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研究讨象

雷伊切林

提要
 
综合自然地理学是一门研究自然环境结构的科学 而自然环境是由相互联系 相

互作用的自然成分组成的统一整体 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面 它是一个具有

三维空间的 留点层
,

包括岩石圈
、

大气 会
、

水
一

以及在三者之间发展的生物圈 在许多用来

表述地球这一外壳的名词术语中
,

看来最好的是表成地图!∀ # ∃% # & ∀ ∋ ∀ (伊萨钦科这个名词

景观作为一个科学名词是含糊不清的
,

可以用地理综合体 !) ∀ ∗ + ∗ , # −∀ − (这个名词来代替

地理综合体
,

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地段 它通过内部发生的诸种过程及各地理组成分之间

的相互依存性
,

而构成一个整体 !. 巴斯比
,

/0 12(
。

地理综合体有同质 !地区的( 和异质

!空间分布的( 之分 每个地理综合体都有自己特具的结构和功能状态
。

地理综合体的客观

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在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
,

许多专门化分支已经从它的内部分化出去
,

这些分支

现在已经成为独立的科学
,

与地理学通常只有很不紧密的联系
。

与此同时
,

在自然地理学

中产生了一 门新的科学一一综合 自然地理学
,

亦称景观地理学
、

景观 生态 学或 地生态

学
。

这是一门关于 自然环境结构的科学
,

而自然环境是由各相互联系
、

相互作用着的自

然成分所组成的整体
。

综合 自然地理学的主要研究 目标是自然环境的分异性和功能
,

因

而
,

这门科学最重要的任务是
 研究自然环境各要素 !∀− ∀ , ∀ 34 % ( 之间的依存性 , 划分

不同等级的地理综合体 , 确定这些地理综合体的自然地理内容
、

业制定等级系统 , 研究

这些地理综合体的动态
、

发展历史业预报它们的变化
。

根据上述
,

综合自然地理学是许多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中的一门
,

它鲜明的性质在

于其概括和综合其它研究领域的能力
,

正如前不久 !继. 格沃兹德斯基之后
,
/ 5 6 7 (

8 9
。

奥罗夫令人信服地指出
 
自然地理学不应当作为各门科学的综合

,

而应当无 一 门

关于综合的科学
。

按照 :
。

盖伦的观点 !/ 5 6 5 (
,

研究各不同自然地理成分的诸专门 自然地理科学一

地貌学
、

气候学
、

土壤地理学
、

生物地理学是居于纯自然地理学 !综合 自然地理学 (与地质

学
、

地球物理学
、

生物学等学科之间的中间地位
,

与综 合自然地理学的联系是因为必须

从整个环境背景和同其余成分的相互 !依存 (关系中去考察每一个成分 ; 与地质学
、

地球物

理学等的联系是由于它们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相同或相似
、

研究对象相同
。

: 盖伦认为
,

纯

自然地理学与社会经济地理学是性质相当的学科
,

社会经济 地理学 也是利用了 与政治

学
、

经济学
、

社会学相关联的诸专门地理科学的研究成果
。

< =
,

加德纳在 / 5 6 6月出版的著作中指出
,

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面系统
,

广义理解是一个三维空间层
,

分别由各专门学科研究的四个圈层 !岩石圈
、

大气圈
、

水

圈
、

生物圈 ( 在这一层中接触
,

而人文圈 ! > 34 &∋
∗ # ∗% # & ∀ ∋ ∀ (占着一个特殊的位置

。

为

了全面地认识许多自然现象和过程
,

了解人类活动对这些圈层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
。

关于地球外壳的表述曾用了不同的名词
。

在苏联
,

最通用的是
“
地球景观壳

”
! ? 8

卡列斯尼克 ( 以及景观圈 !中 . 米尔科夫 (
,

在德国采用了地圈 !仑 内尼夫
,
. 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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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 地圈这 名词着来不好
,

因为地球的不同部分
,

岩石圈
、

大气圈
、

水圈也是地圈
。

/ 5 1 Α年 ∋ 伊萨钦科引进一个新名词一一表成地圈 ! ∀ # ∃) ∀ ∗% # & ∀ ∋ ∀ (
。

在波兰
,

<

肯德尔斯基 ! /5 6 1 ( 曾用 了这个名词
,

他写道
 “用这一名词来表述 自然地理学的研究

对象是即简单又明燎的
。 ”

表成地圈的字面 含义是地球的外部圈层
,

这是一个国际性定

义
。

但是必须指出
,

它同每一个新名词一样
,

需要作适当解释才能为人们
,

特别是非地

理学家所采用
。

综合 白然地理学是景观地理学的同义语
,

景欢作为一个科学名词见于多种文字中
,

业被广泛地采用
,

但这一名词含糊不清
,

亚在公用语言中已脱离它的一定意义
。

它在地

地理学中理解为是一个总概念 !象土壤和气候分别是土壤学和气候学的研究对象一样
,

景观是景观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

或者作为一定范畴内非类型单位的对应体 !景观纲
、

类
、

种和变体 (
,

也看作一个自然地理区的等同体
。

这种情况经常导致误解
,

因此人们

力图用其它名词取而代之
。

目前最流行和常用的名词是地理综合体
,

它代表任何等级系列上的自然地理单位
。

景观可以用这个名词来代替
。

根据.
·

巴尔斯的定义 !/5 硬治 (
,

地理综合体是一个相对封

闭的自然地段
,

它通过发生在其内部的诸自然过程和各地理组成成分的相互依存性而构

成一个整体
,

地理综合体是由自然成分及由社会活动带给这些成分的变化这两方面构成

的
。

地理综合体有同质的
、

异质的之分
,

前者从所有自然成分来看是相似 !相对统一 (

的
,

是单位等级系列中最低级的地理综合体
。

所有的高级地理综合体都是异质的
,

它们

的异质程度随等级升高和单位规模扩大而增大
。

同质的和异质的综合体都形成整休
,

前者具有均质性
,

后者具有分异结构
。

异质地

理综合体性或结合是由一定的低级地理综合体以及它们之间的特定关系反映出来的
。

’

