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系统综合定位站研究的发展过程

纪念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库尔斯克生物圈站建立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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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
,

即 &∋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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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 戈里耶夫

院士提出了发展地理定位站研究的设想
。

为实现他

的思想
,

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于&∋ ) (年建立了第

一个定位站
—

天山高山站
。

在距库尔斯克城不远的俄罗斯平原中央森林草

原带建立了另一 个定位站
,

它已有 年的历史
,

如

甲已成为一个综合研究地理系统的主要中心
。

选择

建立第二个定位站的地区主要考虑要在最佳水热比

例关系区和老的农业发达区进行自然地理过程发展

的研究
。

选择定位站站址也主要考虑该地段有中央

黑土保护区 的自然景观
,

它可作为自然条件变化的

对比标准
,

并且直接靠近库尔斯克国家农业试脸站
,

其景观在农业活动影响下 已发生 了重大变化
。

同时

苏联科学院土 壤研究所
,

植物研究所和中央黑土保

护区的研究人员和 工作人 员早 已对这继的几种自然

要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综合定位站先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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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西莫夫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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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佐夫
,

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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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

阿尔曼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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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涅尔的学术领导下 开展 工作
。

从 & ∋ .) 年开始至今
,

定位站的学术领 导人是该站建站人之一
—

∀
,

∃
#

格林
。

在进行综合研究过程中
,

定位站的科研任务 日

趋复杂化
,

与此相应
,

量测和数据加工方法也不断

得到完善
,

从传统的
,

简单的方法到现代化的复杂

方法
/

应用新型童侧仪器
,

建立信息一量测系统和

谁 备有各类电子计算机的计算中心
。

扩大了进行研

究的地理系统的范围
/ 从 自然的

,

保护区 的 森林

和草原 ! 地理系统
,

受到人为变化的上述系统 ‘放

牧草地和割草草地 !
,

到农业系统
,

尔后 又扩展到城

市和 工业系统
。

相应地研究工作的组织形式也发生

了变化
/

从 各研究室单独组成的野外小分队到全所

规模的大型考察队
,

以及 与科学院其他有关研究所

和生产部门联合进行的日常综合性定位试验
,

在这

些试验研究中库尔斯克站始终保持学术上的领导地

位

定位站研究从学科方向上称作是
“

景观地球物

理
” 。

它的任务是研究景观 的生物和非生物要素间物

质与能量的交换
,

这项研究实际上至今仍在继续进
’

行
。

随着地理学的发展
,

定位站的科研大纲内容和

实施大纲的组织 形式不断变化
,

工作不断深 入和扩

展
,

并逐步使定位站的 目的和任务转为认识 人与自

然的相互作用
。

定位站科研 发展的总趋势是查清地理系统及其

要素现状

—
研究地理系统功能的部分机制—

一

研

究地理系统各要素间
,

不同地理系统间相互 作用的

时空形式0 0 一
#

地理系统模拟
。

库尔斯克站综合地理研究的组织工作可分为六

个阶段
。

各个阶段的更替反映了定位站科研工作质

的规律性变化
。

首先在 &∋沼年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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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沃维

奇领导 2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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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林开始在这 里建立 水文定

位站
,

研究中央森林草原自然和农业地理系统的水

平衡
。

3∋ (3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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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纳尼耶娃又来此增设热

平衡观侧
,

她是在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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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尔济耶夫斯基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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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

劳涅尔的领导下研究中央黑土保护区草原地理

系统辐射和热平衡
。

最后
,

&∋ (& 年在水文和热平衡

研究的揍础 上
,

在俄罗斯平原中央森林草原带
,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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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斯克城以南 4公里处组建了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

所库尔斯克野外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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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夫
,

Δ
#

%
#

扎尼内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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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波列夫等考虑

