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铆斌电设施一直都是建在这一地区的
。

钾。年底
,

在乌拉尔以西的苏联欧洲部分
,

桩嘟装机容 已占总装机容 最 的宁
 

! ∀
,

匆果计划指标能完成的话
,

则到 #∃ ! 年

底这一比率将上升到 %
 

& ∀
。

核 电 在 苏

联电力系统中的地位及其地区分布详见表

吕
。

苏联欧洲部分的 ∋ 个动 力 系 统 中
,

#∃ (年底核电装机容量比重最大的是西北

区 )这里的列宁格勒核电站的 装
一

机 容

为∗ (。万千瓦 +
,

占该区 总 装 机 容 量 的

!
 

∀
,

其次是中央区
,

占,
 

! ∀
,
外高

加索占%
 

∋ ∀
,

南方区 )实际上是乌克兰 +

占!
 

− ∀
。

在乌拉尔动力系统中
,

别 洛 亚

尔斯克核电站仅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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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凯校

奇 异 的 岛

 

犯粤岛

爱琴海基克拉迪群岛中的阿尔琴塔里

亚岛
,

整个岛屿由一种与肥皂一样的物质

所组成
,

岛上的居 民自古以来就把它当作

肥皂使用
,

用来洗澡
、

洗衣服等
。

每逢下

雨
,

整个岛屿被肥皂泡沫所复盖
,

可达几米

深
,

此时不分男女老少都脱去衣服
,

跳人

肥皂泡沫中沐浴
,

直到擦洗干净才上来
。

&
 

盆岛

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岛是高出海底达#(

米的食盐岛
。

这个盐岛的外沿全长 &∋ 公

里
,

是很久以前由于海底地壳运动由湾底

升起的
,

坚硬的土地上寸草不生
。

从地下

冒出的地下水
,

由于盐分非常高也不能食

用
。

)俞杨译自 《世界夕 怨 布 ” 》 ∃ +

户州心目口。口。
:

、

;一外地理机构 <
、。心。。。。。。。厂

有 关 水 的 国 际 组 织

利 布 舍 尔

一
、

 际科攀协会理事会

它是非政府性质国际组织中最大的组

织
,

共有巧个科学联合会
,

其中五个搞水

的问题 )见图 ; + =
国际生物 科 学 联 合

会, 国际地理联合会 , 国际测地学及地球

物理学联合会
,
国际地质联合会 , 国际理

论与应用化学协会
。

为了协调水方面的一切问题
,

该组织

同国际工程组织联合会下属的有关组织共

同建立了水研究委员会
。

除水研 究 委 员

会
,

还有其他不少的委员会
。

国际科学协

会理事会实施一系列自己的计划
,

如国际

生物学计划 , 或同政府性质国际组织搞合

作
,

如与世界气象组织共同搞全球大气研

究计划
,

还搞全球大气研究计划的大西洋

热带试验
。

一般国际科学理事会的代表 是

科学院
。



 