每

个异质的地理综合体都是 由最低级同质综合体的镶嵌构成的
,

后者是物质和能量交换的

基本单位
。

关于同质和异质地区在研究方法和认识可能性上有着根本差别
,

这种差别不取决于

调查地区的大小
,

而在于所阐明的范围的不同
。

Β
·

内尼夫 !/ 5 1 7( 把同质单位称作地区

单位 !由希腊语4∗ # ∗% 一一地方一词而来 ( ,
把异质单位称作空间分布单位 !由希腊语

比∗∋
>
一‘空间一词而来 (

。

根据他的观点
,

地理综合体的划界应该 以表示一定特征最

大偏差的幅度为依据
,

而不是某一固定值或指标
。

就是说
,

各地理综合休单位的界线应

该根据生态的可变性
,

而不是某种特征的个别数值
。

地理综合体的结构是指其组成要素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

组成要素既可以是自然

地理成分及其特征
,

也可以是低级地理综合休
,

根据 8
·

8 索恰瓦 !/5 6 1 ( 的意见
,

每

个地理综 合体的结构应该从 两个方面来改察
,

即空间的和时间的结构
。

空间结构是时间

上稳定的地理综合体各组成要素的分布格局 , 时间结构是维持着空间结构的地理综合体

在状态上一系列变化的结局
。

‘

地理综合体的功能是其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
、

能量和信息交换以及这种交换影响下

综 合体内部发生的各种变化
。

功能状态和强度取决能量的供给
,

太阳能是最为重要的
,

太

阳能是大多数基本过程的原动力
,

这些基本过程包括所有的物能抓环过 程
,

如水循环
,

化学元素的循环和生物循环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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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综合体的功能状态可以用它在不同时间片段上的结构来表达
。

条件的 自然布局

效果就是使地理综合体的功能状态达到优化
,

使活动取得最大效益
。

地理综合体的功能

最适状态通常与自然的开发者人类的利益不符合
。

那些与表成地圈发展趋向相矛盾的人

为活动将导致地理综合体功能的扰乱
,

业开始走向退化过程
,

还可能引起对人类活动成

果的破坏
。

地理综合体的客观存在是毋庸置 疑的
。

关于地理综合体划分的可能性或者把它们肴

作某种抽象形成 !在不同研究者的著作中有 不同的对待 ( 的讨论
,

看来 都缺乏 逻辑根

据
。

在一个低凹地底部和与该低凹地毗邻的丘陵具有不同的物质能最循环类型
,

这是不

可杏认的事实
。

它们形成两种不同的真实存在的地理综合体
。

当调 杏足够详细时
,

地理

综合体的界线必将是 明确的
,

所有研究者就可以据此把它划分开来
。

王超 译自 《Δ ∀ ∗ Ε∗ Φ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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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灌溉对亚洲西部地区环境的影响

Η
。

纳 哈

引 , 大
。

有些灌区的农民从未把新开垦的土地

农田灌溉是一 种最易提高干 旱 地 区 看作是自己的家园
,

最后丢弃了它们
。

从

农业产量的方法
。

灌溉农业与旱 作 农 业 经济的观点看
,

在亚洲西部地区发展农田

相比
,

谷 物 产 量可提高 1 倍
, 根块植物 灌溉是正确的

,

但必须认真对待灌溉对环

产量可提高 Χ 一 Α 倍
。

因此
,

农 田灌溉在 境的危害问题
。

渴望得到更多粮食的干旱地区
,

可 以发挥 进行农田灌溉常常要投资
,

一

而且很复

巨大的作用
。

农田灌溉使这些地区获得高 杂
,

同时还要有对灌溉的受益问题作全面

产稳产
,

同时减轻了干旱 和沙 漠化 的威 分析的技能和经验
。

另外
,

农田灌溉还会

胁
。

通过灌溉
,

可以在休耕地上种植树木 引起主要的生态系统的变化 !土壤
、

水
、

和永久性的植被
,

用灌溉来生长植被和淋 大气圈 (
,

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
,

这些

洗盐分
,

以开垦沙漠荒地
。

农田灌溉成 了 生态系统的改变
,

就会导致严 近 的 沙 漠

这些人口稀少的地区的农民建设新村
、

改 化
。

由于引入一定的数量和定量的水分
,

善生活环境和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
。

灌溉影响了土壤状况
,

从而改变了干早地

然而
,

在亚洲西部地区
,

特别是在幼 区和半干早地区生态系统
。

该生态的变化

发拉底河平原和底格里斯河平原
,

历史上 为外表植物和昆虫 !包括疾病和血吸虫(

的农田灌溉业非一直是成功的
。

过去建成 的出现
,

创造了条件
。

据记载
,

自从迸行

的一些灌区 !有些是非常近期建成的 ( 由 了长年灌溉后
,

受血吸虫病感染的人数从

于 淤积
、

涝灾
、

盐碱以及社会和政策的影 Γ Ι增至6Α Ι
。

另外
,

灌溉对水分循环也

响
,
遭受了几次挫折

。

有 些灌 区费 用太 有影响
,

它可 引起地下水泛滥和溃水
。

这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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