天山自然地 理站的工作经验
,

深刻研究和阐述了定

位站的工作以 自然景观的生物地球物理学说为其理

论基础
。

定位站的工作 目的是
,

为实行对自然过程

的预报和管理研究地带性初级 自然地理系统和自然

一人为地理系统的功能机制和结构
。

定位站的主要

任务是研究物质能量流
,

阐明生物 区系在中央森林

草原带自然地理系统中的调节作用
,

评价利用外部

因素使自然一人 为地理系统达到最佳功能
,

首先是

形成生物量的效益
。

皿
#

月
#

阿尔曼德提出的 《温带平原景观的相

互联系》 模式规定了定位站多年的研究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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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发表的模式也成为定位站的研

究方向
。

第一阶段 &∋ (& 一 &∋( 年!
,

查清土壤
,

植被
,

地

形和人为影响的状况
,

阐明了地理系统功能的上要

机制
。

编制了一 系列大比例尺地图 3
/

& 万 ! /

娥

观图
,

地貌图
,

土壤图
,

植被图
,

保护 区斯特蓄列

茨基地 区地质图
。

地理系统综合定位站研究的拢础是 −
#

月
#

阿

尔曼德制定的平衡方法
,

这个方法可用来定鼠评价

热平衡
,

辐射平衡和水平衡诸要素
,

以及生物量平

衡
。

定位站工作中利用的传统的自然地理比较描述

方法
,

绘图法
,

以及较现代的定量评价方法 质量

和分阶评价级次
,

穿孔卡片系统 ! 都不能充分满足

定位站科研工作的需要
。

广泛采用平衡方法要求有

梢密的仪器量侧地理系统的各种参数
。

因此
,

从建

站之初开始就十分重视并提出了制定和检验信息收

集和加工的新定量方法的任务
。

在第一阶段
,

有&4 个野外专业队在保护区 自然

地理系统内的试验地和景观剖面 上分别进行观测和

量侧
。

定位站广泛开展的地理系统动力
,

生物地球物

理和生物地球化学特征的综合研究早已越出状况观

测的范围
,

它实际上 已成为制定和检验地理系统研

究新方法和新手段的基地
。

第二阶段 ‘ ∋ ( (一 Δ∋ . ,年 !
,

&∋ (( 年库尔斯克野

外站更名为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库尔斯克野外试

验基地
。

从此它在组织 上成为研究室一级的机构
。

这一阶段在植被以上不同高度和植被中间广 泛开展

了辐射
,

气象
,

水平衡和植物量测工作
,

深入调查

植被及其结构
,

研究动物种群的生物群落作用
,

确

定次生产量
,

探讨动物种群在物质的生物循环中的

地位和作用
,

阐明水热状汉指数与植被生 产率之间

的关系
,

研究农业系统中深厚的黑土 层的水状次等

日益重视 白然地理系统和自然一人为地理系统 农

业系统 !
。

生物区 系和非生物因素的比较 分析
。

继续

探索仪器观 测和侧量的新手段和新方法
。

&∋ ( Ρ 年定位站开始参加 《国际生物 计划、 的 Σ

作
。

第三阶段 &∋ .& 一 &∋. )年
, ,

根据在植被以 Σ不

同高度及其中间进行辐射一热址
#

小气候
,

水平衡
,

生物地球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 魔测的计划评 价水热

资源在形成自然地理系统生物产敏中的利用效益
‘

同时在农业系统内也进行类似的试验
,

并补充般侧

无 机营养的施放程度
。

这一研究的目的是为获取农

业高产和超高产制定理论从础
。

此外还对植物气候
,

植被对辐射和水分的适应机制
#

上壤呼吸等参数在

形成植被功能结构中的作用进行了新的试验研究
。

第四阶段 &∋ .& 一 &∋ . (年 !
,

综合性试验研究积

累的大量资料要求制定分析和归总资料的可
#

行方法

为此
,

&∋ .Ω& 年苏联地理所在库尔斯克野外试验丛地

的基础上组建了地理系统试验研究方法实验室
,

这

是个多学科的研究室一级机构
