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
,

对
“

景观
”

一词
,

研究者有不同解释
,

所以
,  !年特罗尔把

“
景观生态学

”
改称

“
地生态学

” 。

从此
, “

地生态学
”
被接受

为国际学术用语
。

这个术语是德国地理学传

统研究 对 象 的
“
景观

”
和

“
生态学

”
的合

成
。

“
地生态学

” 以立体扩展的景观作为研

究对象
,

以阐明自然空间的地域景观
,

分析

其内部错综的地因子 ∀地质
、

土壤
、

地形
、

水文
、

气候
、

植物
、

动物 # 的 多样 相 互关

系
,

并使之类型化
,

系统化
。

其研究成果可

用地图表现 ∀地生态图#
。

“
地生态学

”
研究

,

与 黑克 尔 ∀∃
%

&
%

& ∋ ( ) ∗ (+ # 的生态学不同
。

黑克尔把 生态学

限制在自然平衡关系上
,

即限制在生物学领

域相互作用的研究上
。

然而
,

今天地球士
%

原

生的自然生态系正在被消灭
,

自然景观在许

多方面受人类影响
。

所以
, “

地生态学
”
必

须在研究人类参与生态系的状况下
,

研究景

观内部的人类的作用
。

因此
, “地生态学

”

的研究
,

不仅与自然地理有从属关系
,

和生

物的生命现象相互联系
,

而且也和人类经济
、

社会
、

心理现象相互关联
。

地生态学是 自然

地理学的一个新领域
,

使自然地理学向综合

与集中方向发展
。

它不仅包括自然地理 的各

个领域
,

并且可扩大到农业地理
、

区域规划

和环境问题的研究上
,

还可理解为普通地理

学和地志学的核心
。

∀郭玉珍 编译自《地理》扮%,

年摊 #

扮

遥 感

遥感∀外文源自拉 − 文 . /0 1 ∋ 2 1/∋ 一距离#

顾名思 义
,

遥感就是从远外不直接接触物体

来感知和识别物体及其特性
。

在飞行器上
,

从很远的距离 ∀如从空中或宇宙空间 #用各种

仪器在不同的光谱范围内研究地球或其它天

体的方法的总称
。

利用遥感方法可以判断从

远距离探测之物体的区域特征
。

按遥感平台

的高度
,

分为航空遥感和航天遥感
。

把遥感仪

器放在飞机或气球上对地球表面进行遥感
,

称为航空遥感
,

离地 面 的 高度不超过二万

米
。

把遥感仪器放在人造卫星
、

宇宙飞船或

火箭上对地面进行遥感
,

则称 之 为 航 天遥

感
,

其高度可达几百公里
。

遥感一词只限于

记录从 目标物反射或辐射的各种方法
,

它不

包括记录力场的磁测和重力测量
。

目前
,

遥

感方法广泛应用 于 地 理
、

地质
、

气象
、

农

业
、

海洋
、

水文
、

测绘
、

环境污染监测等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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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地理学会第七届代表大会决议 》

编者按
4

苏联地理学会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
,

! ,年 月” 5 6! 日于伏龙芝召并了第七届7
’

乙表

大会
。

为了了解苏联地理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

兹将这次大会的决议择要译出如下

在第六届代表大会以来的五年 ∀ 8 95 能源
、

人口学等全世界性问题
。

在此期间苏

! ,# 中
,

苏联地理学家特别注意解决保护 联地理学家首先大力研究了如下一些迫切的

自然
、

合理利用 自然的问题以及诸如原料
、

课题
4



戒

地理学理论和方法论
:

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地理基础
:

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地理方面 ,

地理顶测基础
:

生产力配置理论 ,

从宇宙研究地球的方法

与此同时
,

地理学的建 设性方向和社会

学科 ∀人口 地理学
、

旅游地理学和医学地理

学等 # 也次得了积极发展

、卜

了

与会代表讨论了如下一些最迫切的综合

性的边缘学科问题
4

+# 国民经济综合体和人口分布系统的形

成的地理基础 ,

6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自然的地理研

究 :

;# 世 界大洋研究
:

<# 环境研究的遥感和制图方法
:

9# 跨流域调水及其对 自然条件和国民经

济的影响
:

 # 山区开发的综合性地理研究问题 ,

8# 大学和中学的地理教学的改进
:

!# 提高普及地理知识的效率的途径
。

大会认为
,

地理科学的今后发展应与新

的提法 《人—社会
—

自然环境 》紧密联

系起来
。

当代的任务要求地理研究中在深入发展

部门学科的基础上
、

进一步加强综合性
。

代表大会认为
,

在今后的五年中
,

地理

学家应该集中力量研究
4

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
:

社会的地域组织规律 :

自然系统和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
,

它是

改进 自然变化予测的理论基拙
:

为了保证上述任务的胜利完成
,

必须
4

+# 改进利用遥感资料的方法
:

6 #创立 自动化的地理数据库以进一步完善

理论
,

满足生产需要和改善生活环境
:

;# 扩大综合地理定位站
、

基地 网
:

