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地理学的基础研究

李 德 美

科学是生产力
” ,

这在今天已是科技界
,

乃至社会上一致公认的观点
。

但是过去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
,

基础研究不为人们所理解
,

认 为基础研究是脱离实际
, “

白专
” , “‘

只开花不结

果
” ,

可有可无的事情
。

不少基础学科因而经历 了艰辛曲折的道路
。

自党的三中全会 以来
,

随

着工作重心的转移
,

经济建设 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
。

在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
,

人们越来越

深刻地体会到
,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

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基本建设
。

社会对科技

工作的要求愈来愈迫切和强烈
。

在世界范围内
,

以新的科学技术命名的时代频繁更替
,

如电

子时代
、

空间时代
、

信息时代等等
,

显示 了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强大力量
。

为 了争得在  世

纪经济上
、

科学上的优势地位
,

当前各国科学家致力于发展基础研究
,

狠抓学科理论和方法论

上的突破
。

在这种国飞勺国外气候的推动下
,

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又提到议事 日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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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中国科学院召开工作会议前夕
,

李鹏总理正式提出 了重视与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的政策
。

在中国科学院  ! ∀!年度工作会议上不少著名科学家为发展基础科学研究呼吁
,

阐

述基础研究是涌现新发明
、

新技术的土壤
#
今天的科学就是明天的技术等观点

。

科学院提出

了把主要科研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主战场
,

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进行菇础

研究和新技术跟踪
,

并且这一方针已得到中央认可
。

所有这些 无疑会给地 理学 基础研究的发

展带来新的契机
。

众所周知
,

当今世界面临全球性的粮食
、

能源
、

资源
、

环境
、

人 口等问题
。

它们威胁着

份汤伏帕‘称卿六峪苦, 感姿叹钾‘ , 当 祝钾翻叨脚 们脚嗦解‘嘴解‘称

∃%&∋ ( ) ∗ + ∃ , − 埋藏浅谷的时代
#  ! ∀ .年远藤邦 彦发现的全新统 底砾石层他归/0 12

层等
。

松田盘余分析了34 年代以来首都附近的钻孔资料
,

对冲积层的底板地形和地层划分提出

了一些新看法
,

将冲积层底板地形中的埋藏中位面 5原文如此
,

但译者怀疑是否下位面 6 又

分出了三级
,

最 上位的7 , − 面上的立川亚粘土的 ∋‘8 年代是前 !9 4 士  一456年和前 . 咬川士 ∀洲

年
,

在冲积层中
,

又发现 了作为绳文海进堆积层的有乐盯层之 下原  9 米左右的中部砂层 5: ;

层 6
,

其底板高度海拔一 9米至 一 .! 米
,

因其起伏较大
,

故推测有不整合面存在
。

因此
,

他又

把不整合面以下的冲积层叫作下层
,

以上的叫作上层
。

贝家爽平 在  ! < 3年第
‘

版的 《东京的

自然史》一书中
,

又将原来的冲积层分为上
、

中
、

下三层 5第  版 《东京的自然史》6 改成了

上
、

下二层
,

上层叫作有乐盯层
,

下层叫作七号地层
,

并认为两层之 间的不整合面是更新世

与全新世的分界
。

东京都土木技术研究所绘制的 《东京都地墓地质图》 中
,

对冲积层的划分

也大体上与此相同
。

远藤发现的 0 1 2 层
,

是位于不整合面上的砾石层
,

与松田的: ; 层大体一致
。

0 1 2 层机

械风化作用较强
,

可以说是在低温期形成
,

因此
,

具有新德里亚斯期的某些特征
,

可以作 为

更新世与全新世的分界
。

期望我国今后能发现更多的这样的标准层
,

以使国际的更新世与全

新世分界变成我国 自己的分界
。

吴忱摘译自 《第四纪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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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前途和 生存
。