。

它的任务更偏 吸 Ν

方法性
,

集中研究和检验 最测
,

分析和汇总所得信息

的新方法

这 一时期地理学盛行从时空方面研究 ΔΞ 然的 上

张
。

传统的点状量测方法 已不能完全满足 1 益增长

的需求
。

必须采用可取得地理系统及 其要素状况和

功能的连续空间信息的方法
,

即遥感方法
。

为了制定评价自然空间特征的方法
,

需 要在已

进行过充分研究
,

并且是该区代表性纷观的场地进

行观测和徽测
。

这个场地就是库尔斯克定位站
。

&∋. 】

年在这吸通过遥感和地面相关试验
#

首次开展了利

用多光谱摄影
,

长波辐射动态
,

地上生物 殷储量与

主动式雷达摄影数据的关系
,

地 面光谱侧量等资料

阐明各类地理系统状 说的工作
。

所以说
,

第四阶段

定位站科研 工作的 七要内容是建立库尔斯克遥感试

验场 &∋ . 年!
,

制定研究地理系统的遥感方法
。

这

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
/

编制主要地趣系统的 《影象

图集》
/

制定评价地理系统生物生产 力和水热平衡要

素的方法
Ω

探索和制定各种人 为影响判读征状系统
Ω

建立遥感试验仪器供应的地面从地
。

&∋ . 年开始执

行在库尔斯克 苏联 ! 和南达科他 美! 遥感试验

对比场
,

苏美联 合进行遥感试验研究的计划
。

在这一阶段库尔斯克野外试验毯地与苏联科学

院遥感研究所
,

无线电和电 子技术研究所等很多单

位合作
#

进行了大规模试验研究
/

地面蛋测植被参

数和环境因素 辐射
,

热量
,

水状 况!
,

光谱侧 <
,



从不同高度进行多光谱摄影和其它种类的摄影
。

在

集中进行遥感试验研究的同时
,

定位站仍继续在 日

常试脸地和景观断面上进行地理系统生物地球物理

和生物地球化学的研究工作
。

第五阶段 &∋ .(一 &∋ Ρ4 年!
,

扩大Μ 研究范围
,

扩大了与国内各部门和国际间的合作
。

库尔斯克野

外试验蚤地已成为组织讨论各类地理学问题的全苏

会议和国际会议 中心
,

成为共同研究和交换信息的

场所
,

成为地理系统定位站研究的学校
。

这一阶段库尔斯克野外试验赘地 主要集中力盘

研究自然和自然一人为地理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

继

续研究生物区系与环境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
,

研究数学模拟和 自然的地理系统及农业系统热动力

状况的理论和方法
。

水平衡研究已扩展到城市地理

系统
。

库尔斯克野外试验基地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国

家科学院 《全球地球物理研究》 计划中的水文气象

方面的工作
。

根据计划
,

进行 厂研究地理系统光谱动 力特征

的遥感试软
。

继续探索遥感探测的方法和手段
。 Ω
&∋ . (

年与掩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合作
,

运用无线电控制 飞

机棋型从低空进行大比例尺摄影
。

配备有摄影装备

的捷克斯洛伐克运载体在库尔斯克遥感试验场进行

了试脸
。

库尔斯克野外试验基地还参加了 《国际宇

宙公司》 的工作
。

这一时期
,

苏联和其它各国 日益重视人与环境

的相互作用和人类经济活动给 自然环境造成的后某

等问翅
。

库尔斯克好外试脸墓地与经互会成员国合

作
,

协 同研究人类活动对环境形响的经济评价和非

经济评价方法
。

针对这一课题
,

每一个参加国都选

择了一个 《棋型区》
,

这些区都已进行过充分研究
,

在此范田内既有没受人类影响的自然景观
,

也有受

人类活动形响的各类自然一人为地理 系统
。

库尔斯

克州
,

准确地说
,

库尔斯克州内的赛姆河流域有条

件成为这类模型区
。

&∋ .( 年库尔斯克州即被定为库

尔斯克棋型区
。

库尔斯克野外试脸基地开始在库尔

斯克棋型区开展 《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经济