国际测地学及地球物理学联合会

该组织从事地学工作
。

它下设 % 个协

会
,

其中有关水的学会有 ∗ 个
=
国际水文

科学协会
、

国际气象学和大气物理学协会

和国际海洋物理科学协会
。

) +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

它创建于 # & &年
,

从事水 文 科 学 工

作
。

它组织学术讨论会
,

并出版学术讨论

会成果专刊
。

另外
,

还出版国际水文科学

协会学报
。

为了完成这些工作
,

它有 ∋ 个

国际委员会
=
国际地表水委员会 > 国际地

下水委员会
,
国际冰雪委员会 , 连续性侵

蚀委员会 , 国际水质委员会, 国际水利系

统委员会
。

) & + 国际地质科学委员会

国际地质科学委员会
,

既 从 实 践 观

点
,

也从理论观点进行地球的研究
。

关于同

地下水关系问题的研究
,

由国际水文地质

学家协会讨论
。

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是

从事地下水及其来源
、

研究和勘探工作的

地学家与工程人员的合作组织
,

下设不同

的委员会
,

诸如矿水委员会
、

地热水委员

会
、

喀斯特水文地质委员会等
。

它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等支持 ?正 编 制
= ! ( ( ( (。

国际水文地质图
。

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在国际科学协

会理事会中享有特殊待遇
,

因为它得到 %(

多个国家个人以及团体的支持
。

) ∗ + 国际地理联合会

国际地理联合会同样进行了多年的水

问题的工作
。

国际地理联合会大会设有 %

个分组
,

其中有气候学分会和 水 文 学 分

会
,

主要讨论冰川学
、

河川学
、

湖泊学和

水平衡的课题
。

与水文学有关的形态学问

题
,

由地貌学分会主管
。

地理联合会下设各委员
,

各有研究重

点课题
。

例如
,

在 # ∋ −年
,

特为国际水文

十年计划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
。

委员会

洋科学研究委员会

国际生物学计划

一
嘛雄绷针

会

≅认
国际水力研究委员会

国际排灌委员会

国际水运委员会

国际大坝委员会

;‘Α 联合会 ,

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
国际地质

地球物理学联合会 科学委员会

Β Β
国际水文料学协会 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

 际冰亏 员‘

国际海洋物理协会
国际气像学和
大气物理学协会

委员会 国际水质委员会 国际水和不旋委员会

 际连续任蚀毅且Χ
、公 ,

Δ 际地下水委员会

目际科学协会理事会机构简图以及与国际工程组织联合会的联系



由 ∋ 一 5个正式会员和不限额的所谓
“通

讯会员 , 组成
。

委员会组织学术讨论会
,

出版刊物以及讨论有关事务
。

) − + 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

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中有一个环境问

题分会以及国际理论及应用湖泊学协会
。

二
、

 味工粗组级联合会

国际工程组织联合会由许多协会
、

学

会或委员会组成
,

其中有关水方面的组织

有下列三个
=

) + 国际水力研究协会

该协会的任务是鼓励和发展水力方面

的研究工作
,

包括理论和实践两方面
。

它

每隔二年举行一次国际大会
,

出版 《水力

研究》和大会论文集
。

) & + 国际排灌委员会

该委员会旨在鼓励和促进排灌科技的

发展和应用
,

防止洪水
,

并以科技和社会观

点进行调水
。

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常务委

员会
,

每三年举行一次大会以及区域会议
。

委员会出版半年刊的学报以及许多特刊
。

) ∃ + 国际大坝委员会

该委员会通过收集情报和进行调查来

修改规划
、

设计方案
,

改进大坝和大型山

谷水库的使用情况
。

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

常务委员会
,

每三年举行一次 水 库 委 员

会
。

委员会联合水库建造人员
、

水库管理

人员和规划人员等力量
,

并与世界能源大

会委员会有合作关系
。

三
、

其他有关水的国际组织

) ; + 国际水利协会

国际水利协会执行不同水利部门科学

与管理之间的多学科协议
、

工业与生产实

践之间的多学科协议以及专业人员之间的

多学科协议
。

国际水利协会设想填补水利

各部门之间的空白
,

并组成一个国际的论

坛
,

以便实施有关水利的一切任务
、

讨论

并尽力解决一些问题
。

它组织国际学术讨

论会
,

并发表其成果
。

)忿 + 国际供水协会

国际供水协会应从技术
、

法律和管理

水平等观点传播家庭
、

