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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国立公园 2

为 了保护原始大自然和野生生物资源而划定的 白

然风景区
,

通常由国家划定
,

主要供旅 游 者 游 览 之

用
,

同时也!3 有一定的科研价值
。

在有些情况下 与#!

然保护区没有什么区别
。

唯一的原则性区别
,

国家公

园是对外开放的
。

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是世界上 第一

个国家公园
,

建 于一八七二年三月一 口
,

占地 而积在

4 5 万公顷以上
。

此后在所有大陆
∀

6都相继建 立 了 国

家公园 到 37 世纪末
,

总共才仃 38 个国家公 园
,

过 95
一

年以后达到了 :5 5 个
,

据 3 7 ; 9 年 的 统 (卜
,

国家公园的数星超过了 3 8 5 5 个
,

分布在差不 多 3 55

个国家
,

国家公园的总面积竿于一亿三千万公 顷
。

法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一瓦努瓦 兹 公 园
,

建 刁
“

3 7 < = 年
,

占地 苏万 ; 千公顷
。

英国的国 家公 园
,

最

早建于 3 7 : 7 年
,

占地面积超 过 385 万公 顷
,

共 中

包括斯诺多尼亚的湖区和约克郡谷地
。

苏联也建 立了

许多国家公园
,

如爱沙尼亚的拉里马国家公园
、

拉脱

维亚的高亚国家公园等
。

据 3 7 ;3 年统计
,

苏联拥 有

7 5 个国家公园
,

总面积超过 ; 55 万公 顷
。

在 日本
,

国家公 园由国家指定
,

归国家保护和 管 理
,

3 7 ; 4 年

计有 8; 个国家公园 ∃日本称为
“
国立 公 园

” 2
。

非

洲所建立的许多国家公园
,

主耍是为了保 护 野 生 动

物
,

如南非的国家克鲁格尔公园
。

欧洲的国家公园一般都比较小
,

平均占地面积 约

有 3 万 = 千公顷
。

非洲的自然保护区都比较大
,

平 均

占地 85 5 万公顷以上
。

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公 园 是 加

拿大的伍德一布法罗公园
,

占地竟 达
了
3:5 万 公 顷

。

我国现有自然保护区 <5 多个
,

总面积约 3“ 万

公顷
。
共中有吉林长白山自然保护区

、

广东鼎湖山 自

然保护区和四川队龙 自然保护区 已加入 世界生物圈 自

然保护区 的协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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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 地球水文学 2

水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

它研究大陆或整个地球

的水资源形成 ∃恢复和 消耗2 的一般规律及其相互关

系
。

口前全球水文学的研究课题有
Χ 3 2 自然界水循

环以及人类活动对其影响的研究 8 2 大陆或整个地

球的水文耍素的空间一时间分析 , = 2 阐明上述地 城

水文耍素变动中共同的形成规律和统计学规律, : 2

查明径流的同步和非同步变动带 9 2 地球水情况 的

古地理演变 < 2 地球水资源状况及其对地壳中各种

过程的影响的超长期 ∃几十年
、

几百年以上 2 预 测 ,

; 2 研究广大地区 ∃大陆 2 天然水的和互关系和制 定

控制水情况的科学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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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简介