这些问题与地球科学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

因此
,

地球科学的发展 地球

科学如何在解决上述问题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

受到社会6”泛的 关注和 币视
。

不久前
,

著

名核物理专家钱学森先生提出要发展环境系统工程
、

地球表层学
,

要人力发展地理学 这既

使我们受到鼓舞
,

也值得我们反思
。

当前科学的整体性
、

系统性不断加强
。

学科间相互渗透交叉
,

科学社会化
、

生态化 已成

潮流
。

一些重大的科学问题
、

社会问题的解决已不能单靠某一狭窄专业去单枪匹马
,

冲锋陷

阵
,

而需要多学科的联合作战
。

在今后的科学发展构思中
,

我国地学 界十分 玉视资源环境问

题
,

提出了发展资源环境科学问题
,

这是十分切合实际的
。

现在世界各国和 各国际组织都下

大力气组织有关环境
、

资源的基础研究攻关项目
。

以下简要介绍三个规划
。

 国际地圈一生物圈规划
,

国际科学联合理事会于  ! ∀ 3年制定
,

其目的在研究全球系统

变化及人类活动对这些变化的影响
,

调节全球系统相互作用的物理
、

化学和生物过程 它主

要提出的是由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引起的全球变化基本理论
,

解决人类生存的问题
,

此

规划有 < 个主要研究方向
>

5  6 太阳宇宙过程
,

太阳一地球关系及其在形成和发展地圈和生

物圈中的作用
# 5 6 地球内部过程及其对地球外壳和生物圈的影响

# 5 . 6地球上生物群的生

活环境
,

即大气圈和水圈中的过程
# 5 =6 生地群落在与大气圈

、

水圈和岩石圈相互作用中的

功能作用
# 5 96 自然和自然一人为地理系统的变化

,

古今全球
、

区域和地方地理系统的结构

一功能变化及其预报
,

管理各类地理系统的途径
# 5 36 全球变化模型系统的建立

> 5 <6 信息

源
、

信息系统和研究方法的协调
。

苏联科学院到 4 巧年前生物圈和生态研究规划
,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  ! ∀< 年制定
,

是苏

联
’·

国家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规划
”