农业
、

工业供水的

知识
,

并对更好地交换研究成果
、

方法和其

它一般饶有兴趣的问题等情报作出贡献
。

会员是目前各国有关供水 方 面 的 学

会 , 例如
,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是德国

煤气与供水协会
。

) ∃ + 国际水污染研究协会

国际水污染研究协会的任务是发展在

水污染和水质管理方面研究的国际交往
、

合作和情报交换
。

它每两年举 行 一 次 大

会
。

它是《水研究》的 出版者
,

发表大会报

赶 二

「二 Ε

) − + 国际医学水文学和气侯学学会

国际医学水文学和气候学学会的任务

是推进医学水文和应用方面的科学
、

临诊

和实验的研究工作
。

它的会员是以各国的

协会为主
。

) ! + 国际农业工程委员会

国际农业工程委员会五个组中有一个

组从事有关土壤水
、

土壤
、

土壤保持
、

农

田水利和筑路等问题的工作
。

) ∋ + 森林研究组织国际联合会

森林研究组织国际联合会下设一个森

林水文学工作小组
。

它的会员主要是搞林

业的有关研究所
。

) % + 国际水资源法协会

国际水资源法协会是通过出版物和大

会形式来促进关于水资源法的情报交流
、

各国水资源法的制定以及各国水资源管理

部门和研究单位的立法工作
。

) ∃ + 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标准化组织在世界范围促进所有

科学领域的标准化发展
,

其中也包括水方

面的专业表达
、

方法和处理等
。

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成员是各国标准化

的有关组织
。



) # + 国际文献联合会

国际文献联合会从事文献的研究和继

续发展方面的工作 , 如十进分类工作
,

也

包括水方面的工作
。

) ( + 其他的国际组织

成立了不少某些流域的 国际组织
,

例

如莱茵河流域自来水厂国际工作协会
。

另

有不少国际组织也同水沾边
,

比如国际应

用系统分析学会和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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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地理学家协会的五十年

ϑ
 

Κ
 

斯托达特

今年一月
,

英国地理学家在爱丁堡聚会
,

庆祝英国地理学家协会成立五十周年
。

协

会成立于 # ∗ ∗年
,

其主要宗旨是创办刊物
,

发表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
。

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

英国大学地理系发展很快
,

为此
,

整个国家的地理研究工作也

不断得到加强
。

面对这种形势
,

地理学家 日益感到科研成果的发表是个迫在眉睫的问

题
。

三十年代初
,

英国虽然已有了 《地理杂志》和 《地理》 这两种地理期刊
,

但鉴于前

者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非专业地理学家
,

后者重点面向专业地理教育
,

所以都满足不了地

理科研的需要
。

此外
,

大学教师或讲师提职的三个标准之一
,

就是根据候选人发表的著

作来衡量其专业水平
。

因此
,

后来成为协会会员的年轻的地理学家也希望创办刊物
,

有

更多的发表研究论文的机会
。

这样
,

创办能发表地理学家最新研究成果的期刊问题就提

到了 日程上
。

有关人士则开始酝酿成立协会
。

# ∗ 年 月伦敦当时颇有名望的三名地理学家!
 

Φ
 

伍尔德里奇博 士 和 Κ
 

(
 

布 肯

教授与Λ
 

Μ
 

马修斯博士在比克贝克学院共进午餐
,

商讨协会成立事宜
。

次年 九月
,

成

立了一个以布肯南为主席的筹备委员会
。

# ∗ ∗年 月 ∗ 日在伦敦召开了协会正式成立大

会
。

会上
,

福西特当选为第一任主席
,

奥斯汀
、

米勒为秘书和财务
,

马修斯 为助 理 秘

书
。

协会初创时
,

有会员 ∗# 名
,

第二年增加到 %∗ 名
。

协会创始人中
,

有&∗ 名先后当选为

主席 )见附表 ;+
。

会 员

三十年代
,

会员人数不多
,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

协会活动完全中断
。

# − ∋年协会活

动恢复
,
从此以后

,

会员人数迅速增加 )图 略+
。

七年内
,

总人数增加 四 倍
。

到 # ! −年

协会成立& 周年之际
,

已拥有会员 − (( 人
。

六十年代 中期
,

人数增加 到 。。。人
,

七 十年

代末
,

接近 & ( ( (人
。

# − ∃年协会增加了学生会员资格
,

那年唯一的学生会员 是Ν
 

斯 威

挺
。

协会也和其它所有学会一样
,

拥有为数不多以撰写大量研究论文而著称的知名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