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是一个综合性的科

研机构
。

至今已有六十四年的厉史
。

地理所 成

立于 3 7 3 4 年 9 月 : 日
,

十月革命 胜 利 后 不

久
。

当时为恢 复和改造经济
,

耍求迅速查清国

家的 自然资源及共利用条件
。

于是
,

由 Ε Ε

格里戈里耶夫的倡议
,

在科学院研究 自然生产

力常务委员会 ∃1 Φ % Γ2 内成立了俄罗斯工 业

一地理研究室
。

这就是地理所的前身
。

最初该

研究室的工作方向主耍是经 济地理方向
,

同时

也开展了综合性的地理考察工作
。

3 7 8 = 年 Ε

Ε 格里戈里耶夫开始领导 该室
,

自然 地 理的

北重得到加强
。

3 7 = 3 年研究室独立
,

改 名为



地貌研究所
。

新成
,

立的研究所只有 ; 个人
。

下

设五个研究室
Χ

力法论
、

极地
、

亚极地
、

(昆带

和亚热带研究室
。

!匀于该所以综合性地理研究

占
∀

6导地位
, 3 7 =门

Χ

年改名为 白然地理研究所
。

3 7 = < 年因新ΗΙ∋ 入ϑ 组建经济地理研究 室
,

义

改名为地理研究所
。

日前它下设 白然地理
、

地

貌
、

气候
、

水文
、

冰川
、

生物地理
、

上壤地理

和景观地球化学
、

经济地理
、

人民民上国家地

理
、

资本
二

6义国家地理
、

地理史
、

制图
、

工程

地理问题和地域经济问题等 35 余个研究室

泽廖纳亚
、

斯洛杨Χ达 ∃= − 峪
、& , Γ

) ) < ) & 2 和

库尔斯克 ∃Κ Α0Λ 、 2 综合 自然地理定位站 ∃天

山 自然地理定位站已移交给地方2
。

成员在 95 5

人以上
。

工作范围涉及地理学传统的和新发展

的各学科领域
,

在苏联地理界
,
理论和应用两

方面的一些领域起着领先的作用
,

成为苏联地

理学研究的中心
。

苏联地理所所 长从 3 7 8 =一

3 7 9 3 年是 Ε Ε
卜

格里戈里耶夫 从 3 7 93 年

至今一直是 33 % 格拉希莫夫
。

副所长变动较

频繁
,

现任副所长是 Μ Γ 普列奥布拉任斯 慕

∃从 3 7 ; 9 年开纪犷2
。

苏联地理所的机构经历了上述 的 多 次 演

变
,

每一次变化都是它队伍不断壮大
,

工作不

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结果
。

但是就 目前的科

学发展情况和学私性质看
,

苏联地理研究机构

的大型化和综合化
,

和其它一些国家科研机构

的中小型化
,

专业化
,

孰优孰劣
,

这是一个需

耍冷静思索判断的问题
。

在六十四年的历程中
,

可分为五个时期
Χ 3

战前时期 ∃3 7 3 4 一 3 7 : 3 2 8 卫国战争 时 期

∃ 37 : 3一 3 7 : 9 2 = 战后第一 阶 段 ∃3 7 : 9一

3 7 < 9 2 : 战后第二阶段 ∃3 7 < 9一 ; 5年代 2 9

现代时期 ∃八十年 代一 2
。

每个时期各有其发展

特征
,

但它始终都十分重视地理学的理论研究
,

发挥地理学的综合性
,

和各分支学科的发展
。

3 区域性综合性研究
。

还是在三十年代
,

在广泛进行的综合考察的基础上
,

地理所就着

手总结现有资料
,

承担了编 制苏联欧洲部分地

貌图
,

全国地貌区划和编写
“

苏联地理
”
的任

务
。

从这时起它就成为地方志的研究中心
。

战

后时期传统的区域性地方志工作得 到 蓬 勃 发

展
。 ∀

丘 Ν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地理所 出版 # 卜儿

部有关本巨Ο经济区和外 Π闷的经济地理和 自然地

理专著
。

, 7 9 Χ 年还编写了 , Χ 卷的
“

苏 联 !’. 声

然地理” ,

山于当时只注意学术问题而忽视联

系实际
,

只出了三卷后就停 止出版
。

此后
,

到

3 7 < = 年编写 了
“

苏联的 自然资源及它们 的 利

用和再生产
” ,

不仅从质 最和数 从
∀

! 对 水
、

土
、

动植物资源
,

地区分布等进行评述
,

而几

还提出合理利用
,

保护和恢复资源的建议
。

往

后
,

义进一步从 白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综合的观

点编纂出
“
苏联的 自然条件和 自然资源

”

达 3弓
。

从 3 7 < =一 3 7 ; 8 年先后出版了 39 卷 到 七十

年代末又联合其它机构出版 了 88 卷
“
苏联地

理” 从 书
,

和 85 卷外国地理丛书
“国家和人

民
” 、

由上可见
,

苏联地理所几乎每隔若 干 年

就对全国和分区地理作一次更新
,

梅一次更新

都在理论和分支学科发展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

就全国而论
,

现在除中学教科 朽外
,

全国性和

分区地理丛书都各有好几个版本
,

总发行数在

3 8 万册以上
。

七十年代以来
,

还特别注 意 对

自然现象的全球规律性研究
,

如
,

世界水资源
,

世界土地资源
,

全球性气候变化等
,

最近还拟

编 制肚界自然资源和环境图集
。

8 理论研究
。

还在三十年代初期
,

地理所

就提山了地理理论的研究方向问题
。

Ε Ε 格

里戈里耶夫在
“自然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一文

中指出 自然地理学不仅要概括 已收集的资料
,

描 述 共 地 域 上 的 分 布
,

还要研究地理环境

发展的规律性
。

他首次提 出
“

地 理 壳
” 的 概

念
,

指出地理壳的各成分间是相互制约
,

相互

联系的
,

其联系的基础就是存在于它们之 问的

物质与能量交换
。

由此 自然地理学的任务就是

研究地理壳结构的规律性
,

景观形成过程和物

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的各种形式
。

格里戈生耶夫

的上述经典性论点具有重大意义
。

它 一
武指导

着苏联 自然地理的研究工作
。

以后到 3 7: 9 年
,

他进一步分析各种地理环境类型
,

特别是亚极

口



味

带
,

发表了 ,’Θ 正极带
”