的‘部分
。

它包括  个部分
> 5 ∋6 经济方面问

题
# 5 6 地球物理方面问题

# 5 .6 生物圈的物质与能量交换
# 5 =6 生物方面问题

# 5 泪 人的

生态
# 5 36 农业生产生态

# 5 <6 区域生态
# 5 ∀6 工业生产生态

# 5 !6 生物圈过程的 系统研究

和数学模拟
# 5  4 6生物圈进化

# 5   6生态教育
# 5  6地生态信息学

。

其中地理学承担第 <的

全部和第 9
、

 4
、

 三项的部分研究任务
。

此规划规定的地理学研究的生态问题 是指评价

具体地区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消极后果和积极后果
,

预报自然一人 为地理系统的变化
,

提

出管理地理系统的论证和建议
,

解决保持地理系统资源和环境再生能力的问题
。

. 苏联科学院
“
海洋

、

大气
、

陆地地表
、

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规划
” ,

是苏联科学院近  3 56

项基础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

 ! ∀< 年 . 月通过
。

它包括
>

5 ∋6 世界大洋的研究与开发
# 5 6 全

球和 星体气候理论研究
# 5 .6 综合的普通地理学理论基础研究

# 5 =6 陆地水资源和 水状祝管

理的理论和方法
# 5 96 冰川形成基础研究

。

地理学承担的是第 . 项任务
,

普通地理学理论华

础研究的具体内容是
>

普通地理学的理论
、

方法论和实验基地建设
#
地理壳的时空组织

,

经

济和 人口分布的地域结构
#
当代全球性问题

,

防止酿成全球性危机的措施和解决已形成的全

球问题途径
,

最终以生态一地理角度提出世界发展战略方案
。

从以上简要介绍说明
,

三个大型规划涉及的地理学 问题主要是综合性的普通地理学 问题

和环境
,

资源问题
。

普通地理学的基础研究主要对象是地理壳
。

地球的壳组织是一个基本概念
,

特别重要的是它的外部壳
—

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表层

空间
。

地质学
、

生物学和地理学均以同等的地位对它进行研究
。

但它们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
、

研究方面
、

观点
、

方法和要解决的问题
,

各自形成独立的学科
。

学科之间可以交 叉
、

渗透
、

横向联合
,

但不能兼并
、

取代
。



地球表层空间在地理学中即称之为地理壳
,

也称景观壳
,

全球地理系统
,

表层地圈
,

地

理环境 5它们的内涵
、

范围和结构各不相同
,

这里暂不叙及 6
,

由岩石圈
、

水圈
、

大气圈和生

物圈构成
。

地理学就是研究地理壳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体系
。

它研究地理壳的构造特征
、

形成规律
、

成分
、

性能及功能作用
#
研究自然要素和 自然综合体间的相互联系

,

它们的时空

分布和发展
#
研究地理壳内物质与能量交换与迁移中的物理周期和生物化学周期

。

地理壳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

非生物阶段
、

生物圈阶段和智能圈阶段
。

在非生物阶

段它的特性完全取决于自然的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过程
。

在其内力
、

大气环流和太阳辐射的

作用下
,

很多物质与能量的循环业 已形成
,

并在不断的进化中沿袭至今
。

在生物圈阶段
,

出

现了活质
、

人
、

人类社会 5含劳动
、

科学
、

文化 6
。

活质和人的产生不仅改变
一

?地球物理和地

球化学过程
,

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人类日益严重地对 自然环境施加影响
。

到 <4年代以

后逐渐形成为区域性
、

全球性的危机和公害
。

自然环境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因此
,

地理

学对地理壳的概念也应发生相应变化
。

地理壳已不仅仅是自然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

同时也

是各种社会因素作用的产物
。

这样
,

把地理壳看成是纯自然系统已经不够了
,

必须将其过渡

为自然一社会系统
、

自然一技术系统或人为生态系统
。

人们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环境
,

现在

必须改变地理学自己
。

地理学对地理壳的研究
,

依不同时期社会对地理学的要求而异
。

最初以认识 自然为主
,

地理学主要研究地球上各种自然现象和过程的空间分布规律
。

主要成果为地带性周期性法则
,

地理壳的整体性
、

分异性和相互制约性法则等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随着世界经济的复兴
,

为适应粗放的经济发展战略
,

达到利用自然
、

改造 自然的目的
,

地理学以自然资源为一方
,

以劳动力资源为另一方
,

研究他们之 间结合形成的生产和人 口配置
,

以及区域开发中的地理

问题
。

在这一阶段
,

地理学的分化
,

各分支学科的发展不断加强
,

并积极引用物理
、

化学
、

数学和生物的定量方法
,

使地理学由描述阶段转变为试验分析阶段
,

进一步深化了对地球物

理过程和地球化学过程的认识
。

在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
,

自然并不由人们任意摆布
。

在利

用自然
、

改造 自然的过程中
,

由于不尊重科学
,

不尊重自然的客观法则
,

破坏了自然
,

使它

反过来威胁人们的健康和生存
。

全球性的生态问题
、

环境问题
、

资源问题
、

人 口问题日趋尖

锐
。

现在全世界每年开采约 巧。时乙吨矿石
,

只有 9 一  4 肠加工成矿物原料
,

其余都作为废料

堆弃在陆地地表
>

每年夺走约 ∀4 4万公顷的土地用作建筑用地
#
每年砍伐森林约 56 44 万公 顷

,

在 .亿公 顷的灌溉农 田上
,

产生次生盐渍化的地面已达 94叩万公 顷
#

在总长约  4 .4 万公里

的排灌渠内
,

总排盐径流量至少有4 亿吨
,

使接纳灌溉排水的河流和低洼地土壤的矿化度大

为增加
。

在我国
,

水土流失面积已近国土总面积的  ≅ .
,

每年流失泥沙约 94亿吨
#
木材消耗量

超过生长量近  亿立方米
#
全国草原退化面积已达 < <亿亩

#
砂化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 肠

#

全国约  9亿的人 口饮用污染水
。

在人 口和经济活动压力不断加重的情况下人们意识到
,

靠现

有的科学技术手段 已无法遏制住环境恶化的趋势
,

但是如何使环境恶化减少到最低限度Α 如

何保护人们生存的环境
,

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 发展Α 这些是当今

社会向地理学提出的新课题
。

它标志着地理壳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
,

苏联学者称之 为智能圈

阶段
。

在这一阶段
,

地理学的研究重点必须从研究纯自然现象
,

自然进程
,

侠窄的专业课题
,

地区描述和孤立的微观分析转移到研究社会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这一客观课题上来
,