<# 在所有加盟共和国成立地理研究机构 ,

9# 大力改进居民的地理教育 ∀改善中学地

理教学
,

在城市建设者
、

经济学者
、

医师和

农艺师的培养计划中增加地理课程#
。

为了改善自然资源 自然环境的管理
,

责

成主席团研究关于成立国家自然资源利用和

环境保护委员会的建议
。

为了加强地理研究的综合性
,

建议主席

团成立地域组织和自然利用的边缘学科委员

会
。

大会认为
,

地理学者必须更广泛地参加

区域性综合性的调查研究工作
,

例如第二条

西伯利亚铁道工作
、

苏俄非黑土区的工作等

等
。

地理研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改进地区

间
、

共和国间和区域分工的问题的研究
。

必

须扩大和加强这类间题的综合研究工作
。

地域生产综合体的发展要求地理科学全

面研究正在形成的和未来的地域生产综合休

的资源基础
,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

等方面的问题
。

鉴于地理科学理论的重要性
,

责成主席

团定期召开探讨地理理论问题的工作会议
。

在地图学方面必须完善地理制图
,

制定

经济管理
、

文化建设和地域生产综合体利用

地图的方法 :设计新型地图
,

其中包括自然和

社会现象相互作用过程的地图 以及人类影响

下 自然环境变化的预测图 , 加强苏联专题制

图的协调工作 :制定建立地理数据库的原则
。

在海洋地理学方面必须继续进行区域自

然资源利用的综合研究
。

应该加强生产对海

洋的影响和海洋对生产影响的研究
:
制定海

洋自然和经济变化的预测理论和方法
:
制定

自然资源的综合评价方法论 , 研究海陆接壤

地带等
。

地理科学的主要大类之一—
社会经济

地理学正处于新的发展阶段
。

不久以前
,

它

多半研究社会生产配置的规律
,

主要是一门

经济地理科学
。

在现阶段它越来越重视社会

发展的经济
一
生态和经济地理方面

。

为了加快

发展社会经济地理学
,

必须集中力量研究远



景规划和设计方面的课题
。

近二十年来人口地理学研究 发 生 了 转

变
,

必须继续加强人 口配置
、

劳力资源
、

城

乡人 口分布
、

各种迁移形式等方面的研究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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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会议消息 #

6 ! 6年 月8日至 6日
,

将于西班牙马德

里举行
“
水和生活

” 国际学术讨论会
。

这次

会议由国际水文规划西班牙国家委员会主持

召开
。

大会讨论的课题有
4

研 究 和 技术工

作 , 采用电子数据处理设备的信息系统 : 模

型和系统分析
:
灌溉和食物生产 , 水

、

能源

和环境 : 洪水和低水位预报
:
水文专业人员

的培训和专业化
。

会议操用西班牙文
、

英文
、

法文
、

俄文
、

中文和阿拉伯文
。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 将 于 ! 6年 月 6 日

至69 日在英国埃克斯特召 开 第一次 科 学大

会
。

大会组织下列学术讨论会
4

水文测验学

的进展 , 水资源的最佳管理
: 地下水水资源

长期预报方法的改进
:
侵蚀和沉积作用的预

报 : 高山地区的水文问题 : 废物垃圾堆放对

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影响
。

9 6年  月6 日至 6 < 日
,

将于西德哈诺

威举行第四届国际
“
水 资 源有 限元法

”
大

会
。

会议重点讨论这一方法在实践中应用的

经验
。

会议讨论课题有
4

地下水和渗漏
,
受

潮汐影响的作用过程
:
海洋动力学 : 水体的

流动问题
,
废热问题

:
海水的浸入

:
水质和

环境保护 : 大气动力学和沉积过程
。

会议由德意志研究学会和国际水力研究

协会等单位组织
。

9 6年 8 月 6 日至 0 月 < 日
,

将于征〔兰

华沙举行第十一届国际制图协会大会
,

大会

报告内容有下列六大课题
4 %

制图学的理论

原则
: 6

%

收集信息的新途径和编制专题地图

和地形地图的 自动化
: ;

%

区域规划专题图和

经济规划地图
: <

%

目前的中学地图集
: ;

%

专题

制图学的历史
,  

%

地名的标准化和它在制图

中的使用问题
。

大会除组织报告会外
,

还举

办三个展览会
4 %

波兰国家地图展出
: 之

%

亘

际地图展出 , ;
%

设备技术展出
。

波兰国家制图委员会
、

波兰侧公芯局
、

波兰测绘研究所是这次会议的东道主
。

少 桦

别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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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波尔多热带地理研究中心

蔡 宗 夏

法 国波尔多热带地理研究中心 ∀)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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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法 国 国 家 科 研 中 心

∀) Η Ι ϑ #所属的一个研究机构
,

以 世 界热带

地区的人文地理和 自然地理为 主 要 研 究对

象
。

 !年在波尔多成立
,

所址设在西郊塔朗

斯波尔多大学内
。

波尔多是一个具 3+Κ 热带研

究传统的城市
,

热带地理研究中心的成立
,

促进了这方面研究的发展
。

研究中心成立丛

然不算久
,

但研究工作很活跃
4

每年约有近

百名法国和外国学者在该中心工作和 赞习
,

研究课题遍及世界热带五十 多 个 Λ叮家和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