专著
,

着重分析了亚极

带内发生的各类相互联 系的 自然过程的强度
,

和物质与能量平衡的典型形式
,

从接收的太 阳

辐射量到生物生产量
。

此作 由于他的理论和实

践上的意义
,

获得国家奖
。

与此 同 时
,

Ε Ε

格里戈里耶夫和 Ρ / 布迪科合作发表了
“地

理地带性的周期律
” 全面地阐述了地理环境类

型的地带性规律
。

五十年代中期
,

又 发 展 为

“地表水热平衡
” 这一课题

。

它的 指 导 思 想

是
Χ

地表水热状况控制着自然环境各要素间物

质 与能 谈交换各种形式变化的性质和强度
。

对

地表水热状况进行科学观测拜施之以 天然和人

工的改良拾施
,

就能有效地改造地表一些重要

过程
。

地表水热状况的研究概括起来有以下内

容
Χ

3 地表的辐射热交换

8 地表与大气间的乱流水热交换

= 地表径流形成 ,

: 土壤水分运动 ,

9 不同地区之间的水热交换

< 雪覆盖层形成和变化的规律性

; 大陆冰川形成和变化的规律性

4 季节性和多年冻土形成和变化的规律

性

7 地表水体的形成和变化

.% 土壤水和 潜水的形成和变化

3 3 侵蚀过程

3 8 地表水热状况在形成全球气候中 的 作

用

3 = 地 表水热状况在发展有机界
,

形 成 !’.