评价和非经济评价方法》 专题研究
。

定位站发展的

第五阶段以此作为起点
。

此项任务的作法是研究 《人 口一经济一自然》

系统相互作用的性质
,

对比 自然一人为地理系统和

工业生产地理系统的特征值与中央黑 上区 未受人为

变化的森林草原地理系统的标准特征值一即假定《起

点读数》
。

Ω 为深入开展研究
,

除在保护 区 自然系统和农业

地理系统内进行传统的观侧试验外
,

还在城市地理

系统
,

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水池
,

库尔斯克磁异常

区米哈依洛夫矿山开采公司等地开展观测研究
。

这一时期在苏联和国外开 始了组织生物圈保护

网的工作
。

中央黑上保护区独特的自然景观
,

其周

围多样化的自然一人 为地理系统
,

以及该地 区 良好

完满的研究水平为建立生物圈保护区提供了有利条

件
。

&∋.. 年
,

根据苏联科学院
,

农业部和国家水文

气象局的共同决定
,

在库尔斯克野外试验基地和中

央黑土保护区 的基础上
,

建立 了全苏第一 个中央黑

土带生物圈保护区
,

在苏联欧洲部分的中心 进行环

境监侧
。

中央黑土带生物圈保护区的 主要任务是
/

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

为全苏整个生物圈保护区 网拟

定工作大纲
,

改进地理系统监渊的方法
。

研究工作

同时在生物圈保护区 的核心部分 中央黑土保护区

自然环垅没有变化的标准地区 !
,

边缘部分和试验区

受到人类活动影响变化很大的库尔斯克模型区地

理系统 ! 同时展开
。

科研任务的扩展和复杂化
,

地理系统各种参数

信息量的增加
,

要求有现代化的方法收集和整理原
·

始资料
。

库尔斯克野外试验基地配备有新的量侧仪

器
,

继续研究量侧地理系统状况和动态的生物地球

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参数的遥感技术
#

包括飞行设

备
。

&∋ .Ρ 年开始进行运 用国产小型无人驾驶飞行器

从低空观侧主要地理系统的方法试验研究
。

建造了

无线电控制多功能肮空模型 《自然》
,

它能装载 Λ公

斤重的摄影装备
,

在 4 一 &4 !4 米的上空
,

以 &
#

ς一 &
#

Λ

公 里的飞行半径 飞行
。

&∋ Ρ 4年库尔斯克野外试验基地着手建立信息计

算中心
,

其主要任务是
,

运 用资料收集和加工的自

动化系统以最经济的方法为解决局部任务和总体任

务获取 终体信息建立 数据库
。

这一时期库尔斯克野

外试验基地作为多学科
,

多部门合作的协调人的地

位更加提高
,

科技合同的范围更加扩大
。

第六阶段 &∋Ρ4 一 !
,

定位站研究景观地球物理

所积累的丰富资料
,

众多的研究地理 系统结构和功

能的方法和手段
,

使库尔斯克野外试脸基地有能力

转向地理系统监测
,

即 《观侧和监视地 理系统主要

要素及系统中发生的过程》
。

这就是 本阶段 工作的

主 要内容
。

工作的主要方面是
/

制定地理系统监侧的原则

和方法
Ω
监测客观的状况

Ω
为进行地理系统状次监

侧
,

预报和管理所需信息的收集
#

保存和分析方法
Ω

这些信息应用于从事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生 产部门

的途径
。

主要任务是制定在生物圈保护区进行地理

系统监侧的统一方法
/
监测客体选择最优化

Ω
监视



现代气候变化和古气候

∃
#

1
#

布德科

人为因索引起的气候变化 .4 年代后期以来
,

国内外曾有许多学术会议讨论了由于人为因素

弓Ψ起的全球气候未来变化问题
。

所有会议都支持全球气温可能会明显升高这个观点
,

并认为必须

对全球各地区未来气候变化作出评价
。

这项研究是十分艰巨的
。

虽然气候理论在 .4 年代中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但即使采用最可靠的理论模型
,