转移到保

护自然
、

管理自然
,

使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上来
。

这一转变是世界性的总趋

势
,

是 当前地理学研究的前沿
。

对这个问题各国有不同的提法
>

英国称之 为人一环境关系
#

法国称之为人一地关系
#
美国归统为资源利用与自然系统

,

区域人 口变化 与经济开发
#
联邦

·

.3
·



德国和民主德国提出了地生态学
#
苏联

,

如前所述
,

称之为智能圈学说
#

我国的地学 专家们

提出了资源环境科学
。

在上述种种提法中
,

苏联地理界比较系统地阐述 了智能圈思想
,

下面

就对此作一简单介绍
。

智能圈概念的提出已有 ∋956 年的历史
。

最初学者们对它作了唯心的解释
。

以后法国地理学

家Β 维达尔
·

白兰 士提出了
‘’

人地关系论
” ,

从人 文地理的角度阐述了与智能圈概念近似的

思想
。

苏联学者1 “ 维尔纳茨基吸收了前人的进步思想
,

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提出 了有关

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概念
> “

历史进程使人类成为一种强大的地质力量
,

为了全人类的利益

改造生物圈
,

使它处于一种全新的狄况
,

这就是智能圈
” 。

这样就把
‘“

人地关系论
”

推进到以

自然科学为基础
,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学术高度
。

智能圈把地球上非生物界
、

生物

界的进化与人类社会的发展
,

与人的作用紧密地联系在一包 那么
,

智能圈的定义是什么呢 ,Χ

苏联地理百科辞典作了这样的解释
> “

智能圈是科学预见到的生物圈的一种全新阶段
,

其间人

的理智活动成为主要力量
,

他们为了人类及其后代的利益
,

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发展
,

使其在

全球范围内达到动态协调
,

以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
。

用通 俗的话 讲
,

人们在认识

上掌握了自然法则
,

社会发展法则和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法则
>

在行动上遵循这些法则
,

以技术作为适应 自然的手段
,

社会活动是自我组织适应自然的形式
,

为了人类和 子孙后代的

利益
,

他们不再做破坏自然的罪魁
,

而是做保护自然的卫士
,

科学地
、

文明地从事物质生产

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
。

试想想
,

这是 多么和谐的前景呵 Χ 难怪 1 0 维尔纳茨笨预 言
>

‘ “

共产

主义社会是按科学法则和正义法则办事的
,

那时的生物圈状况可能就是智能圈
” 。

智能圈不是地理学概念
,

而是宇宙学概念
。

但是现实生活要求地 理学 不仅要研究本学科

的传统问题
,

还要研究普通科学领域的问题
,

且地理学在智能圈理论发展中占有特定的位置
。

因为地理学的本质就是研究人一 自然一经济之 间的相互关系
。

它是自然科学中人文化
,

综合

性最强的学科
。

它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出发
,

认为自然界是人 类社会产生
、

发展和 存在的

条件
,

是人类的栖息场所
,

必须资源和生活条件的来源
,

又是所有生产和 非生产活动排出废

料的收容所
。

而人
,

不仅仅是劳动力
,

是人 口
,

更 重要的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是消除生态危

机
,

决定地理壳现状和未来的地质力量
。

从这一角度出发
,

苏联地理界提 出
,

到洲阴年以前

地 理学要发展以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规律为中心的缺础研究
,

争取到 56 956 年使社会与自然从

本达到动态的协调发展
,

从根本上解决资源与环境的危机问题
。

这一 Δ#∋标是要通过长期的艰

苦努力才能达到的
,

也是可以达到的
。

自然一社会系统在时空上具有一定的组织性
,

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 关系 这种关系

的主要机制是物质与能量的交换
。

与此相应
,

地理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作用也发生一系列变化
,

并形成相应的地域经济系统和地域人 口 系统
。

自然地理和经济地 理要分别研究 以上几方面的

问题
。

自然地 理是地理学的基础
。

科学技术进步促使自然地理的发展与 自然环境保护和 自然资

源合理利用的关系愈益密切
。

今后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
,

自然地理都要 以这一课题 为中心 开

展研究工作
,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引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 方法
,