然地带性及地理分异等方面的作用
。

地表水热状况的研究大大推 动了自然地理

学的发展
,

它形成了地理学的实验
—

改造方

向和景观地球物理的方向
,

成为 自然地理学的

理论核心
,

井带动了 自然地理各分支学科的发

展
。

地理所在这方面的重耍研究成果是
Χ 苏联

的水平衡
,

世界水平衡
,

苏联和 世界 水 平 衡

图
,

分经济区的水资源平衡与评价
,

3 7 4。, 8 5 5 5

年水平衡状况的预报
,

以及热量资源与生物产

量的关系
。

植被光合作用的数量理论等
。

地表

水热平衡研究促进了地理学的统一
,

把 自然地

理
、

水文
、

气候
、

生物地理
、

冰川
、

地貌
、

制

图等分支联合到 个总的研究课题中
。

六十年代中期
, !勺于科

一

学技术和社会生产

的迅速发展
,

提出了环境与资源达 一更为广泛

的综合性课题
,

地理所加强了与邻近学科 ∃自

然科学
、

社会科学
、

技术科学 2 的联 系
,

加强

了各分支学科间的联系
,

把介理利用资源
,

保

护
、

改造和管理环境的研究课题提到
一

首位
,

拜

提出建设—
预报的方向

。

向应川地理学的方

向大大地跨进 了一步
。

建设地理学的核心问题

是研究人
、

社 会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共变

化的规律性
,

提 Σ“合理利川 自然
、

保护环货的

建议
,

对环境变化进行预报
,

武接参与重大建

设项 目设计方案合理性的审定
,

确定地域生产

综合体
、

人 口和城市的合理布局
。

他们运用拜

丰富了地理系统理论
,

提 出了地理空间连续性

和离散性的概念
,

提出了地域 自然综合体的两

类模型 ∃单系统和多系统 2
,

以及从自然 环 境

—技术系统和人为活动—生态系统的观点

出发探求环境最佳化
。

他们还积极引用数学方

法
,

形式逻辑方法和模拟方法到地理研究中
。

在发展建设地理学的过程中
, 发展 了一些边绿

性学科
Χ

景观地球化学
、

景观地球物理
、

资源

地理学
、

都市地理学
、

服务业地理学
、

旅游地

理学等
。

= 分支学科的发展
。

分支学科的发展和

综合性地理研究是相辅相成的
,

而不是相互脱

离的
。

而且各分支学科也都是围绕地理 方向这

一大前提发展的
、

仅举水文室为例
,

水文室是

一个较老的室
,

成立于 3 7 = : 年
。 ‘

白一心是地

理所各项中心任务的积极参加者
。

在 自己的工

作中
,

始终围绕地理水文的方向
,

即从地理角

度研究水文现象
。

在四十年代他们开展了河流

水情的地带性
,

自然环境多要素 ∃土壤
、

植被

等 2 对径流形成影响的研究
,

在五十年代水 热

平衡这一课题下
,

开展了分 区
、

全国
、

全世界

的水平衡研究
,

将水平衡的三 要素分解成六要



素
,

进而研究人类活动
,

特别是农业和林业对

径流形成的影响
。

在当前环境和资源这一中心

课题下
,

他们研究在人类活动影响下
,

水资源

和水平衡的变化
,

水资源污染
,

保护与管理
,

调水预报
、

水资源和水平衡预报等等
。

水文室

主任李沃维奇任职 8。 年
,

是苏联地理水文方

向的一个杰出代表
。

他先后在这方 面 发 表 了

3< 部专著
,

近 :5 5 篇论文
。

得到国内外的赞

赏
。

多次得到国家嘉奖
,

在 3 7 ;3 一 3 7 ; 9 年被

委任为国际地表水委员会主席
。

苏联地理所科研骨于有多少没 有 确 切 数

字
。

仅就冰川室而言
,

它拥 有 ; 个 博 士
, 39

个副博士
。

地理所每年组织答辩 9 一 ; 个博士

论文
,

抓一 85 个副博
Χ ΤΧ 论文

,

为全国地 理 界

培养人才
。

它的成果也较丰富
,

在地理所成立

五十周年之际
,

已出版 9 55 部专著
,

平 均 征

年出版 3
·

部 书
。

发表的 (仑文则更 多
。

苏联科学

院什 Τ
几 3 5 < 9

、

8 7 ; 5
、

# 7 ; ; 年 二次讨(仑地理所

的方向
。

认为地理所以人— 社会一 「!然环

砚的相互联 系和相互作用为前提
,

抓 Η上环境
’Τ

资源这一综合性课题
,

开展各项研究 .乙作
,

这

对满足社会需要
,

发展 自己的学科
,

都是适宜

的
。

∃李德关2

剑桥大学地理系

剑桥大学现有本科学生 7 ,

55 5 余人
,

研究

生约 8 ,

<5 5 人以及教学人 员 3 ,

=5 5 人
。

地理

系初创于 3 4 4 4 年
,

目前
,

学生中亦有本科生

和研究生
。

一
、

本科生

近年来
,

地理系本科生不断增加
,

每年招

收新生 3 55 余人
,

在校学生数为 = 55 余人
,

是英国大学地理系中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
。

于

3 73 7 年建立 了荣誉学位考试 制 度
,

它规定了

学生取得某一学位所应选学 的课程和须进行考

试的科目
。

共具体内容如下
Χ

第一学年应学的课程有地理学方法
、

经济

地理学导论
、

定位分析
、

城市地理学
、

农业地

理学
、

英国的景观变迁
、

地质背景
、

地形
、

水

文气象学
、

生物地理学
、

土壤
、

统计学概论
、

航空像片
、

制图学
、

取样
、

空间分析
、

地文学
、

扩散法以及计算
‘

卒
。

第一学年末进行初试
,

共有五个科 口
Χ

地

理学论文 白然地理学 ∃地貌学
、

气象学和气

候学 2 人 文地理学 工和 卫 ∃生物地理学
、

历

史地理学
、

城市地理学
、

经济地理学和社会地

理学 2 制图和测量 ∃地图的编制
、

小区域 Υ!Τ

量
、

统计技术
。

2 当年野外尖习和实验室工作

结果 的检查
。

第二学年应学 的课 程 有 现 代 地 理 学 思

想 , 定位分析 区域经济地理学 来印度次大

陆的划分 来 中美洲 的文化地理学 英格兰历

史地理学 来北美洲的城市化
, 来 英格兰东部

的历史地理学 , 来极地区域 欧 洲 历 史地理

学 ς ∃候与地形 河流地貌与气候 33三物地理

学 来重大 自然事件 来美国西南部的地貌特

征 多变统计 聚落研究 台站纲分析以及演

算等
。

荣誉学位考试 的第一部分 在 本 学 年末进

行
,

Τ红有六个科 口
Χ

地理学方法 白然地理 的

两个科日 ∃包括生物地理学2 , 制图 统计

经济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
。

硕士生外加第七个

科 目
,

即从上列七 门带星号的选修课中任选两

门
。

第三学年应学 的课程有地理学思想 英国

地理
、

发达国家的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

学 定位分析 , 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技术 城

市地理学 应用地理学 英国的农业和 乡村聚

落 英国的工业与都市 欧洲历史地理学 人

口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方法 温暖区域的流水

地貌特征 温暖地区地貌的地质和历史特征

寒冷区域的地貌 热带地区的地貌 海岸与海

洋地貌学 , 生物地理学 非洲 拉
一

Τ
一

美洲和南

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