气候变化计

算的精度问题仍悬而未决
。

这就给在大气中Ι 4 浓度增加时确定气候条件变化带来了困难
。

有人

认为
,

利用已有的模型较可靠地确定气候系统对影响气候的外部因子变化的敏感性是不可能的
。

但权威的气候学家不赞成这一观点
。

为了解决模型计算的精度问题
,

就需要提出新的
、

不受气候

棋型影响的评价气候系统敏感度的途逸
。

这样的途径在.4 年代的后半期就发现了
。

当时
,

为了研究气候系统的敏感度
,

采用了现代气

候变化的经验资料及地质历史时期的气候资料
。

本文是论述利用古气候资料
,

研究气候人为变化

形响的可能性
。

未来气候的古气候类比
/

苏联科学家提出的用气候变化经验资料研究气候系统的敏感度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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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教
,

即表明地 理系统及其要素状况的指示剂
,

在 外作业分队到大型学术中心
,

由局都的针外观侧 和

此墓础上实行监侧
。

监测中要阐明
,

出现的偏差是 描述到配备现代化< 侧仪器进行综合性野外试脸一

人类活动影响的结果
,

还是地理系统天然自我发展 反映了地理科学在向系统地理学
,

建设地理学发展

的结果 自然趋势!
。

‘

道路上的进展
。

进行此项工作要求建立更为现代化的地理系统 定位站  年的科研成果有数百箱文章
,

专著
#

观侧方法
,

包括遥感探侧方法和地面方法
。

使信息 论文集气二十五年来定位站做了大< 科学组织工作
。

从观侧客体直接传送到电
一

子计算机中
。

川 Ρ 年 库尔斯 据不完全统计
,

库尔斯克生物圈站组织了4 多次国

克野外试脸墓地 开始采用生物地球物理信息收集和 际性及全苏性学术会议和试验项 目
,

接受了来自& 

初步加工的信息量测系统第一方案
。

&∋ Ρ) 年由于有 个国家的(4 4多位外国专家来站交流经脸和进行定

效地执行了地理系统监测计划
,

库尔斯克野外试验 位站试脸研究
,

有4 多位外国和苏联专家来此进行

基地 易名为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库尔斯克生物圈 长期进修
,

邀谕 &44 多个科研机 构的专家对本站工

站
。

作进行咨询和帮助
。

每年全国各地有大批高等学 校

地理爪沉监测研究需要建立地理系统结构一功 的学生来本站进行生产实习
。

能模型
。

地理系统监侧首先是旨在限踪和监督受到 今后的五年定位站将更多地注重研究方法论方

人为活动影响的边缘区和试脸区
。

为此有必要进行 面的问题
,

将对各类地理系统及其要素的瞬时状况

回顾性监侧
,

寻求 《零点读数》
,

即人类大力改造 和演替动态进行研究和分析
,

将研究地理系统不变

森林草原地理系统的起始时间和状况
。

这对库尔斯 < 的变化
。

克生物圈站来讲是一个新方向
。

库尔斯克生物圈站 年的工作历程雄辩地证 明

地理系统监侧的研究成果反映在即将出版的她 了捺合性定位试验研究在进一步发展系统地理学
,

理系统监侧的原则和方法》一书中
。

建设地理学的过程中
,

在使地理学由描述
,

解释转

在地理监侧研究中库尔斯克生物圈站与数十个 为预报
,

管理地理系统的过程中起粉 日益增长的作

研究所
,

和生产部门签订了& 个科技协作合同
,

并广 用
。

泛开展了国际交流和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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