进一步深入研究在生产和非生产活动影响下的地球物理

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

景观地球化学进程是决定地表和岩石圈上层化学 元素迁移和分异的所

有物理
、

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现象的总和
。

它 由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

景观地球化学循环和景

观外流三部分构成
。

在有组织的景观地球化学空间中进行的现代物质能量循环是从成因和动

态上阐明自然一社会地理系统状况的理论基础
,

也是阐明 自然环境受人为活动影响程度的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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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依据
。

研究不 同层次地理系统稳定性和变化性的因素和机理
,

研究各类地理系统人为负荷的

极限和 自我恢复功能
,

即环境和资源再生产的潜力
,

确定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 自然环境保护

的生态定额标准
。

. 研究地理系统的时间组织性
#
即各类地理系统的时间变化规律

,

它与地理预报
、

地理

评 价
、

地理监测
、

地理鉴定有密切的关系
。

国民经济计划部门对地理预报有经常性的要求
。

他们需要知道经济发达地区和新开发地区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

新的综合性建设方案实施的

后果
。 “

由生物圈向智能圈转化
”

这一基础研究课题也需要综合性的地理预报
。

预报结果可用

于修正标准定额
,

拟定预防治理措施
。

地理预报一般分以下步骤
>

自然过程和现象预报
,

人为活动影响预报
,

逗
一

地理系统变化预报
,  

卫
 

地理系统变化 后果评价及预报
,

珍预报结果

验证
,

! 自然保护建议
,

生态定额标准的修定
,

勿预报结果再修正
。

当前开展地理预报工作

的主要困难是预报所需信息
,

预报方法
,

地理学的有关基础研究
,

如地理系统的时空组织性
、

地理空间的多维性等
,

都还不够完善
。

∀ #

全球性问题研究
。

它包括两方面
∃ 一方面

,

由于空间技术的发展
,

从宇宙研究地球
,

研究空间开发
,

以及地球与星体的关系已成为可能
,

宇宙学应运而生
%
另一方面

,

环境问题

已成为全球性问题
。

这里有代表性的研究课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拟定的 &九十年代 ∋ “

国际

地圈生物圈研究计划
” 。

如前所述
,

它的主要 目的是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及其预报
,

研究

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全球范围的生物地球化学
,

生物地球物理循环的变化
,

研究人为活动影响

(
#

)
#

∗
#

+
#

, ∃ − 等因素后而导致的辐射
、

空气
、

天然水质量和土地肥力等的变化
,

全球

气候变化
,

生物圈各元素的分离和吸收形成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过程
,

以及生物圈对大气

物理特征和化学成分变化的反应
。

此计划是一项庞大的长期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

#

社会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的
“

屋顶
” 。

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加强集约化
,

综合性
,

使部门原则与地区原则更女到地结合起来
。

由此社会经济地理学基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经

济地域系统的形成
、

功能
、

发展和管理
,

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

.
#

社会经济地域系统的形成和职能
,

包括生产力配置和发展的地理条件
、

经济区
、

地域

生产综合体
、

工业枢纽
、

动力生产循环
、

资源循环
、

地区分工等
。

其结果应是充分考虑地区

分工
、

地方资源条件和环境负荷潜力
,

形成各区独特的经济结构
,

