测绘学会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始终参与了这项工作并承担有关测绘内容的组织编
写，以体现测绘学科在整个科学丛林中的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本会按照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对组织编写学科发展蓝皮书的统一要求，并结合我国测绘学科
的特点和发展需要，从2003年起按年度连续编印了《中国测绘学科发展蓝皮书》，在测绘出版社的大
力支持下予以公开出版发行。

自2006年开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决定将《学科发展蓝皮书》的编制工作，拓展为“学科发展进展研
究与发布活动”，并定期(隔年)编辑发布由各学科报告集成的《学科发展研究报告》。
中国测绘学会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选为参与此项研究和发布活动的学会之一，并负责编写其中的《测
绘学科发展研究报告》，但仍继续编辑出版《中国测绘学科发展蓝皮书》，直至2009年。
今年，本会决定在隔年编辑《测绘学科发展研究报告》的基础上，隔年编辑出版《中国测绘学科发展
蓝皮书》，保留专业进展报告、科技成果介绍、期刊论文综述、国际测绘交流等主要栏目。

《中国测绘学科发展蓝皮书》的编写宗旨是以科技“创新”思维为基础，以两年实际完成的重大科技
成果为依据，总结各个专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反映学科发展中具有影响作用的新生
长点，展示学科进展的阶段性动态趋势，向各级领导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学科发展动态和国内外科
技进展方面的文献资料，促进学科发展、人才成长和科技进步。

我们热诚欢迎全国测绘工作者能者自荐，向中国测绘学会秘书处提供有关信息和资料，并就如何编好
本书的续集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本蓝皮书的编写将更进一步突出学者和专家的优势作用，坚持科学与求实的原则，使本书更加具有参
考依据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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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8）榆神府矿区土壤—植被—大气系统中水分的稳定性同位素特征研究。
以影响矿区植被生长的关键因素——水分为中心，利用稳定性同位素分馏原理，分析矿区土壤—植被
—大气系统不同载体中水分的稳定性同位素特征，揭示了矿区典型植物的水分来源，为矿区植被的自
然恢复和永续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水分来源依据。
 （9）采煤塌陷区复垦土地安全性评价。
复垦农用土地的安全性危险源主要包括采矿选矿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气体及含氧碳氢化合物，煤矸石和
粉煤灰作为充填材料带来的重金属污染。
建议采用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和《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纲要》中规定的污染等级标准，进
行复垦土地安全性分析评价。
 （10）GPR在土壤物化质量检测中的应用。
GPR是一种利用高分辨率成像的高效、连续、无损伤和低成本的探测手段，当应用于土壤物化性质检
测时，应结合实地条件选择适合的探测参数，建立检测模型，进行探测图像的处理及信息提取。
 （11）采煤废弃地生态修复及其生态服务研究。
结合具体矿区的特点，提出了生态修复的几种模式：山坡塌陷坑充填与植被重建模式、山坡塌陷梯田
林果种植模式、矸石山无覆土植被景观重建模式、矿井水综合利用修建模式、生态型人居景观重建模
式和生态军事体验旅游开发模式。
认为具有畅通的生态流和价值流，实现生态服务的最优化是生态修复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12）资源衰竭型矿山及矿业城市发展战略与规划建设。
矿山测量科技人员在其中能够发挥重要的辅助决策作用，例如，矿山公园规划建设及矿业城镇基础地
理空间数据的提供与测绘，生态环境修复、治理的规划决策制定与实施等。
  七、矿山与地下测量学科发展研讨 2011年12月9日至10日，全国16所高校在江苏徐州召开了“矿山与
地下测量学科发展研讨会”。
经充分讨论，形成诸多共识，编写了“矿山与地下测量”二级学科简介。
会议达成如下意见。
 （1）矿山与地下测量学科历史悠久、特色鲜明。
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德国、波兰、南非、瑞典、美国、越南等国的矿业、地质和综
合类大学均设有矿山测量学科；我国虽经学科大调整，目前仍有近20所高校继续培养矿山与地下测量
方向的研究生（已获3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篇提名奖），现测绘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
点中有半数以上由矿山与地下测量专业发展而来。
该学科现已形成系统的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及规模化的人才队伍。
 （2）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对矿产及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需求持续强劲，矿山及地下工程安全形势
、矿区及地下环境状况不容乐观，对矿山与地下测量高层次人才需求强烈、缺口严重，现有测绘科学
与技术的二级学科设置未覆盖矿山与地下测量，不利于矿山与地下工程安全、矿区环境减灾防灾的特
殊性需要。
 （3）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测绘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中设立“矿山与地下测量”二级学科点
。
 （4）矿山与地下测量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基础包括：大地测量基础理论、工程测量理论与方法、误差
理论与可靠性分析、矿山测量学、矿体几何学、地下定位与导航理论、开采沉陷与岩层控制理论、数
字矿山理论与方法、矿区灾害集成监测与环境整治、系统论与应用数学。
研究范围包括：矿山与地下空间信息采集、地下定位与导航、多源复杂信息集成处理、数字矿山与决
策支持、沉陷监测与变形控制、矿体几何与储量动态管理、感知矿山与灾变分析、土地复垦与环境整
治、地下空间环境评估与减灾。
相关学科包括：地球物理学、地理学、环境科学、岩土力学、采矿工程、矿山安全工程、岩土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土地资源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统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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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测绘学科发展蓝皮书(2010-2011卷)》由测绘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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