完善社会再生产的地区比

例
,

使全国国民经济体系更趋完善合理
。

此外还应研究社会经济地域系统的子 系统
∃

地域 经

济系统
,

地域运输系统和地域人 口系统
。

/
#

形成社会经济区域学 这个新方向
。

地理学中的区如同数学中的数
,

生物学中的细胞一

样
,

是个最基本的概念
,

也是最活跃的概念
,

它随着学科的发展而发展
,

对它的认识也应不

断深化
。

区域这个概念有丰富的内涵
,

很难给它下个确定不变的定义
。

现在区域界限
、

区域

形态的概念已受到冲击
,

随之出现了诸如边缘空间
、

中立空间
、

#

非主要空间等概念
。

当前区

域似乎脱离了空 间
,

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过渡状态
,

其界限已不固定
。

区域的功能完整性

取代了形态 &景观 ∋ 的完整性
。

但这并不意味着区域的消失
,

而只是说明它处在不断的发展

中
。

传统地理概念的区也应作相 应的改变
。

这里一个重大课题是使资源开发
、

人口配置 与环

境保护相结合的区域开发战略研究和方案论证
。

0#

集中和分散
,

包括聚集区效益
,

边缘带职能
,

中小企业和中小城镇发展
,

聚集区和分

散配置的比较等
。

∀
#

社会经济区划
、

地域规划
、

环境优化和管理等
。

近年来经济区内细分区划的研究也得
· 01 ·



到发展
。

以上所讲
,

是地理学总的基础研究课题
。

与此同时
,

各分支学科还应有本学科范围内的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内容
。

当前科学技术进步的一大特征是 在时空 尺度上向宏观与微观

两极同时发展并相互促进
。

综合性的宏观基础研究应以微观的
、

分支学科的发展为基础
,

微

观的
、

分支学科的研究要以地理学总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目标为前提
。

曾几何时一些从事宏

观基础研究的人们轻视微观研究
,

认为他们的研究面太窄
,

缺乏地理性
。

反过来
,

更有一部

分从事微观研究的人轻视综合研究的工作
,

认为他们泛泛而谈
,

言而无味
,

缺乏现代性
。

也

有人认为宏观课题大而庞杂
,

难于在短期取得明显的成果
。

于是亲微观
,

弃宏观成为地理界

一种可悲的倾向
。

地理工作者自身摒其所长
。

研究课题出现 了
“

小
、

窄
、

杂
、

散
、

重
”

的弊

端
,

综合性的地理科学反而缺乏综合性的人才
。

西方的
“

新地理学派
”

更是否认地理学是 一

个整体
,

否认地理学的基本理论
。

以为应用了物理
、

化学
、

数学的理论概念和定量方法
,

即

或脱离了地理学的基本理论
,

也是开拓 了地理学的新方向
、

新局面
。

诚然
,

我国的地理学需

要引进现代化的技术手段
,

精确的分析计算方法和先进的理论
,

需要发展分支学科
。

但所有

这一切正是为 了发展地理学
,

而不是贬低
、

取代地理学
。

综合性和现代化 是地理学赖以腾
一

飞

的双冀
,

不能顾此失彼
。

长期以来
,

我们的舆论界重应用
、

轻理论
、

重眼前
、

轻长远
,

用经济杠杆去判定学科方

向的价值和存亡
,

这使我们走了不少弯路
。

小平 同志不久前指出
>

从长远看
,

要注意教育
、

科学技术
,

否 则
,

我们已经耽误了 4 年
,

还要再耽误 4 年
,

后果不堪设想
。

⋯⋯下一个世纪

是高科技发展的世 纪
,

中国必须发展 自己的高科技
,

在世界科技领域占直一席之地
。

小平同

志的上述指示 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

中国的地理学已走向世界
,

应当在当代的地理学领域占

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

而这只有靠我们科研成果的国际性
、

先进性
、

创造性
、

开拓性去争得
。

我们要吸收世 界优秀科学家的思想
、

理论和技术
,

但是单纯抄袭
、

模仿和跟踪是难以取得优

势地位的
。

国际地理学家切望围绕人与环境课题的研究振兴地理学
,

提高它在社会经济发展

中的作用和地位
,

预言人类曾经历了由物理学时代转为生物学时代
,

未来将会迎来地理学时

代
。

我们必须振奋精神 迎头赶上
。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指引下
,

我国的地理

学已开拓出崭新的局面
。

因此
,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够迎头赶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